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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鱼互联云平台运用到混凝土行业中，带来生
产及物流效率大幅提高。 （受访单位供图）

每天到岗后，重庆富川古圣机电有限公司（下称
富川古圣机电）机器加工车间操作工陆明强，不用在
各台生产设备之间奔忙了，他只需在智能生产系统
的屏幕上，点击“生产加工计划”，选取“零件”“工序”
等指令，再点击“生成”，即可完成当天的生产任务命
令下达。

位于合川草街工业园区的富川古圣机电，是一
家制造业企业，主要为国内外多家摩托车、农用机械
企业生产轴承、齿轮等零部件。过去，按照传统的零
部件生产工艺，富川古圣机电的很多产品都需工人

“手把手”打磨，劳动密集，企业人数一度达到1700
多人。

但现在不同了。“我们通过用友精智工业互联网
提供的智能生产与精细化成本管控服务，实现了生
产全过程智能管控。”富川古圣机电IT项目负责人
付军称，企业采用工业互联网技术后，现场操作人数
缩减至700多人，生产效率提高近30%。

付军提到的用友精智工业互联网，是用友重庆
分公司搭建的服务工业企业的互联网平台。

“用友精智工业互联网平台融合了39个工业大
类，涉及18个应用领域。平台以设备连接为基础，
以业务赋能为目标，以云边协同为纽带，为工业企业
提供边缘计算、工业大数据、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
信息化服务。”用友工业互联网项目负责人张友明
称，在对工业企业的智能化生产服务中，用友精智工
业互联网主要提供制造中台、泛在物联、工业大脑和
标识解析等4项能力。

其中，制造中台主要解决不同工业行业之间
跨领域跨专业的生产难点，泛在物联是解决不同
厂家的生产设备接入问题，工业大脑是解决工业
大数据应用问题，标识解析则是该平台正在强化的
新能力，主要提供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综合应用二
级节点服务。

目前，对于大型工业企业，用友主要为其建立订
制化专属平台，对于中小企业则主要提供用友自身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同时用友还通过设立研发创新
中心，不断提高平台设计仿真能力，已为上千家重庆
中小工业企业提供服务。

超1000家
用友工业互联网平台

为企业搭建“智慧大脑”

“监控检测到一台发电机组有渗水情况，请做好现
场警示。”

接到安全生产监测系统发出的预警报告后，现场
维修工人马上前往事发地，进行处理。

这是今年6月的一天，发生在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下称大唐重庆分公司）彭水水电站的一幕。
当水电站工作人员接到基于工业互联网技术的远程监测
预警系统发出的警报后，随即进行检修，规避了潜在风险。

但发来这个警报的，并不是水电站，而是250公里
之外的大唐重庆分公司集控中心。

在这个位于重庆中心城区的集控中心滚动大屏幕
上，显示着大唐重庆分公司旗下13个遍布全市多个区县
的水电、风电和火电站设备的运行状态，工作人员只需点
击鼠标，这13个电站的数据即可完整清晰地呈现。

“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就像是给每台机器佩戴上一
块‘健康腕表’，我们可以实时感知其运行状态，以便在
问题出现前预警。”大唐重庆分公司副总经理刘荣介
绍，通过这套基于工业互联网技术的设备远程监测与
故障预警系统，他们可以及时准确地问诊电站设备，让
电站管理变得轻松。

在这套设备远程监测与故障预警系统背后，是大唐
重庆分公司与科源能源公司共建的“汇能工业互联网平
台”。凭借该平台，大唐重庆分公司可以采取现场视频、
音频、温度、形变等数字化采集方式，将电站生产现场
的安全管控、智能视频分析、设备劣化分析、地灾风险
预警等监控设备数据收集起来，用数据让设备“说话”。

据介绍，这套系统自2012年投运至今，已累计提供
绿色清洁电能1216亿千瓦时，实现了区域整体清洁能
源效益最大化，推动了发电行业生产管理方式创新。

250公里
大唐智能监测预警系统

用数据让设备远程“说话”

8月7日，位于巴南区的重庆建工南部混凝土有
限公司（下称建工混凝土公司），一辆满载建筑材料
的货车驶入厂区大门，先通过原材料入场无人值守
系统完成自助称重后，再通过AI视觉识别系统进行
抽样检测。

“以前抽样检测全靠人工完成，数据难免有差
错。”建工混凝土公司总经理刘富春介绍，所谓智能
取样，即由机器随机抽取车载样本，然后通过AI识
别功能的高清摄像头，对样本质量进行分析，评判其
是否符合混凝土原材料相关质量控制标准，“过关”
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

刘富春说，得益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应用，目前
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20%以上，不仅节省下300多
万元成本，还节省了不少人力。更重要的是，企业从
传统建材业粗放无序的经营方式，转变为从订单、生
产、物流到结算的全流程智能化运营。

