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荫随着对“外骨骼机器人”使用方法的进一步掌

握，林寒能够较为熟练地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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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国缘 V9 清雅酱香”冠名的高铁

列车从上海站疾驰而出，在这家国同庆的中秋

国庆之际，借助中国高铁速度，将国缘 V9 清

雅酱香的芬芳，飘香五湖四海，为千家万户满

上一杯团缘酒。

今世缘酒业上海营销中心总经理张晓东、

华铁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杜劲松等领导

嘉宾莅临本次首发仪式，共同见证“国缘 V9
清雅酱香”高铁冠名列车启程。

张晓东在首发仪式上致辞表示，今年是今

世缘“十四五”开局之年，更是百亿新征程起步

之年。“国缘 V9 清雅酱香”号高铁从上海出发，

是今世缘在更新旅程、更高目标下的华丽启

程。今世缘人将以勇于跨越的精神、求真务实

的作风、奋力拼搏的勇气，共同谱写酒缘大业

崭新篇章，为国家和社会贡献今世缘力量。

杜劲松表示，新媒体时代，“酒香也怕巷子

深”，华铁传媒很荣幸为今世缘搭建一个优质、

理想的宣传平台，实现国缘 V9 品牌传播的最

大化，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了解，以中国速度

助力品牌驰骋九州。

“成大事，必有缘”。国缘 V9 积极抢抓高铁

这一国家级宣传阵地平台，树立品牌高端形象，

将国缘V9清雅酱香的品类特性和产品特点，通

过车身、海报、行李架、语音播报等数十种媒体，

向目标消费人群实现了长时间、全方位、场景化

的品牌信息输出，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从上海

出发辐射长三角，走向全国和世界。

自 2019 年“国缘 V9 清雅酱香”在江苏南

京上市以来，短短两年时间获奖无数，好评如

潮，被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称为酒行业

的一次“地震”，更被誉为“中国白酒个性化表

达的创领者”。在 9月 10日中国酒业流通协会

举办的“华樽杯”上，“国缘 V9”荣获“2021 年度

华樽杯全国十大爆款新品名酒品牌”，并以

271.2 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全球酒类产品百

强。

从传统酱香中脱颖而出的“国缘 V9”愈发

耀眼。今年上半年国缘 V9 的销售业绩已经超

过 2020 年全年，发展势头十分强劲，销售业绩

增长迅猛，这与其卓越的产品品质分不开。国

缘 V9 清雅酱香是历经 20 余年科研攻关，终于

攻克了传统酱香白酒工艺创新难题，突破了传

统酱香型白酒酿造工艺、生产方式及产地限

制，从酿造用曲、微生物及生产方式上进行了

开创性研究，实现了酱香型白酒的自动化、智

能化生产。独创“色如黄钻、清雅飘逸、细腻柔

滑、舒适自然”四大舒适体验，并以“慢醉，快

醒，舒适，留香”饮后四绝，引领中国高端白酒

再升级，被誉为“酱香新经典”。经中国酒业协

会团体标准审查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了《清雅

酱香型白酒》团体标准（T/CBJ2107-2020），为
引领和加大清雅酱香型白酒在行业的推广与

应用提供了标准支撑，也为酱香型白酒品质风

格创新优化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举杯国缘 V9，奋进新时代。伴随“国缘 V9
清雅酱香”高铁冠名列车纵横驰骋，今世缘将

借中国高铁的东风，实现品牌建设提速，让国

缘 V9 清雅酱香飘香万里。

开启国缘V9新征程

“国缘 V9 清雅酱香”号冠名高铁在沪首发

（长篇连载之一百四十二）

王建明：动力大王的传奇故事
我重点向各位介绍的是玉柴“九五”期间

经历的调整。

“九五”期间，玉柴的调整有管理调整和产

品调整两大重点。管理调整的核心是提高产品

的可靠性。玉柴于 1992 年为迎接复关的挑战，

在全公司范围开展了大讨论、大动员，在质量意

识、思想观念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开展了一个

产品可靠性三级跳系统工程。计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实现 3万公里无故障，第二阶段实现

10万公里无故障，第三阶段实现 30万公里无故

障。以这个系统工程为核心，横跨“八五”和“九

五”，玉柴一直在进行管理的调整和整顿。应该

说，在“八五”期间，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第二阶段

的目标，无故障间隔里程达到 8~10万公里。“九

五”期间玉柴连续打攻坚战，从 1985年到 1990
年，围绕 30万公里无故障这一目标来做工作，

现在平均无故障间隔里程已经达到 20 万公里

以上。围绕可靠性三能跳系统工程，我们开展了

一系列相关的子系统管理工程。

管理调整的第二个方面是贯标。玉柴对

ISO9001 标准的贯彻非常认真，它有效地抑制

了随机故障和系统故障，对产品质量的提高起

了很重要的作用。

“九五”期间，玉柴在产品调整方面下了大

功夫。首先对 6105 机作了调整。此机在“八五”

