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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医生”常锋：15年只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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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现代”）仁和工厂，车间

作业的流水线上鲜有工人的身影，倒

是一只只巨大的机械手臂忙碌不

停。在这里，机器人的数量是工作人

员的4倍。在这座以机器人为主的现

代化工厂一隅，有一间装满了各式工

业机器人的小屋子格外显眼，它就是

——常锋机器人创新工作室。

常锋，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北汽集团专业技术带

头人，在行业内有工业机器人“医

生”之称。

与传统印象中浸润在一个岗

位多年的“老师傅”不一样，常锋给

《中国经营报》记者的感受更像是

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虽然一

毕业就来到北京现代，一干就是15

年，但常锋却没有丝毫的“倦怠”

感，谈起自己所从事的机器人工

作，常锋整个人神采奕奕，眼里闪

烁着亮晶晶的光。

“我的日常工作是对机器人进

行维护及管理，公司总共有1800多

台机器人，每台我都熟悉。不光这

些，各种品牌的工业机器人，我都

能玩儿得转。”常锋表示。

2007年进入北京现代，每天与

机器人打交道，常锋积累了丰富的

机器人操作、维修、管理经验，熟练

应用现代重工、KUKA、YASKA-

WA、埃夫特、DENSO 等日韩、欧

美及国产各类型机器人，打破了机

器人厂家在北京现代的技术垄断，

建立了整套机器人维修体系及人

才培养体系，实现了机器人自主管

理、维修、保养，为企业降低了大量

生产成本，培养了一批机器人专业

技能人才。

通过多年的实践努力，常锋有

7 项发明获得国家专利（第 1 专利

人），7项改善案例在北京市创新大

赛获奖，10余项创新成果在中国节

能协会、中国设备工程协会、中国

质量协会组织竞赛中获奖，并荣获

“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劳动奖

章”“北京市青年岗位能手”“中国

最美汽车人”等荣誉称号。

15年只做一件事，从初出茅庐

的技术员，到工业机器人“大拿”，

常锋的机器人之旅并非坦途。

“第一次看到自动化车间，特

别震撼，也很兴奋。那么大的工

厂，几乎看不到人，都是机器人在

作业。”2007年，常锋毕业后进入北

京现代，成为自动化生产车间保全

部一名技术工程师，负责设备运转

时的“跟线”保障。

对于大学学习测控专业的常锋

来说，进入机器人领域与大学期间的

一次比赛有关。在大学期间，常锋参

与机器人的舞蹈动作编程，获得了

江苏省机器人舞蹈大赛的冠军。

不过，校园与工厂存在不小的

差距。北京现代工厂里的工业机

器人无论是在体型、结构还是原理

上，与他在学校里接触的小型机器

人都有着天壤之别。“相当于跨了

行，所有的知识、先进的技术在学

校都没有学到过，需要从零开始。”

工业机器人属于一种集多种

先进技术为一体的高端技术和自

动化装备，能够自主动作，广泛应

用到不同生产环节，其常配有机械

手、刀具等其他便于装配的生产工

具。方便快捷进行生产，同时可以

代替人在低温、高温、有毒等恶劣

环境下的工作，代替人完成繁重、

单调重复的生产。

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在制

造业中使用工业机器人，其在汽车生

产中扮演着装配工、操作工、焊接工

等角色，主要应用有焊接、涂胶、弧

焊、喷涂等。工业机器人的出现不仅

提高了生产的质量和效率，还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汽车生产制造的成本。

2007年，北京现代生产车间的

机器人基本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核

心技术被国外工业机器人厂家把

控着。进入北京现代前两年，令常

锋感到头疼的是，工厂里的几百台

机器人大多已日夜负荷地工作多

年，常常出现故障。

“机器人经常出故障，一出故障

就手足无措，只能打电话找国外专

家来修。”常锋记得，那时机器人最

容易出故障的是一种叫伺服电机的

零部件，相当于机器人的心脏。当

故障出现时，传统的维修方法是，换

上一个新的电机，再重新调整参

数。可每次更换作业，工厂的流水

线就要停止，停止作业每分钟损失

800多元，每次换机需要2～3个小

时，这么一来，即使不考虑零部件成

本，换机一次也要损失10多万元。

“工厂这么多台机器人，每年都

得换机几次，成本也太高了。”除了

成本，让常锋不甘心的还有每次维

修的被动局面。“每次维修完成，付

钱就行了。至于什么原因导致的故

障、怎么预防，技术员是不会告诉你

的，这是人家‘看家吃饭’的本领，当

时就觉得自己像个‘结账员’。”

