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奇， 男， 北京奇步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先后获得国家专利3项， 其中1项发
明专利， 2项新型实用专利， 同时获得软件著作权2项， 研发的技术成果已经应用在众多项目。
2023年， 李奇被选树为第三届 “北京大工匠”。

人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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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文 于佳/摄

———记第三届“北京大工匠”、北京奇步自动化控制设
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奇

用匠心雕琢“智造单元”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在迅速打造一批世界级智能智造 “标杆工厂”， 预计到2025年， 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总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 该园区企业北京奇步自动化
控制设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奇发明的智能制造产品 “智造单元”， 就是助力中国制造企业实现
智能化的解决方案之一。

助力企业实现智能制造

“智造单元” 的外形看上去
像是列车的车厢， 里面却集成了
各种生产设备。 在某航空企业的
项目现场， 李奇向记者展示， 通
过 “智造单元”， 一件产品的原
材料可以自动化实现从立体物流
仓库运送到桁架机器人或关节机
器人的上料点， 再通过桁架或地
轨机器人上料到机床上进行加
工、 检验的整个工作流程。

“‘智造单元’ 就像一根神
奇的线， 把工厂车间现有的零散
设备如 ‘珍珠 ’ 般穿成一串物
流、 信息流全部畅通无阻的 ‘项
链’。 以数据的自动流动， 化解
复杂系统的不确定， 从而提升企
业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复杂的局
面中牵引着智能制造走向破局之
点， 为企业插上数字化的翅膀。”
李奇这样形象地进行比喻。

李奇介绍， 在改造前， 这条
生产线采用的是人工操作方式，
每人负责操作的设备数量有限，
生产效率较低， 人员操作水平的
参差不齐也制约了产品一致性的
提升和质量的稳定性， 并造成现
有生产线上的加工设备的有效利
用率较低。 如今， 产品的生产过
程因 “智造单元” 的改造， 实现
了智能化生产和单件自动化， 加
之采用离散控制模式， 使机床有
效开动率提升了2-3倍。

“一个人就可以维护整个产
线。 整线机床实现了联网、 机床
上的信息采集与监控， 满足了生
产管理与决策需求的各项表单数
据， 实现了产线的信息化。” 李
奇说。

如今， “智造单元” 已经成
为航空、 航天、 汽车等领域多品
种小批量的柔性制造 （自动化、
数字化、 智能化） 解决方案， 被
列入工信部100项智能制造新技
术。

让“四世同堂”设备并肩作战

李奇认为， 企业要实现智能
制造， 就必须兼顾投资和未来发

展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 一定要
使企业现有的软件体系具有兼容
性， 传递和延续客户沉淀的管理
智慧及原软件体系的价值。

然而在现有的工厂中， 往往
存在各种不同型号、 不同代级的
设备 ， 完全可以称为 “设备世
家、 四世同堂”。 “现场有许多
原来的老设备， 维护得也很好；
也有新设备， 包括机器人、 自动
机械手等。 实际上， 在这些装备
中， 有些是可以直接进入自动化
的， 有些可以通过改造后进入自
动化。 如何将跨年代、 跨型号的
设备有效连接和升级改造， 而不
是简单地一刀切淘汰， 这就需要
一次 ‘头脑风暴’ 式改造 。” 李
奇说。

“‘智造单元’ 的基本价值
观是， 工厂现有的投资需要得到
最大的保护与传承。” 李奇介绍，
“智造单元” 考虑到 “四世同堂”
设备的现状， 会分析不同设备的
信息采集机制， 通过灵活的信息
收集方式， 使得有些设备不需要
联网通信， 只需采集信号； 而有
的设备， 则可以采用多接口集成
器， 区别不同的数采方式， 将各
种设备集成进来。

由于 “智造单元” 具有丰富
的模块化接口， 在现场可以采用
“空间换时间” 的措施， 实现多
设备共线运行。 例如， 在生产现
场， 可能不便于搬运特别大型的
设备 ， 那么就采用 “空间换时
间” 的智能制造组线模式， 通过
智能物流把各单元线无缝连起
来。 而对于单向链很长的产品，
或者多个产品， 则可以采用多个
“智造单元” 的阵列形式。

“‘智造单元’ 作为一种模
块化的数字化工厂实践模式， 无
论是怎样规模、 怎样基础企业，
都能够用得了、 用得起， 让柔性
化、 智能化在工厂得以实现， 所
以它的确是智能制造落地的有效
抓手 。” 李奇说 ， 更重要的是 ，
“智造单元” 可以实现软硬一体
化， 把设备及自动化的硬件以及
管理、 物流、 排产等多种软件集
成在一起 ， 提供系统的解决方
案。

“全感知 、 全连接 、 全场
景、 全智能” 是智能工厂的最终
目标。 李奇表示， “智造单元”
虽然是数字化工厂里的最小单
元 ， 但它实现了功能结构模块
化、 场景异构柔性化、 数据输出
标准化、 软件硬件一体化， 有效
地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
一条 “无门槛 、 无风险 、 低成
本 ” 的数字化工厂转型升级之
路， 已帮助多家企业在智能制造
转型升级的路上获益。

让生产制造设备实现无线化

当前 ， 随着5G技术的快速

发展， 大带宽、 大连接将为工业
互联网的无线化、 网联化发展提
供巨大的技术驱动。 李奇也正在
带领奇步公司积极推进5G技术
集成创新， 不断完善与优化基于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资源匹配对接
技术。

“智能制造已不再单纯是产
业工人的制造， 而是科技制造者
群体的制造 。 我们正在推进5G
技术让生产制造设备实现无线
化， 从奇步的基础产品智造单元
加载 5G设备及无线传输技术 ，
使得工厂模块化生产和柔性制造
成为可能， 可以提升智能制造生
产效率。 另一方面， 无线网络可

以使工厂和生产线的建设、 改造
施工、 维修检测更加便捷， 并通
过无线化减少大量的维护检修工
作， 从而降低成本。” 李奇介绍，
随着5G技术的应用 ， “智造单
元 ” 理念将协同5G技术及数字
化车间系统集成技术将实现全景
直播， 可做到生产异常问题的密
切监控， 便于问题的及时处理。
同时 ， 5G网络可将工厂内海量
的生产设备进行互联， 并对生产
过程进行全程监控、 对生产数据
进行实时采集 ， 为生产流程优
化、 能耗管理、 故障或不良监测
提供网络支撑， 进而实现数字化
车间智能判断、 工艺优化和远程
维护。

“未来已来！” 李奇充满信
心地说， 奇步公司还将进一步抓
住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
期， 以技术研发与创新为驱动，
以用户需求与价值为导向， 巩固
其在数字化车间集成解决方案领
域的优势地位， 重点拓展航空、
航天、 军工、 船舶、 工程机械等
高端制造行业的业务， 扩大奇步
公司在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领
域的影响力 ， 不断推进5G、 人
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 区块链等
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在产品中的
运用 ， 为提升我国智能制造水
平， 推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