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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更 多 技 术 惠 及 全 球 车 企

江西华立源公司发力新能源产业

—
—

瞄准市场需求做强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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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大桥局深耕城轨施工全产业链——

“ 智 慧 脑 ”攻 克 基 建 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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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车展开幕前夕，小鹏汽车与

大众汽车集团签订新的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基于小鹏的最新技

术，联合开发新的电子电气架构（EEA），该

架构将被应用在大众为中国市场开发的

CMP 平台上，并从 2026 年开始量产装车。

这是自 2023 年 7 月大众入股小鹏以来，双

方第三次携手，备受关注。

不过，与之前股权投资、战略技术合

作与联合采购不同，此次双方合作深入到

电子电气架构。所谓电子电气架构，是指

集汽车的电子电气系统原理、中央电器、

连接器、电子电气分配等设计于一体的整

车电子电气解决方案。如果将智能电动

汽车分为舞台和舞者两部分，用户感知较

强的部分，比如智能驾驶、智能座舱及其

他功能是舞者，电子电气架构就是舞台。

正如舞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舞者的表演

一样，作为智能电动汽车的底层载体，电

子电气架构决定着一款车型电动化和智

能化的上限。

大众与造车新势力小鹏合作，既显示

出大众对加快电动化和智能化转型的坚定

决心，也表明跨国车企对以小鹏为代表的

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的高度认可。在传统

燃油车时代，甭说合资车企采用中方合作

伙伴的电子电气架构，就是中方合作伙伴

更改整车平台上一个参数或零部件，都需

要向外方申请，且常被驳回。如今角色反

转，跨国车企从技术输出者变为引进者，中

国车企从技术引进者变为反向输出者，变

化来之不易，令人振奋。

这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前瞻性布局和战

略定力。面对全球气候变暖、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的历史性交汇，我们

审时度势，果敢切入新能源汽车赛道，并将

之确立为国家战略。在新能源发展的各个

阶段，围绕“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这两大

问题，社会上始终有不同的声音，包括各种

质疑，但我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在赛

道上奔跑才更加自信。

另一方面得益于企业创新驱动和集体

奋进。汽车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产业。

没有技术创新，企业就很难推出令人眼前

一亮的产品，赢得市场竞争优势。总结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经验，我们不仅妥

善处理了纯电、插混、增程和燃料电池等技

术路线问题，而且较好处理了传统汽车与

造车新势力之间关系，开放地引进特斯拉，

将新旧力量都调动起来，在“你追我赶”中

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这些企业通

过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出领先的“三电”和

“双智”技术，构建起完善的供应链，在产品

力和成本控制上形成全球比较优势。此次

小鹏技术“反向输出”大众，就是一个生动

的注脚。

有人提出，如此向跨国车企输出重要

技术，难道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其

实未必。汽车不仅是一个技术创新驱动的

产业，更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产业。在产

业全球化进程中，企业技术会有一定外溢

性，但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很难外溢。关

于这个问题，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引进国外

整车技术的过程，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通过引进外方技术和合资生产，我们学到

了一般性技术，建立了自己的制造体系，但

自主品牌汽车的产品开发和创新能力，则

是靠我们一点一点苦干出来的。

事实上，技术输出是比产品出口更高

级的贸易形态。由于技术和产品的先进

性，短期来看，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出口还会

快速增长，但达到一定规模后，整车出口就

会面临越来越大的贸易保护阻力。而海外

建厂和技术授权、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等，

将成为新的出口方式。这也是长期以来大

众、丰田等跨国车企在海外的成功经营模

