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0 日起，上汽大众新能源汽

车（MEB）工厂就克服种种困难，开启

局部复工。 MEB工厂是上汽集团和德

国大众合资建设的纯电动汽车制造工

厂，建成后将投产大众、奥迪等多个品

牌的全新一代纯电动汽车。

MEB 工厂电池装备车间的模组

涂导热胶工艺是电池装配过程的重要

环节， 涂胶设备中的导热胶需处于加

热状态， 当设备断电超过 20天时，胶

管中的导热胶会凝固并堵塞胶管。 当

时供应商正处在隔离期， 排胶工作无

法进行， 排胶不及时将造成设备故障

甚至影响项目进度。 为确保设备正常

运转， 电池车间维修工长党员张勇敢

挑重担、克服困难，在供应商的远程配

合下， 及时完成了 6台涂胶设备的排

胶工作， 为后续电池车间恢复生产奠

定了坚实基础。

2月 20日，18 名电池线体相关方

供应商拿到了工厂准入贴花并立刻赶

赴MEB工厂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这使

得电池车间成为MEB工厂首个全面复

工的车间。 从 2月 24日起，MEB工厂

其他各车间也正式复工复产。

春节假期至今， 不少新能源车电

池研发工程师放弃休息， 抓紧时间做

试验，保证重点项目的顺利推进。有一

些试验需要通过外地供应商来做，工

程师需要到现场做试验记录。 由于人

员无法去外地， 研发工程师们想到了

“云试验”的点子。 电池包要运到苏州

某地做燃烧试验， 检验电池包在起火

时的状态。为了不影响进度，工程师和

前方工作人员充分沟通、紧密配合，通

过视频直播的形式完成了试验。

MEB 工厂项目计划于今年 10 月

正式批量投产， 目前已全面展开全新

车型的各项生产准备工作。 虽然此次

疫情对车型试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

但工厂迅速做出相应调整， 并与相关

部门制定了后续追赶计划， 确保项目

有序推进、按时投产。正如上汽大众新

能源车研发部门电池研发经理于旭东

所说，“虽然碰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

题和困难， 但我们有信心把失去的进

度抢回来。 ”

    在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的净水机生产车间，30%的员

工因疫情未返岗，但企业的生产运

营几乎不受影响，国外订单不断，甚

至已经排到了四月。 车间里两座立

体智能仓库与生产车间直接连通，

当 ERP 系统将订单信息发至生产

车间，数字化制造系统即刻启动，仓

库内的生产物料通过智能导轨被精

准转运至生产车间的全自动生产

线。 24小时值守的机器人按照工程

师设定的程序完成玻璃钢桶、控制

阀体等的生产和装配。 以往一条产

线需要至少 15个人全员到位，现在

只要操机工程师在岗，机器就能运

转起来。 通过引入生产智能系统，

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对人

工的依赖， 并使产品不良率降低

50%，整体运营成本降低 30%以上。

通过远程运行维护、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综合手段，宝钢股份把上

海宝山基地的冷轧热镀锌智能车间

变成了一座 24 小时运转却不需要

多人值守的“黑灯工厂”。 车间内，

两条 200米长的生产线已通过机器

人作业和行车无人化，基本实现机

器代人， 每条产线只有 2 至 3 名工

人流动检视。在智能化改造前，冷轧

产线的进料关口、锌锅捞渣、钢卷打

捆贴标等各个工段上都需要至少两

名工人值守，如今 12 个智能“机器

人”包办了所有“危脏难”工作。操作

人员和工程师即使在同一个车间，

也能“不碰面生产”。

疫情发生以来，宝钢的“智慧物

流”也发挥奇效。在 6万平方米的产

成品物流智能仓库内， 无人吊机用

“钢爪” 将一卷卷成品钢卷精准调

运， 与一辆辆驶来的无人驾驶重载

框架车紧密协作， 不断将成品钢材

运往成品码头。在这个无人仓库里，

智慧化运作有效提升了物流效率，

每天 10 万吨钢卷在这里周转并发

往全球。在智能物流管控中心，仅需

要少数几名操作人员就可以完成对

整个厂区物流的监测操控。

上海已建成 14 个国家级智能

工厂、80个市级智能工厂，机器人及

系统集成总产值突破 400亿元。智能

制造的发展， 极大缓解了疫情对制

造业的影响， 精准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保障防疫物资及时充足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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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家规模以上整车企业和 600 多家零部件企业

