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汽红岩重卡
如何做到“大块头”有“大智慧”

④
重庆重返“中国汽车第一城”的奥秘

上汽红岩杰狮 H6
纯电动牵引车。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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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红岩总装车间内，生产线上一片繁
忙景象。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在位于两江新区的上汽红岩，即将出口
刚果（金）的重卡“整装待发”。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佘振芳

2024年1—7月，国内新能源重型卡

车（以下简称重卡）实现“七连涨”，累计销

售34327辆，同比增长147%。其中，就

有上汽红岩的身影。

重庆两江新区，上汽红岩的智慧工厂

里，一辆辆大红色重卡排成长队，“整装待

发”。这些卡车里近10%是纯电动重卡，

这一比例，将不少同行抛在身后。

在智能化方面，上汽红岩更是遥遥

领先——其推出的智能重卡，可通过

“场景智适应”，随时提醒司机操作细

节，以达到最佳节能效果；可实现全无

人驾驶，是全国第一辆驶入社会化道路

的“真无人”智能重卡，拿到了全球首张

智能网联汽车示范运营证；理论上还可

根据用户需求，将平台、发动机、驾驶室

等进行上万种搭配，堪称现实版“变形

金刚”。

深耕重卡市场半个多世纪，上汽红

岩是如何抓住风口，实现多项“全国首

个”“业内首创”，让重卡变得更绿色、更

“聪明”的？

上汽红岩的全
自动焊接生产线。

记 者 张 锦 辉
摄/视觉重庆

“不少城市渣土运输车辆偷偷超速、超
载，我们查找定位、运行轨迹又很难，这在市
政管理中是个大问题！”这是上汽红岩的客
户、某地渣土办工作人员向企业反映的问题。

2015 年，上汽红岩生产的重卡率先
“触网”，在全国第一个发布“杰时达”车联
网系统。

这一车联网系统，包括GPS定位、车辆
调配、车载娱乐、远程诊断等模块，在助力城

市管理方面的作用特别突出。
通过车联网系统，管理单位和部门在办

公室里就能清楚掌握运渣车的运行轨迹，一
旦发现其偏离预定路线，可第一时间进行

“干预”。
“跑长途太枯燥，有没有什么功能可以

打发时间？”“收到信息想了解又担心影响驾
驶”……针对市场需求，依托上汽集团的技
术赋能，2017年上汽红岩又发布了国内首

款互联网梦想卡车。
这款车涵盖语音助手“小红”与智能终

端的语音交互、与他人的即时聊天、定制化
的卡车导航、全方位的安全预警与分析、远
程故障的诊断与处理等七大核心功能，大
幅提升了驾乘安全性和操控性，通过线上
的个人App端、移动的中控车机端以及线
下的全生态平台，进行实时内容互动和资
源的共享互通，从而真正形成“智慧商业大

物流生态”。
以运单管理功能为例，该功能不仅能让

运输车队管理者随时掌握货物最新动态，还
能进行智能化保养提醒，根据客户反馈的实
际保养时间，科学地计算出下次保养时间，
将保养成本降低5%；驾驶教练功能，可利
用车队管理数字化，减少5%的油耗。

2017年，国产重卡“升级换代年”，重卡
车辆配置迎来大幅提升。得益于早早布局
电动化和智能化、网联化，上汽红岩当年
1—10月累计销售重卡34277辆，同比增长
179.58%，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更重要的是，自2015年车联网系统发
布后，上汽红岩开始拥有大量实践数据。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数据成为一片“蓝海”。

“触网”
发布全国首款互联网梦想卡车，“数据蓝海”开始成形

“触网”之后获得的海量数据，为智能化
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

尝到甜头后，上汽红岩决心进一步推动
智能化与电动化的深度融合。

上汽红岩原有技术团队400多人，但技
术积累侧重传统燃油重卡。为此，他们向集
团求援。2019年，上汽集团陆续派出80多
名技术人员来到红岩，刘斌就是其中之一。

刘斌在上汽集团商用车技术中心工作
多年，原本抱着“开荒”的想法，没想到来到
红岩后，立马发现了“宝藏”——在车联网系
统发布多年后所拥有的大数据。

之前几年，大家对于这些数据能派上什
么用场，普遍缺乏清晰认知。刘斌却兴奋得

两眼放光：“这就是座沉睡的‘金矿’！”
对海量数据进行整理、分类和归纳后，

刘斌团队发现，许多场景有共同特征，根据
这些特征，在产品配置时能提供更加精准的
方案，从而让重卡更“聪明”。

就拿港口运输来说，各港口硬件设施和
管理特征相近——道路平坦，均为硬化路
面；载重货车低速行驶，时速不超过30公
里；短途，从船边到堆场，距离一般不超过3
公里；管理严格，不允许超载。

根据大数据分析，上述场景中，电机功
率只需要100kW（千瓦）左右，再给点富余
量，150kW（千瓦）绰绰有余，但当时投用的
电动重卡，电机功率基本为 250kW（千
瓦）。两款不同规格的电机，重量相差80千
克左右，成本相差8000元左右。

2020 年，他们为某港口量身定制了
150kW（千瓦）电机的纯电牵引车，能耗降
低10%，购车成本降低 5%，赢得客户交

口称赞。
2021年下半年，上汽红岩提出“场景智

适应”的思路并定了个“小目标”：所有场景
能耗降10%。

按照这一思路，他们为卡车装上“聪明
大脑”：根据车辆速度、路途里程、道路坡度
以及载重量等，计算出最佳驾驶状态，将电
耗降到最低。方案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
司机路线变动、场景变换作动态调整，同时
还要实现定期远程升级。