为了突破这种困境，常锋开始

了自学之旅。“没有任何学习资料，

完全是靠自学。”谈起当时自学的经

历，常锋表情上带着些许骄傲，“虽

然没有资料，但是我有两台机器

人。一套六轴机器人大约由上百个

零部件组成，我先对照着说明书，将

一个个零件拆下来，再把每块电路

板、每个插头、每条电线都做上标

记、拍照记录，最后重新组装回去。”

据常锋介绍，拆装一个机器人，

要比速度的话，几个小时就可以拆

装完成。但是要把它“吃透”，周期

就比较长，一般需要2～3个月。

经过多次反复拆解、组装，常

锋基本摸清楚了工业机器人的构

造和工作原理，编码器是怎么回

事、6个伺服电机是如何控制的。

常锋介绍说：“我给每个工业

机器人都做了台账，相当于医生的

病历。因为经验的积累不能单纯

地靠脑子去记，很多故障的情况，

我先是记到笔记本上，等故障彻底

解决了，再用电脑把故障原因以及

解决的办法详细记录下来，包括今

天机器人发生怎样的故障、是怎么

修的、走了哪些弯路、以后要注意

哪些问题等。”

通过经年累月记录遇到的故

障、解决的办法，常锋制作了一本

《机器人故障快速处理手册》。“现

在再出现故障，一翻就能查出来曾

经类似的故障是怎么维修的。”

《机器人故障快速处理手册》的诞生

老话讲：“教会徒弟，饿死师

傅。”但常锋却认为，教会徒弟，

也饿不死师傅，他的观念是“教

学相长”。

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常锋

将自己制作的《机器人故障快速

处理手册》分享给同事，带着团

队一起学习成长。工业机器人

发生故障时，即使常锋不在场，

他的同事也能够根据手册，迅速

地解决问题。

当被问及将自己积累多年

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内心是否会

有不舍，常锋直率地说：“我从来

不会藏着掖着，我们是一个团

队，要解决很多的困难，如果每

个队员的工作能力强，那么我这

儿压力反而会更小一点。”

“他会把所经历的事情、处理

过什么故障、怎么去分析，认真地

跟我讲。”在刘迪眼里，常锋是一

个不吝把技术传授给同事的人。

2017～2021 年，常锋工作室

的团队成员每年都获得北京市

机器人竞赛的第一名。实际上，

在常锋的认知里，他和团队成员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关系。

“工业机器人维修工种很特殊，

我们拿到一个项目，很多时候都

是团队协作，一个人分一个部

分。我喜欢带着徒弟一块儿做

项目，在项目中，我们都提出自

己的想法、自己的解决方案，然

后去解决它。通过项目能锻炼

人，使大家的编制能力、操作能

力、综合能力等都得到提升。”

2015年，为了彻底改变依赖

国外机器人企业进行维修、保养

的局面，北京现代决定打造一支

自己的工业机器人维修团队。

“设定了这个目标后，我们

就在北京现代一工厂的一个培

训教室建立了两个工位，先摸索

编制包含操作和编程的简单维

修手册。”常锋告诉记者，“这是

工作室最初的雏形，在这个基础

上，工作室的职能不断扩展，后

来不再局限于工业机器人维修、

保养，逐渐扩展到自动化汽车生

产线的调试。工作室的人员队

伍也在不断地扩大，也添置了不

少新的设备。”