期间成功地改造为 6108 柴油机，功率从原来

的 143 马力提高到 160 马力。“九五”期间又请

FEV 公司对 6108 作了进一步改造，功率增大

到 210 马力，排放稳定达标欧 I，去年年末已经

过验证。6108 现在又在做第三次改进，这一次

的目标是把功率提高到 260 马力，不电控排放

达到欧 II，同时做好四气门的设计，增加高压

共轨排放达标欧芋。不电控达到欧芋标准的实

现时间为 2000 年年末，大约再花一年半至两

年时间实现上述全部目标。

产品调整之二是改造 6112 柴油机。6112
是福特公司 1985 年投放市场的重型柴油机，

1985 年开始生产，至 1991 年停产，在美国的

保有量为 30 万台。福特生产 6112 的原厂,
1992 年被玉柴买下，包括全部软件、硬件、铸

件的模具以及专业配件的制造模具。此机原来

的特点是可靠性好、低温起动好、噪音低、排放

达到 1992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标准。买回玉柴

后，我们做了低油耗改造以及大幅度增加它的

低速扭矩。本项工作由波许、玉柴与美国西南

设计院三家紧张合作了两年，预期目标全部达

到。改进后的 6112 机在 1999 年正式问世，投

放上海后反响比较好，1999 年一年上海客车

就用了玉柴 6112 机 600 台。

6112 经过适用性改造后，于 1999 年 11 月

经由国家机械局指定和国家环保局认可的襄

樊检测基地检测之后确认排放达标欧玉。

6112 柴油机正在进行的改造，是把最大

功率自 270 马力提高到 330 马力，2000 年内

实现不电控排放达标欧域，一年半以后完成四

气门加高压共轨和电喷的改造，目标是排放达

标欧芋。

1999年，玉柴还完成了 6108天然气与柴油

双燃料样机，完成了 6112 电控样机（国内方

案），完成了自己开发的 6108四气门试验样机。

除此之外，玉柴还与荷兰公司商定了 CNG、LPG
单燃料发动机的合作开发计划，这个计划特别

突出了关键零部件国产化问题，为的是使这一

先进技术在中国真正具有使用价值。

1999 年玉柴在发动机的出口上出现了一

个较大跃增。在此之前，玉柴的出口主要是小

型挖掘机，发动机特别是车用机长年出口数量

没有突破过 100 台。1999 年玉柴 6108 柴油机

的出口跃增到 1300 台，主要是出口古巴、越

南。面对未来，玉柴下一步的一个主战略是打

出口战。国内的市场已越来越小，二十一世纪

号称中国的世纪，外国人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大

市场，我们应当还它一个对等，这样才既公道，

又主动。玉柴非常愿意和客车整车厂、载重车

整车厂共同商讨出口大计。本月 26、27 日，玉

柴出口工作会将在北海召开。我曾经听到一个

兄弟厂说已经有 3000 台客车的出口计划，我

许了个诺，我们在期、量、质三个方面保证满足

整车厂的一切要求，对售后服务问题，我们保

证做到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即做到车子没有

到，我们的零部件、人员和培训先到。

对于客车低底盘的问题，我非常愿意在这

次会议上听取大家的意见，必要的话，我们紧迫

增加卧式发动机，以配合低底盘客车的生产。

我诚邀各位领导和代表到玉柴视察，请大

家给予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在 2000 年技术服务工作年会上
的讲话
渊2000年 3月 11日冤

还是八股文吧，从态势讲起，再讲对策，然

后讲对策细分。当然，我们是企业，讲态势不会

讲国际形势，也不会讲国内形势，只能是围绕

我们共同创办的玉柴事业来看一下市场的状

态和走势，叫做态势。

回忆过去，1989 年玉柴曾对态势作了一

个分析，由于比较准确，全年就主动。态势的把

握是重要的。玉柴现在的态势如何？我觉得可

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就是“生机涌动、商机

涌现、竞争迭起、催我奋进、逼我外向”。

生机首先是来自社会的进步，来自正确的

政策导向之下的市场需求。我们国家是在进

步，比如在去年终于通过了“费改税”，还有就

是近年来对环境保护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国家通过立法，通过监督，使人感觉到环保要