式。况且，从经济效益看，无论是新能源汽

车整车平台还是动力电池，以及智能驾驶

系 统 等 技 术 ，技 术 输 出 比 产 品 销 售 利 润

更高。

更重要的是，对于像小鹏这样的造车

新势力来说，除了输出技术获益外，企业

品牌价值也会因跨国巨头加持而得到提

升 。 不 可 否 认 ，当 前 我 国 新 能 源 汽 车 技

术已形成全球领先优势，但还没有一个品

牌跻身全球汽车品牌价值前 10 榜单。要

看到，车企的盈利能力不仅体现在规模效

益上，更蕴含在品牌价值中。如果更多中

国车企能够通过领先技术，“反向输出”全

球车企，不仅有利于自身品牌价值和盈利

水 平 提 升 ，更

好 地“ 走 出

去”，而且也将

加快全球汽车

产业转型升级

和绿色低碳发

展 步 伐 ，岂 不

是“ 化 对 立 为

统 一 ”的 双 赢

之举。

走进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地下 20 米深的

地铁施工隧道，伴随着盾构刀盘的缓缓转

动，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铁建大桥局”）的工人们正在

数吨重的盾构机管片前有序施工。经过管

片拼装、刀盘检测、掘进速度调整等工序，

这台庞然大物在地下缓缓掘进，一段全新

的隧道便呈现在眼前。

中国铁建大桥局深耕城轨施工全产业

链，积极推进技术创新，24 年来，成功应用

明挖法、暗挖法、钻爆法、盾构法等一系列

地铁施工技术，攻克了软岩、硬岩、软流塑、

沙石、富水砂卵石、溶洞等各类施工难题，

在全国 40 余个城市承建了 200 余项地铁工

程 ，建 成 车 站 200 余 座 、地 铁 隧 道 超 500

公里。

加快技术创新

如何运用新技术攻克建筑难题，使重

大工程项目又好又快完工，是建筑企业共

同面对的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不断加快

技术创新，推动一项项重大工程高质高效

完工。

日前，全长 24.8 千米、设站 18 座，横穿

主城区的大直径隧道地铁线路——成都

地铁 17 号线二期工程全线贯通。中国铁

建大桥局成都地铁 17 号线项目负责人张

君说：“与平原地区相比，川渝地区地形复

杂，地铁施工难度更大。施工装备需要在

富水砂卵石、复合地层中掘进，工人们需要

在小半径曲线、临河穿越等复杂环境中施

工，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地面沉降。”

面对复杂情况，项目团队针对每一个

风险源制定了专项方案。团队采用雷达扫

描、微动探测等技术，24 小时轮班进行地面

监测，实时掌握地质变化和沉降数据，并运

用信息化施工技术，全时段监控盾构机姿

态，及时动态调整推进参数，确保盾构机在

砂卵石地层中顺利施工。

“为加快工程建设进度，项目团队不断

推进技术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设，联合高

校和科研院所，成功研发出砂卵石地层隧

道安全控制与高效掘进技术，获国家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中国铁建大桥局首席专家

宋云财说。

广州地铁 18 号线沙溪站至石榴岗站区

间右线全长 4.31 公里，是全线最长区间，且

需要穿越珠江后航道，施工难度很大。

“针对广州地区地下水系密集的情况，

中国铁建大桥局项目团队为广州地铁施工

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如何选择合理的地

层加固技术和加固参数尤为重要。我们通

过参考以往案例，开发应用了渣土改良技

术、中风化泥岩裂隙探测等新技术，实现了

复杂地层条件下的安全穿越。”时任中国铁

建大桥局广州地铁 18 号线项目负责人靳建

民说。

中国铁建大桥局广州地铁 18 号线项目

团队攻克了复合地质条件下地连墙成槽、

软弱富水地层矩形顶管机施工等复杂技术

难题，取得 11 项专利，部分创新技术已经达

到行业领先水平。

近年来，中国铁建大桥局持续推进技

术创新，在地铁建设方面做专做强，实现 10

余项重点工程顺利竣工。公司先后获得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 项、鲁班奖 1 项、詹

天佑奖 7 项、国家优质工程奖 8 项，获得国

家授权专利 50 多项。

推进智能化转型

4 月底，在天津地铁 8 号线项目的湘江

道站施工现场，一台全新的矩形土压平衡

顶管机正在进行施工。“这是我们首次使用

竖向高、宽度窄的矩形顶管机在城市轨道

交通隧道正线掘进。”中国铁建大桥局天津

地铁 8 号线项目负责人陈越说。

“由于该区间单线长 52.5 米、埋深 12.7

米，隧道长度太短，暗挖施工成本高，所以

采用宽 5.9 米、高 6.7 米的矩形土压平衡顶

管机施工是最高效的方案。”陈越说。

如何用好顶管机这样的大型新装备？

中国铁建大桥局靠的不是“人海战术”。公

司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用智慧管理手段

让这些基建大块头“乖乖听话”。记者在中

国铁建大桥局视频监控调度中心看到，一

块大屏幕上展示着现场施工画面、盾构施

工画面、盾构机主要参数等多种信息。

中国铁建大桥局视频监控调度分中心

技术负责人张利说：“这个盾构智慧管理平

台是公司管好新设备的‘千里眼’和‘顺风

耳’。技术部门可通过调度中心对项目施

工现场远程联合管控。远在千里外的公司

总部例行巡检时，一旦发现异常，可直接调

取盾构参数，查看土压、螺旋转速等状况，

第一时间联系盾构操作室，及时提醒盾构

司机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正在加快推动盾构施工智慧管

理建设，统筹盾构设备、施工人员、设备配

件等智慧化集约化管理，并在液压油在线

监测、机器人换刀、盾构设备自动化驾驶等

方向加大研发力度，赢得更大竞争优势。”

