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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流水线上机器人“当家作
主”，自己就能生产汽车零部件？你
以为这是科幻电影里的“赛博世
界”，事实上，这样的场景早就在宇
通生产线变为现实。用人工智能打
造“零误差”，用创新技术引领产业
变革，宇通，一直在路上。

近日，记者走进宇通厂区，近距
离感受属于宇通的“智能制造”。一
进入宇通厂区，记者就被一列“车阵”
吸引，高端大气的T7商务车、绿色涂
装的氢燃料电池公交车、憨态可掬
的小宇无人驾驶小巴，都在向外界
展示着宇通的技术实力。随后，记
者来到宇通车间，沉浸式体验一个
个“机器人”宇通造车的魅力。

宇通客车技术中心工艺工程
师蒋林森告诉记者：“在我们这个
制件车间型材智能化加工生产线
里，有 61台工业机器人、23台数控
机床和 60多台加工专机，累计 140
多台（套）自动化设备通过 MES 网
络和智能调度系统高效、有序运
行，基本实现型材物料加工、流转
的自动化、智能化。”

宇通把“机器人”也引入了焊装
车间。通过建立小—中—大分片的
柔性焊接加工模式，分别在半成品、
焊装和底盘车间布局标准站、中型
站和大型站三类机器人自动焊接工
作站进行对应性加工，实现车身骨
架全流程自动化焊接。

“机器人上岗”是经开区发展新
质生产力、汽车产业“智能制造”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经开区依托
汽车产业发展基础和突出优势，加
快传统燃料汽车产业转型升级，重
点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及相关产业
链，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整车
及零部件、智能网联创新应用、汽车
软件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服务
等核心领域。

走进宇通涂装车间，记者看
到，整车电泳生产线是按水气腐蚀
区、高温区、存储区、辅助房间区来
实现分区布局，同时配置有物流通
道及参观通道，分区布置具有很强

专业性。
电泳车间的空气是空调对自然

空气二次过滤后传输到车间内，使
涂装线环境清洁，利于提升品质。
整个车间地面是一层闪着亮光的
绝缘漆，顶棚上装有大型空调通风
设施。涂装工艺经理张杰介绍：

“这些价格不菲的通风装置同样是
为了使电泳生产车间无污染、无空
气杂质。”

由多个分项目组成的涂装智能
化柔性制造体系，有效提升了喷涂
质量，底漆防腐性能好，面漆漆膜丰
满度、均匀度好，附着力强，并具有
良好的光泽保持性、耐候性和耐磨
性，提升了涂装车间车辆的转运效
率、生产效率和信息化管理能力，实
现降本增效。

在技术创新驱动下，宇通公司
目前已具备行业领先的新能源三
电、智能网联核心技术及产业化能
力，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6-18
米系列化新能源客车产品。截至
2023年底，累计销售新能源客车超
17.5万辆，产品批量远销至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经济向
好势头、实现高质量发展新突破，已
成为重大时代命题。发展新质生产
力，科技创新与质态质效是“新”与

“质”的内在含义，加快科技创新已
成为行业发展和企业成败的关键。

“宇通样本”是郑州经开区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呈现。围绕技术
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郑州经开区正
不断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在经开
区不断集聚。

未来已来，向“新”而行。经开
区将继续布局未来产业前沿领域，
依托创新技术、数字平台等形成开
放共享机制，加快培育未来制造、未
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
间和未来健康等领跑型产业集群。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王译博 王梦琪 文/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今年省两会期间，省委书记楼阳生在参加郑州市代表团审议时指出，郑州要以更大力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先导、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传统产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培育发展新优势、增强发展新动能。
对此，郑州加快部署、迅速行动。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安伟指出，郑州正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速成型

的关键窗口期，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把握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契机。