2016年，以常锋为技术带头

人，北京现代正式成立“常锋机器

人创新工作室”。2017年，常锋机

器人创新工作室获得了北京市的

“工业机器人创新工作室”称号。

“现在，我们这个工作室可

以给员工颁发国家认可的工业

机器人操作调整工（中级、高级）

证书。”记者从常锋处了解到，现

在，这类具有培训、颁发证书资

质的机器人工作室很稀缺。

事实证明，最初培养一批人

非常重要。北京现代途胜是现

代汽车旗下最畅销的 SUV 车型

之一，自 2005 年问世，在全球范

围内累计销量已经超过700万辆

（统计截至2021年1月）。

2019年10月，北京现代立项

决定于2020年10月在北京现代

二工厂生产途胜 L，需要对工厂

生产线进行整体改造。结果，立

项没多久，2020 年初发生了疫

情，导致外国技术专家不能按约

来进行生产线改造。

常锋介绍说：“以前改造生

产线的都是国外的机器人企业，

由他们来调试，核心的环节不让

我们参与。碰上疫情，国外的机

器人企业来不了人。当时，公司

就提出：‘这个事能不能我们自

己来做？’”

常锋坦言，因为没有做过工

业机器人生产线改造，自己当时

也没有把握，但考虑到新车上市

节点，公司处在进退两难的境

地，他和团队决定迎难而上。“这

是一个高难度项目，只能说尽全

力去做。”

改造项目于 2020 年 3 月启

动，在保障原有旧的生产线正常

生产汽车的同时，常锋带领团队

开始闯关。“十几个人，每天都在

不停地、反复地编程、验证和线下

测试。学着、做着，克服了特别多

的困难。虽然很累，但特别充实，

这个项目让我们成长很快。”

“当时，最难的是让机器人

互相认识。生产线上有很多机

器人，最多同时有 5 台机器人围

成一圈协同作业，一起制造车的

整体顶盖，一共 48 秒把活干完。

但如何让它们相互认识，保证谁

先干谁后干不发生碰撞？我们

用了各种方法来测试，最终导入

完全正常，它们保证以 0.1 秒以

内的精度进行协调工作。”常锋

谈起生产线的改造眼睛里带光。

历时 5 个多月，常锋带领团

队于2020年9月23日完成测试，

同年10月13日设备正式安装和

程序导入完成，途胜 L 汽车如期

进行生产。“今后有类似的汽车

生产线改造，我们就可以独立完

成了。”常锋说。

回忆起那段时间，常锋用“痛

并快乐着”来形容：“我们队员都

觉得，这个活儿干得值，收获的东

西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实际

上，常锋和他的团队不仅成功完

成对生产线的改造，而且为企业

节省了大量的改造费用。

虽然获得了很多奖项，但常

锋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成就而

止步不前。“前段时间，我一直在

想，工作了这么多年，做了这么

多东西，没有一个能拿出手的技

术汇总。下一步，我计划着，把

我入职到现在做的很多项目收

获汇总起来，出几本书。实际

上，我现在已经写了两本。”

除了写书，常锋正在自学

Python（计算机编程语言），以及

人脸识别相关技术知识。“工业

机器人只能算是自动化，称不上

智能制造。智能制造需要把大

数据引进去，引入大数据，就需

要扩展更多专业的知识。”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这是陪伴常锋多年

的座右铭，他觉得李白诗中的

“长风”就是他自己。在解释这

句诗时，常锋多次提到“要做好

准备”。“总有一天你会实现自己

远大的抱负，但你得做好准备。

当机遇来临的时候，把握住机

遇，实现自己的理想。”常锋说。

“教会徒弟，饿不死师傅”

常锋介绍说：“我给每个工业机器人都做了台账，相当于医生的病历。”

2017～2021年，常锋工作室的团队成员每年都获得北京市机器

人竞赛的第一名。

科技研发带头人系列报道

经过对机器人的数次拆装学

习和研究，常锋迅速成长。2015

年，他发明的机器人伺服电机维修

盒，将最常出现的电机故障的维修

时间从原来的两三个小时缩短为

20 分钟，极大优化了设备维修效

率，改变了机器人维修需要依赖国

外厂家的难题。

这项发明的背后与常锋爱思

考、爱钻研的特质有关。“每天拿公

司的工资，我经常想，我能做哪些

对企业有意义的事。”