通过建立资源协同服务云平台，打通混凝土生产
企业全产业链，这套让建工混凝土公司从中受益的智
能化系统，是重庆建工建材物流有限公司（下称建工建
材物流）旗下的“公鱼互联云平台”。这是一个主要针
对混凝土行业的产业协同性差、制造方式落后等行业
痛点，专门推出的建材产业链资源协同服务云平台。

“接下来，企业还将推出一系列配套物流服务形
成应用生态，同时加强与交通、建筑等主管部门数据
共享。”建工建材物流副总经理石从黎透露，目前，加
入公鱼互联云平台的混凝土产业链供需企业已有
5300多家，连接设备3500台套，平台累计完成订单
110余万笔。到今年底，建工建材物流预计将带动
2000家混凝土行业上下游企业“上云”，链接工程设
备5000台以上。

3500台套
公鱼互联云平台

给混凝土设备“触网”赋能

8月上旬的一天，位于大足区的重庆永利刀具
有限公司（下称永利刀具）的智能共享工厂里，数千
把刀具在经过淬火、锻打等工序后，依次下线。

所谓智能共享工厂，是企业借助工业互联网
实现的资源共享。简言之，就是通过智能化的方
式，供方把闲置设备或者其他优势资源拿出来共
享，并收取相关租金。如此一来，供方提高了产
能利用的效率，盘活了既有资源，需求方也节省
了成本，其产品及技术亦可迅速提升，双方实现
共赢。

永利刀具的智能共享工厂，是大足五金产业智
能化改造的“试验田”之一。

大足区经信委负责人表示，大足五金有上千
年历史，涵盖12大门类、200多个品种、2000多
个款型，市场辐射国内外。目前，该区正谋划将
以龙水刀为代表的五金产业做大做强，计划到
2025年实现总产值400亿元，产值年均增速将达
到20%以上。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以大数据智能化引领五
金行业提档升级，尤其是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
五金行业资源、建设共享工厂，成为突破口。

不过，共享工厂也有门槛——首先企业自身实
力要强，有足够的产能拿出来共享；其次要掌握核
心技术或在关键环节有优势，能够吸引对方愿意来
共享。

“我们一家三代人都做刀，在刀具制造过程中
的淬火、锻打等核心环节上都有独到优势。”永利刀
具董事长刘川说，如今公司已建成4条刀具生产
线，其中一条生产线的全部产能和一条生产线的一
半产能都拿出来实现了共享。

为啥叫智能共享工厂？“为刀具生产注入‘智
能因子’，是共享工厂的一大特色。”刘川介绍，永
利刀具有一个共享大数据平台，刀具市场需求信
息在平台上一目了然，智能系统可据此自动形成
生产计划，安排给车间进行定点生产，从而提高
生产效率。

最近，永利刀具还添置了10多台机器人，并辅
以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在两条生产线上实现了智能
化生产。

60万把
永利刀具智能共享工厂
多家企业共用扩大产能

工业互联网 企业“上云”开辟新赛道

大唐重庆分公司集控中心操作现场。
（受访单位供图）

首届智博会以来，全市累计实施3347
个智能化改造项目

3347个

全市已有8.7万户企业“上云上平台”

8.7万户

国家15个“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有11
个布局重庆

11个

到2025年，重庆计划培育10个在全国
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10个

数读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系列报道②

在
飞
象
工
业
互
联
网
公
司
，现
场
展
示
的
智
能
工
厂
项
目
为
渝
企
转
型
升
级
提
供
了
样
本
。

（
本
报
资
料
图
片
）

永利刀具董事长刘川：
通过引入机器人智能化生产

线，辅以大足传统的刀具人工锻打
工艺，永利刀具研发出新的生产技
术。目前，这套技术及相关设备已
共享给大足区内多家五金企业，预
计年产刀具超过60万把。

【声音】 建工建材物流副总经理石从黎：
传统的混凝土生产流程主要依

靠各环节人工配合，产业协同性差，
品质把控难。公鱼互联云平台以

“工业互联网统一标识+云平台”为
载体，让混凝土行业实现以数据为
中心的流程再造，解决了混凝土行
业质量管控人员工作强度大、工作
效率不高等难题，逐渐改变“傻大粗
黑”的行业形象。

【声音】

用友工业互联网项目负责人张友明：
工业互联网为企业生产注入“智

能因子”，实施智能化应用的三条路
径，分别是机器换人、数据跑腿和算
法换脑。机器换人主要帮助企业建
设无人化、少人化的智能工厂；数据
跑腿是在跨企业、跨部门、跨地域协
作中，通过网络协同以此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和降低成本；算法换脑是用机
理模型、算法模型等进行生产数据挖
掘，提升企业智能化水平。

【声音】

大唐重庆分公司生产运营部主任潘贺：
以前企业各项生产数据都是孤立

的，现在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这些数据
实现了“群居”，形成数字化集成，做到了
信息集成全打通。通过“汇能工业互联
网平台”持续为“智慧电厂”赋能，企业已
建成多能源远程集控中心，为区域发电
场站安全生产集约化管控业务提供数字
化集成整合。

【声音】

（本版稿件均由记者夏元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