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机器轰鸣的细纱车间里，断丝
问题曾长期困扰着纺织行业的从业人
员。过去，工人需要在高温高湿的环
境中不停巡检，不仅效率低，还难免疏
漏；而依赖物理传感器的检测方案，又
常因复杂光线和纱线特性导致误报，
设备成本还高。如今，这一难题在无
锡有了新解法。记者从梁溪区数据局
获悉，由无锡千帆竞桨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研发、梁溪区数据局重点支持的
纺织行业数字化转型项目——“高质
量数据集在纺织行业数字化转型中的
探索与实践”数字场景，已正式投入使
用。这套系统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工
业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深度实践。

项目产品总监王浩羽介绍，项目
前期，工程师们深入无锡多家纺织工
厂，采集了覆盖5类典型生产环境的超
10万张高清单锭图像，每张都精细标
注了断丝特征，还实时记录了机器运行
中的电流波动、温湿度变化等关键参
数，累计设备状态数据超过50万条。
这些来自真实场景、标注严谨的数据，
如同为智能系统注入了“工业血液”。

系统核心装备的高分辨率工业摄
像头，如同敏锐的“数据之眼”，全天候
凝视着高速旋转的锭子，捕捉纱线最
细微的变化。这些图像数据在前端智
能终端完成实时采集后，立即通过边
缘计算节点“边缘数据大脑”搭载的百
度轻量化AI模型进行毫秒级分析。
这套“眼睛”与“大脑”的精密协作，将
断丝识别准确率从行业普遍的85%跃

升至95%，并能在5秒内完成精准定
位与告警。

变革的效益正在无锡一棉、江阴
劲丰毛纺等首批应用企业的车间里转
化为真金白银。挡车工从高频、高强
度的目视巡检中解放出来，专注处理
系统告警及设备维护，人力配置更趋
合理。系统带来的不仅是人力解放：
更低的漏检率显著减少了因断纱未被
及时发现而导致的原料浪费和设备空
转，每年可挽回原材料损失15—25万
元；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控，使预防性
维护更加精准，结合优化的启停策略，
每年可节省电费30—40万元，降低维
修和人力成本40万元以上；稳定的生
产节奏保障了纱线品质，每年可额外
产出数万锭优质纱线。通过优化设备
运行效率、减少无效能耗，系统每年还
为每家企业削减100—150吨碳排放，
为传统纺织业打上了绿色印记。

这一车间里的智能革命，其意义
远超单个技术突破。梁溪区数据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千帆竞桨项目的核心价
值在于成功实践了“数据要素×工业制
造”的市场化范式。项目精准锚定细纱
机断丝检测这一具体工业场景，通过
有效融合政府支持的公共数据资源与
企业自身积累的生产运营数据，利用
前沿的机器视觉与AI技术充分挖掘
数据价值，最终打磨出“数据+算法+场
景”深度融合的可复制模式。它生动诠
释了数据如何从静态资源转化为驱动
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毛岑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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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驰援补缺口

尽管外调菜是重要补充，但
新鲜叶菜的长途跋涉难免带来损
耗和成本压力。稳住本地叶菜

“基本盘”，是保供的关键。在惠
山区洛社精细蔬菜产业园，一场

“科技助农”的行动正在进行。
几台新型叶菜收割机正轰鸣

着在田间穿梭，机械臂灵巧地将
一行行生长整齐的苋菜切割、输
送、集纳。“这机器一小时能干几
十个人的活，抢在清晨最凉快时
把菜收上来，损耗大大减少！”基
地相关负责人朱燕擦着脸上的
汗，语气却透着兴奋。

这是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无锡

分院正在组织推广的机械化采摘
技术。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无锡分
院副院长高兵介绍，通过对种植
大户培训和蹲点指导，帮助解决
伏缺期劳动力短缺和采收效率下
降的难题，让有限的本地叶菜“应
收尽收、及时入市”。

在蔬菜大棚里，另一场“静悄
悄的革命”也在进行。研究员们
正仔细观察一批新引进的蔬菜品
种。“有苏秀3号、白玉清1号等几
个新品种，这些都是耐热性强、生
长周期短的‘潜力股’。”一位研究
员小心地托起一株青翠的苗介
绍，“像这个速生型小白菜，高温
下也能较快生长，品质也有保
障。”高兵介绍，推广这些耐热、速
生的新品种，旨在缩短本地叶菜
在伏缺期的“空窗期”，与机械化
采收形成“双轮驱动”，增强本地
蔬菜供应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陈婧怡/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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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梁溪区广益街道尤渡社区纪委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警示教育
片。近年来，尤渡社区纪委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通过通报典型案
例、上廉政党课、开展谈心谈话等多种形式，推动党员干部将廉洁自律意识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小张 摄）

伏缺期“烤”验将至

无锡双线联动保“菜篮”青翠
连绵的梅雨刚歇，高温伏缺的“烤”验又将来临，为保障市民的菜篮

子“拎得稳”，无锡打出了“外地调运”与“本地科技”的组合拳。

在朝阳农产品大市场交易
区，一箱箱来自云南的油麦菜、生
菜正被快速卸货分装。“天热了本
地叶菜少，它们可是主力！”一位
批发商指着堆积如山的绿叶菜
说道。

市场相关负责人夏俊杰介
绍，受梅雨影响，目前地产蔬菜日
上市量已从雨前的450吨左右降
至约400吨。“这还不是最难的，”
他介绍说，“出梅后，温度高，蔬菜
生长速度慢、损耗大，等真正入伏
高温，本地菜日上市量可能降到
300吨，缺口更大。”

令人稍感宽慰的是，成交数

据显示，当前朝阳农产品大市场
蔬菜批发价稳定在1.6元/斤，比
往年同期还低了15%。“价格能稳
住，靠的是强大的‘外援’支撑。”
夏俊杰指向装卸区，标着“云南直
供”的大货车鱼贯而入，油麦菜、生
菜、黄白菜、上海青“四大金刚”青
翠欲滴，每天约400吨跨越千里驰
援而来；另一边，来自西北高原的
兰州菜正高效转运，日供应量达
450吨。夏俊杰补充道：“后续张
北等北方冷凉地区的蔬菜将接力
上市，我们布下了一张覆盖全国的

‘保供接力网’，确保伏缺期市民餐
桌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机械+良种稳住“基本盘”

““身边事身边事””教育教育““身边人身边人””

纺织车间“断丝克星”上线

数据驱动让生产更智能更绿色

“数据之眼”精准捕捉
“数据大脑”快速响应

智能革命推动绿色生产
效益看得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