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车间造国产大飞机

高大上

走进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的智慧

数控车间， 最忙碌的是一条无人零件生

产线 。 数控机床 、 运载机器人 、

AGV

小车， 甚至是物料架和托台， 所有设备

都植入了一根 “神经”， 实现设备之间

的信息交互。

数控机床将零件加工好， 运载机器

人便接收到信息前去取件 ， 自动 “唤

醒” 水箱对零件进行超声波清洗， 随后

放置在托架上 ， 由

AGV

小车运出车

间。 整个过程实现无人化作业。

尽管一架飞机上有几十万个零部

件， 但零部件的种类繁杂， 很多零部件

用量不大， 但加工难度大。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数控机加车

间党支部书记许江炜拿起一个造型不规

则的零件告诉记者 ， 这个叫作 “角片 ”

的零部件用于飞机的平尾， 一架飞机上

仅用

1

片， 每月生产

30

片左右， 因为需

求量小， 采用类似于汽车制造的自动化

流水线模式， 生产成本太高。 要满足飞

机制造的精度高 、 数量少的特殊需要 ，

只能采取个性化定制的柔性智能生产模

式。

这一生产模式简单地说， 就是工艺

员 “打样”， 机器 “复制”， 由机器人根

据生产系统指令进行同一标准的小批量

自动化零件生产。

未来网络试验场现雏形

很科幻

日前在南京市江宁区未来网络小镇

开幕的第二届“全球未来网络发展峰会”

上，揭晓了投资总额达

16.7

亿元的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未来网络试验设施项

目（

CENI

）。作为我国在通信与信息领域

建设的唯一一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

CENI

将在未来

5

年打造一批开放、

易用、 可持续的大规模通用未来网络试

验设施和环境。

“未来网络试验设施项目好比一个

大游泳池， 研究人员可在游泳池中培养

蛙泳、自由泳、蝶泳选手，并训练他们的

动作和姿势。 ”未来网络小镇镇长、中国

工程院院士刘韵洁说， 未来网络的重要

特征是互联网与产业的加速融合。

峰会的“未来之城”主题展用一系列

“黑科技”展示着试验场上令人眼花缭乱

的项目。 移动通信

5G

网络、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乃至农村电商，都在寻找与未

来网络的接口。

一个“机器人守门员扑冰球”游戏，折

射了未来网络的特点———快！“

4G

的反应

速度是

100

毫秒，而

5G

是

10

毫秒，几乎

是瞬时反应。 ” 现场演示的工作人员说，

5G

、

6G

等代表着更快速且无卡顿的网

络，这就是未来网络的模样。“想象下无人

驾驶，如果出现延迟卡顿将不堪设想。 ”

据了解，为确保未来网络更智能更可

控，该项目将覆盖全国

40

个主要城市，建

设

88

个主干网络节点、

133

个边缘网络，

并通过国际交换中心实现与互联网以及

国际网络试验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将分别

在南京、北京、合肥、深圳建设“一总三分”

运行管控中心及

4

个创新实验中心，实现

网络设施管理与技术的持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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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未来网络试验设施项目日前在江苏南京启动， 投资总额

