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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碧寅

说 起
锯床，你的脑

海里会蹦出什
么 样 的 画 面 ？

一台大床样式的
铁家伙杵在地面上，

锋利的锯带直直地切割
着金属器材，锯切工人在一

旁根据设计图样，比对着工艺文
件和技术标准，实时调整着锯切速
度和板材方向。

“我们的锯床在中高端产品市
场占有率较高，广泛运用于冶炼、造
船、汽车等行业。”浙江锯力煌工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瑞
雷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破大家
对锯床这个传统产业的想象。”

作为在锯切领域大力推动智能
制造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锯
力煌”如何在产业链关键领域构建
一个数字化智慧锯切世界？陈瑞雷
邀请我们跟着他去车间走一圈，或
许就可以找到答案。

智能系统带来“傻
瓜式”操作

踏入车间后，印象中热火朝天、
工人们来回运送着各类板材器件的
画面并没有出现在眼前。整整齐齐
立在仓库两侧的各类锯床让我们有
些犯懵，“我们不用先去看生产流程
吗？”我们问陈瑞雷

“你们先体验一下搭载了我们
新一代 AI 全智能锯切系统——锯
匠 1.0 的锯床，这样等你去车间的
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陈瑞雷背
起手，卖了个关子。

在锯切体验区，一台整体呈银
灰色、点缀着黄色警示护栏的智能
超高速带锯床正在测试。站定在高
速运转的锯床前，我们好奇地望着
和大多智能面板相似的蓝色界面，
加工尺寸、锯切用时和切削效率等

数据整齐罗列在上面，下面一排显
示着切割材料的材质、形状等。

“这些都是‘锯匠’实时计算出
来的结果吗？”从没见过锯床作业的
我们试探性地问了一下。“不全是，
一部分是操作工输入的，上手试试
你们就知道了。”陈瑞雷指着旁边一
台空闲的锯床对我们说。

站到锯床前，我们仔细观察眼
前这块两个巴掌大小的屏幕。上面
有空格内容等待补充：锯切物的材
质、形状和大小，以及加工件的尺
寸、件数和切削模式等。等到锯床
上架着一根待切割的圆形棒材后，
我们按步骤一一输入。由于是初次
上手，我们只设定了切一块 2 厘米
厚的钢片，在确认使用自动模式后，
启动按钮亮起绿灯。

“这样就好了？”输完参数后，我
们忐忑地望向一旁的师傅。“是啊，现
在操作太简单了，像以前我们要请经
验丰富的老师傅带几个月才能上手
呢！”师傅在一旁颇为骄傲地说。确
认启动后，面前的锯床立马高速运转
起来。在切削液不断的冲刷下，锯带
一点点没入钢柱中，一旁的液压排屑
器将切割出的金属卷屑排出。

3 分钟不到，一块直径 200 毫
米、厚度 2 厘米的钢片切割完成，出
现在我们的面前。

容易上手背后藏
着“硬功夫”

“现在看着容易，背后可没这么
简单。”说着，陈瑞雷带着我们向生
产车间内部走去，“硬件和软件两头
精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现在带你
们去看看车间里的‘硬功夫’。”

在数字化加工车间，工人们穿
着灰色的工作服，戴着红色的安全
帽各自忙活着，几辆电动叉车穿行
在不同的生产线间。“像这台五面体
龙门加工中心，是我们的一个重要

设备。”陈瑞雷带我们走到一台 6 米
高的大家伙旁边，生产部经理赵
海杰正在输入零件加工程序，一
块 20 厘米宽的显示屏上跳动着各
色英文和数据，看得我们一头雾水。

“我们会根据图纸和工件来编
写加工程序，机器在配件不同的面上
进行铣平面、开槽、打孔、攻丝等。”赵
海杰手上攥着一张零件的三维图，在
屏幕下方与键盘相似的按键上输入
程序。编写结束后，一台漆黑的底座
被传送带送入加工区，巨大的机器运
动起来，伸出不同的机械臂游走在黑
色底座上进行工作。

光看表面似乎和以往看过的数
字化加工车间没有什么不同。“这和
其他企业有什么区别吗？”我们问。

“当然不一样，我们零部件的精细化
和标准化程度更高。以这台加工中
心为例，我们不用移动零件就能完
成 5 个面的加工，大大减少二次装
夹带来的误差。”赵海杰边解释，边
在零件加工区和显示屏间不断观察
着实时进度。

“硬件方面任何一个零件的误
差都有可能导致软件运行偏差，”陈
瑞雷在一旁补充说，“目前大多数的
锯床企业在加工零件、焊接甚至组装

时都无法做到和我们一样的标准化
生产，自然也无法搭载我们的系统。”

“所以车间的‘硬功夫’其实是
给后续软件的嫁接打下了基础。”了
解情况后，我们默默在心里给锯力
煌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点赞。

“软实力”加速传
统产业升级

原路折返后，一台台明亮的智
能超高速锯床成品再次映入眼帘。
走回锯切体验区时，工人师傅已经
取出了之前锯切好的钢片，我们接
过来。端在手里有些沉甸甸的，切
面明亮平滑。端详着手里这片“劳
动果实”，我对这个辅助我顺利切割
的“锯匠”系统更好奇了，为什么想

