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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郝天娇 通讯员
石青）19日，一辆装载着上百只纸箱的
大货车从武汉高明兰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高明兰光电”）驶出，纸箱
上印着纯英文标识的这批瞄准镜，将漂
洋过海运到欧美。

10年前创办于黄陂区的高明兰光
电是一家研制、生产及销售瞄准器的高
新技术企业，去年全年产值超1亿元。
目前，其生产的瞄准镜已进入国际第一
梯队，多项专利技术在世界领先，并连
年闯入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的一级品
牌市场，外接国际市场订单率达95％以
上。

走进位于黄陂区横店街道博文工
业园的高明兰光电工厂，机器轰鸣声不
绝于耳，工人们行色匆匆，不同种类、不
同形状的零部件在智能化机器中被切
割而出。“我们去年11月接到的订单，
工期已排到了今年9月，每个月能生产

1万台左右。”高明兰光电总经理熊敏
说，今年以来产品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
状态。

“很多人认为瞄准镜是简单的镜片
加塑料外壳，实际上它是一台相当精密
的仪器。”拿起一支通体纯黑的瞄准镜，
熊敏向记者介绍，别看它重量只有500
克，却包含了120个金工件、20片玻璃、
18个电子元器件、15个橡塑件和11种
化工材料。

熊敏说，一支瞄准镜看起来体型不
大，制作过程却需要3个月，一个零件要经
历表面氧化、精加工等30多道工序，多个
金工件、玻璃、橡塑件等组装成一个部件，
六大部件最终才能被组装成一个产品。

能在黑暗中看清物体、能发射红外
线辅助瞄准，近年来除了生产传统光学
瞄准镜，高明兰光电推出不少硬核产品。

“在早晚温差大、或者容易起雾的地
方，使用普通瞄准镜调节焦距时往往会

出现看不清楚的状况，而现在我们的瞄
准镜在零下60℃到零上100℃，都能正
常使用。”熊敏介绍。高明兰光电生产的
瞄准镜主要用于体育运动和户外运动的
枪械装备，“在射击运动时，往往冲击力
巨大，即使在遭遇剧烈震动或坠落的情
况下，瞄准镜也要保证正常使用”。智能
瞄准镜还能依托智能算法，对弹道进行
自动校正，帮助用户打得更准。

两个月前，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颁
布了80家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
企业，高明兰光电名列其中。

产品走俏欧美市场的背后是多年
不断的研发支持。在高明兰光电的展
厅里，一整面墙的发明专利证书被摆得
整整齐齐。据了解，该企业已获得50
多项研发专利，其中6项为国家级。

2014年成立，第二年9月，高明兰
光电就研发出了第一款产品。此后，公
司每年销售额的10%用于新产品的研

发升级上。
除了研发方面，高明兰光电也在积

极进行工厂智能化改造。去年，工厂添
加了18台智能化设备，每个月增加了
约3000套零部件的产能。熊敏表示，
今明两年还将继续进行产线智能化改
造，不断扩大产能。

拥有50多项研发专利，国际订单超95％

武汉瞄准镜“瞄准”欧美市场

6月 1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下发
《关于智能建造试点城市2023年度工
作情况的通报》，对深圳、苏州、武汉、合
肥、广州、长沙、温州、台州8个试点城
市组织推进力度较大，各项试点任务进
展明显，工作成效突出，综合表现优秀，
予以表扬。

在武汉，向来被认为是劳动密集
型、技术水平偏低的建筑业，正在告别
传统的工作方式，改以“数字之手”砌好
一砖一瓦。按照2023年发布的《武汉
市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我市将通过三年试点，培育智能建造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武汉经验，打造智能建造标杆城
市。

筑塔机显神威，主塔1天长1米

6月18日，双柳长江大桥北岸主塔
施工现场，两座“塔肢”并肩而立，塔吊、
装载机等大型机械往来有序，在智能建
造系统的帮助下，现在的工人数量屈指
可数。

新港双柳长江大桥是目前长江上
在建的双塔钢箱梁悬索桥，其北主塔位
于武汉新洲区双柳街道，南主塔位于鄂
州华容区。前不久，大桥南北主塔完成
封顶。“这背后，最新代一体化智能筑塔
机功不可没。”中交二航局双柳长江大
桥项目总工程师陈诚说。

