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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张衡 秦璟 通讯
员周雄 颜丹丹 吴迪 周玉微 实习生
黄晨曦 徐嘉露）7月5日，蔡甸经济开
发区中德国际产业园沃尔核材武汉基
地，装配工程师陈怀远手持装配工具，
正在对一充电线缆生产设备进行投产
前的调试。

深圳沃尔核材公司是高分子辐射
改性新材料行业领军企业，2022年底，
该公司武汉基地拿地即开工，仅仅13
个月后就完成了一期项目建设，首批电
力电缆附件产品和新能源充电枪产品
下线。目前，武汉基地已有3条生产线
建成投产。

武汉基地相关负责人张会说，公司
在国内另一个城市的生产基地与蔡甸
基地几乎同时拿地，但现在还没有完
工。

6月17日，陈怀远打“飞的”从大湾
区的深圳总部驰援武汉基地建设。18
天里，除去短暂的吃饭和休息时间，陈
怀远和同事们从早8时到晚8时，一直

“泡”在各个生产线前，对设备进行安装
调试。

“每天都有大量设备进场。最忙的
一天，有深圳总部的，东莞、惠州、常州
等各个基地的，几乎集团内的所有装配
工程师都会师蔡甸基地。如算上普通

装配工，仅设备安装就超过200人，场
面很是壮观。”陈怀远说。

“近年来，公司进入高速发展期。
今年一季度，集团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
增 长 了 两 成 多 ，净 利 润 增 长 了
77.27%。”张会介绍，公司在国内现有
10余个生产基地，蔡甸基地投产最快，

“武汉项目从摘地、施工、设备进场，一
天没耽误，流程很顺畅”。

当前，沃尔核材正抢抓新能源汽
车、高速通信线等新兴产业领域。张会
说，公司当初选择落户武汉，看中的是

这里的教育优势，“武汉基地目前已与
武汉大学专家团队开展合作”。

“企业在大湾区起步，以后会在武
汉发展壮大。”沃尔核材总裁易华蓉这
句话，代表了不少来汉投资的大湾区企
业的心声。

去年5月，武汉市党政代表团赴粤
港澳大湾区考察学习，武汉与大湾区企
业加速“双向奔赴”。从大湾区来武汉
不到半年，湖北埃文智碳以新能源光伏
业务为突破口，一批双碳项目将落地，
逐步引入碳排放监测管控、碳资产开发

运营、新能源零碳园区建设等核心业
务。

2021年7月16日，全球规模最大
的碳市场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正式启
动。负责注册、登记、结算的全国“大数
据中枢”中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设在武昌区碳汇大厦。众
多大湾区双碳企业的目光汇聚在此，其
中也包括埃文智碳母公司埃文低碳。

“我们在对湖北武汉双碳产业的持
续关注中了解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
区三级联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支持碳金融集聚区建设和气候投融资
试点工作。”埃文低碳副总经理邓晓芳
说，在武昌区，以碳汇大厦为核心打造
全国碳金融集聚区，也形成了覆盖碳市
场全过程的产业链条，以及气候投融资
综合服务平台、碳普惠线上平台等服务
链条，发展环境很好。

近年来，武汉聚焦新一代信息技
术，大力推进光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
重点产业，大湾区企业加快在汉聚集。

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已在
汉建设印刷OLED量产线，相关产品计
划今年底上市，有望实现在中大尺寸
OLED柔性显示对日韩厂商的弯道超
车；万润科技作为国内早期LED上市
公司之一，2022年底将旗下万润半导
体公司落户青山区，该企业正计划将新
型LED制造、存储半导体等主业新设
产能落户湖北和武汉。

7月3日，2024武汉市跨境电商对
接交流会大湾区专场活动上，又有8个
签约项目落地武汉。

“我们自己研发了2年也没有攻克
的算法等技术难题，通过湖北科创供应
链‘天网’平台联系上珞珈实验室后，双
方联合攻关，技术难题不到3个月迎刃
而解。”7月3日，武汉锐进铁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锐进）副总
经理王立在复盘与湖北珞珈实验室惯
性测量团队这场迟来的相遇时，感叹

“相见恨晚”。
湖北科创供应链“天网”平台（以下

简称“天网”）2023年12月20日正式上
线以来，已经成功“撮合”了近3500项
合作，武汉锐进和湖北珞珈实验室是其
中之一。

“相望难相见”
企业发帖：想要突破技术研

发壁垒

同在武汉，一个是引领测绘科技发
展的湖北实验室平台，一个是聚焦高铁
精密测量的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但双方“听说过没见过”，从未有机
会开展实质性合作，一直处于“相望难
相见”的状态。

