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机器人“小巨人”搅动大产业
济宁相关产业增加值去年增长177%，爆款产品市场占有率连续三年国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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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红海”
跨入“蓝海”

起步不算早，不代表没有后
发优势。水泊焊割就是这样的例
子。

水泊焊割董事长刘宪福原
为一名教师，在体制内工作多年
后，于1996年“下海”创业。2004
年，刘宪福带队研制专焊汽车大
梁用的门式纵梁焊接机，取得成
功；2005年，数控切割机在他手下
诞生、罐体封头旋边机开发成
功；2008年，水泊焊割率先立项
机器人开发，将自动化、智能化
焊接设备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开
发出异形罐体环缝自动焊接机
器人，采用先进的电脑控制技
术、PLC可编程控制技术、微电子
及变频技术，实现环缝焊接一次
成型。目前，该设备入选国家火
炬计划项目，荣获省级科学技术
奖，在国内专用车领域市场占有
率达到95％以上。

2008年之后，整体人工成本
上升，环保要求提高，人们对于
机器人行业的预期也越来越高。
2010年，资本开始青睐机器人这
个新兴行业，也进一步加快了工
业机器人的发展。通过数年持续
研发和技术积累，水泊焊割共开
发出异形罐体环缝自动焊接机、
波纹板激光自动跟踪自动焊等
28个系列96种智能焊割设备，以
及龙门式焊接机器人、悬壁式焊
接机器人、智能焊接机器人等产
品，成为专用车产业升级的“加
推器”。

按需来定制
终为客户用

工业领域的各类机器人，通
过系统集成，形成商业化、大规
模应用，技术壁垒高、议价能力
强，市场优势远远大于机器人本
体。这是智能制造的直观体现。
事实上，得益于科技创新的发
展，传统工业留给我们的刻板印
象已经不再，劳动力从事高强
度、密集型工作的生产场景正在
逐步消退，许多传统制造业实现
自动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

2018年，山东鑫能能源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向水泊焊割认购
一条铝合金厢式车智能化生产
线，对方要求生产效率高、产量
大、工作人员少。跟企业沟通交
流后，研发人员破解工艺流程，
设计出一条17台专用机器人的生
产线。

“就单台设备来说，技术含
量不是很高，但把多个专用机器
人的工艺整合成一条生产线，生
产效率就提升上来了。”水泊焊
割电器总工申伟介绍，这条智能
化生产线上线前，100多名员工
每天仅能下线两辆厢式车。如
今，30余名员工与17台水泊焊割
智能焊接机器人协同合作，每天
可以下线8辆厢式车。

“企业要生存下去，肯定得
适应市场变化。因此，我们逐渐
形成一个传统，也可以说是一个
强项，那就是根据客户实际需求
来调整焊接设备，根据客户生产
的产品，来定做适合他们的专用
设备。”水泊焊割总经理刘帅介

绍，机器人产业链分为上游、中
游和下游。其中上游生产核心零
部件，中游是机器人本体生产
商，下游是系统集成商，针对特
定机器人为终端客户提供应用
解决方案。因为机器人裸机是不
能完成任何工作的，需要通过系
统集成之后，才能为终端客户所
用。机器人也得“因岗设机”，把
标准机器人加工改造成能适应
特定岗位的机器人。工业机器人
系统集成是机器人商业化、大规
模普及的关键。

靠着技术创新，水泊焊割潜
心研发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解
决方案，为终端客户输送了专用
车栏板智能制造生产线、车轿自
动生产线、搅拌罐自动生产线等
多条专用车生产线。其中专用车
栏板智能焊接生产线在国内市
场占有率连续三年第一。

如果不创新
就会被淘汰

2021年，水泊焊割被工信部
确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国家鼓励专精特新，
鼓励中小企业在细分市场做强、
做大，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正确
的。”在刘帅看来，术业专攻是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很重要的
特性。

采访中，刘帅多次强调创新
的重要性。他一直坚信，在提升
专用车产业智能化水平进程中，
要大胆尝试一些新技术的应用。

时间回到2016年，刘帅从父
亲刘宪福手中接过企业，机械工
程专业出身的他在国外留学时
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但也看
到国内专用车领域智能制造的
痛点。“当时，国内常见的焊接机
器人都是以点触传感技术为主，
例如一个构件有8条焊缝，机器
人需要通过点触来确定焊缝位
置，每条焊缝大约需要15秒，远不
能提升生产效率。”如何让机器
人像人一样具有精确的感知能
力，就成为他和公司研发人员的
努力方向。

抱着不创新就会被淘汰的
紧迫感，刘帅引进加拿大赛融激
光技术，将点触传感技术升级为
视觉传感技术。2020年，又成功
研发出3D空间立体识别传感焊

接机器人。他透露，新一代智能
焊接机器人采用当代较先进的
运动控制技术、点云深度学习算
法、图形轨迹采集系统、工业计
算机控制等技术，配备图形轨迹
运动控制系统，实现焊缝的自动
跟踪和全方位焊接。“在提升产
品质量的同时，能代替劳动强度
过高的焊接工位和搬运工位，可
提升25%的生产效率，节约三分
之二的人工成本。”

技术创新方面，除了3D空间
立体识别传感焊接机器人，物流
运输领域的市场突破也让刘帅
倍感骄傲。“尽管在专用车生产
阶段实现了智能化与全自动化，
但要把几十乃至上千公斤重的
部件搬至生产车间仍是不小的
工程。”刘帅说，在专用车部件物