达 16.7 亿元的中国未来网络的试验场显露雏形。 中国的未来网络发展现状如何，

未来网络又将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 记者为您揭秘未来网络那些事。

没有人能准确知道未来的样子， 但

可以借助现在的 “碎片” 去眺望。 在刘

韵洁等科学家的眼里， 如果现在的互联

网是马路， 那未来网络就是智能高速，

它不仅快， 而且更懂你。

在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的智

能边缘网络平台上， 连接某家商场免费

wifi

的客户的消费行为被精准 “刻画”。

商场哪里人最多、 哪家店铺销售最好、

客户最喜欢什么逛街路线， 通过数据分

析一目了然。

“这是未来网络的缩影， 实体经济

将率先从未来网络中获益， 因为生产和

销售的精准性将跨越式提升。” 江苏省

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营销副总监夏可强

说。

更多普通人首先感受到的将是网速

的大幅提升 ， 仅一个

5G

就给物联网 、

智慧城市、 智能交通带来无限可能， 要

是加上人工智能呢？

与会专家认为， 未来网络将从网络

使能 、 人机协同发展到机器智能阶段 ，

未来网络的零迟滞、 智能化将极大地模

糊时空概念， 沟通只需要数据在节点间

传输， 人可以无须城乡穿梭从而获得更

大的身心解放。 因此， 从现在开始到未

来， 最重要的是打牢技术基础， 把握未

来网络的入口。

据新华社

未来网络如何塑造未来生活？

峰会上， 来自国内外的

22

组顶级

“白帽黑客” 前来挑战世界首套拟态防

御网络设备和系统。

3

天比赛里， 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领衔研发的这套防

御系统， 即使在被注入后门的情况下，

也没有一组黑客能完整突破。 这引发了

与会人士的高度关注。

“网络安全是未来网络的核心功能，

未来网络具有自身免疫能力。” 邬江兴

说， 拟态防御理论的灵感源于生物界章

鱼变化莫测的伪装特性， 在历经

10

余

年的技术攻关和工程验证， 该理论已经

具备了为网络空间提供集先进性与可信

性、 安全性与开放性、 高可靠与高效能

为一体的技术支撑的能力。

与网络安全密切相关的还有操作系

统。 刘韵洁透露， 我国推出的网络操作

系统

CONS

， 已在联通的

A

网上运行了

半年多， 覆盖

200

多个城市。

与会人士还认为 ， 未来网络带宽

有望实现智能化的 “按需分配 ” ， 在

这 方 面 中 国 仍 需 大 量 技 术 研 发 。 此

外 ， 未来网络要实现自动维护 ， 更需

要向人工智能方向跨越发展 ， 这方面

亟须率先突破 。

未来网络如何自带免疫？

未来网络试验场如何运转？

戴着 AR 眼镜操控虚拟电子屏幕、 端着相机给零件进行立体扫描……这场景好

像在进行一次增强现实的游戏，但事实上他们是在制造、检测飞机零件。物联网、AR、

云计算， 你能想到的时下炙手可热的技术都在国产飞机生产加工零部件的智慧数控

车间里有所应用。

整个数控车间的员工有

300

多人，

35

岁以下的占

90%

， “

90

后” 占

50%

。

时代变了， 生产模式必须要变。

除了已经进行智能化改造的机械加

工车间外， 飞机制造的部装、 工装、 总

装车间的智能化改造是未来的方向。

自

2017

年

9

月， 上海飞机制造有

限公司决定对加工车间进行智能改造至

今，

800

毫米以内的零件生产已经实现

了智能生产， 下一个目标是实现

800

毫

米以上零件的智能化制造。

“我们已实现小批量、 多品种、 多

工序的混线生产， 下一步将向单件流、

完全个性化定制的方向努力， 也就是说

未来任何零件都可以个性化定制， 只生

产一件也不至于抬高成本， 不受批量化

生产的限制。” 许江炜说。

难点不在于做不到， 而在于想不到。

智慧数控车间是一块试验田， 也是一个

孵化器 ， 未来智能化改造还将向绿色 、

节能、 环保、 互联网化发展。

比如 ， 数控机床作业需要冷却液 ，

现在是通过加注的方式更换冷却液， 未

来通过智能化改造可以实现冷却液的循

环利用， 降低成本， 保护环境。

通过智能化改造 ， 寻找效率更高 、

可靠率更高、 成本更低的生产模式， 我

国的飞机制造业正在不断探索升级中。

据新华社

在产品检测区域， 一个装有十几只

“眼睛” 的机器人正在对一个零部件进

行全方位扫描， 机器人拍摄下的零部件

图像直接输入电脑， 与电脑中的设计图

纸进行比对， 就可看出这一零件的制造

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过去两三个小时才

能完成的检测项目现在两三分钟就完成

了。

机器这么 “聪明”， 是不是就不再

需要工人了？

其实， 在这个智慧车间， 除了生产

流水线， 还有一条隐性 “流”， 即信息

流， 整个车间的运行信息汇总到实时监

控平台， 使车间 “透明化”， 所有信息

汇总给操控人员， 人的作用就可以更好

地发挥。

比如， 植入 “神经” 的加工设备工

作情况怎么样， 如何检查？ 一位工作人

员带着

AR

眼镜， 手指在空中点动， 这

是工作人员在实时监控设备运行情况 。

运用

AR

技术， 眼镜投射出的电子屏幕

能够反映设备的工作状态 、 历史数据 、

设计图纸， 你需要什么资料， 就直接用

手点击虚拟的屏幕调取， 省去了在电脑

上反复调取资料、 数据比对的麻烦。

有了智能装备， 传统技艺是不是就

不需要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30

多年

未出过一个次品的全国劳模胡双钱就在

这个车间。 “我们从劳模身上学习的不

仅是精神， 还有他的操作经验， 我们要

做的事情是将这些经验数据化、 结构化，

更便于技术的传承和提升。” 许江炜说。

机器人来了，人去干什么？

智慧车间造飞机，靠谱吗？

智能改造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