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23年3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江亨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 四川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12 年，成都市成华区，邓世海和
伙伴们开启创业路时，在心底许下了
一个愿望：要打造中国机器人的先
锋。彼时，5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只
是把这个愿望当成一种信仰和攀爬的
方向。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工业
机器人则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现
代社会，工业机器人的研发、制造、应用
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
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过去十年，我国制造业迅猛发展，
工业机器人成为其中的重要生产力
——在现代工厂车间，几乎都能找到工
业机器人的身影。中国也成为全球最
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在那些风起云涌的浪潮下，也有一
些成长和向上的故事。从大学生创业
园里的格子间起步，成都卡诺普机器人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诺普）
成立仅10年便占据了国产工业机器人
控制器市场的半壁江山，是国内少数具
备工业机器人全产业链能力的企业。

回过头看，那个愿望好像不再遥不
可及。“打造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先锋，我
们还是有潜力的。”3月22日，卡诺普副
总经理邓世海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从格子间起步
他们梦想打造中国机器人先锋

邓世海的机器人梦想，从位于成华
区的大学生创业园开始。

工科专业毕业后，邓世海在一家企
业工作。他发现，彼时，中国的机器人
以进口为主，国产机器人还停留在研究
阶段。“高端制造装备，最后都需要国
产化来解决问题，我们想抓住这个机
遇。”2012年，5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开
始创业。

平衡了交通、区位和办公优惠政
策后，邓世海和伙伴们在众多的选择
中，把企业落地在成华区龙潭工业园
区。不到100平方米的格子间里，承
载了一个看似高不可攀的梦想：要打
造中国机器人的先锋。

邓世海知道，这个看起来或许有些
轻狂的梦想并非空中楼阁。创业前，他
们均在机器人产业领域有所积累，并进
行细致调研；创业后，他们围绕机器人
的核心技术发展，将生产重心放在机器
人的控制器上。

公司一年以后的发展，也证实了他
们的判断。2013年，卡诺普成为汽车
企业比亚迪的合作伙伴，为其提供装备
制造机器人的控制器，2014年开始批
量供货。

“当时在整个行业还引起了比较大
的震撼。”时至今日，回忆起这次合作，
邓世海仍然有些骄傲，这次合作，意味
着国产核心零部件开始在汽车主机厂
进行批量化运用，也成为后来卡诺普一
路突飞猛进的底气所在。

研发整机机器人
上市第一年产销量突破千台套

如果把工业机器人看作一个“人”，

卡诺普生产的控制器就是它的“大
脑”。而后，卡诺普的业务也从控制器
扩展到传感器。邓世海说，这相当于机
器人的“眼睛”。

依靠核心零部件，卡诺普在机器人
市场站稳了脚跟，但邓世海和他的团队
依然有种隐隐担忧：在整个工业机器
人生产链中，机器人的最终产品形态
主要由场景决定，而卡诺普的所有产
品均位于产品链条的中游。一方面，
公司业务与市场还存在隔阂，生产的
关键零部件到成为机器人，中间还有
好几个环节，即便是想提升核心技术，
也很难找到发力点；另一方面，一个只
生产零部件的企业，怎么能扛起中国机
器人的先锋大旗？随后，团队决定转
型，开始做整机机器人。

2019年，卡诺普生产的整机机器人
正式面世，首年产销量突破千台套。这
个数据令整个团队热血沸腾，“在国内
工业机器人领域，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在
产品上市第一年就实现这个销量的企
业。”谈及为何一个新上市的产品能迅
速得到市场的认可，邓世海说，因为卡
诺普把功夫下在了“前面”。

“所有上市的产品，我们都会经过
几十项测试和寿命分析，从而逐步去调
整和提高机器的性能。”邓世海说，整
机机器人面世前，研发历时两年，先后
经过了16个大项测试和64个小项测
试，“并且每一项测试标准都高于国家
标准。”严苛的标准带来产品品质的保
证，也让卡诺普每一个新品都经受住了
市场的考验。

加大研发力度
助力成都打造中国工业机器人第三极

一路成长起来有什么秘密？卡诺
普的答案是“研发”。在邓世海看来，这
是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近几年来，卡诺普的研发投入几乎
占到销售收入的10%以上，2019年甚
至达到20%。