流运输环节，水泊焊割研发了载
重量5吨—20吨的AGV，动力结
构、核心算法、调度系统等核心
技术实现自主研发。

山东华力机电有限公司是
2019年山东瞪羚企业，企业对创
新也感同身受。其旗下的山东西
曼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东
进表示，公司注重“软硬兼施”，
在控制系统软件方面也实现突
破。四向穿梭车控制系统软件，
激光导航机器人路径规则自主
导航实现定位精度2厘米以内；15
吨AGV导航定位，重载全向关键
技术软件开发、物流竞价系统、
生产管理系统均已上线。从2021
年的软件开发工作上看，占了整
体创新项目的70%以上。

借智建平台
培产业沃土

在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
背后，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梁山当地高校资源匮乏，工
业机器人产业发展迈向“高、精、
尖”，缺乏人才支撑。缺人才不等
于没人才，外联借智成为其突破
口。今年3月初，水泊焊割与华中
科技大学合作成立“智能焊接技
术与装备联合实验室”，以专用
车核心焊接工艺智能装备为突
破口，发掘“AI+工业互联网”新
势能，依托水泊焊割优异的机器
人集成以及产线设计技术基础，
在梁山建立全国首个专用车领
域“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研发
基地，带动地方专用车“数+智”
产业化升级、智能制造与工业互
联网发展和人才培养。不仅如
此，去年山东水泊焊割职业技能
技术培训学校挂牌，搭建起新的
校企合作平台。

不只是水泊焊割，山东天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格外重视
外联借智。“去年，我们与中国矿
业大学、西安科技大学合作研发
ZYWL-4000Y防冲钻孔机器人，
能够实现冲击危险区钻孔设备
操作无人化和冲击危险程度实
时评估，有效解决了人机分离和
提高钻机效率等问题。”山东天
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田
胜利表示，目前公司在国内整机
占有率虽然不高，但在细分领域
钻锚技术上占据国内90％以上的
市场。

刘帅表示，公司注重研发能
力的提升，每年约投入2000万元
研发资金。截至目前，公司承担
国家及省市级研究课题18项，建
设有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山东
省专用车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山东省工业设计中心，山东
省自动化焊割实验室。今后将继
续深耕机器人应用，以品牌优势
助推市场扩张，加快专用车产业
转型升级，朝数字化、智能化生
产方向迈进。

济宁市也在不断健全产业
发展体系，在邹城机器人产业
园，依托正方智能机器人管理运
营平台，整合国家机器人检验检
测中心和山东省智能机器人应
用技术研究院两大支撑平台及
政策、人才、金融、公共服务、应
用推广等平台资源，不断厚植机
器人产业发展“沃土”。通过这三
大平台，为创新团队和入园企业
提供精准的公共服务，发挥园区
的创业孵化功能，形成“专业园
区+公共平台+定向政策”的机器
人产业培育发展模式。

专用车、工业机器人，两个颇有违和感的行业，如今在济宁梁山做得风生水起。成立18年的山东水泊
焊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泊焊割），不仅异军突起，而且成为行业翘楚，其专用车栏板智能焊
接生产线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连续三年第一。除了水泊焊割，珞石（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天河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济宁的机器人产业起步不算早，但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过程中表现颇为亮眼，去年在工业新产品类别中，济宁市工业机器人产业增加值增长177%。

工人为焊接机器人调整参数。

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正
极大地改变着制造业的生产方
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
能之一。《“十四五”机器人产业
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
将成为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
源地、高端制造集聚地和集成
应用新高地。

近年来，济宁坚定不移推动
新旧动能转换，把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尤其是机器人产业作为引
领经济转型的支柱产业来培植。
以提高机器人高端产品供给能
力为发展方向，鼓励企业向产业
链高端延伸，引导电机、精密传
动、机械加工等部分企业向机器
人关键零部件产业转型。目前，全
市现有机器人产业有关企业31

家，涉及机器人整机、机器人零部
件、机器人系统集成等各个环节，
形成覆盖一产、二产、三产，涵盖
本体研发制造、系统集成应用、工
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服务机器
人等多个领域的机器人产业发
展格局。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19.3亿元。

梁山的专用车产业是全国
规模最大、聚集度最高的产业
集 群 。随 着 国 家《 中 国 制 造
2025》战略的实施，智能化创新
成为专用车产业发展和产业链
升级的趋势。“从一般意义上
说，工业机器人在降低成本、提
升效率、保证一致性等方面具
有突出作用，可助力制造业在

‘量’和‘质’上的提升。”梁山县

产业研究院院长刘伟说。
如何在全国竞争中找准

“济宁赛道”？济宁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副局长、市制造强市建设指
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李家亮表示，

“十四五”期间，济宁将寻找细分
领域，以提高机器人高端产品供
给能力为发展方向，鼓励本地企
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引导电机、
精密传动、机械加工等部分企业
向机器人关键零部件产业转型，
壮大存量；继续招引国内外知名
机器人企业落地，提升增量，增强
产业竞争合力。同时，在项目落
地、园区配套等方面，全力给予要
素支撑，为机器人产业研发和应
用提供五星级服务，助力机器人
产业实现快速度、高质量发展。

在全国竞争中找准“济宁赛道”

葛延伸阅读

水泊焊割研发的新一代自卸车智能焊接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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