铁路轨道是否平顺，直接关系到高
铁运行安全和乘坐舒适程度。“此前，我
国高铁行业长期使用传统精密光学设备
测量轨道几何参数，必须在静止状态下
测量，走一段停下来测一下，每小时只能
测大约200米铁轨。”王立介绍，近年来，
行业内开始运用北斗惯性组合测量技术
实现动态测量，但成本比较高，进口设备
售价近300万元。几年前，为打破这一
局面，企业开始进行技术攻关。

今年初，武汉锐进急需突破该设备
算法方面的技术壁垒。于是，公司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在“天网”上发布技术需

求，很快就得到了来自湖北珞珈实验室
的回应。让武汉锐进惊喜的是，湖北珞
珈实验室惯性测量团队已经掌握了较
为成熟的惯性组合测量技术，并研发出
了北斗惯性组合导航铁路轨道几何状
态测量仪（俗称北斗惯导小车），正着急
产业化推广。

湖北珞珈实验室惯性测量团队牛
小骥教授介绍：“北斗的精密定位功能
加上惯性导航强大的角度和位置推算
能力，让北斗惯导小车实现动态测量。
工作人员推着小车在铁轨上一路走就
能一路测，每小时能测量5公里左右的
铁轨，甚至能更快。”

谈到此次合作，牛小骥反复表示
“非常契合”。“一看他们提的需求，就知
道是干实事的队伍。武汉锐进在高铁
精密测绘领域深耕多年，全程参与了国
家八纵八横的高铁建设，为全国各路局

运营线提供测量技术服务，对各种行业
规范和应用场景需求了如指掌。近些
年来，武汉锐进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拥有多项高铁精密测绘专利技术，
同时具有全国范围的市场能力，正好可
以弥补我们的不足。”

“天网一线牵”
高校答题：在联合研发北斗

惯导小车“升级版”

在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
究中心17楼展厅的中央展台上，记者
看到了北斗惯导小车。湖北珞珈实验
室惯性测量团队骨干陈起金副教授告
诉记者：“我们和武汉锐进正在联合研
发这辆北斗惯导小车的‘升级版’，目前
研发工作已完成95%，正在进行实地验

证。”
陈起金介绍，“升级版”的北斗惯导

小车不仅能降低一半硬件成本，还增加
了几个实用的辅助功能。牛小骥说：“加
什么新功能单靠我们自己是无法判断
的，这就需要跟武汉锐进密切配合，充
分了解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王立则
认为：“我们深知市场需求，有可落地
的应用场景，湖北珞珈实验室有成熟
的技术、核心算法，双方对接起来非常
快。”

“今年内，我国高铁线路就能用上
我们的‘升级版’北斗惯导小车了。”畅
想未来，王立信心十足，“到2035年，全
国铁路网运营里程达到 20万公里左
右。不仅新建铁路开通前需要测量、验
证，运营中的铁路也需要定期‘体检’，
市场前景广阔。”目前，双方规划了一个
系列共三个型号的产品，“升级版”北斗
惯导小车是其中进展最快的一个。

以此次合作为契机，今年5月，湖
北珞珈实验室和武汉锐进联合共建铁
路高精度测量联合实验室。“我们将在
铁路工程领域技术研究及开发、成果转
化、企业孵化、联合人才培养等方面进
行深入合作，目前已经初步确定了三个
研究方向。”陈起金说。

尝到甜头的武汉锐进也成为“天
网”的“回头客”。6月初，武汉锐进又在

“天网”上发布了一项技术需求和一项
金融需求，两项需求的流程状态都显示

“对接中”。
截至7月6日，“天网”平台入驻企

业数量超过32000家，需求总数14444
项，正在对接8186项，已完成项目3234
项，数据还在不断变化中。在技术、人
才、金融、场景四类需求中，技术类需求
占比最大，约为47%。

记者陈智 通讯员施馥甜 王曦

“天网”让两年没成的事3个月办成了
实验室与企业共研北斗小车今年将应用

沃尔核材3条生产线在汉投产
首批新能源充电枪产品下线

沃尔核材武汉基地已建好的自动化生产线。 记者张衡 摄

试验中的“升级版”北斗惯导小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