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李佳 通讯员武经宣

焊工又被称作“工业裁缝”，八级焊工可以说是“顶级工
匠”，他们能观察到电弧产生到熔池凝固的过程，再形成合
格接头、焊缝，这种“火候”一般人学不来。

但现在，华工科技“基于工业大模型的智能焊缝引导与
识别检测系统”，通过大模型训练，让智能焊接也能“速
成”——人工智能可在毫秒间生成精确路径，视觉引导机械
臂进行高精度焊接，在建筑、造船、装备制造、汽车等多个下
游行业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近日，我市首批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典型案
例发布。包括华工科技的这一系统在内，人工智能技术在
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石油化工等领域融合应用的19个
案例被甄选出，代表目前我市“人工智能＋制造”领域兼具
创新性、示范性和推广性的最新应用。

人工智能贯穿生产全过程
智能改造后生产效率提升四成

透过此次发布的19个案例，长江日报记者看到，人工智
能已被应用于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医药制造、食品制
造、电气机械和器械制造、钢铁制造、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
产业赛道。同时，在武汉一些智能工厂里，人工智能已实现
贯穿生产全过程。

它能组织生产。光纤水听器是海洋高端装备，能从看
似宁静的信号中提取特殊声响，可用于渔业、地震预测及洋
流等信息的收集。以往，在武汉普惠海阳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这种精密件依赖人工操作，通过显微镜，富有经验的工
人巧手将传感光纤排布固定在弹性体上，但生产线整体效
率相对偏低。通过智能改造，人工智能机器视觉精准控制
这一过程，一举提高生产效率超四成。

它肩挑质检的活。在计算机、通信、消费类电子制造企
业中，门槛不在生产组装，而在质量稳定性，质检就是关键
关卡。在服务器制造“国家队”长江计算，人工智能24小时

“不下班”，能实现对服务器功能的批量化100%全检。在烽
火通信工厂，面对动辄上千种的物料，人工智能也能“火眼
金睛”。

人工智能还出现在故障排查现场。在光纤预制棒拉丝
过程中，光纤异常塔断是业界共性难题，貌似不“可控”，实
则有迹可循。在长飞光纤的工厂，人工智能就能对这些

“迹”进行量化建模，经检测，预测模型准确率能达到80%到
95%左右。

人工智能逐步具备专家能力
不可捉摸的啤酒“口感”越练越准

“智能化绝不等同于自动化，行业迭代也绝不等同于机
器替代，人工智能要逐步具备专家的能力，并通过复制和放
大这种能力，实现复杂流程的智能化。”武汉市经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了用数字智能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让
传统产业焕发出新质生产力，在甄选案例时，该局相关部门
尤其关注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传统产业。

比如说，在酿酒这个传统行当里，糖化过滤是啤酒酿
造工艺流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对风味有较大影响。
业界发现，大批次生产啤酒需要用到的可编程控制系统，
仍不“好使”，需要富有经验的工艺工程师“纠偏”控制。而
在百威武汉啤酒的智能工厂里，人工智能可助力解决这一
阶段的控制痛点，把不可捉摸的“口感”越练越准，提质降
本。

在药物研发领域，药物化学家首先要找到一个对靶标
有作用的化合物，工作多通过人工方式完成，可能1个月只
能合成三四个分子。而武汉智化“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化
合成实验室”能将人工智能与化学大数据深度融合，降低试
错成本，缩短新药研发周期，提高研发成功率。

武汉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
的制造业城市，在联合国划分的41个工业大类中，武汉涵盖
其中的38个工业大类，同时，武汉正在加快建设国家人工智
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武汉
有条件有担当要先行先试。

记者注意到，甄选的首批19个案例中，不少正在行业推
广。如武汉华星光电的自动缺陷检测技术，在武汉工厂最
早试水后，已跨界复制到其他行业。再比如，AI过滤槽技术
在百威全球首家碳中和工厂——武汉百威工厂应用后，在
该集团国内26家工厂里进行复制。

武汉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武汉还将打造
一批示范性强、带动性广、显示度高的典型应用场景，推动
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以场景创新促进人工智
能关键技术迭代升级，为“制”以“智”提“质”。

■长江日报记者潘璐
通讯员周国林 徐翠蓉 李兴需

6月3日开幕的2024武汉种博会吸
引了500多家农业企业3000多个新优品
种集中亮相，长江日报记者探访展馆，发
现了不少好玩、好看、健康的新品种。

在武汉楚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楚为公司）的展台前，红、黄、粉、
咖四色番茄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巧克
力色的“出彩二号”吸引了众多种植户、
种子企业的目光。公司负责人谢勇告诉
记者，这款番茄不仅色彩突出，其花青素
含量和番茄红素含量都是普通番茄的5
倍以上，一般作为采摘品种或高档果蔬
售卖。“采摘价格至少在 15 元一斤以
上。当然，它的种子也贵，一粒就要 3
元，1000粒种子也就3克重，从这个角度
来看，它的价格比黄金都贵。”

