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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钟可生产 5 台 5G 基站的智能
工厂就在这里，工厂“用 5G 制造 5G”
的自我描述，令人好奇。

走入中兴通讯南京滨江基地，百
米长的 5G 基站生产线，从头走到尾，
只看到三四位工程师。偌大的工厂就
像一个“盲盒”，大部分区域灯光昏暗；
传输带、自动导引小车与机械手臂忙
碌着，正在完成从零件到成品的全过
程；十几米高的立体仓库，数以万计的
货箱，由数据指令控制，被分发到各个
生产线，全程看不见里面装着什么。

近日，记者随“高质量发展调研
行”主题采访团，探访了位于南京江宁
滨江经济开发区的中兴通讯“5G 全连
接智能工厂”。在这里，智能化改造和
数字化转型不再抽象，而是眼前生动
的真实场景。

“用5G制造5G”

“‘用 5G 制造 5G’，这是中兴通讯
针对智能制造提出的理念和模式。”此
行的“导游”、中兴通讯副总裁周建峰
边走边说，“滨江基地是践行这一理念
的‘样板间’。”

这个投入约 200 亿元建设的制造
基地，是中兴通讯用智能工厂模式生
产 5G 相关产品最先进的基地。作为
5G 网 络 技 术 研 发 和 5G 设 备 制 造 企
业，中兴通讯发挥既懂 5G 又懂制造的
优势，三年来对南京滨江基地进行了

5G 全连接改造，广泛应用机器人、机
器视觉、5G+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研
发、生产、运营的全流程智能化贯通，
其结果是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目前，南京滨江基地每月可生产
基站（小站）设备 7 万台、服务器 4 万
台，对比 2020 年，基站产品单位人时
产出提升 113%，服务器产品单位人时
产出提升 125%；同时物流周转效率提
升 50%，交货周期缩短 48%。

周建峰向我们重点介绍了 5G 柔
性自动化生产线。“在装配环节，通过
5G CPE 技术将机械臂上高清摄像头
拍摄的视频流传给后台，集中计算、分
析后再反馈给机械臂做出动作。”他
说，“因此，能做到每次配件可以不一
样，根据拿取的配件不同，自动安装配
件和螺钉。”

“5G 可以建立 99.999%的稳定通
信网络，几乎与有线网络相同。通过
5G 全连接的工厂，可以真正实现产品
不落地、端到端的柔性化和自动化生
产运输，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周建峰
说。

智能工厂的“心脏”“腿”和“手”

走在生产线的路上，见不到工人，
却不时遇到自动行驶的小车。“你们放
心跟着我走，‘小兴’会主动避让，而不
会撞到你们。”周建峰笑着说。他口中
的“小兴”，是穿梭于工厂的 AGV 小车

（自动导引运输车）。
“在这座智能工厂里，AGV 小车

像双腿，机械手臂像双手，智能运营中
心是大脑，原材料立库是心脏，车间之
间的运输轨道是血管。”他形象地说，

“5G 实现了所有部位的全连接。工厂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无人化’操作、

‘黑灯’下自主生产。”
的确，车间很多区域昏暗，一些区

域 光 线 较 暗 ，很 少 的 点 位 是 正 常 照
明。我们在一幅图前找到了答案。车
间实行的是“黑灯-晨光-日光”三阶
模式：“黑灯模式”指无人化工作环境，
只有智能操控的机器在忙碌；“晨光模
式”指自动化自主工作环境，有人员辅
助；“日光模式”指人员工作环境。前
两种模式占 90%以上。

智能工厂的各个部分各司其职，
基本不需要休息，接近零差错率。周
建峰说，要是偶尔有设备“生病”了，智
能运营中心堪比“老中医”，通过“望闻
问切”，在线“号脉”即可找准“病情”，

“对症下药”。
在周建峰看来，智能工厂的关键

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来打通传统制
造业的那些痛点、堵点和难点，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而不能单纯追求炫酷、

“高大上”。“一点点的小改进累积起来
就是一个大飞跃。”周建峰说，“5G 全
连接智能工厂”不是一天建成的，是一
点点打通堵点、一次次技术攻关、一步

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而来。

传统制造业的助推器

中兴通讯副总裁林荣说，成立于
1985 年的中兴通讯，扎根深圳、布局
全国，服务全球 160 多个国家、20 多亿
用 户 。 目 前 ，它 的 整 个 5G
MBB&FWA 发货量保持全球第一，5G
基站、5G 核心网、光传输 200G 端口发
货量均是全球第二。

“在做好自身智能制造基地运营
的同时，我们要做开放生态，拉动上下
游产业链一起来做数字化转型。”林荣
说，中兴通讯以前主要是运营商合作
伙伴，现在有大量的政企合作伙伴，正
在助力他们迈向智能化。

比如，帮助某石油勘探单位快速
采集海量数据，把勘探时间从三个月
减少到一个月，成本大大降低；帮助云
南一家冶炼企业通过算法掌控炼铝温
度 ，在 年 产 量 满 载 的 情 况 下 节 省 了
9000 万度电。

