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力与储能电池
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内，
科研人员正进行产品
研发。（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 张诗秋 摄）

湖北航特车间内，
工人正在生产汽车轻量
化底盘。（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 张诗秋 摄）

湖北天腾重机车
间内，一台台新组装的
撬毛台车整装待发。

（湖北日报全媒记
者 张诗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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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观察

独特的前支撑设计，在遇到危险
时会提起推铲快速撤离；在可升降仰
俯的驾驶室内，操控着360度旋转、伸
缩自如的锤头，灵活度如同人的手臂
……这款形似啄木鸟的撬毛台车能
够在井下大显身手。湖北天腾重型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孙太
斌介绍，凭借着过硬的质量、安全的性
能，虽然售价达到百万元级别，这款车
型每年仍能销出300多台。

这是天腾重机耗时3年、投入资
金8000多万元研制出的国内首台撬
毛台车，它填补了国内非煤矿山井下
排险装备的空白。

10多年前，国内6万多家非煤矿
山企业机械化程度比较低，撬毛排险
作业基本靠人工，只有少数大型国企
用得起进口的排险设备。这些设备

不但价格昂贵，而且不能适应中国不
同地域千差万别的矿山工况条件。
身为矿山子弟的孙太斌下定决心改
变这一局面。

针对国外设备体积偏大、下井
转场困难、转场比作业时间还长等
弊端，结合国内非煤矿山以中小型
为主的特点，天腾重机把产品瞄准
技术要求高、生产难度大、竞争对手
少的撬毛台车，最终研发出这样一
台配置拉满、性能世界领先的车型，
且市场价格不到国外同类产品的1/
3。首钢、宝武钢铁等国内大型矿山
企业，自2017年就逐步放弃国外同
类产品，转而采用天腾重机的产
品。“按照他们的反馈，单台设备不
仅购买成本低，平均每年还可为企
业节约数万元的运维成本。”公司副

总经理胡家明说。
成功的结果，有时候就是市场上

出现模仿者。“模仿我们阻止不了，只
有自己玩命奔跑。”孙太斌说，“我们
拼的不是低成本，而是高新技术和产
品品质。”

在天腾重机公司一楼的智能化
控制模拟中心，一台矿山智能装备模
拟控制平台正在进行调试。胡家明
告诉记者，该平台以后在矿山推广
后，操作人员在中控室就可以看到智
能装备在矿山井下实时作业的情况，
甚至可以通过手机下达操作命令，轻
松实现远程智能控制装备作业。

“未来矿山必将是智能化的矿
山。要将矿山人从恶劣的环境中解
放出来，让天下不再有难采的矿山。”
孙太斌说。

“今年种了400多亩小麦，全部顺利收割烘干入仓。”6月9日，荆
门市掇刀区团林铺镇，正在田间劳作的种粮大户王清平高兴地说。

粮食抢收季，一旦遇上阴雨天气，即使收获到家的粮食，也会
因晾晒不及时出现霉变，造成损失。

为弥补粮食烘干需求的不足，2021年起，荆门市开始持续推
广移动式烘干机，确保粮食丰产又丰收。

含水量3小时直降5个百分点

5月底，掇刀区团林铺镇槐桥村种粮大户王清平家仓库门前，
一场移动式烘干机推广观摩会正在举行。

现场，一辆满载小麦的货车和一辆移动式谷物烘干机有序停
放。技术员将粮食水分检测仪插进麦堆，几分钟后，检测仪显示，这
车刚从田间收割回来的小麦含水量为18.6%，直接储藏会发生霉变。

随后，伴随着烘干机的轰鸣声，金黄饱满的麦粒经过传送带，
进入烘干机。

烘干机由烘干室和燃烧炉两部分组成。烘干室装满小麦后，
往燃烧炉添加煤或其他燃料，点燃就开始烘干了。

随着炉内火势加大，燃烧炉和烘干室的温度逐步升高，烘干室
上的水分检测仪数字也不断变化。近3小时后，小麦烘干完成，测
试显示，小麦含水量降至13.5%，达到入库储藏标准。

现场展示的移动烘干机是荆门本地企业叶威装备制造公司研
发制造的。公司技术员刘省旋介绍，该烘干机一次可烘干3500斤
高水分稻谷、小麦、玉米等粮食，日烘干量达50~100吨。若采用露
天晾晒的方式，3500斤粮食至少需要150平方米禾场晾晒3天。该
烘干机体积小，移动方便，可使用多种燃料，广泛使用于农村。

烘干1公斤粮只需0.006元

“有了移动烘干机，再也不用担心粮食晾晒问题了。”6月10
日，钟祥市长滩镇付巷村种粮大户王辉电乐呵呵地说。

王辉电种植水稻240亩，年产水稻40多万斤。过去收谷时遇
到阴雨天，只得将湿谷卖给粮贩，价格每斤低0.2元。去年收谷又
逢阴雨天，他花6万元买了一台烘干机，收割烘干一条龙，与卖湿
稻相比，平均每斤增收0.15元，40万斤水稻增收6万元。