全部复工

■ 集成电路主要制造企业复工率超过 99%

■ 生物医药行业 100%复工

上海复产复工按下加速键

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重点企业复工率超 99%

智能制造、大数据
在复产中起到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

据，2020 年 2月疫情期间，特斯拉

中国的新车交付量占全国新能源

车总销量的 30%。 已于 2 月 10

日复工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也是国内最早启动复工复产的大

型企业之一。

从中资到外资， 从全球最大

的液化天然气动力集装箱船舶到

全球最先进的机器人工厂， 上海

已经按下复工复产“加速键”。

■ 近百家智能制造专项及试点示范承担企业整体

复工率超过 96.5%

■ 申城涌现出一批运用大数据支撑复产复工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

■ 全市大数据企事业单位复工率超过 99%，并积极

投身“战疫”一线

数字化制造 实现逆势接单

定追赶计划
抢回失去进度

    进入复工复产的“后防疫阶

段”，一家大数据“复工”，意味着可

以赋能更多企业“上云”获得更多

服务。 近期，上海大数据企事业单

位集中攻关，加速研发，涌现出了

一批运用大数据支撑复产复工的

产品和解决方案。

为方便企业远程及在家办公，

珍岛信息研发推出臻管家 SaaS 协

同办公云， 覆盖远程办公过程的

“人+事+流程+信息” 综合运营管

理，快速打造云端移动办公多元化

场景，目前已惠及全国近 10万家中

小企业。

合合信息通过自研的“供应

链”大数据系统，快速分析出口罩、

医用防护眼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产业链条，并筛查出各环节具有相

关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推动企业

复工复产和解决供需难题。 1 月 31

日， 平台上线以来， 已累计找到

10642 家防疫急需医疗物资产业链

企业，目前公众访问量已超过 65 万

次， 为“湖北医疗物资需求信息平

台”提供近 5000次需求对接。

东方国际集团以上海三枪为突

破， 利用工业大数据技术，“转危为

机”，依托全供应链数据互联，联动

产业链上下游，通过协同研发、柔性

制造、 远程运营、 在线服务等新模

式，实现柔性化制造，将既有的内衣

生产加工产能快速转化为隔离衣、

口罩等新产能。

据统计， 去年全市大数据核心

企业达到 781 家，总产值超过 2000

亿元。目前，全市大数据企事业单位

复工率已经超过 99%，并积极投身

“战疫”一线。

大数据赋能 助推企业上云

    作为汽车制造重镇，上海也在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快复工

复产。 以特斯拉为例，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和临港集团成立特斯拉上

海超级工厂专项复工小组，并匹配

工作专员，为特斯拉筹措了 2 台红

外测温仪、1 万只口罩， 协助提供

600多套住房解决特斯拉上海超级

工厂新员工的住宿问题，还有重点

地区来沪、 返沪员工的集中隔离。

此外，为了协调保障特斯拉上海超

级工厂上下游产业链 8 家供应商

复工，上海市经信委联合各区重点

保障整车企业关键零部件、无库存

零部件的优先复工复产。

针对集成电路企业反映的原材

料供应、物流运输、防疫物资短缺等

诸多问题， 上海积极协调兄弟省市

产业链上企业复工复产， 打通产业

链关键环节，畅通物流运输卡点。

上海工研院是一家智能传感

器领域重点企业。该公司技术团队

在红外温度传感器技术攻关方面

取得重大突破，而红外温度传感器

正是额温枪、测温仪的核心部件之

一。 当得知产品生产需要浙江、广

东、 重庆等地的封测企业复工时，

上海紧急联系国家工信部，积极协

调产业链企业尽快复工。通过企业

连续加班加点，2月 11日， 第一批

9万颗芯片提前三天送到了客户手

中，投放到抗疫前线。截至目前，工

研院已经给北京、 上海、 广东、山

东、安徽等省市的十余家客户提供

了超过 280 万颗红外温度传感器。

这些高质量传感器的市场投入，对

稳定防疫物资价格，以及社区防疫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疫情期间，又一个百亿级的集

成电路重大项目落户上海。 上海各

部门通过当面洽谈以及结合电话、

视频会议等不见面方式，推动格科

微项目落户临港。 格科微临港项目

计划总投资 22 亿美元， 将建设一

座 12 英寸月产 6 万片晶圆的

CMOS图像传感芯片厂。

 关注上下游 打通关键环节

本报记者 叶薇

■ 刚组装完成的Model 3 停放在特斯拉超级工厂等待交付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张江“双子星”项目恢复施工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