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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知

機器人被譽為 「製造業皇冠
頂端的明珠」 。控制工業機器人
活動速度的核心傳動部件——
RV減速器關鍵核心技術一直由
日企掌握，經過數年多校企合作
攻關，我國RV減速器設計製造
和批量生產取得重大突破，其精
度、剛性、壽命等指標均達到或
超過日企水平，打破日企30年的
壟斷，為中國加速邁向工業4.0打
下堅實基礎。作為全國製造業強
市，近年來寧波大力推動打造機
器人產業鏈，當地企業自行研發
生產RV減速器，性能達到內地
一線水平。

RV減速器
技術特點

●通過多級減速實現傳動，
組成的零部件較多
產品性能

●大體積、高負載能力和高
剛度
應用場景

●一般應用於多關節機器人
機座、大臂、肩部等重負
載的位置
終端領域

●汽車、運輸、港口碼頭等
行業中通常使用配有RV減
速器的重負載機器人
價格區間

●5000-8000元人民幣／台

資料來源：華經產業研究院

打破日企30載壟斷 精度及壽命全面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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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華經產業研究院

在一塊各種曲度的轉椅木板上打22個孔，對於人
工操作來說也並非易事，而由智昌集團聯合浙江寧波
本地九家龍頭企業，通過機器人產業鏈協同，設計製
造的全甬產機器人 「傳習」 系列，可以完美實現從自
動變換各種角度的垂直畫法，到精準快速打完全部孔
位，再回到起始點，且這一過程總耗時僅9秒。全憑
自研的RV減速器，上述歷時9秒的生產流程天衣無
縫。

佔工業機器人成本40%以上
減速器被比喻為機器人的 「靈魂」 ，決定了機器

人具有高精度、高負載率、長壽命、低慣性、精確定
位等功能。據 「全甬產機器人」 主導研發單位、智昌
科技集團技術副總經理馮浩然介紹，減速器一直以來
都屬於高精尖產品，技術和市場常年被國外企業壟
斷，日本的哈默納科和納博特斯克，兩家公司幾乎佔
據了全球工業機器人減速器約70%的市場份額。 「而
『全甬產機器人』 的交流伺服電機、RV減速器以及諧

波減速器這三大機器人關鍵零件則都由寧波本土企業
中大力德自行研發生產，打破了國外企業壟斷的局
面。」 RV減速器傳動比大、傳動效率高、運動精度
高、回差小、振動低、剛性大、可靠性高，是工業機
器人的 「御用」 減速器，一台工業機器人的腿部、腰
部和肘部需要4至6台RV減速器，減速器成本佔40%
至60%。

「以往機器人要用到的零部件，往往採購自不同
的廠商，這很大的影響產品的一致性和機器人整體的

性能。」 中
大力德董事長岑
國建看到這種情況後，
基於企業技術實力的提升和
產品體系的完善，決定研發囊括伺
服電機、RV減速器等零部件在內的 「半
個機器人」 。之所以稱為 「半個機器人」 ，是
因為將這些零部件集成後，只需再增加一個控制器
就可以成為一台完整的機器人。馮浩然表示： 「 『全
甬產機器人』 打破了國外的長期壟斷，性能已達到國
內先進水平。」

壓縮採購成本壯大民族工業
據悉， 「半個機器人」 產品自去年開始批量生產

後，訂單已破千台，不僅逐漸擴大了內地市場份額，
同時也對國外同類產品價格形成了一定競爭。岑國建
說，最大的心願是要生產能夠替代進口的產品，節約
國內企業的採購成本，壯大民族工業。

浙江大學機器人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陸國棟介紹，
機器人產業鏈是寧波市乃至浙江省 「十四五」 規劃中
着重打造的標誌性產業鏈之一。未來幾年，寧波將重
點發展高端控制器、減速器、伺服電機、傳感器等機
器人關鍵部件，攻關靈巧手與智能抓取技術、人機交
互與智能編程技術，力爭到2025年底，該產業鏈產值
達300億元。



產業智聯網 把企業連成一片
「控制器就相當於機器人的 『大

腦』 ，性能優劣很大程度上
決定了機器人的 『聰

明』 程度。」 智昌
科技集團技術

副總經理

馮浩然表示，早在2018年，智昌科技就打破
了國外對工業機器人高性能控制器技術上的
壟斷，自主研發的銳智控制器時刻計算機器
人所需要的力、速度等一系列參數，使得機
器人無論在響應速度、重複定位精度、路徑
精度、工作節拍等方面均處於國際先進水
平。

馮浩然介紹，在做好控制器技術的基礎
上，產業智聯網又成為目前機器人產業的新
形態。 「產業智聯網就是在產業鏈上把各個
環節智能連接起來，底層以泛機器人為基
座，通過產業智聯網把企業連成一片，形成
一條智能產業鏈。」 他進一步解釋， 「這個
核心的概念就是把機器人從一個單機變成一
個泛機器人系統，構成一個集群式的體系，

柔性地實現個性化定製、自組織加工，並實
現系統的持續增值。」

「2019年，我們在江西南康以木材傢具
聚集區為基礎，以智能化共享為核心思想，
布局了中國第一個產業智聯網。其中包括
『一網五中心』 ，即一個智聯平台以及設
計、金融、採購、加工、銷售五個中心，加
工中心為一個實體的共享備料中心。」 他
說， 「產業智聯網充分利用了機器人自動
化、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產品品質。同
時，還充分利用了機器人和自動化生產線技
術。通過雲數據平台，把所有的加工過程和
訂單、運貨過程全部實行數據管控，有效解
決了傳統產業低小散的痛點，企業效益也明
顯增加。」