“传统工厂的运作过程，不管是生
产工艺、运营管理，还是内部的物流和
维修配套等，都有大量的、可以数字化
的机会点。”周建峰说，对企业来说，数
字化转型已经使企业走向“我要主动
改变”阶段；对中国经济而言，智能化
改造、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助推器。

（新华社）

用5G制造5G的智能工厂
究竟什么样？

联通数科：
5G+数字化赋能应急救援，推进中国式应急能力现代化

日前，以“应急防灾减灾，护航新时
代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由上海、江
苏 、浙 江 、安 徽 三 省 一 市 应 急 管 理 厅

（局）和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共
同主办的第二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
和救援博览会在上海举办。联通智慧
应急军团携“5G+数字化战场”等创新
产品，展示军团成立一周年以来在指挥
救援、智慧消安防、安全生产、城市安全
等业务领域的成果，展现了联通数科服
务国家应急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与
探索。

5G+数字化战场，建立快速救
援通道

在重特大事故的应急救援中，往往
面临“断网”“断路”“断电”等严峻挑战，
亟待转变传统救援模式，实现从以后方
应急指挥大厅为核心向以前方指挥部
实战指挥为核心的转变，从而准确掌握
现场状况、精准传递救援指令、跟进救
援人员状态、探测现场事件趋势。

联通智慧应急军团聚焦灾害现场
实战救援需求，推出“5G+数字化战场”
软硬件+服务一体化系统，围绕大震巨
灾、“三断”情况下的现场信息获取能力
不足、灾情态势发展趋势不明、辅助决
策可视能力不强、指挥调度指令传达不
畅等痛点，解决多队伍协同救援、统一
指挥的难题。这一系统首次亮相长三
角应急博览会，吸引众多专业人士参观

交流（如图）。
“数字化战场”一体化系统依托中

国联通在 5G、卫星、北斗、物联感知、边
缘计算、AI 等领域的领先技术，搭建“1
个平台+2 张网”系统，即“一个数字化战
场信息化平台、一张应急战术互联网、
一张分布式救援现场物联感知网”。以
智能化指挥调度系统为核心、应急战术
互 联 网 为 骨 干 、应 急 物 联 感 知 网 为 神
经 ，适 用 于 重 特 大 灾 害 救 援 的 作 战 体
系，旨在打造“单兵数字化、战场网络
化、作战可视化”的新型应急救援模式，
提升重特大灾害和复杂条件下应急通
信保障、指挥决策、力量调度、协同救援
效能。

“灾害现场环境异常复杂，经常伴
随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威胁现场救
援人员生命安全。数字化战场一体化
系统，通过实时采集灾害现场环境、车
辆、人员信息，及时捕捉灾害现场人员
及环境预警，实现一键下达避险通知、
发 布 避 险 路 线 ，保 障 救 援 人 员 生 命 安
全。”中国联通智慧应急军团工作人员
介绍道。

融合 5G 公专网、卫星、窄带、自组
网、集群多种通信手段，应急战术实现
了“国家应急救援基地核心网+省骨干
网+市战术子网+无人机空中骨干节点”
的互联互通。通过建立以无人机为中
心的空中骨干节点、以应急车为中心的
地面骨干节点、以救援队伍为中心的战
术子网，形成“空天地”一体的通信链

路，解决多类终端异构融合、现场情况
及时获取难题，在实际救援中大幅提升
建立救援通道的效率。

打造“专精特新”能力，为平
安中国献智献策

成立一年来的联通智慧应急军团，
积极贯彻落实中国联通“1+9+3”战略规
划，充分发挥中国联通大数据、大安全、
大计算等技术底座能力，聚焦应急业务
形成“大应用”，全力构建中国联通智慧
大应急产品与方案体系，形成以“专精
特新”能力为特色的作战单元，落地多
个标杆案例，获得四川、安徽、江苏连云
港 市 等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客 户 一 致 好 评 。
此外，智慧应急军团还首次实现了在能
源行业赛道的突破，跻身建设国家能源

大脑的服务商队列。
值得一提的是，连云港市应急管理

信息化平台项目，利用物联网、大数据
等先进技术，提升连云港市对全市企业
高风险远程监管及监测预警能力，凭借
高标准建设市、区（县）、企业三级应急
指挥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的出
色 表 现 ，成 功 入 选“ 智 慧 江 苏 重 点 工
程”。此外，获得首届国资委“国企数字
场景创新专业赛”一等奖等权威部门荣
誉奖项 10 余项，成为推动中国联通主责
主业发展的尖兵力量。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智慧应急军
团 将 依 托 更 全 栈 的 资 源 、更 创 新 的 平
台、更优质的服务、更开放的生态，继续
以新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助力国家应
急管理信息化跨越式发展，为平安中国
建设贡献联通智慧。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