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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钢市云龙纺织有限公司舞钢市云龙纺织有限公司：：

从传统从传统““织造织造””到现代到现代““智造智造””

作为纺织龙头企业，云龙纺
织现有厂房面积4.3万平方米，
有17万枚纱锭规模的先进智能
纺纱设备，年产高档纯棉紧密纺
棉纱2万吨，产品一等品率保持
在 100%，生产的各类棉纱在河
南省组织的统一取样质量评比
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连续产销
率在99%以上。

家门口的产业带动了家门
口的就业，云龙纺织利用自身有
利条件，积极为周边村民提供就
业岗位。

在纺纱车间，一位 40岁左
右的工人正在认真检查设备运
行情况，“我家就是旁边村上的，
在这儿上班，既照顾了家庭又增
加了收入，我感到很满足……”
工人满脸笑容地大声说。

“云龙纺织一线员工大多来
自周边村镇，企业搭建就业平
台，村民摇身一变成为现代产业

链上的工人，实现了稳定就业。
云龙纺织已为当地解决近 500
个就业岗位。”舞钢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办公室副主任周泉林介
绍说。

近年来，云龙纺织大胆创
新、奋力开拓，在相关部门悉心
培育下，通过技术改造，已成为
全市乃至全省纺织业“先进智
造型标杆企业”。“下一步，云龙
纺织公司将加大新产品开发力
度和差异化纤维的研发，用多
元化的产品寻求高端品牌客
户，2024 年计划产值突破 5 亿
元，为舞钢市打造中国紧密纺
精品纱线基地
增 添 新 的 动
力 ，为 平 顶 山
的经济发展贡
献新生力量。”
王佳男信心十
足地说。

家门口的产业带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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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在细纱车间接纱头

在传统管理模式下，大多数
纺纱企业在细纱工序中仍采用

“人工巡检”方式检测断纱。工
人若未能及时发现并处理断纱，
将会造成粗纱原料损耗严重等
问题。

云龙纺织新上线的智能生
产线通过在细纱托盘上内置芯
片，实现了全流程质量监控和追
踪，一旦出错就会报警，并准确
定位出故障单锭。“你们看，细纱
需要接线，锭子旁的单锭检测系
统会立即亮起指示灯，机台报警
及操作提示信息通过车间过道
上方的显示屏及时提示员工通
过报错信息准确快速找到断线
的纱管。这样可以减少工人无
效巡回次数，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在细纱车间，王佳男手动为
大家展示单锭检测系统的灵敏
度和高效率。

“以往，一旦产品出现问题，
只能靠人工去排查，一个车间需
要十几名工人，耗时耗力。智能
生产线上线后，单锭检测系统能
实现产品追溯的精确定位，在减
少用工的同时，产品质量可追溯
率高达100%。”王佳男说道。

智能生产线不仅可以实时
监控产品质量，也同时监控着能
耗。据介绍，云龙纺织智能生产
线在原有基础上吨纱能耗下降
20%，劳动生产效率提高 3倍，
质量通过智能芯片可以做到零
缺陷。通过智能制造加持，云龙
纺织实现了提质降本增效。

智能加持助企业提质增效

员工在细纱车间巡查生产状况

保全人员检查单锭检测数据

员工利用自动包装系统包装纱锭

□本报记者 王赛/文 姜涛/图

从人工“织造”到智能制造，传统纺织
企业如何从传统车间蝶变为智能工厂，记
者带您一探究竟。

正值龙年春节，钢城街头巷尾处处
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2 月 18 日，记者
一行来到位于舞钢市经开区建设路一侧
的银龙集团云龙纺织有限公司。刚进厂
区大门，就看到几辆大货车排成一排，满
载棉纱正待出发。“这批货将发往江苏、
浙江、山东等地。我们与中国纺织服装
知名企业申洲国际、山东鲁泰集团、安徽
华茂集团、浙江万舟控股集团等建立了
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连续产销率在 99%
以上。”舞钢市银龙集团党委书记王佳男
介绍说。

舞钢市云龙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龙纺织）隶属舞钢市银龙集团，成立于
2019年，主要从事纺织原料、纱、布的生产
销售，生产高支高档纯棉紧密纺棉纱近10
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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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云龙纺织生产车间，一排排巨
大的纺织机器排列成一个巨型方阵，一
朵朵棉花经过梳棉、预并条、条并卷、精
梳、粗纱、细纱、络筒等技术处理，转眼间
变成了一条条纤细如发的棉纱。纺纱车
上，上万纱锭高速旋转，输送、换卷、接
头、检测；车间上方的智能筒纱输送系统
通过立体轨道桁架，将生产完的满纱筒
送到自动打包间；一个个筒纱在智能打
包间被自动抓取、分类、检测，最后通过
热缩膜包装完成一系列打包流程。

自动生产、自动检验、自动运输、自
动包装……一套全流程纺纱自动化生产
线有序运转。整个生产车间机器轰鸣，
但只有寥寥数人，眼前的景象颠覆了记
者对纺织企业的印象。在生产车间背后
的云龙纺织智慧中心，占据一整面墙的
电子显示屏上实时更新着车间生产状况
的图表数据。

“传统的纺纱车间内，工人们需要来
回巡线取纱、插管，不断弯腰取纱上纱。
劳动力成本高、效率低下，纺纱质量也受
到影响。现在有了智能生产线，我们在
智慧中心通过纺织工业物联网云平台可
以实时在线监控车间内的生产状况，并
进行数据采集、实时传送，继而进行实时
自动分析，任何一个数据超标，都会引发
预警，技术人员可以立即进行干预。”王
佳男说，以前的纺纱车间每1万纱锭需要
60名工人负责，智能化改造把这个数字
降到了15人，传统纺织车间已经蝶变成
智能工厂。

2021年2月，云龙纺织投资4亿元新
建 8万锭高档精密纺生产线项目，2023
年3月项目正式投产，云龙纺织生产车间
实现“智”变升级。通过瑞士乌斯特
RSO3D系统实现质量把关，通过单锭检
测系统实现质量监控和追踪，通过日本
村田VM系统实现自络工序……该公司
生产总规模扩大至17万锭，成为国内单
体最大的纺纱厂，质量达到瑞士乌斯特
2018公报5%的国际水平。传统纺织车
间升级改造为自动化、智能化两化融合
的生产车间，“千人纱万人布”的传统忙
碌景象在这里被完全颠覆。

传统车间蝶变智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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