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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是这个时代连接万物的关键工具，它让智能

化设备有了“电子五官”，赋予数字化产品精准感知外部

环境的能力，促进人与物“对话”、物与物“互通”。

日前，在位于蚌埠市的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

团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生产MEMS（微机电系统）

晶圆。

MEMS是一种制造工艺，听起来陌生，但早已融入

生活。一部5G手机内置的MEMS数量已超过20颗，

主打“智能化”的新能源车，MEMS的数量更是高达上

百颗。

“以微纳制造工艺为核心，把传感器技术和微机电系

统技术集成在一起，就能研制出MEMS传感器。”安徽

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丙

根介绍，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6英寸MEMS体硅工艺中

试研发平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4套完整的MEMS工艺体系。

近年来，北方微电子研究院聚焦MEMS微纳制

造的核心优势和新兴产业的培育，以市场需求为牵

引，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大核心技术攻

关，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迈出坚定步伐。

“我们将充分发挥微电子院产业平台优势，推进创新

链、产业链、生态链深度融合，努力聚集更多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助力蚌埠加快打造中国传感谷。”陈丙根表示。

龙头的带动，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蚌埠加速集

聚。在中国传感谷内，今年刚刚成立的安徽北方华鑫智

感科技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加快生产。该公司依托安

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的传感器芯片制造能力、平台和资

源优势，以打造国内领先的传感器产品供应商为愿景，建

设了品种类别涵盖最全、国产芯片配套最多的传感器产

品体系。

“成立时间虽然不长，但公司年产能已经达到了

1000万只以上，项目全部建成后，产能规模将达到每年

8500万只。”企业负责人介绍。

中国传感谷是安徽省人工智能产业“三谷”之一，园

区按照“一谷三园多点”统筹产业布局，计划打造成为以

智能传感器及物联网产业为主导，集研发、设计、制造、封

装、测试于一体，建设自主可控芯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

全、产值超千亿元的产业集群，形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

的智能传感器集聚区。

目前，中国传感谷已初步形成设计、制造、封装、

筛选、测试及模块与系统集成应用等全产业链发展的

生态体系，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余家，其

中高新技术企业50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7家，

覆盖产业上下游各个环节。 （安徽日报记者 鹿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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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工业铁路站场采用的联锁系