一个机器人至少包含六七个

电机，每个电机的均价在 2 万～3

万元。遇到电机故障，更换不仅要

暂停生产，费时费力，而且成本也

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时，缩短更

换时长、延长电机使用寿命成了常

锋迫不及待想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常锋将更换下

来的旧电机进行了拆解，对拆解的

各个部分逐个分析，发现旧电机与

新电机里面的伺服电机编码器的

储存元件是一样的。他查询机器

人电子资料发现，该元件具有恢复

出厂设置的功能。

对于这一发现，常锋很是兴

奋。此后，他开始一遍遍地进行试

验，经过半年时间，用最基础的元器

件组装，研制出一个只有十几厘米

长的“快速维修盒”。“我把电机维修

盒子接到电机上，直接一启动，5秒

钟就把电机里面编码器的数据全部

清除了，类似于手机恢复出厂设置，

这样就相当于变成一个新电机了。”

常锋的同事刘迪分享了电机

维修盒的发明过程：“以前正常情

况是机器人坏了更换伺服电机，至

少得两个小时，对生产线影响特别

大。后来，常锋自己分析，这个电

机到底是什么故障。拆解了几台

报废电机后，他发现没有硬件问

题，只是编码器里有个模块总是数

据溢出，导致整个电机故障，于是

他自制了这个维修盒子。”

电机维修盒的出现大大降低

了工业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到底

节约了多少成本？记者了解到，更

换一个电机需要花费数万元人民

币，但一个维修盒子却只要300元

的成本，还能反复使用。

“仅仅是车身一工厂，从最早

每年在机器人维修上的投入就将

近2000多万元，到2017年、2018年

的时候，每年投入100万元。”常锋

算了一笔账，“另外，故障率方面，

2011 年工厂整体的运转率能到

80%就不错了，到 2018 年、2019 年

时，运转率能到94%以上。”

常锋发明的机器人伺服电机维

修盒在内部引起了很大轰动，现代

汽车的保全部长知道后，将这个维

修方法向现代汽车各个工厂进行了

案例分享和推广。常锋在公司名声

大噪，大家很快就知道公司有一个

叫常锋的小伙子，设计了一套电路

图，解决了机器人维修的难题，改变

了依赖机器人厂家技术援助的被动

局面，让工厂生产车间实现了独立

自主，自主把控生产和维护。

这项极大节省成本的发明后

来在现代汽车20多家工厂得到了

推广，同时还获得了国家专利。“我

们集团很多企业都在用这个维修

盒。”常锋介绍道。

发明了伺服电机维修盒后，常锋

在设计的路上一发不可收拾，他逐渐

从机器人维修师成长为机器人设计

师。这种成长也让一批原本应该退

役的机器人得以获得第二次生命。

2017年，北京现代推进了报废

机器人改造再利用项目，趁此机

会，常锋将报废的机器人重新用于

冲压自动化清洗、机器人培训中心

建设、机器人舞狮和打乒乓球等各

项创新项目，降低了废旧机器人的

处理成本及新机器人的安装成本。

“有的机器人使用到一定年

限，减速器磨损，精度偏差就达不

到造车的要求了。不能用来造车，

扔了又浪费，于是，我们想着通过

改造老旧机器人替员工做一些比

较繁重的工作。比如，我们在清扫

模具时，都是靠人背着高压水枪去

清洗，同事跟我说特别累，清扫一

个模具浑身都是汗。这时我就想

起来，能不能用工业机器人来替人

洗，因此我们专门建了机器人清扫

区域，用机器人清洗模具，又快又

干净。”常锋告诉记者。

发明“伺服电机维修盒”
这项极大节省成本的发明后来在现代汽车20多家工厂得到了推广，同时还获得了国家专利。

本报记者 路炳阳 北京报道

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运营

满一年。一年来，中老铁路累计发

送旅客850万人次、货物1120万吨，

下一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铁集团”）将全面总结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一年来的经验，

具备条件后开行中老铁路跨境旅客

列车。近日，国铁集团发布中老铁

路“成绩单”，显示上述内容。

客运方面，中老铁路“复兴号”