要打造这样一套系统？
“以你刚刚的切割为

例吧，借助云端的‘锯匠’，
你花了不到 3 分钟时间就能

锯完这块钢片，但如果没有搭
载，大概还要多花一分钟时间。”

陈瑞雷回答道。
“一分钟的话，感觉锯切速度也

没快多少？”听到这里，我们不由发
出疑问。“光看机器的速度是没提高
特别多，但还要考虑到人工效率。”
这时，公司常务副总李斌超走了过
来，“其实我们要的是在‘锯匠’的帮
助下，机器和人工的效率同时提
升。”李斌超指着眼前的两台智能超
高速锯床举例说，“比如现在你们看
到的是一个工人在用两台我们的机
器在锯切，但这是与他和两个工人
用 4台普通锯床完成的工作量是一
样的，而且还更省力。”

我们把视线移到正在运转的锯
床上，屏幕上正跳动着锯切曲线画
面，上下波动的曲线展示着切割的
实时状态。“就像这个曲线所展示
的，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切割情况，代
替了原来人工所需的经验和操作，
这就是我们的软实力。”一旁的李斌
超解释说。

“现在不少企业遇到了招工难
的问题，就算招到了工人也需要请
老师傅手把手带，效率很低。”李斌
超和我们说起公司把“构建数字化
智慧锯切世界”作为企业愿景的初
衷，“如果能降低工人经验依赖度，
把原本落后的锯切工艺变成智能操
作，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从2016年开始，“锯力煌”对接
上了浙江大学的相关团队开始校企
合作，双方联动突破高端精密锯床
的关键难题。借助软件计算，人工
操作大大减少，每个环节都有机器
自动把关，相比上一代产品，锯床的
锯切效率和性能再次提高了 30%
左右。

目前，这批搭载了“锯匠1.0”版
系统的智能锯床已陆续投放市场，
将为锯力煌这家“小巨人”企业带来
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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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数字化锯切世界，记者在浙江“锯力煌”体验——

AIAI锯究竟有多聪明锯究竟有多聪明
本报记者 俞碧寅 通讯员 沈 斌 赵 路

 在模具车间，记者体验抛光
工艺。 拍友 邵祺 摄

 在抛丸车间，工人正操作机器
为钢材除锈。 受访企业供图

扫一扫 看视频

扫一扫 看视频

螺帽，生活中十分常见。但就
是这小小的螺帽，在一家工厂里就
能“变幻”出十几万种规格。

宇星紧固件(嘉兴)股份有限公
司就是这样一个“魔术师”。坐落在
海盐经济开发区内的厂区占地面积
110 亩。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是国内螺帽行业中最大
生产商之一，连续多年市场占有率
国内第一。

“宇星”的小螺帽如何赢得大市
场？日前，我们前往探寻。

不断上新
规格超十万种

戴上安全帽、耳塞、手套后，我
们跟随宇星技术部主管谢仔新步入
厂区。

与印象中传统的螺帽生产企业
不同，我们的第一感受是干净整洁，
看不到一点废水和废气。车间内机

器轰鸣，运输车往来有序，一旁
空地上，整齐堆放着上百
卷钢筋原材料。

辗转各个车间，我们
被一颗颗不同尺寸、形

状 各 异 的 螺 帽 所 震
撼 ，有 些 像 黄 豆
一样小，有些则
比拳头还大，有
六 边 形 ，也 有

齿轮状的，

仿佛一下走进了“螺帽王国”。“你
们看到的只是部分产品，如果全部
加起来，我们目前能生产十几万种
规格的螺帽，可以为客户‘私人订
制’。”谢仔新的语气中透着一丝
自豪。

“怎么能做出这么多？”看到我
们的惊奇表情，谢仔新带着我们来
到了位于厂区最里面的模具车间，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答案。原来，螺
帽制造生产过程比较简单，如果没
有特色，企业竞争力就会被削弱。
为了留住每一位客户，“宇星”就不
断根据订单开发新产品和模具，不
断上新产品规格。

在一条生产线前，谢仔新停下
了脚步。“这是热锻机，也是试用模
具的第一站。”谢仔新手指了指眼前
一台高3米左右的“大家伙”说，“经
过1000℃左右的高温加工坯料，验
证模具的尺寸。”

谢仔新简单向我们演示了一遍
操作流程，掌握要领后，我们按下绿
色的按钮，机器缓缓启动，室内温度
有近 40℃，不一会儿，我们就热得
直冒汗。虽然是设备自动工作，但
也需要工人毫不松懈地“盯”着机器
干活，不时关注下显示屏上的各项
参数变化。这份看似轻松的活，实
则难熬。

“现在我们螺帽的定制化率已
达到 70%左右。”谢仔新说，只有不
断创新，把螺帽种类做全，为客户提
供更多的个性化选择，产品才能从
低附加值转为高附加值，从而占领
市场。“买螺母，到宇星”，如今这句
话已成为国内外许多同行的共识。