统，由于铁路信号装备定制化程度高，联锁、

道岔、信号、轨道等模块零部件种类多，安装

调试周期较长；人工检修环节多、劳动强度

大，无智能化维保手段，影响生产运输效率。

问题从来不会难住有“心”人，通过数据赋能

工业铁路运输，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大高科”）率先运用大

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建设工业

铁路智能运维工业互联网平台，具备24h实

时监测、设备故障诊断和预测性维护等功能，

打造了数据要素应用的典型项目案例。

数据“多走路”人员少跑腿

科创不止，匠心永续。成立于2001年的

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几十

年如一日，始终以铁路信号安全完整性技术、

防失爆设计技术、工业AI技术为核心开展产

品的研究开发，并保持国内领先水平，致力于

让铁路和矿山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凭借

着优异的科创实绩，2021年6月，企业顺利在

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成为国内领先的铁路信

号控制与安全调度、智能化矿山解决方案专

业提供商、工业互联网平台增值业务服务商。

“目前，我们企业从事铁路信号控制系

统、智能化矿山监控装备的制造，以及相关调

度、监控、管理系统的研发，工业互联网平台

增值业务服务，具备硬件研制、软件开发、平

台搭建、智能运维等全流程服务能力，为用户

提供独具特色的信号联锁、调度管控一体化、

机车无人驾驶等系统产品及服务，广泛应用

于冶金、矿山、石化等国民经济支柱行业，为

提升铁路和矿山的运输安全、高效生产发挥

重要作用，业绩覆盖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

并进入国际市场。”该公司负责人介绍道。

走进工大高科公司展厅内，各种运用于

工业铁路信号控制与智能调度的创新产品、

技术专利数不胜数，创新的气息扑面而来。

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期由工大高科

开发的基于大数据的工业铁路智能运维系

统，通过对海量生产数据的汇聚、清洗、挖掘

和分析处理等手段，实现对多个铁路站场的

集中实时管控，减少现场设备巡检和系统运

维人员，改为定点针对性维护、保养，提高工

作效率，真正实现“数据多走路，人员少跑

腿”。据了解，自宝武集团某钢厂上线远程智

能运维系统后，实行线上监测与线下定位维

保的模式，减少大量现场设备巡检、维保人员

6人，增加一个系统监测值班岗，综合减少5

人，每年节省人力成本支出50万元。减少非

计划性设备停机次数，每年因减少设备宕机

引发的生产事故损失、设备维保100万元。

肩负使命勇毅向前

站在时代的洪流中，智能化、数字化为我

国轨道交通市场输送新的活力，这一产业的

发展也带动着高端装备制造、软件、电子信息

等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为此，工大高科

铆足“创新之力”，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

道，塑造发展新动力新优势，形成了具有完整

自主知识产权的以铁路信号安全完整性技术

与防失爆设计技术为代表的核心技术体系，

建立了科学严格的产品安全设计体系，核心

产品先后通过多家国际、国内权威认证机构

的测试与认证，取得了SIL、MA、KA、EX、3C

等多项资质证书。同时，先后承担了10多项

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主持及主要参与制

订了多项国家标准，获得10多项国家级、省

部级重要科技奖励、多项“能源领域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掌握了自主核心技术，实现

了进口替代。

机会往往垂青于脱颖而出者。“新质生产

力的提出意味着我们科技工作者要比以往更

加注重原始创新、注重体系建设。”工大高科

董事长魏臻表示。作为省内智能化矿山、工

业铁路信号控制与调度技术与装备领域的

佼佼者，接下来，工大高科将继续加大在工

业AI大模型、工业互联网、铁路运输领域

“智能化、无人化”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先进

复杂控制技术的研发力度，为推动我国智能

化矿山、工业铁路智能、少人、无人的技术进

步贡献力量。 （全媒体记者 黄文静）

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让数据“多跑路”赋能铁路运输高质量发展

远程运维现场照片。

安徽企业加码数字孪生技术
“老三样”焕发新活力

3967.8亿元，同比增长7.4%，今

年上半年，安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历史“最

好成绩”的背后，“新三样”持续跑出

加速度，“老三样”不断焕发新生机。

“新三样”与“老三样”，浓缩着时

代变迁，刻录着发展足迹。

安徽合肥，走进一家拥有41年

发展历史的家电企业工厂，映入眼帘

的不再是嘈杂纷扰的传统制造场景，

而是呈现出一派宁静有序、高效运作

的智慧新景象。一条采用工业互联

网技术的产线，在快速的运转与计算

中，一台台美菱冰箱被生产出来，传

统家电制造企业焕发出的新活力正

不断涌现。由于采用了数字孪生技

术，冰箱整体性能获得大幅提升。

“通过数字孪生的技术，美菱冰

箱外壳和内胆的装配效率提升了

70%左右;同时通过物联网技术调控

模温，让冰箱的发泡不良(率)下降了

83%。”美菱智能技术所所长胡明勇告

诉笔者。美菱借助数字化的力量，不

断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用数据打通供应链，提质增效。

美菱打造“菱云”工业互联网，将上下

游1700余家企业纳入同一系统，接入

约2.4万台工业设备终端，为链上企业

免费提供账户和软件，改变以往“两家

人”的沟通模式，在一个平台实现产销

协同，链上企业可一目了然看到订单

数量、生产安排、完成进度，成为链主

企业的一个“内部单元”。用新技术赋

能制造生产，“菱云”平台可以说是传

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老三样”是消费品工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外贸竞争力优势

的典型体现。不断地创新变革和转

型升级，“老三样”持续焕发新活力，

在全球产业变局中站稳了脚跟、夯实

了优势。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

能得益于“新三样”的强劲发展，也离

不开“老三样”的坚韧底实。唯有不

断推陈出新，“新三样”才能“强者更

强”，“老三样”才能不断提质增效，携

手并进，加速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舞台

中央。 （据中国家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