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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青年双赛即将落幕
奋斗步伐永不停息

“要感谢市经信委举办这次创新大
赛，也要感谢公司对我们团队的信任和
培养。”谈到本次大赛，来自江南造船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尹志双感慨地
说道。回忆起参赛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尤其是与其他小组参赛选手间的互相
学习交流及主办方组织的几场各具特
色的考察培训，激发了团队在后续工作
中更多灵感。

目前，船舶行业内吊马的制作完全
依赖人工，存在任务重、精度低、质量差、
环境差、成本高等一系列痛点问题，同时
近年来的船市低迷又导致用工难，招工
难，往往招一个好的焊接工人需要耗费
几个月。尹志双团队的“船舶吊马智能
制造单元研制与应用”项目通过人机融
合的智能化推进模式，首次在船舶行业
内集成应用了机器人视觉识别、智能抓

取、智能焊接、智能下料技术，实现了抓
取、缓存、夹持、焊接、下料主体作业过程
的无人化，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
且还确保了吊马生产质量的稳定性。

这项技术的研发开始于2019年年
初，历时半年，共计设计了30余稿研究
方案，最终于2019年10月完成了定稿，
确定了吊码单元的基本形态。

从开始研发到最终落地投产，一年半
的时间虽然看似不长，但却因为大环境的
变化而历经坎坷。2020年年初，年前的
时候厂里已经开始放假回家过年了，但为
了吊马单元能够按计划完成节点，尹志双
和他的团队放弃了休假与家人团聚的时
间，一直在办公室里加班加点，生怕项目
出一点差错。随着疫情愈演愈烈，为了解
决口罩荒，大家就在办公室里收集口罩应
急。但是那种口罩特别闷，又要戴好几
天，大家加班的时候就都不敢大声说话。
团队里有的同事家住在市区里，为了节约
口罩下班都不敢回去，只能一边担心着家
里，一边担心着项目。

“今年的6月30日，当我们看到吊
马智能制造单元终于正式投入生产的
时候，团队的小伙伴们都非常激动，一
股团队自豪感油然而生。”随着这一技
术的投产，江南智能制造新纪元也随之
开启，该项目也成为了目前船舶行业内
最先进的吊马制造单元。

上医院看病，免不了要进行验血、抽
血、吊针等一系列与“扎针”有关的程序，运
气好的时候可以“一针到位”，运气不好，或
者因为其他诸如肥胖、肤色过深、护士技术
不到位等因素，就可能会遭受重复几次的

“扎针”折磨。
齐鹏是上海同济大学机器人学博士，

此次带领他的学生们参加青创赛的项目是
“‘千针万确’——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模态
图像引导静脉穿刺机器人系统”。静脉穿
刺作为最普遍的临床干预措施，也是造成
医疗伤害的主要原因。“千针万确”这一项
目提出了一款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模态图像
引导静脉穿刺机器人系统，利用近红外和
超声模态锁定血管三维位姿，成像能力更
强，视野深度更深，同时通过图像反馈和力

反馈等多种反馈方式，实时追踪穿刺针以
及血管的运动，保障穿刺全流程的安全
性。“不一定是替代护士扎针，我们旨在解
决一定的问题。但是当人们慢慢适应了机
器人扎针的模式，我们就可以将它不断推
广外延到其他应用，比如家庭、自动采血
站、实验室等等。”齐鹏表示，所有的科研成
果最终的目的都应该是能运用到人们的实
际生活中的，团队现在要把技术做得扎实，
同时已经为项目申请了40余项专利。

谈起参与青创赛的原因，齐鹏直言看
中了赛事对青年人的锻炼和吸引。“这次活
动是一次有创新有效果有影响的活动。带
领在校的大学生们参与大赛有利于在全社
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科学，激发产业革新
的良好社会氛围，激励引导广大青年科技
人才积极踊跃地参加到青创热潮中来，不
能闭门造车，要走出来交流。”参赛过程中，
主办方开设的培训和讲座也让齐鹏和队员
们领略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创新
应用，“获得这个奖项是对我们项目的认可
和鼓励。通过比赛，行业里的很多专家给
我们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让我们不断打
磨产品，拓展应用。同时，也有一些相关企
业和我们联系，寻求进一步的产学研的合
作，这是对我们极大的推动，让我们的力量
和资源更加多元化，有效推动了项目的快
速发展。”

说到“西气东输”，国人都不会陌
生，这项从2000年开始批准启动的民生
项目，虽然生活在华东平原的我们早已
习惯了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捷，但
却对它背后的故事所知甚少。“岁月静
好，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这句网
红段子用在这里，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西气东输管道里程12822公里，以
高压力、高钢级、大口径管道为主，每次
管道维检修作业，都会采取降压或停输
方式保证焊接质量，每次大约减少天然
气输送数千万立方米，对下游用户造成
巨大影响。2019年7月3日，西气东输
南京应急抢修中心挂牌成立，全力开展
研发自动焊接工作。

