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从农场到餐桌”产业链本报讯 (记者 任文 通讯员 陈
凌）12月5日上午，湖北省首个智能
制造产业学院在湖北工业大学揭牌
成立。该学院将面向制造强国战略和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着力培养智能制
造系统设计、开发、管理和应用方面
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该校建筑面积 5万多平方米的
新机械大楼内，智能制造生产线及各
类先进仪器设备焕然一新，建有智能
制造生产线、机器人实训室、智能制
造产业服务中心等 6个功能区，覆盖
智能制造产线设计、制造、调试等贴
近企业实际需求的实践环节，将成为
在关键技术领域有自主知识产权，集
智能制造设计、生产、集成与应用为
一体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

据介绍，该学院开设机器人工
程、智能制造工程、工业工程等 5个
本科专业，现有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博
士点、机械工程和仪器科学与技术两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6个二级学科硕
士点。每年可培养本科生 500名、研
究生200余名。

本报讯(记者 任文 通讯
员 王涛涛）近日，华中农业
大学、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影子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当日，

“影子科技—华中农大健康食
品产业研究院”同步成立。

根据协议，三方将专注基
因研究、生猪健康养殖、食品
高效安全加工与供应、“农场
到餐桌”产业互联网研究、智
能商业运行机制研究与应用
等领域合作。未来 10年将共
同筹措研究经费 15亿元，其

中扬翔公司和影子公司以实际
经营和产业课题研究需求为目
标筹措研究现金经费12亿元，
前三年每年不低于1亿元。

据了解，广西扬翔股份有
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从2009年起，与华
中农大已进行四次战略合作，
建立校企发展共同体，形成了
人才培养、技术服务、科学研究
等多领域、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格局，搭建起了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校企合作平台，打造了“农
牧行业校企合作的新典范”。广
州影子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成
为料养宰商产业互联网平台企
业，利用基因科学、区块链、人
工智能等技术，为猪肉产业各
环节提供智能解决方案与服
务，驱动“农场到餐桌”产业链
智能化转型升级。

湖北成立首个
智能制造产业学院

触觉手套

慧眼识金

这款新型锂离子电池在储
电性能上略逊于传统电池，但可
以消除火灾隐患，还能实现快速
充电。实验结果显示，以钼的氧
化物作为负极的电池具有实用
性，除了安全性大增以外，新型
电池还可实现快速充电，在充电
2000次后，其容量仅下降不到
30%。

这款触觉手套，把虚拟世界
的触感带到指尖。手套通过搭载
大量的追踪和反馈部件，比如微
流体触觉反馈层压板、气动控制
架构，它可以复制手指抓住物体
或沿着物体表面运动的感觉，让
人在虚拟现实世界中，清晰地感
受到与虚拟物体交互时的触觉。

这款相机只有粗盐粒大小，
可以产生与体积大 50万倍的传
统复合相机镜头相同的清晰、全
彩图像。这款新的微型相机的光
学系统依赖于一种被称为“超表
面”的技术，这个“超表面”只有
半毫米宽，由 160万个圆柱形柱
构成，为的是更好地捕捉相机前
方的内容。

全新锂离子电池

黑科技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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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文 通讯员
马远刚）近日，为满足世界最大
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常泰长江
大桥、世界最大跨度三塔斜拉桥
巢马铁路马鞍山长江大桥两个

项目主塔施工需要，同时考虑到
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需要，在汉
央企———建桥国家队中铁大桥
局与徐工集团合作，启动研制两
台超大型塔式起重机。

中铁大桥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双方将自主研发打造全球最
大塔式起重机，额定起重力矩达
15000吨米，最大起重量 600吨，
相当于同时吊起 400辆小汽车。
该重工装备是针对巢马铁路马
鞍山长江大桥等世界级桥梁量
身定制，将有效解决项目吊装构
件重、施工高度高、作业跨度大
等施工难点，突破 50余项关键
核心技术，实现 10项世界首创
技术，创造 10项世界纪录。

就在一个月之前，同属建桥
国家队的中交二航局，也牵手高
端装备制造企业共同自主研制
全球最大上回转塔式起重机。塔
机最大起重力矩达 12500吨米，
最大起重量为 450吨，相当于能
同时吊起 300辆小汽车；最大臂
长 75米，最大独立起升高度

92.5米；最大附着起升高度可达
371.8米，也是主要用于世界级
桥梁工程建设。

以常泰长江大桥为例，作为
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
主塔设计总高352米，为世界第
一高索塔。中交二航局项目负责
人介绍，主塔将采用大节段吊装
施工，最大吊装重量超过400吨，
最大安装高度370米，最大吊装
幅度要求超过65米，目前市面上
没有任何一台满足全部需求的塔
机，只能为其量身定制。

据悉，中铁大桥局、中交二
航局等武汉建桥国家队企业，在
建造各类世界级大型桥梁的同
时，研发大批高技术含量的核心
桥梁施工配套装备，打破国外装
备垄断，通过装备升级带动建桥
技术、工艺发展。

这款机器人在接触物体的
时候，利用传感器掌握物体的重
量和表面的光滑程度，瞬间控制
抓力，对类似于鲜花及蛋糕这种
柔软的物体，该机器人也可以在
物体保持形状不变的前提下拿
起。此外，该机器人的目标是代
替人手，在护理及残疾人支援等
领域实现实用化。

新机器人能抓取花

本报讯（记者 张宇驰 通讯
员 陈静）12月 8日，在“2021世
界智能制造大会”上，航天科工
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和航天
云网联合申报的“小卫星智能生

产线”项目成功获评“2021中国
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近年来，空间工程公司聚焦
卫星通信技术与互联网相融合
的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以满足

低轨卫星星座快速生产与快速
部署需求为任务牵引，完成武汉
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卫星产业园
建设，并打造了以“柔性智能化、
数字孪生、云制造”为主要特点
的国内首条小卫星柔性智能批
量生产线，着力提升小卫星智能
制造能力。

小卫星智能生产线面向 1
吨以下小卫星规模化生产需求，
以智能制造等先进技术为导向，
建设了“18类硬件系统、6大软
件”，涵盖仓储与物流、智能部装、
总装、测试与试验等多个分系统，
能够实现卫星从零部组件入库
到整星下线的全部生产流程。

目前，该产线已承担了 3个
型号共 7颗卫星的生产任务，联
合航天云网，承担科技部、工信
部、国防科工局等预研项目 27
个，累积项目经费近 3.4亿元；
共制定国际标准 1项、国家标准

11项，申报专利数十项，授权 12
项，申请软件著作权 28项。

产线项目成果将提供卫星
智能生产线整体解决方案，协助
国内卫星研制企业进行卫星生
产线建设，统筹形成柔性、兼容、
协同的卫星生产能力。与此同
时，项目研究的技术和研究成果
可推广应用于其他军工、民用产
品，有效提升生产自动化和智能
化水平，全方位提高产品质量和
生产效率。

后续，空间工程公司将继续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数字航
天战略，进一步通过创新驱动实
现制造模式转型升级，构建卫星
智能制造新范式，助力低轨卫星
互联网星座建设，推动航天产品
生产智能化转型升级，为推动科
技创新和维护空间安全做出更
大贡献。

汉产卫星生产线获评“2021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华中农大校企合作

燃 起重机能吊400辆小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