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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动态

日前，工信部人士透露，预计 6 月前出台的

《钢铁工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提

出，未来 3 年将压缩 8000 万吨钢铁产能，淘汰

200 多家钢铁企业。这让本来就不景气的钢铁

行业更有了一丝春寒料峭的意味。

产能过剩、技术陈旧、污染过重等等都是困

扰钢铁行业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动化系

统及设备装置的技术创新变得格外重要，节能、

减排、产品革新、成本控制无一不与之息息相

关。混合流程工业自动化系统及装备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正承担着这样的使命。

在首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名单里，这个实

验室的名字是最引人注意的，原因倒是有点让人

啼笑皆非，因为它的名字特别长。

“恐怕是所有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里名字最

长的一个，‘混合流程工业自动化系统及装备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足有 23 个字”，实验室主任

孙彦广笑着说，“我们之前有过犹豫，但为了严谨

起见还是采用了现在这个。”从 2007年底申报企

业重点实验室到现在已经有 8年了，这份严谨一

直伴随着实验室的成长，也伴随着整个钢铁行业

自动化设备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混合流程工业自动化系统及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钢铁产业的“自动化”突围

我国已经成为钢铁大国，但是在高品质钢铁

产品、吨钢能耗、排放控制水平上，与国际先进水

平有很大的差距。核心的控制装置、控制工艺主

要还是依赖进口，因此提高钢铁产品的质量、节

能减排是“十二五”期间自动化控制技术要解决

的核心问题。

混合流程工业自动化系统及装备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第一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根据孙

彦广的回忆，2007 年申报的时候，新工艺、新流

程和新技术不断涌现，使混合流程工业向连续、

紧凑和高效化发展。一方面，设备大型化、自动

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提升了流程工业的整体

水平；资源、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清洁生产已在

国际上得到相当的重视，向可持续的循环经济方

向发展。另一方面，大型混合流程工业与装备的

生产和正常运转需要自动化控制技术、检测技

术、电气传动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的有机结合。

自动化控制技术、检测技术、电气传动技术和计

算机技术是构成大型混合流程工业装备自动化

的共性技术平台。

“产业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显

然我们当时离国外最先进的技术还有不小的距

离”，孙彦广说。当时，国外大型混合流程自动化

系统与成套装备技术研究和工程应用主要集中在

西门子、ABB、美国 GE等几个大电气公司中。这

些公司都具有较为完善的研发、实验环境和手段，

每年投入相当比例的研发经费用于新产品、新技

术的开发，他们的技术和产品占据我国自动化高

端产品市场的90%以上，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

国内自动化系统与装备技术的研究多分散

在各行业。国网南京自动化研究院在电力系统

及其自动化方面有较强实力。株洲电力机车研

究所（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电力机车

及其自动化方面有较强实力。浙大中控、和利时

等公司在核电、电力、化工、炼油和石化等行业有

应用。而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是国内唯一从

事大型混合流程自动化系统与成套装备技术研

究和工程应用的科研院所，具备大型混合流程工

业的自动化系统及装备技术和工程应用的共性

技术平台。集科研开发、产品设计、工程应用为

一体，在复杂自动化系统工程技术、大功率电力

电子与电气传动技术、智能仪表及检测技术和企

业信息化与优化技术方面为国内领先，没有悬念

的，建设混合流程工业自动化系统及装备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重任落到了冶金自动化研究设

计院的身上。

组建“国家队”，没有悬念

“混合流程工业自动化系统及装备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以工业自动化装备及复杂系统

控制应用技术、新一代交流调速技术和高性能

控制技术、新一代工业仪表和智能测控技术为

研究方向，分设自动化系统技术实验室、电力

电子与电气传动技术实验室和智能仪表及检测

技术实验室。

研究方向的划分是孙彦广和同事们反复商

议的结果。“我们在分析实验室的优势和特色的基

础上，根据我国混合流程工业发展的长期目标，瞄

准过程控制、电气传动、检测仪表、企业信息化所

面对的技术挑战，最后确定实验室的研究内容从

三个方向展开：工业自动化装备及复杂系统控制

应用技术、新一代交流调速技术和高性能控制技

术以及新一代工业仪表和智能测控技术。”