开
栏
的
话

4日，记者走进位于郑东新区中原
科技城创新孵化基地的中原动力智能
机器人有限公司总部，前来参观学习
和洽谈业务的人们络绎不绝，展厅内
整齐摆放的工业3D相机、多模态室外
移动机器人控制器、巡检机器人、复合
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琳琅满目，各种
技术专利、荣誉证书挂满了整整一面
墙，让大家忍不住连连称赞。

从展厅再往里走，数十名技术人
员正聚集在宽阔的工位上紧张进行
着各种研发测试，一批又一批公司前
沿产品正从这里的研发实验室走进
未来的科技大市场。

“目前，我负责 3D相机研发，主
要用在智能制造领域，对于物体的定
位识别，配合机械臂做抓取上料，未
来在物流、钢铁、汽车等行业会有比
较大的应用前景。”入职 3年多的张
泽阳是公司 3D相机研发负责人，作
为郑州市 2023年度重点产业急需紧
缺人才，他享受到了郑州市和中原科
技城的多项人才政策便利，安心投入
研发，也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

2020 年 11 月，中原动力的首个
“作品”——城市管养AI智能机器人
在郑州东站西广场“首秀”，机器人一
会儿捡纸屑，一会儿把易拉罐扔进垃
圾箱，整个过程聪明利落。这一机器
人，算法全部自主开发，整机零部件
全部为国产，完成了智能机器人“河
南芯”的成功亮相。

两年后，中原动力为洛阳LYC轴
承有限公司完成了轴承生产线的数
智化升级改造，利用 3D视觉引导机
器人无序抓取上下料加工技术和模
块化生产流程的合理设计，从生产环
节伊始的毛坯上料、分拣到最后的冷
却、成品出料，11项工艺流程全部智
能化运行，打通了“数字工厂”最后一
个环节。

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兼CEO林杰告诉记者，目
前公司主要聚焦于移动机器人控制
器、3D 视觉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
其中，自研的 3D相机在制造业领域

应用广泛；多模态低速无人驾驶控制
器目前已应用于巡检机器人、低速物
流机器人、低速无人清扫车、农业机
器人等各类室外低速移动机器人的
控制。

2020年5月15日，中原动力智能
机器人有限公司在龙子湖智慧岛正式
运营，3年多来，中原动力在低速无人
驾驶、视觉智能分析、机械臂控制、人
机交互、多模态感知等领域研发方面
具有领先优势。截至2023年底，累计
申报知识产权 340项，累计授权 246
项，其中专利授权70项。

“中原动力科研人员占员工总数
的65%以上，其中博士、硕士占比超过
50%，已经吸引了上海交通大学等国
内一流高校博士，德国汉堡大学等海
归人才，外籍留华博士及本地知名高
校教授等加入团队。”林杰告诉记者，
公司研发团队被评定为 2021年度郑
州市唯一一个高端创业团队，依托强
大的人才团队和深厚的技术积淀，公
司老业务发展稳健、新业务初见成效，
新老业务协同发展，未来可期。

当下，新质生产力成为热词。在
林杰看来，直面新质生产力发展机
遇，不仅是企业，整个城市都需要具
备强大的创新能力来应对市场的变
化和竞争的挑战。

如何为智能制造提速？林杰认
为，中原科技城作为河南省重点打造
的国家创新高地、人才高地、开放高
地，可以在制造业领域加快推广新技
术特别是机器人技术的应用推广，助
推全省有科研实力的企业做大做强，
有效带动上下游企业发展。与此同
时，依托这里的创新平台、高水平大
学和科研院所，开展研发型人才的培
养，打造多层次人才培养高地，助力
本土高科技企业快速发展，进而为各
类人才提供有吸引力的就业岗位及
待遇、施展才华的空间和职业发展的
平台，让更多企业成为接纳和培育广
大优秀人才的蓄水池。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覃岩峰 文/图

“郑州造”机器人
“核芯”一手掌控

生产线上
小“机器人”造车忙

宇通造车生产线上机器人开始“卷”了

研发人员正在进行巡检机器人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