“粮食从地里运回，直接烘干后进仓库，前后不落地，减轻了劳
动负担，烘干机灵活轻便，拖拉机都可以牵引，非常实用，对阴雨天
气抢收粮食有很大好处。”王清平边说边给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算了
一笔账：用移动烘干机烘干1公斤粮成本只需0.006元，5000公斤
小麦烘干仅需要30元。如果露天晾晒5000公斤小麦，需请一个
人专门翻晒，工钱一天100元。相比而言，使用移动烘干机省时省
力省钱。

荆门市农机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荆门市有292家
固定式粮食烘干中心，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3.6万吨，可满足全市
80%粮食烘干需求。近两年，荆门持续推广小型移动烘干机，可有
效弥补粮食烘干需求缺口。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诗秋、通讯员李德银）入夏时节，青秧满
田。6月7日，记者走进荆门市掇刀区团林铺镇罗咀村看到，平整
后的1900块农田成片相连、线条分明，机耕道、排灌渠纵横有致，
这里是罗咀村高标准农田改造的核心区。

“过去我的11块小田东一块西一块，田间是羊肠小道，靠土渠
输水，大水漫灌。耕种时还要迁就旁边的田主，偶尔发生一些小争
执。”罗咀村村民何建明介绍。自去年11月实施改造后，何建明分
到了4块连着的大田，新修的机耕道四通八达，便于耕种。良好的
种植条件还引来了种粮大户，今年他将自己的4块田流转出去，当
起了“甩手掌柜”。

罗咀村党支部书记罗洪阳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实施，
很好地解决了部分农户耕地地块小、管理不方便导致土地撂荒
的问题。

掇刀区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股负责人李明介绍，在罗咀村高
标准农田改造的过程中，还一并修复生产路4200多米，并配套涵
管68座，下田埠28座。通过配套灌溉设施改变传统渠道大水漫
灌的灌溉方式，达到节水节肥、高产稳产的目的，极大改善了当地
农业基础条件。

湖北日报讯（记者祝华、通讯员蔡代明、周刚）6月10日，沙
洋县沈集镇，一座座风电机塔高耸入云，与蓝天辉映成景。

这批风电机组系天顺风能沙洋一期项目，总功率200兆瓦，5
月30日正式并网发电。

天顺风能是国内风机叶片、塔筒等设备制造龙头企业。2021
年，总投资30亿元的天顺风电产业园落户沙洋新港区。

沙洋地形北高南低，有汉水河谷与南阳盆地相连，是全省风能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天顺风能落户后，在生产风电设备的同时，积极布局风电开发
项目。公司在沙洋县曾集、沈集、高阳、五里等4个乡镇建设风场，
包括40台单机容量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项目所使用的风机
叶片、塔筒等均来自沙洋风电产业园。

“1小时可发电20万度。”项目负责人介绍，风场总功率200兆
瓦，全年利用风能发电2400小时左右，预计发电量5亿度。

随着该项目建成，沙洋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达81.03万千瓦，
年发电量突破13亿度，新能源发电量渗透率（新能源年发电量占
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将超过90%。

移动烘干机下田
小麦3小时入仓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祝华 通讯员 吴国成 覃元元

天顺沙洋一期
200兆瓦风电项目并网发电

掇刀高标准改造农田

槐桥村小麦烘干作业现场。（湖北日报通讯员 覃元元 摄）

上下游企业合作开发、共享知识产权，荆门高新区——

创新联合体协力打通技术瓶颈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诗秋 通讯员 汪琪 李娟

高新技术企业17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40家，

2023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213.84亿元，同比增

长63.5%。在最新的国家高新区年度综合排名中，

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居全国第63位、全省第4位。

这么惊人的增长速度是怎么做到的？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走进荆门高新区·掇刀区，进行了深入采访。

6月5日下午，荆门高新区·掇刀
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在湖北亿纬
动力有限公司一区的电池研究院内，
数十名工程师围坐公共会议室进行
着“头脑风暴”——他们正在讨论现
有技术中硅基负极所用电解液产气、
电池循环膨胀力大的问题。这里是
动力与储能电池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许多研发项目走在行业前沿。

如果把新能源汽车比作人体，那
么它的动力来源——电池，就是汽车
的“心脏”。如何让“心脏”变得更强
劲？超级快充是方向。

目前，轻型卡车和重型卡车的电
动化渗透率分别只有7.6%和0.2%，
远低于国内乘用车接近50%的渗透
率。为什么？因为现有电池技术还
无法满足这两个市场的应用需求。

该实验室动力电池研究所所长谭
明胜从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后便加入亿
纬，今年这支由电化学、材料、机械等
学科人才组成的团队，刚刚研发出一
款商用车超充电池——开源电池。“一

块600度电的电池，15分钟即可从
20%快充至80%，相较于常规电池，充
电时间缩短了67%，循环寿命提升至
7000次以上，今年即可量产。”谭明胜
介绍，该电池拥有接近燃油车的补能
体验，将来会是新能源市场的主流。