博納特斯克（日本）53%
雙環（中國）14%
住友（日本）5%
飛馬（中國）4%
中大力德（中國）4%
南通振康（中國）3%
智同（中國）3%
泰川（中國）2%
其他12%
資料來源：
華經產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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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甬
產機器人」 亮相

中國機器人峰會。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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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變速大腦邁向工業4.0

大公報記者 王莉

2023年1月14日 星期六A14 專 題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汽車工業協會近
日發布數據顯示，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已連續8年位居
全球第一，保持 「快車道」 發展態勢。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陳士華表示，中國新能
源汽車逐步進入全面市場化拓展期。2023年，芯片供應
短缺等問題有望得到較大緩解，隨着存量政策、增量政
策疊加發力，配套設施加快完善，國內汽車市場將呈現
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新能源汽車將持續快速增長。過
去一年，新能源汽車產業保持高速發展態勢，成為中國
穩工業、穩經濟的重要力量。

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達到
705.8萬輛和688.7萬輛，同比增長96.9%和93.4%，市
場佔有率達到25.6%。

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市場配套也不斷完善。中國
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促進聯盟數據顯示，2022年1到
12月，充電基礎設施增量為259.3萬台，其中公共充電
樁增量同比上漲91.6%，隨車配建私人充電樁增量持續
上升。天眼查數據顯示，截至目前，中國有9200餘家動
力電池相關企業，超過57%的相關企業成立於近5年
內。

【大公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2023年1月13日凌晨，長征二號丙運載火箭
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成功將中國
首顆全電推通信衛星──亞太6E送入預定軌
道。據悉，該衛星主要用於為東南亞地區提
供高通量通信服務。

長征二號丙運載火箭由中國航天科技集
團一院研製，是中型兩級常規液體運載火
箭，於1982年9月9日首次成功發射，是中國
第一型 「金牌火箭」 ，也是中國現役長征系
列運載火箭中服役時間最久的火箭。此次發
射的衛星重達4.3噸，是長征二號丙運載火箭
有史以來發射入軌的最重衛星。

亞太6E衛星由航天科技集團所屬中國空

間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 「五院」 ）研製，
採用東方紅三號E衛星平台，通信容量約
30Gbps，擬與亞太6C/6D衛星共軌運營，設
計壽命15年，起飛重量4300千克，其中衛星
重量為2090千克，獨立推進艙為2210千
克。亞太6E衛星聚焦東南亞市場，將為該地
區提供高性價比的高通量寬帶通信服務。

亞太6E衛星不僅是東方紅系列新一代經
濟型全電推商業通信衛星，更是中國首顆全
自主實現軌道轉移的衛星。亞太6E的成功發
射無論是對於實現衛星平台高承載、低成
本，提升中國衛星平台國際競爭力，還是對
於實現衛星全自主軌道提升和長期在軌自主
工作，提升中國衛星平台智能自主水平，均
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星聯公司是由航天科技
集團下屬的五院、香港亞太通信衛星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 「亞太公司」 ）、長城公司、
一院共同出資在香港設立的衛星運營公司。
亞太6E衛星是長城公司首次向星聯公司在軌
交付通信衛星。作為DFH-3E平台的首發
星，也是首顆國產全電推進的同步軌道通信
衛星，亞太6E衛星將編入亞太公司星隊，向
東南亞地區提供高通量寬帶通信服務
（HTS）。

▲國產五軸加工中心是自動化生產利器。
大公報記者王莉攝

▲智聯平台為工廠提質增效。
大公報記者王莉攝

內地新能源車產銷 全球8連冠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全國鐵路營業里程
從2012年的9.8萬公里增長到2022年的15.5萬公里，其
中高鐵從0.9萬公里增長到4.2萬公里，穩居世界第
一」 、 「鐵路迎來發展最快、最安全穩定的歷史階
段」 。13日，在國家鐵路局工作會議上，國家鐵路局局
長費東斌回顧了新時代10年鐵路發展取得的輝煌成就。

費東斌表示，2012年到2022年間，中國 「四縱四
橫」 高速鐵路主骨架全面建成， 「八縱八橫」 高速鐵路
主通道和普速幹線鐵路加快建設，川藏鐵路全線開工，
重點區域城際鐵路快速推進，老少邊及脫貧地區鐵路建

設加力提速，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鐵路網，基本形成
布局合理、覆蓋廣泛、層次分明、配置高效的鐵路網
絡。

目前，中國鐵路客運周轉量、貨物發送量、貨運周
轉量以及運輸密度均居世界首位。復興號奔馳在祖國廣
袤的大地上，實現對31個省區市的全覆蓋，超七成旅客
選擇乘動車組出行。客運服務市場化、便利化、信息化
加速推進，基本實現電子客票全覆蓋，世界規模最大的
鐵路互聯網售票系統服務超7.2億註冊用戶， 「一票難
求」 的現象得到根本性改變。

中國高鐵運營里程破4.2萬公里 世界第一

東方紅商用衛星 服務東南亞高通量通信

▲亞太6E衛星在緊縮場測試天線展開。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