“传统的维修焊接需要人工一层又
一层、一道又一道去完成，耗时长、人力

成本高，而且难免人工焊接过程中会遇
到工人焊接水平不到位、长时间工作导
致的身体疲劳引起焊接质量降低等因
素，自动焊接就可以最大限度避免这些
问题。”来自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
的王晓刚是本次大赛“大口径天然气管
道B型套筒在线修复全自动焊接应用”项
目的组长，他表示，自动焊接技术通过操
控焊接小车可以精准连续焊接，一分钟
可以焊接300mm，大大提高了抢修效率。

今年6月，B型套筒自动焊接技术
第一次在陕西靖边开展了实战应用，得
到了公司上下高度关注。“任务顺利结
束的那一刹那，兄弟们都激动得为自己
鼓掌和互相拥抱，现在想想当时的情形
还历历在目。”王晓刚告诉记者，目前，
该技术已经在包括沙漠、山地、水网、陆
地等四个环境下进行了五次成功应用，
形成了完备的适用于在役天然管道的
抢修技术。

来到青创赛的平台，王晓刚的团队
不仅希望可以向更多人展示工作内容，
更渴望得到更多肯定和关注，提升团队
完善全自动焊技术的信心和决心。未
来，团队将以此为动力，继续完善B型套
筒全自动焊技术，以精湛的应急抢修技
术切实为西气东输沿线18个省的天然
气安全平稳供应保驾护航。

装修这件事，若不是亲身参与过，很难
体会到其中的艰辛——行业的水深、好工
人的难求、无止境的返工……小到一个家，
大到一个商场，海量的装修问题，让装修管
理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上海沐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郑开峰
从事建筑行业8年，深知这一行业的问题和
矛盾所在，也一直致力于用自己的力量改善
行业通病。2018年，顺应国家大力提倡装
配式装修的口号，郑开峰带领团队开始着力
研发以环保+建筑信息管理（BIM）技术为基
础的一站式全空间环保系统解决方案。经
过几年的研发和实践，目前项目已经有效解
决当前装修中设计效果难以落地、施工单位
进度难以协同、施工算量不精确、施工材料
浪费、环保不达标等行业痛点。为建筑企业
在提高效率、节约成本、缩短工期及后期维

修方面提供了精准的服务。“以人才公寓为
例，传统的装修不仅费时，装修完之后还要
进行除甲醛、清扫等工序，又要花很多时间，
经济效益就在这些时间流逝中大打折扣。
现在通过一站式解决方案，大部分的装修工
作我们都可以在工厂车间完成，最后在现场
像拼图一样一个个组装即可完成施工，为客
户节约了80%的时间。”郑开峰表示，随着实
施项目的增加，行业内对于这一技术的认可
度也逐渐提升。

“研发这一项目的另一个意外之喜，
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项目，解决不少残疾
人就业问题。”郑开峰告诉记者，因为不需
要前往现场施工，工作人员只需要在电脑
上设计好施工图，再交给电脑进行实施落
地，一些腿脚不便，但是对于装修行业有
热情的残疾人也终于可以加入到这一行
业中。目前，沐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就已
经招募了一名残疾人加入这支队伍，希望
未来能为更多残疾人解决就业问题。

通过青创赛这一平台，郑开峰希望能
让更多人知道和了解这一技术，同时，通
过比赛中的讲座和同伴们的交流了解当
前社会的需求和发展机会，学到了不少创
新创业的经验，让团队的小伙伴们对公司
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想法和热情。

青年创新大赛以“青年创新·助力在线新经济发

展”为主题，鼓励产业青年激发潜能，投身在线新经济

技术、服务、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创造，发掘培育优秀创

新项目和青年团队。本届大赛共收到报名项目 264

个，其中 209 个项目通过了初步审核，经过在线评审

后，最终58个项目脱颖而出，获得不同奖项。

以高新科技开启智能制造新纪元

展青年风采助推产学研一体化

让更多人了解一站式内装解决方案

用创新技术为民生保驾护航

年复一年，上海产业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一批又一批带着梦想和

激情的青年走上这个“梦创舞台”，讲述自己的故事，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来自上海小苗

朗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杨海忠是此次比赛的评审之一，在他看来，相比以往，今年的参

赛项目更成熟了，除了自身擅长的领域，青年们还会考虑到项目的技术研发是否还有上升

空间、商业模式是否合适等多层次的问题。“每一个来参赛的青年都是一颗需要舞台等待

绽放的瑰丽宝石，而青创赛这一平台就是他们发光发亮的地方。同时，青创赛规模和赛种

的扩大和进步也都是因为这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努力的成果。”

大口径天然气管道B型套筒在线
修复全自动焊接应用团队。

船舶吊马智能制造单元研制与
应用项目团队。

“千针万确”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模态
图像引导静脉穿刺机器人系统研究团队。

物联网环保内装一站式解决方案研究团队。

让每位参赛青年在青春舞台绽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