超充技术的突破不仅提升新能
源车的便利性和吸引力，同时也推动
整个产业链发展，包括电池制造、充
电设施建设和电池回收等环节。

距离亿纬动力不远的格林美荆
门园区，其自动化生产线上，回收处
理的废旧动力电池价值基本被“吃干
榨尽”。2021年，这两家龙头企业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格林美定向回收亿
纬动力的废旧电池，将其处理成原材
料后再转卖给电池厂，以“废料换原
料”共建起退役动力电池闭环回收价
值链。“我们最了解自家电池，拆解起
来轻车熟路。”亿纬项目经理杨启钊
说，企业正在荆门建设退役动力电池
梯次利用工厂，预计2027年建成投
产，将实现关键工序流程智能化。

在荆门千亿锂电产业拼图中，亿
纬动力是当仁不让的产业链主企业，
近百家企业集聚形成动力电池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出题、企业主导，为
攻克新型储能电池领域的关键核心
技术，多家企业形成创新联合体。

今年，亿纬推出最新的大容量电
芯产品——Mr.Big MB56 储能电
芯，这款产品仅有一个普通快递盒子
大小，重量20公斤，已突破行业普遍
电芯容量和循环次数，应用于电力储
能、通讯储能、户外储能和船舶储能
等领域。这背后，是亿纬动力和上游
企业恩捷、科达利、中泽等公司对电
解液、涂覆隔膜、结构件等技术分别
进行研发，最后汇总到动力电池研究
院联合开发。多方共享知识产权，销
售利益也共同分享。

“中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只
有持续突破技术瓶颈，才能在全球化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整个产业链
协同发力，才能够推动整个行业健康
发展。”谭明胜说。

6月6日，记者在湖北航特装备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
铝锭经过熔化、铸造、后处理、X光检
测等一系列复杂工序后，在技术工人
和智能设备加工打磨下，一套汽车轻
量化底盘就诞生了。这条生产线造
价超过1亿元。过去，这种轻量化底
盘往往出现在高端车型上，如今已是
中端车型的标配。

轿车自重的25%在车身，车身材
料的轻量化举足轻重。如何在保证
汽车的强度和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尽
可能降低汽车的整备质量，从而提高
动力，减少能源消耗，降低排气污
染？铝比钢轻。湖北航特捕捉到市
场需求和发展趋势，5年前布局汽车
铝合金部件精密铸造。

“国内汽车单车铝合金平均用量
为 111 公斤，与欧美的 186 公斤相
比，还有75公斤的提升空间，其中潜
力最大的就是铝合金渗透率尚低的
底盘系统，这个系统里又包含副车
架、控制臂、转向节等。”航特轻量化
研究院院长夏凯介绍，汽车底盘结构
复杂，技术壁垒也很高，实现底盘轻
量化需要的低压铸造技术在国内起
步很晚。研发初期困难重重，试验产
品合格率不到50%。

“没有科技创新，没有核心竞争
力，企业只能在产业链低端挣扎。”
公司规划与发展科技部经理张作琦
坦言。理念方向的确立、人力物力
的加持、科研技术的突破，最终让航
特将钢材料为主的工艺技术替换成

铝合金低压铸造的方式，实现底盘
副车架的开发。

“一套完整的产品可为一辆汽车
减重35公斤。”夏凯说，凭借该技术，
航特以硬实力分得市场“大蛋糕”，主
要产品前、后副车架总成国内市场占
有率超过80%。把往昔的高端产品
变成更为普及使用的中端产品，航特
功不可没。

科技立身，企业才能保有“青
春”。“在研究领域越来越细分、市场
需求越来越多元的今天，必须把核心
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提升质量，降本
增效，保持竞争力。”张作琦表示，目
前公司已拿下保时捷、特斯拉、凯迪
拉克、一汽红旗、东风岚图、“蔚小理”
等国内外知名车企订单。

亿纬动力
在荆门规划建设1个
总部、11 个厂区，已成为华中地区
规模最大的动力储能电池产业基
地。（湖北日报通讯员 谭武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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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多个产
业园，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
比比皆是，且“含科量”十足，不少产品在
行业内“遥遥领先”。

科技创新的目的，是满足市场需
求。无论是超充技术还是轻量化底盘，
都能提升消费体验，激发消费需求，引领
消费升级。而在高危行业中，先进的技

术、装备，可以通过提升机械化、自动化、
智能化水平，让人们远离风险，从而让生
活更加美好。

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政府职能部门
支持引导、创造友好的营商环境外，企业
自身的追求、奋进也非常重要。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拓展市场、形成优势，企业
在各个方向上的创新成为自觉和常态。

受制于规模和人才，中小微企业较难
进行核心技术攻关，更难突破行业瓶颈。
单个企业力量不够，但是科技创新联合体
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研发力量集合起
来，由龙头企业主导技术创新，其他企业参
与研发、分享技术成果。通过技术创新积
聚、整合各种优质资源，荆门高新区·掇刀
区探索形成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创新模式。

记者手记 靠创新积聚优质资源
□ 张诗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