新疆托克逊的一家矿山老客户，以前用
的都是油车。“燃油卡车百公里油耗100升
以上，算下来每公里成本大约7元。矿山重
卡载重量大，沿路坡度大，特别适合动力回
收。通过‘场景智适应’，精准实现上山放
电、下山充电，能耗比一般电车还要低
30%。算下来每公里只需0.55度电，每公
里成本比燃油车降低6元左右。”刘斌介绍。

“1辆车每天节约700元，10辆就能节

约7000元。”客户算了笔账，笑得合不拢嘴。
如今，脱胎于电动车的“场景智适应”方

案，已成为上汽红岩重卡的核心竞争力，应
用于所有电动车型，并逐步应用到更多燃油
车型中。

要让卡车更“聪明”，无人驾驶是必须迈
过的一道坎。上汽红岩“野心”不小，一开始
就瞄准了L4级智能重卡。

为啥一来就挑战高度无人驾驶这一“天
花板”？原因很简单，同一集团的“兄弟”公
司友道智途，其产品线已实现了L2+、L2++
到L4全覆盖。自己研发既烧钱也无必要，
上汽红岩完全可以“借船出海”。

2019年，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洋山
深水港智能重卡示范运营项目正式发布。
上汽红岩和友道智途一起，接下了“造车”这
个任务。经过两年努力，双方联手打通了从
电控底盘、发动机到智能驾驶系统的完整控
制闭环。

2022年7月，上汽红岩L4级智能重卡
开启减员化测试运营，正式成为全国第一辆
驶入社会道路的“真无人”智能重卡。

订单纷至沓来，曹妃甸、鄂尔多斯智慧
矿山、京唐港、无锡物流园……一批批智能
重卡从重庆驶往全国各地。

“触智”
装上“聪明大脑”，一批批智能重卡驶向全国

上汽红岩是“渝车出海”的一支重要力
量，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上取
得不俗成绩。乌兹别克斯坦的矿山、刚果
（金）的水泥厂、越南的跨境公路上，都奔驰
着上汽红岩的重卡。

2020年电动重卡在国内上市后，上汽
红岩又打起了这款车出口的“算盘”。

走出去要“闯关”，首先是充电关。国内
外充电枪的规格和外形、电压标准不一致，

此外电池和桩端、电池和车端之间的充电协
议标准也完全不同。

上汽红岩技术团队花了 4个多月时
间，彻底解决了“充电协议翻译”等一系列
问题。

其次是认证关。欧盟是全球进出口管
理法规最严格的市场。上汽红岩重卡进入
欧盟市场，零部件要通过E-Mark认证，整
车要通过WVTA认证。其中，零部件的认

证尤其繁琐，光是后视镜的整改，上汽红岩
就投入了十几万元。

经过半年的研发与测试，最终，红岩杰
狮H6纯电动牵引车成功通过了欧盟的严
苛认证，上汽红岩成为全国首家将纯电重卡
出口到国外的企业。

去年底，上汽红岩纯电牵引车又从上海
港出发，驶向了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正
式交付并投入当地高速运输场景。

“触海”
通过欧盟严苛认证，纯电重卡销往世界各地

上汽红岩并非“天生聪明”，在走智能化
道路之前，其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是电
动化。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关心下，四川汽
车制造厂（上汽红岩前身）造出了新中国第
一辆重型军用越野车。半个多世纪时间里，
上汽红岩历经军用为主、军民并重等跨越式
发展阶段，又通过股权重组，被吸纳进中国
最大汽车集团上汽集团，成为集团旗下唯一
重卡企业。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
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2014年，上汽集
团提出商用车电动化、智能网联化、共享化、

国际化“新四化”。
摆在第一位的是电动化。在“新四化”

提出的4年前，上汽集团旗下申沃电动客车
就在世博会上实现大规模运营，完成了新能
源技术积累。

对上汽红岩来说，有上汽集团赋能，可
谓“背靠大树好乘凉”。但当时的上汽红
岩，电动化的内生动力并不强烈。因为他
们的燃油重卡销量很不错，并从2015年起
呈加速增长之势，行业排名也从第十逐步
上升。

是躺在成绩单上睡大觉，还是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上汽红岩技术中心工程项目副

总工程师甘长勇记得，2016年，上汽红岩内
部曾多次展开激烈讨论：“重卡要不要电动
化？”

“电动化哪有那么容易？就算有集团的
新能源技术，但是从轿车到重卡，又不是简
单的‘复制粘贴’，投入和产出效益能成正比
吗？”反对者理由充足。

“不少钢厂和电厂客户反映，燃油重卡
是碳排放大户，不能适应各地政府日趋严格
的减排要求。”支持者毫不退让。

“一度电多少钱？一升油多少钱？电动
化能大大降低成本，肯定是大势所趋。”技术
部的同事持乐观态度。

经过争论和分析，团队一致认为：“电动
化有必要。”

2017年10月，上汽红岩批准立项电动
重卡项目，投入研发经费近2000万元。1
个月后，业内风向标特斯拉推出了电动半挂
卡车。

切入新赛道，应用场景的选择十分重
要，上汽红岩首先瞄准的是入场物流——将
零部件从仓库运到生产车间。入场物流通
常情况下距离不会太远，载重量也不大，使
用电动车最合适。

在上汽集团赋能下，2019年，上汽红岩
成功推出入场物流电动城市配送车；2020
年8月，电动重卡正式上市；2021年投放市
场16种不同场景，正式运营超过4000辆。

用纯电重卡跑运输，“里程焦虑”是最大
问题。目前，上汽红岩已着手研发电池容量
在600kWh（千瓦时）以上的新能源重卡，
以提升续航里程。

“触电”
居安思危，从新中国第一辆重型军用越野到电动重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