什么是筑塔机？简单来说，就好比
一个可移动的“智能工厂”。这个工厂
可以沿着塔柱上下整体性爬升，即使遇
到大风等极端天气，工人在百米高空中
施工作业也如履平地。

从功能上来说，一体化智能筑塔
机集钢筋部品调位、自动浇筑、自动振
捣、独立智能养护系统和集成控制于
一体，同时兼具塔柱施工的大量步骤，
实现了桥梁主塔工厂化、智能化、装配
化施工，让塔柱施工变成“流水线”作
业。

正因为如此，双柳长江大桥主塔此
前以每天平均近1米的速度快速“增
长”。

坐在办公室开塔吊，吊装效率
提升30%以上

6月18日，随着最后一块叠合板精
准落位，中建三局汉芯公馆智能建造试
点项目1号楼楼西单元主体结构顺利
封顶。

记者在现场发现神奇一幕：塔吊林
立，机器轰鸣，一组组构件被精准吊装、
运输，但百米高的7台塔机驾驶室内空
无一人。原来，由中建三局自主研发设
计的塔机智能集控系统，将塔机控制室
从塔机顶部搬到地面。地面室内集约
化作业让塔机司机再也不用“爬上爬
下”。

据介绍，借助5G毫秒级的传输速
度，塔机司机不仅能实时看到更新的画
面和数据，还能通过智能体感座椅感受
在塔吊上操作时的倾斜、抖动等。“坐在
办公室开塔吊成为现实。”中建三局汉
芯公馆项目指挥长赵德军称，人机高效
协同作业可较传统吊装效率提升30%
以上。

一般来说，这样的精准吊装能让单
栋楼的总工期节约近两个月。

像搭积木一样建房子，可缩
短工期10%

由中南建筑设计院设计、中建四局
承建的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指挥中心项目，是全国首个采用建筑工
程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PLM模式）打
造的建筑工程、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
重点项目、湖北省数字试点工程。

在这里，项目组将航天、汽车等先
进制造业理念引入建筑业，通过PLM
平台的应用，实现了项目设计、施工一
体化的“一模到底、无图纸建造”。

中建四局武汉分公司科技部副经
理梁瑾说，他们建立了一个数字建造云
平台，打通设计、制造、施工、运维全阶
段的数据链条，实现了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一张办公桌”的云协同。一方面通
过建筑产品设计与工艺设计一体化，实
现数字模型直接驱动智能设备；另一方

面，通过三维标注技术，交付三维模型，
实现“数字交付、一模到底、无图建造”。

“传统的建筑设计图纸，好比拿着
纸质地图找目的地，得边走边看；无图
建造，相当于现在常用的手机导航，司
机利用导航可毫不费力地出行。”梁瑾
说，据测算，使用PLM平台后可缩短工
期10%、效益提升15%。

基坑打上“绿色遮阳伞”，可
降噪降尘

5月28日，湖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随
着基坑土方作业的深入，工地上的扬尘
和噪音逐渐成了困扰周围居民和工人
的一大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中国一冶城建公司
项目团队实行了“智能天幕系统”的创
新技术。这个系统由3块单元幕布组
成，最大跨度约48米，启动后，仅需20
秒便可将整个基坑场地覆盖住，远远望
去，就像是给项目基坑罩上了一把“绿
色遮阳伞”。

“露天作业”变为“室内作业”，不仅

能够有效地减少扬尘的扩散，还能显著
降低噪声的传播。

项目技术总工张伟山介绍，智能天
幕系统还具备联通增强基坑安全的功
能。它与基坑监测系统一同并入智慧
工地平台协同管理，能够实时监测基坑
的安全状况，一旦发现异常，便会立即
发出警报以告知管理人员采取相应的
应急措施进行控制，这为基坑作业的安
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记者汪文汉 通讯员向昌文 刘宇
太 孙莎

走进武汉智能建造现场

办公室开塔吊，高空设“智能工厂”

高明兰光电生产的瞄准镜。
记者郝天娇 摄

新港双柳长江大桥项目北主塔施工现场。

塔机控制室从塔机顶部搬到办公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