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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北区科协工作人员介
绍，企业设立院士工作站，不仅
助推科研成果转化，还破解了一
系列“卡脖子”的技术难题。
以扎头绳起家的海丽雅集

团，如今已成为专业织带、特种
绳缆、安防自救产品行业的领
头羊，这个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的企业将更广阔的触角延展至
深海、深空等领域，为国家科学
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无可取代
的支撑力。在市北区科协的帮
助下，海丽雅成功设立青岛市
院士工作站，在工作站入驻院
士、专家及其团队的指导下，为
企业解决十几项重大技术难
题。

走进位于市北区大沙路2号
的海丽雅集团展厅，映入眼帘的
便是各种型号、不同功能的绳
缆。在展厅的醒目位置，可以看
到已成功应用于我国海洋科考
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脐带缆。
这种具有数据实时传送功能的
潜标缆是国际上进行海洋科考、
矿山机械、地质勘测等过程中的
关键配套产品，随着国家绳缆研
究工作发展和科研攻关迅猛提
高，需求量越来越大。
而具备数据实时传送功能

的潜标缆，目前主要依赖于国外
进口，国内对其的研发尚处于起
步阶段。进口绳索不但价格昂
贵，采购时间漫长。

“这种潜标缆需要极强的耐
腐蚀性，虽然我们解决了绳缆原
材料的问题，但其破断强力始终
达不到应有的使用效果。”海丽
雅集团旗下的青岛华凯海洋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如何突破这道关卡？青岛市

院士工作站的创建让企业看到
了曙光。院士团队核心力量的注
入，为企业提供强劲的智力支
持，有效助推企业科技攻坚，很
快帮助企业改善了绳缆的材料
性能，解决长期困扰的技术难
题，并对专项技术升级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
“每一股绳芯要捻多少圈、
捻的力度要什么级别、编织绳

芯的密度和直径要达到多
少……这些都需要经过几十次
甚至上百次的试验才能保持在
一定长度下绳缆不断裂。”技术
中心张主任说，院士团队经过
一年多时间的攻坚克难，最终
使绳缆的破断强力达到完美要
求，打破了潜标缆长期以来进
口的局面。
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企业

获得青岛市隐形冠军企业、专精
特新示范企业等荣誉。与此同
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
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档次、促进就业、拓展产品市场
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带
来极大的帮助。

□半岛全媒体记者 曹现梅 通讯员 黄岚 于亚玫

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制造业的源头创新需要翻越一座座大山，其中，技术理论应用
便是重要一环。日前，记者从市北区科协了解到，市北5家企业请来院士，设立院士工作站，
共同攻关创新，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路径，结出产业硕果。

4月初，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正式“上新”，舒适的乘坐体验
和智能化操控引来一波波热
评。这张亮丽“国家名片”背后
的多项技术和设备来自中车青
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方所”）。
让复兴号更“聪明”，正是

眼下四方所和孙家广院士工作
站攻坚的项目。“2018年，我们
请来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
学教授孙家广，获批设立院士
专家工作站。”中车青岛四方车
辆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孙国斌介
绍，“围绕为轨道交通提供全系

统、全生命周期一体化智能解
决方案的需求，我们在技术创
新合作、企业人才培养等方面
深入合作。”同时，他们与清华
大学联合成立智能装备工业物
联网联合研究中心，已经开展
技术创新项目11项，在时速250
公里的动车组主控系统中应用
工业以太网就是其中一项。
“日常用的网络存在实时
性、稳定性、安全性方面的问
题，我们在时速250公里的动车
组‘车辆大脑’上采用工业以太
网，能获取更全面的车辆数据，
掌握更多控车信息，降低故障

率，提高乘检率。”孙国斌说。
除了大家熟知的复兴号动

车组，轨道交通智能运维也是
他们深耕的领域。
在上海地铁运维中心，一

辆辆地铁穿行而过，机器人已
经同步完成检测，并将数据实
时上传到后台。不同于之前的人
工检测，这套轨道交通智能运维
系统不仅节约了时间、人力，而
且能更精准地全面排查。
如何与院士团队搭档，更

通畅、更有效地进行成果转
化？四方所已经形成一套完整
的工作机制。“我们根据实践

需求，提出问题框架，院士团
队同步进行技术研发。””孙国
斌形象地解释，通常产业问题
分为三类：科学问题、技术问
题和工程问题，“院士工作站
偏重解决科学问题和深度的
技术问题，我们在产业实践中
解决工程问题。”
在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

生。产力的转化进程中，四方
所和院士工作站合力探索出
一条高效的路径。截至目前，
与院士工作站团队攻坚的项
目累计获得发明专利 5项，
PCT专利6项。

一根缆绳上天入海 “隐形冠军”攻克“卡脖子”难题

院士工作站当智库 复兴号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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