多年过去，研究的三个方向并没有太多的变

化，孙彦广说，当初的这个划分基本是合理的，到

现在实验室仍然秉承这三个方向进行相关的研

究，并在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他向记

者介绍了一些新成果。他介绍说，比如固定污染

源烟气排放连续在线监测、钢厂环境连续监测系

统等。在此之前，钢铁厂的污染问题一直是环保

研究从三个方向展开

在研究成果的支撑下，实验室成果不断向钢

铁行业输出。首钢曹妃甸项目中，轧钢的过程自

动化就采用了混合流程工业自动化系统及装备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各种技术水都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孙彦广说，实验室将在现有基础上，加大投

入力度，建设国际一流的计算机流程仿真环

境，为流程完善和优化提供开放的支撑条件。

整合原有多个开发平台和模拟环境，初步形成

自动化系统技术、电力电子与电气传动技术、

智能仪表及检测技术三个自成体系的开发平

台，并形成研究开发、模拟测试环境。构建一

个集基础自动化、过程自动化、企业信息系统

三级自动化网络环境，为流程工业自动化系统

及装备提供验证环境。

在此基础上，实验室正在搭建一个基于工业

互联网的大数据云平台，在实验室搭建云计算环

境，可以对各种操作系统进行虚拟化后形成资源

池。项目的成功实施将有助于解决钢铁企业智

能制造信息系统的数据膨胀、数据孤岛等问题，

为企业核心业务提供统一的数据存储和访问，降

低企业级业务管控的复杂性。

搭建工业互联网云平台

实验室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多年来与国

内外高校、研究单位和知名企业有着紧密的联

系和合作，产学研相结合，共同承担国家科研

攻 关 项 目 ，研 究 开 发 产 业 共 性 技 术 、关 键 技

术。与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美国普度大学等

合作进行国家攻关项目“天津无缝钢管厂管控

一体化”研究开发；与宝钢合作开发大电机诊

断专家系统；与武钢合作开发高炉专家系统；

与清华大学、中科院电工所合作开发交流变频

技术；与东北大学、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首钢

京唐公司合作开发企业能源管理和能效优化技

术等等。

然而，成果的应用并不是实验室的最终目

标，如何向行业输出更多的技术和人才更是实验

室的追求目标。

人才是促进实验室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实验

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一直以来实验室都把

人才培养队伍建设作为实验室重要的建设内容，

使实验室始终保持一支国内一流的控制理论与

控制工程、检测技术及自动化装置和电力电子及

传动三个专业的研究人员队伍，学科队伍整齐、

结构合理。

实验室现有固定的科研人员 50 多人，主要

是教授级高工、高工等，形成了一支由学术带头

人、专家为主的精干的科研队伍。与此同时，实

验室有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检测技术及自动化

装置和电力电子及传动三个专业的工学硕士学

位授予权，并建立了博士后工作站,并与中国科

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钢铁研究总院等

单位合作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这样的人才环

境和培养机制双管齐下，让实验室成为了行业人

才的输出地，从这里走出去的许多人才后来成为

了实验室、研究院科研、工程项目的骨干力量，他

们中的一部分更成为学术带头人。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总体布局基本体

现了创新与技术辐射能力强的企业优先，其建设

和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推动行业

发展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混合流程工业自动

化系统及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正是他们中

的代表。

让更多的技术、人才走出去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中国制

造 2025”。3月 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

强调，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 2025”，实现制造

业升级。

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眼下实施“中国

制造 2025”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未来 10年，制

造业将因此出现哪些改变？与另一个制造业大

国——德国提出的“工业 4.0”相比，有哪些异

同？一时间，社会各界对“中国制造 2025”表示

了浓厚的兴趣。

“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件大事。”工业和

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他介绍说，2010 年，中

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中国还不是制

造业强国，还有一批重大技术、重大装备亟待突

破，还缺少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我们还需要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去转