“澜沧号”动车组成为沿线城市民

众出行首选。中老铁路国内段，日

均开行客车42列，单日最高开行65

列、发送旅客达5万人次，累计发送

旅客720万人次；实行多语种服务

和计次票、定期票新型票制，在 11

个车站推出空铁联运产品。

中老铁路老挝段，日均开行客

车 6 列，单日最高开行 10 列、发送

旅客近 8200 人次，累计发送旅客

130 万人次；陆续开通嘎西、孟阿、

纳磨等客运站，办理客运业务的车

站由开通初期的7个增至10个，实

现了动车组与普速列车共线运行。

货运方面，中老铁路开通一年

来，单月货运量、跨境货运量等指

标屡创新高，2022年10月较开通首

月分别增长约3.5倍和4倍，发送跨

境货物累计超过190万吨。随着万

象南站换装场建成，中老泰铁路实

现互联互通，全线已开通14个货运

站，建成泰国曼谷、林查班和越南

胡志明市、海防等城市海外集装箱

还箱点。

目前，昆明至万象最快26小时

货运直达。创新“中老铁路＋中欧

班列”“中老铁路＋西部陆海新通

道班列”国际运输模式，开行定点、

定时、定线、定车次的中老“澜湄快

线”国际货物列车，跨境货物列车

由开通初期的日均2列增加到目前

的日均12列。

国铁集团公布的数据显示，中

老铁路开通运营一年来，从老挝万

象前往北部重要旅游城市琅勃拉

邦，85%的游客选择乘坐火车，推动

了沿线旅游经济发展。同时中老铁

路还推动了沿线资源开发，老挝铁

矿石、木薯粉、橡胶等产量分别新增

180 万吨、200 万吨、100 万吨。目

前，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已覆盖老挝、

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柬埔寨、越

南、孟加拉国、新加坡等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货物品类由开通初期的

化肥、百货等10多种扩展至电子、

光伏、冷链水果等1200多种。

国际联运其他线路方面，2022

年前 10 个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37 万列，发送货物 132.9 万标准

箱，同比均增长9%。绥芬河、满洲

里、二连、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等铁

路主要口岸运量屡创历史新高。

以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

有限公司为例，今年以来，该局集

团公司两个铁路口岸阿拉山口和

霍尔果斯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

1.1 万列，同比增长 11.2%，中欧班

列开行线路通达 19 个国家和地

区。前10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海

铁联运集装箱班列发送货物 62.1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1%。

国家铁路货运量方面，今年前

10 个月，国家铁路货物总发送量

32.5亿吨，同比增长5.97%（详见中

国经营网 2022 年 10 月 17 日报道

《前三季度铁路货运增速超6% 客

运量 13 亿人次下降超三成》）。

2022 年全年国家铁路货运目标为

39亿吨左右，同比增幅5%左右，前

10 个月国家铁路货运量已经完成

了全年目标值的83.33%，实际增速

超过了目标增速。

国铁集团人士对《中国经营

报》记者表示，国铁集团充分发挥

全国铁路集中统一调度指挥优势，

克服疫情对运输的影响，当前全路

货运保持良好增长势头，2022年铁

路货运量增幅有望回升，增长幅度

在5%～6%。2017～2021年国家铁

路货运量增幅分别为10.1%、9.3%、

7.8%、4.07%和4.0%。

中老铁路 2021 年 12 月 3 日全

线开通运营。线路北起云南省昆明

市，向南经玉溪市、普洱市、西双版

纳自治州，过中国磨憨铁路口岸和

老挝磨丁铁路口岸，进入老挝北部

地区，继续向南经琅南塔省、乌多姆

赛省、琅勃拉邦省、万象省，到达老

挝首都万象市（详见中国经营网

2021年12月3日报道《中老铁路开

通 全线由国铁昆明局运营维护》）。

中老铁路是国铁集团自2016年

以来推动的9个“铁路走出去”项目

之一，目前已完成2个，上一个完成

项目为2020年10月25日开通运营

的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剩

余7个项目分别为雅万高铁、中泰铁

路、匈塞铁路、俄罗斯莫喀高铁、新马

高铁、两洋铁路和美国西部快线。

其中，雅万高铁于今年11月16

日试验运行圆满成功，开通在即；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贝泽、泽巴段左

线已开通运营；中泰铁路正在快速

推进。剩余4个项目，新马高铁和

美国西部快线分别于 2018 年和

2016 年被马来西亚政府和美国企

业终止，俄罗斯莫喀高铁和两洋铁

路没有进展。

中老铁路一周年货运量增长近4倍 将适时开行跨境旅客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