苦练内功
工序精益求精

开发一款新模具，通常需要 15
至 20 天时间，从图纸设计到生产
运用，中间要经过热锻、抛丸、表
面处理等 10 多道工序。而模具
开得好不好，会直接影响螺帽的
产品质量。

为了让我们对模具开发有
更直观的感受，谢仔新又挑了

一道工序让我们体验。在他的
带领下，我们走向不远处的抛
光机，只见一名年轻的员工
正拿着研磨棒，对一款模具
进行表面抛光处理。

“这个好像挺简单
的，试试看。”接过这
名员工手中的研磨
棒，我们开始“有
模有样”地体验
起来。我们注
意到，模具被固
定 在 抛 光 机 内 ，
转动开关后，在机
器的助力下，模具开
始飞速旋转，此时只要
将研磨棒在模具表面前
后摩擦，就能进行抛光。

研磨棒放置角度不对、
每隔几分钟要观察表面变化、
摩擦频率太快⋯⋯抛光过程中，
谢仔新不断在一旁纠正我们的错
误，他说，这是一道“慢工出细活”的
工序，也就是精加工，整个抛光过程
需要一两个小时，一点也急不得。

没想到，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
做起来这么难。力度小了，达不到
抛光效果，力度太大，整个手臂都会
被“震”得发麻。“这其实是所有工序
中最难的，需要技术工人有足够的
经验。”谢仔新笑着介绍说，每位抛
光技术员上岗前都要培训，然后跟
着师父实践两三年才能“出山”，靠
的是眼力和手感，对个人技术要求
极高。

在谢仔新看来，模具开发的每
道工序都马虎不得，只有练好“内
功”，才能赢得客户的信赖。“你们
看，最近我们又拿下了一个机械工
程项目 500 万元的订单。”谢仔新
拿起身旁一个直径约 27 厘米、高
约 30 厘米的椭圆形模具介绍道，

“它用于两万只履带螺帽的生产，
也就是安装在挖掘机、铲车等轮毂
上的螺帽，预计月底前就能全部交
付。”

放下手中的模具，谢仔新掏出
手机给我们看了一组数据：企业每
年有1000多万元用于研发，年均新

增500多种产品，客户已遍布德国、
法国等20多个国家。

转型升级
撕掉“低端”标签

“有没有哪个生产环节缺人，今
天我们可以免费当助手。”离开模具
车间，我们本想再多体验几道工序，
却被谢仔新“婉拒”，他告诉我们现
在生产线上最不缺的就是人力。

漫步整个厂区，我们发现宇星
的各个车间内并没有太多工人，取
而代之的是一台台数控设备，一名
工人一般都“掌管”几台机器，他们
只需做好监控工作。只见这些工人
不时掏出手机，扫描设备上的二维
码，就能获取生产、包装、检验等所
有环节的实时数据，并接收工作
指令。

谢仔新告诉我们，就拿数据统
计来说，过去企业需要安排专人拿
着纸质表格跑遍全部车间，询问 10
多个工人并手动记录，再回办公室
用电脑录入制作成电子表格，至少
需要两天时间完成，且容易出错。
而现在这些全部都通过数字化改造
解决了。在他看来，面对瞬息万变
的市场，只有通过数字化改造才能
继续保持竞争优势。

“其实在很多人看来，我们的产
品较为低端，但要做好其实相当有
难度，小螺母里有大世界。”谢仔新
一边说，一边带我们来到成品包装
车间。他挑了一颗螺帽让我们猜
测，是用在什么领域的。接过这款
螺帽，我们发现它是正六边形的，中
间为圆形镂空，约为指甲盖大小，摊
开手掌轻轻晃了晃，几乎感受不到
分量。“可别小瞧它，这颗螺帽可是

用于风电项目的，一台风机上大约
有3000个左右的螺帽，这是其中的
一个。”谢仔新指着身旁的图纸说，

“你看，叶片、塔筒、地锚等需要衔接
的地方，都要用到螺帽。”

“你再看这些。”顺着谢仔新手
指的方向，我们看到一堆“体型”稍
大的螺帽，“它们主要用于某款汽车
轮毂上，国内每月需求量 1200 万
只，其中 30%以上是由我们提供
的。”事实上，这些年“宇星”一直在
努力撕掉“低端”的标签，把市场瞄
向汽车、工程机械、风力发电等高端
平台，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
高生产水平。而这也是企业在行业
中行稳致远的一大“秘诀”。

放眼望去，一箱箱螺帽通过长
长的输送链，被有序运到装载区装
车、发货，它们将被陆续送往一汽、
二汽、西门子等一大批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的知名企业。“传统产业也得
跟上时代步伐。”谢仔新的办公桌
上，放着一叠厚厚的订单，螺帽生产
已经排到了9月底。

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记者走进“宇星紧固件”——

小螺帽 大世界
本报记者 王雨红 共享联盟海盐站 范冰洁 邵 祺 王中鹏

锯力煌车间摆放整齐的锯床。 受访企业供图记者体验智能化锯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