中国铁建大桥局二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王庆玺说。

“中国铁建大桥局将陆续增加安全、设

备、物资、工程、技术等管理模块，通过人工

智能监测设备，实现前端数据自动采集，后

台数据实时分析预警，持续推进数字化转

型，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王庆玺说。

实现绿色发展

绿色节能是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重要

课题。近年来，中国铁建大桥局践行绿色

施工理念，通过数字化技术，对材料、施工

工艺进行数据分析、智能识别，在地铁建设

方面取得 11 项环保成果，开发了 5 项绿色

减碳新技术。

上海地铁 17 号线工程地处繁华的都市

区，施工过程既要降低噪声污染、最大程度

采用绿色建材，又要满足安全和成本要求。

为了突破这些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

上 海 地 铁 17 号 线 工 程 项 目 组 采 用 了“ 双

U+箱型”复合型变截面节段拼装连续梁设

计。“采用这种全新工艺，不仅降低噪声污

染，符合绿色环保标准，而且建材结构设计

轻巧，可有效降低地铁轨道高度，节约成

本，并很大程度减少对地面的影响。”中国

铁 建 大 桥 局 上 海 地 铁 项 目 负 责 人 方 伟

太说。

一个个新设备、一项项新科技的快速

应用，让中国铁建大桥局参与的传统基建

工程变得更加绿色环保。

如今，中国铁建大桥局不断加快技术

创新，通过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减少环

境污染，推动工程建设降碳增效。“我们还

通过数字化赋能推进项目精细化管理，践

行建筑行业绿色发展新理念。”宋云财说。

在徐州地铁 4 号线建设中，中国铁建大

桥局为推动扬尘治理标准化建设，最大限

度节约资源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创新应

用了高杆喷淋和基坑喷淋及天幕系统。在

施工过程中，让一套天幕系统、6 台高杆喷

淋、24 道基坑喷淋、880 米围挡喷淋共同工

作，给基坑穿上绿色外衣、戴上防尘口罩，

让工地告别尘土飞扬。

创新是中国铁建大桥局持续发展的不

竭动力。中国铁建大桥局二公司总经理张

胜龙说：“未来，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为我国的轨道

交通建设贡献力量。”

生产线开足马力运转，配料、涂

布、分切、组装、喷码等流程井然有

序⋯⋯江西华立源锂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源公司”）车

间内，工人们正在抓紧生产一批销

往国际市场的锂电池。

华立源公司位于江西省吉安市

吉州区，是一家从事高性能锂离子

电池及相关产品生产的企业，去年

营业收入达 10 亿多元。“公司今年

接到不少新订单，目前已排至 6 月

份。”华立源公司品质总监罗峥告诉

记者，公司近年来牢牢抓住科技创

新这个“牛鼻子”，快速成长为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在 华 立 源 公 司 产 品 展 厅 ，不

同 种 类 的 锂 离 子 电 池 正 极 材 料 、

锂 离 子 电 芯 、锂 电 池 产 品 令 人 目

不暇接。“随着新能源产业快速发

展，锂电池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公

司坚持以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

力 ，通 过 研 发 满 足 市 场 需 求 的 新

产品，不断开拓发展空间，逐渐占

据 一 席 之 地 。 截 至 目 前 ，公 司 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专利共 58

项。”华立源公司总经理助理连道

忠说。

电池容量是电池所能储存的电

荷量，是衡量电池性能的重要指标

之一。面对市场对电池容量要求越

来越高的趋势，如何提高磷酸锰铁

锂电池能量密度、增加容量成为华

立源公司研发的重要方向。“公司组

织研发团队开展了降低隔膜厚度，

更换石墨、电解液等一系列搭配组

合实验，半年多时间里，进行了 30

多 次 小 试 、10 多 次 中 试 。”连 道 忠

说，公司最终采用降低极片面密度、

使用薄隔膜等方法，实现磷酸锰铁

锂电池容量达到设计值的同时，兼

顾电池长循环和高安全性，并形成

量产工艺。

技术和工艺取得突破后，华立源公司建设了行业领先的磷

酸锰铁锂电芯生产线。该生产线高度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

实现从原材料投入到成品出货检验全程 MES（制造执行系统）控

制。通过系统对原材料重量、数量、温度以及设备、人员等信息

的记录和管控，产品生产周期缩短、各环节效率明显提高。同

时，系统对电池性能数据进行自动采集，实现质量可追溯查询，

推动产品售后服务水平提升。“与同类生产线相比，公司的生产

线操作人员减少 50%以上，生产效率和良品率均大幅提高。”罗

峥说。

随着华立源公司产力不断扩大，磷酸锰铁锂电芯产品在汽车

动力电池、电动自行车、电动工具、储能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瞄准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公司年产 2.8 亿只锂离子电池项目

于去年 11 月正式开工。“该项目总投资 15.6 亿元，将采用最先进的

全自动电芯生产线，预计年产值约 100 亿元，推动公司向行业领先

的新能源产品服务商迈进。”连道忠说。

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华立源公司积极参加大型展览会、推

介会等活动，开辟更多国际合作和销售渠道。“公司今年一季度出

口订单同比增长 13%，预计今年出口额达 1 亿元。”华立源公司财

务部总监罗敏告诉记者，紧盯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公

司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产品创新和技术改造步伐，同

步拓展国内国际市场，努力将自身做大做强、做精做专。

中国铁建大桥局广州地铁中国铁建大桥局广州地铁 1818 号项目沙溪站至石榴岗站区间成型隧道号项目沙溪站至石榴岗站区间成型隧道。。

李英姿李英姿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中国铁建大桥局上海地铁中国铁建大桥局上海地铁 1717 号线项目施工现场号线项目施工现场。。 赵令印赵令印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