化、去努力、去奋斗。”

苗圩说，我国大体需要用三个十年左右的时

间、分三步走，完成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

的转变。“‘中国制造 2025’规划纲要就是‘三步

走’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路线图和时间表。

我们希望通过这十年的努力，中国能进入全球制

造业的第二方阵。”

通常认为，目前美国处于全球制造业第一方阵，

德国、日本处于第二方阵，中英法韩处于第三方阵。

不只是中国，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发

达国家也纷纷作出制造业发展战略部署，例如同

是制造业大国的德国提出了工业 4.0计划。各国

都希望借助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加强对产业

制高点的争夺。“中国制造 2025”与德国工业 4.0

有何差别？

苗圩介绍说，“中国制造 2025”与德国工业

4.0 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从

时间段上看，德国实现工业 4.0 大体需要 8—10

年，和“中国制造 2025”基本在一个时期。从内

容上看，德国工业 4.0 和中国提出的工业化和信

息化深度融合、发展物联网或工业互联网有异曲

同工之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就是我们的发展

阶段、发展水平不同。德国总体处在从 3.0到 4.0

发展的阶段，我们的工业企业有些可能还要补上

从 2.0 到 3.0 发展的课，然后才能向 4.0 发展。我

们要结合中国工业企业的实际，把发展的路径选

择好，走一条更好更快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制造 2025”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

智能制造，而智能制造也将是落实“中国制造

2025”规划纲要的一个重要抓手。

“推动智能制造是解决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

的根本路径。”苗圩说，“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中，各国都在研究如何抢占新一轮发展的制

高点。我们认为，互联网和传统工业行业的融合

是要抢抓的制高点，而主攻方向则是智能制造。”

什么是智能制造？通常认为，智能制造就是

生产全周期从自动化升级成智能化，即扩展到

“工厂+信息系统”替代人的控制、“生产线+传感

器”替代人的监督、“精密加工装备+算法”替代

人的技艺等，进而出现“智能工厂”“无人工厂”。

“推动智能制造，互联网技术跟工业的融合

非常重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第一次提出

了发展工业互联网。”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

曹淑敏说，“两化融合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

如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家具等；还有制造业服务

化，比如一些工程机械企业售出的设备当中有通

讯模块，可以远程实时监控机器的运行情况，提

供远程维护；还有流程虚拟化，在制造之前通过

虚拟制造让制造更加高效、精准，提高产品质

量。国内的很多企业已经在实践这些。”