2021年，卡诺普被工信部认定为第
三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022年入选重点支持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并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目
前，企业坐拥专利技术超过200项，成
长为国产工业机器人细分领域的“隐
形冠军”。

再将其放至时代浪潮中，邓世海
说，卡诺普的成功源于切中了时代脉

搏。过去十年是中国工业化、信息化飞
速发展的十年，“我们抓住了时代的机
遇，才有了今天的卡诺普。”这个过程
中，政策的鼓励、营商环境的支持，同样
提供着助力。

去年5月，卡诺普成立的第10个年
头，公司迎来了第三个“家”——位于成
华区月华路、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新基
地。原因很简单，原来的场地已远远跟
不上企业的成长速度。

在这个全新的空间里，研发和生产
车间各司其职。生产车间的出口处，张
贴着几个大字：助力成都打造中国工业
机器人第三极。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企业，赋予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也是这
个团队触摸“中国机器人先锋”目标的
方式。

将眼光放至全国，长三角、珠三角
等地工业机器人基础雄厚，实力产业领
跑全国。邓世海也调研分析过其他地
区龙头企业的优势，“我们还是得保持
核心竞争力，继续在研发方面下功夫。”
他透露，2023年，卡诺普将推出二十多
款新型机器人。

那个梦想还有多远？邓世海说，如
果把这个造梦的过程比作爬山，这座山
是没有顶点的。但过去十年的低调求
真、坚韧不拔带来了一些小小的成就，
这些成就让他觉得：“那并非一座不可
逾越的山峰，虽然离山顶还很远，但我
们至少从山脚起步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雷远东 摄影报道

卡诺普副总经理邓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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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子间起步成长为行业“隐形冠军”

成都“小巨人”企业欲打造中国机器人先锋

应急救援能力是一个地区最后的
生命防线，四川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防
范化解风险、应对灾情险情的工作任务
十分繁重。

2019年，《四川省应急救援能力提
升行动计划（2019-2021年）》出台（下
称《计划》）。3年时间，四川应急救援能
力基础水平是否跃上新台阶？3月22
日-2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走访内江、广元等地。

应急救援基地建设是应急救援能
力提升的基础。《计划》明确提出在全
省布局8个应急救援基地，其中依托四
川省综合应急救援训练基地（简阳）建

设1个中心基地；依托省煤矿抢险排水
站（国际救援基地）建设1个集矿山抢
险、隧道排水、城市防涝功能于一体的
专业应急救援基地；依托安全生产和消
防应急救援基地，在攀枝花、广元、内
江、达州、甘孜等地建设5个区域性综
合应急救援基地。

3月22日，记者来到内江区域性综
合应急救援基地。“这是川南片区最大
的应急救援训练基地，主要定位为消防
员的普训和道路交通救援。”内江市消
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屈健康说。据介
绍，内江区域性综合应急救援基地除了
配备有消防救援特勤站和消防救援指

挥中心，还配套建设有水域救援、攀爬
横渡、高空山岳、矿井模拟巷道等训练
设施，可以在为消防员提供专业培训的
同时，为社会单位和市民提供自救能力
培训。

为什么建设区域性应急救援基地
如此重要？“这类救援基地建设的重要
功能之一，是满足我们救援力量的前
置。”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应
急救援支队支队长王震在向记者介绍
基地建设情况时表示，“新建的应急救
援基地，所选的区域和位置都非常重
要，以省区域应急救援广元基地为例，
广元地处川陕甘结合部，也是兰州、成

都、重庆的几何中心点，具体到具体位
置的选择，基地选在高铁站、高速公路
路口和机场的圆曲线交点处，因此可以
覆盖川内的广元、巴中、绵阳、阿坝等地
区，同时还能辐射陕西汉中和甘肃陇南
等地区。”

据了解，目前攀枝花、广元基地基
本建成，达州、内江基地主体完工，省应
急救援中心基地（简阳）、省应急救援总
队基地和甘孜基地正加紧推进建设，
2023年将全面建成投用。应急救援基
地建成后，将基本构成全域覆盖、区域
联动、支撑有效的应急救援保障体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计划》出台3年，四川应急救援能力有何提升？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应急救援基地选址“有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