东西湖区自勇园艺负责人彭先进对
这款番茄很感兴趣：“我算了一笔账，一
年收两季，一季8000斤，虽然种子贵，但
效益会不错。我在种博会上多看看，多
寻找新品种，给我的采摘园品种更新换
代。”

谢勇表示，借着武汉种博会这个平
台，公司邀请了北京、河南、广东等地的
合作伙伴来参观，“通过展会，看看我们
的种植成果，品尝一下味道，让合作的基
础更坚实”。

日本樱花种子公司亚洲分部负责人
Kazi 先生也详细咨询了楚为公司的番
茄。他表示，还会去位于汉南种业小镇
的分会场参观，到楚为公司的种植基地
进一步了解这些新奇特的番茄，争取把
这些种子出口到自己负责的区域。

在武汉庆发禾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庆发禾盛）展台前，不少人等
着品尝彩虹西瓜“庆彩1号”。工作人员
现场切开一个彩虹西瓜，它的果肉为橙
色、黄色夹杂，汁水丰富，甜度高。该公
司瓜菜部负责人王鹏告诉记者，这款西
瓜是庆发禾盛花5年时间自主选育的新
品种，可收春秋两季，“它色彩丰富，果型
大小适中，适合高端礼品市场”。

近年来，我市一批出口种企也在不
断扩大国内市场，走差异化发展路线。
王鹏说：“武汉种博会是国内有影响力的
展会，我们希望通过参展，助力我们的产
品在国内更好地推广。”

据悉，武汉种博会以田间实物展示
为特色，集种子新品种现场展示、种业学
术交流、商贸洽谈、技术推广、科普教育、
休闲旅游于一体，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
种业展会之一。它源源不断为武汉、湖
北乃至中部地区农业生产引进提供最新
最优的科技成果和种子，促进新成果新
技术快速向田间转移、向生产转化，进村
入户落地应用，打造了广大农民直观可
见的田间科技博览馆。

巧克力色番茄亮相武汉种博会

1克种子1000元 比黄金还贵

把关啤酒口感 帮助研发新药

首批工厂“AI员工”专家范儿浓

巧克力色的“出彩二号”番茄种子贵过黄金。 长江日报记者潘璐 摄

华工科技“基于工业大模型的智能焊缝引导与识别检测系统”，正在应用于焊缝跟踪场景。

长江日报讯（记者潘璐 通讯员刘
黎 黄敏）6月3日，以“培育耕耘之‘芯’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2024武汉种
业博览会拉开帷幕，会期3天。在开幕
式上，30 个农业种业项目集中签约，签
约金额超过33亿元。

签约项目聚焦湖北种业企业发展，
涵盖金融专项支持、新技术、新产品转
让，新品合作研发，生物育种、基因编辑
等企业落户武汉国家农创中心等，分“种
业先行”“科技强农”“农创赋农”等板块
分批签约。

签约项目中，中国农业银行湖北自
贸区武汉片区分行首次向湖北种业企业
投放 20 亿元专项资金。湖北省种业协
会会长昌华敏表示，此项签约是响应全
省种业振兴行动、经信赋能的结果。这
20亿元专项资金，将用于协会里各个成
员单位的种业研发等相关工作。“种业研
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次的专项资
金贷款利率很低，对种企来说是及时雨，
相信会对我们种企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
作用。”昌华敏说。

本次签约还涉及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的合作签约。其中，湖北惠民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 AGRO
BEREKE公司签约，将在乌兹别克斯坦
成立棉种加工厂，年加工产能 5000 吨，
这将是中亚地区首个育、繁、推一体化棉
花种子公司。武汉庆发禾盛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庆发禾盛）与土耳其
Hasel Tarim公司签约，参与土耳其蔬菜
商业化定向育种。

据了解，庆发禾盛拥有国际种子检验
协会ISTA会员实验室的证书。该协会成
立于1924年，是全球公认的唯一一个专
业从事种子检验的权威组织。由该组织
签发的ISTA国际证书是国际贸易的重
要文件，广泛用于国际种子贸易。庆发
禾盛不仅出口种子，还直接在巴基斯坦
等国建立实验室。“我们的ISTA会员实验
室身份，可以为出口种子签发证书，为中
部出口企业保驾护航。本次和土耳其蔬
菜公司签约，直接在当地参与种子选育，
能提高品种的地区适应性，在当地也会
更好地推广。”负责人朱晓波说。

出口种子并在当地建研发生产基地

武汉种子企业
走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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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首批“人工智能＋制造”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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