“但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特别是

在智能化方面。”苗圩说，过去使用的数控系统、

工业机器人，基本上是按人设定的程序作业，并

没有人工智能。所以出现过有人在修理机器人

的时候，忘记关闭电源，机器人对人造成伤害甚

至致死的情况。我们在高端的传感器、重要的操

作系统、数字化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提高智能化

的水平，这样才能达到智能制造的要求。

苗圩透露，工信部正在参与国家组织的关于

智能制造重大工程的研究，计划从今年开始花大

约 3 年时间，选择部分区域、行业进行试点和示

范，并在这些示范区域中选择六大领域进行智能

制造的探索，在全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

新模式。 （据《人民日报》）

智能制造是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根本路径

南京生物医药谷
百家创客公司共用实验室

上百家生物医药公司共用一个大实验室，让众多创客们感到省

事省力还省钱。据媒体报道，南京生物医药谷投资近亿元，建设国内

技术标准最高、服务最专业的“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

根据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创业风险高的特

点，平台旨在降低企业和个人创新创业的成本与风险，为国家重大新

药创制专项、生物医药领军人才创业进行服务。记者在 2500平方米

的标准化实验室看到，这里包括基因检测在内的精密实验仪器达几

十台，每天都有很多企业技术人员进行实验分析。

根据测算，公共实验室不仅为金斯康、诺尔曼、中谱检测、复兴生

物等创客型企业节省仪器购置投入近 5000万元，还帮助这些企业做

大做强，通过信息服务平台免费对区内 50 多家企业提供一系列服

务，有的企业已经资产实现过亿元。

英威腾实验室
通过国家认可委复评审

近日，经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简称 CNAS）专家组

为期两天的严格评审，英威腾研发事业部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

顺利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的现场复评审。

英威腾历来高度重视产品质量控制与技术创新，在英威腾人的

不懈努力下，实验室能力及研发水平不断提高，管理体系也逐步得到

完善。2010 年 10 月，实验室开始依据 CNAS-CL01 2006《检测和校

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和 CNAS-CL11:2006《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

力认可准则在电气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等相关标准建立质量管理

体系，开展了实验室认可的筹备工作。并在 2011 年 11 月首次通过

CNAS评审。

本次复评审是为了保证 CNAS 证书有效性的延续，是对实验室

实验能力做得一次全面审核，评审对象主要是安规实验室、电磁兼容

实验室、可靠性实验室。在本次复评中，评审专家组对实验室的工作

及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致认为：实验室管理体系、检

测仪器和设备、人员等全部满足国家实验室认可准则的要求，所申请

的 33个检测项目全部通过，经公示通过后将为实验室重新颁发有效

证书。

国家实验室认可是 CNAS 对实验室能力给予的一种正式承认。

实验室所出具的检测报告可以加盖“CNAS”签章以及国际互认标

志，这类检测报告目前被全球 50个国家、地区及 65个机构所承认。

获得 CNAS 认可后的实验室，将通过国际和国家标准来规范实

验室的质量管理，做到与国际接轨及结果国际互认，通过规范管理与

质量、能力要求，不断提高实验室专业人员素质，优化实验项目，提升

实验水平，增加集团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通过科学管理走上标准化道

路，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为集团产品技术开发、质量提升、成本优化各

项工作的开展搭建起了坚实、可信的平台。

部门的心头大患，因为环保装置有成本，靠人工

抽查的方式不能反映钢铁企业排放的真实情

况。而现在，我们在厂里布点，跟环保局联网，所

有数据都是实时更新，从根本上解决了污染监测

问题。

更让孙彦广骄傲的是，实验室的很多成果打

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比如大功率高性能交流变

频调速装置、冶炼智能控制系统、轧钢过程控制

模型等等，各项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且价格仅为国外进口的一半或更低。

全球首款工业物联网
SIP芯片诞生

3月 26日，重庆邮电大学首次展示了全球首款工业物联网 SIP芯

片—CY2420S。据悉,该款芯片主要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设备，帮助生

产线实现无线智能化控制。

据新华网报道，SIP 芯片—CY2420S 是一款将信息交互与互联

跟主动控制两大功能进行集成的芯片（封装集成芯片），由重庆邮电

大学与台湾达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尺寸约 1厘米，主要应

用于工业自动化设备之间的信息交互与互联，以及与操作主机的远

程主动控制。

“装了这款芯片的设备可以相互之间‘打手机’沟通，让生产线的

效率高起来。”重庆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院长王平说，这款芯片最大

的特点就是，可以接受无线网络控制，摆脱生产线上密集的有线网,

让工厂清爽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SIP 芯片的成功研发，将为建立智慧工厂提供关

键技术支撑。自从德国提出工业 4.0的概念后，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

平、建立智慧工厂已逐渐成为大势所趋。而目前，包括部分世界 500

强制造业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上，还是采用“工业有线网络+软件控

制”的方式来链接设备。其布线成本很高，占整个自动化系统安装维

护成本的 60%以上。因此，不少企业都希望通过工业无线网络的操

控方式来代替。

中压变频器中压变频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