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月14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
2025年度首批“灯塔工厂”名单，贵阳市工
投公司旗下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贵州轮胎）入选，成为全国轮胎行业、贵州
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

贵州轮胎始建于1958年，现有贵阳扎
佐厂区和越南前江厂区，主要从事轮胎研
发、生产及销售，产品有“前进”“大力士”

“多力通”“劲虎”“金刚”等品牌卡客车轮
胎、工程机械轮胎、农业机械轮胎、工业车
辆轮胎和特种轮胎共5大系列3000多个规
格品种，是国内商用轮胎规格品种较为齐
全的商用轮胎制造企业。近年来，贵州轮
胎坚定智能化发展方向，完成生产制造系
统全域数字化升级，实施包括AI仿真设计
研发、数据预测分析、自然语言大模型及专
业算法模型等40多种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
解决方案，质量缺陷减少57%，劳动生产率
提高68%，库存水平降低34%，提升了制造
敏捷性和质量控制水平。

自动规划路线、自动避障的AGV小车
在生产线仓库间忙碌奔走，机械臂在生产
线上有节奏地挥舞运行，数字化的智慧大
屏上跳动着实时生产运行数据……在贵州
轮胎，这样的“智慧助手”随处可见。

贵州轮胎载重子午胎分公司生产车间地
处修文扎佐，是贵州省首个5G全连接工厂。

走进5G全连接车间，已完全没有传统
印象中的嘈杂生产景象，甚至连工人都看
不到几个。

车间干净整洁、人少、智能、高效，其以
5G专网技术支撑建设的一条完整生产线，
通过智能搬运机器人、传感器和工业摄像
头等，实现了全工序、全场景的无线工业互
联及生产调度，达到人、机、料等要素的全
面互联管控。

在这里，一条成品轮胎的出炉，历经炼
胶、半部件、成型、硫化、检验等环节，全是
信息化、智能化的高品质打造过程。

在胎圈一体化生产线现场，记者看到，
该生产线依靠灵活的机械手臂和其他智能
设备，将三角胶压出、钢丝圈成型、钢丝圈
扎头、钢丝圈包布、三角胶贴合五个工序集
成在一起，钢丝圈、橡胶、尼龙原料进入生
产线，约25秒就能生产出一条胎圈。

“该生产线是根据需求设计定制的，应
用后精确度从原来正负 3 至 5 毫米的偏差
缩减为正负1毫米的精度偏差，人力需求也
从原来的 100 多人下降到 20 多人，生产效
率大幅提升。”贵州轮胎载重子午胎分公司
A区相关负责人说。

像这样的智能化、信息化生产设备，贯
穿贵州轮胎车间的每一个环节。工厂 5G
网络全覆盖，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产品的生
产数据都被实时收集到智能生产MES系统
中，让上下游各环节的联结协作更紧密，极
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世界经济论坛充分肯定了贵州轮胎大
规模利用数字技术，在生产力和供应链韧
性方面的卓越成效和领先地位。未来，贵
州轮胎将继续深化实践探索，以人工智能
和其他先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为抓
手，打造更多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模式场
景，发挥“灯塔”引领作用，助推中国轮胎行
业高质量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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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行业、全省首家！

贵州轮胎获评“灯塔工厂”

背景链接

贵州轮胎智能化生产线

“灯塔工厂”是由世界经济论坛联合麦
肯锡咨询公司在2018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
坛上提出的一项倡议。自2018年开始，世
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咨询公司在全球发起
评选“灯塔工厂”的倡议，寻找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的典范。“灯塔工厂”榜单被认为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全球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的
前沿水准。入围企业虽不论规模大小，但需
集成至少5个世界级领先水平的技术应用，
且在环境保护、能源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等
方面取得显著成果，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
的工厂”。

目前，我国已有72家“灯塔工厂”，占全
球总数的42%，这些“灯塔工厂”在第四次工
业革命背景下，将数字化生产技术由小范
围试点推向大规模应用并获得巨大财务收
益，如灯塔般指引着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未来和方向。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人
员领导的研究团队新近在贵州省都匀
市包阳村附近发现约4.1亿年前的“袖
珍”植物——包阳工蕨化石。这一发现
揭示了早期植物独特的生存策略，为解
释4亿多年前“植物登陆”如何发生提供
了新线索。

植物大化石证据表明，大约 4.3 亿
年前植物开始了从海洋“登上”陆地的
征程。这一过程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
生态环境，几千万年间，陆地植物的数
量、种类、复杂程度迅速上升，当今陆地
生态系统的基础由此奠定，这一堪比

“寒武纪大爆发”的过程被称为“植物登
陆”。

此次新发现的包阳工蕨或为解释
“植物登陆”提供新线索。从化石形态
上看，包阳工蕨植株高度仅有约 45 毫
米，其孢子囊穗的长度仅为 5.8 到 10.8
毫米。这种体形相比当时类似植物常
见的100至200毫米体长，显得非常“袖
珍”和“迷你”，极为罕见。

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包阳
工蕨生活的约4.1亿年前，植物演化出
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以包阳工
蕨为代表的一类植物个体矮小，需要的
营养和繁殖投入较少，推测寿命较短，
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整个生命周期，适
应于动荡环境。而另一些工蕨类植物
则个体高大，需要的营养和繁殖投入均
较多，可能更适宜稳定的环境。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表面有着
各种丰富的地貌。河流、湖泊、峻岭、
荒漠……各种不同的环境也需要生物
展现出不同的生存技能。陆地植物在
发展的早期，可能就是依靠演化出多
样的生存策略，才克服了复杂的环境
压力，完成‘植物登陆’，最终使得地球
披上绿装。”领导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黄璞说。

相关成果 1 月 15 日发表在国际期
刊《皇家学会生物学分会学报》（Pro-
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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