求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是国家进步的标志，

是民族进步的标志。“费改税”、讲环保这一类

正确的、进步的要求，为玉柴带来了涌动的生

机。“费改税”后，靠小马拉大车，靠超载，靠标

定假吨位，明明是 5 吨车，非要把它搞到 1.9
吨；什么 10 吨标 8 吨，8 吨标 5 吨，5 吨标 2

吨，2 吨还不行，有的还标到 1.75 吨，像这种故

事恐怕不能再讲下去了。“费改税”之后，长途

运输成本要降低，只能依靠重型车，重型车的

吨位越大，功率越大，运输的成本相对来说越

低，这一要求吻合玉柴发动机功率不断提高的

优势，吻合玉柴发动机近几年所作的工作和准

备。讲环保，吻合玉柴近年来在发动机尾气排

放方面一直在做的努力，我们的 8 个机型现在

已经达标欧 I，这是由国家机械局和环保局联

合认可的权威机构检测认定的。就如我们说玉

柴的 6112 早在 1991 年就达到 1991 年美国加

州排放标准，是有加利福尼亚专职机构检测报

告为凭据的，又如我们宣布 6108ZQB 和

6108ZQ 达标欧 I，是有德国专职检测机构检测

报告为凭据的。什么意思？说的是玉柴的达标

是能够负责的达标，是真正的达标。

第二叫商机涌现。对玉柴而言，今年出现

了“四大跃增”的可能性，一叫重机跃增，二是

轻机跃增，三是出口跃增，四是通机跃增。玉柴

重机经过了 7 年之久的努力，1999 年进入了

稳定产销的状态，上海公交和柳州汽车厂为我

们在客车跟载重汽车方面撕开了市场的口子。

现在形势很好，德国的泵、巴西的毛胚供不上，

造成产品脱销、用户排队。今年 6112 从 1000
台可以跃增到多少，现在保守的估计应该是

4000 台，如果是大家齐努力，在各个方面，特

别是在根系的变虚为实方面，工作卓有成效，

重机也可能跃增达到 6000 台。这是重机跃增

的可能性

轻机在作了几年的准备后，今年 4110、
4110 增压、4108 这些机子也会逐步进入稳定

的产销状态，跃增自呈必然。

去年玉柴的发动机出口实现了大幅跃增，

历史上，玉柴发动机每年出口从来没有超过

100 台，去年跃增到 1300 台，在古巴、越南市

场撕开了口子，在中东、非洲及东南亚其他国

家都有非常积极的反响。这个月底，埃及的一

个非常重要的代表团要拜访玉柴，探讨我们的

发动机进入中东和非洲 21 国的可能性。

渊此文系本报整理袁待续冤

当下，在未来赛道的布局上，成都正围绕

未来前沿技术，在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等 15 个

新赛道进行战略布局，塑造未来竞争优势。

近年来，随着分级诊疗、医疗保险等国家

政策对康复医疗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康复医

疗产业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当康

复医学与人工智能结合，将在未来赛道创造怎

样的奇迹？成都市科技企业布法罗机器人科技

公司（以下简称“布法罗”）给出了答案———通

过自主创新，研发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穿

戴设备，实现患者康复训练的实时数据监测。

近日，记者从布法罗获悉，由该企业自主

研发的“外骨骼机器人”已经完成再次智能化

升级，即将投入使用。新产品将搭载智能化系

统，实时监控患者的训练状态，收集的数据将

帮助医生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的康复方案。

从实验者到测试员
外骨骼机器人助截瘫小伙重新
站起来

2013 年 12 月，25 岁的林寒因为一场意外

双下肢丧失行动能力。之后的几年，他虽然不

断辗转于全国各大医院寻求康复治疗，结果始

终不尽如人意。

2015 年，在家人的鼓励下，林寒开始到医

院接受正式的康复治疗。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

心训练时，医生告诉林寒，电子科技大学研发

出了能让瘫痪者站起来走路的设备，正在医院

招募穿戴实验者。于是，林寒毅然报名参加，成

为第一位成功穿戴布法罗外骨骼设备的截瘫

患者。

经过不断摸索、尝试和练习，林寒奇迹般

地站了起来，随着对“外骨骼机器人”使用方法

的进一步掌握，林寒甚至能够较为熟练地行

走。同时，他也从最初的实验者成为了布法罗

产品的长期志愿测试员。

2015 年，在全国第九届残运会暨第六届

特奥会开幕式上，林寒作为火炬手，借助外骨

骼机器人成功从轮椅上站起来，一步一步，用

双脚完成了火炬传递。那一刻，让无数截瘫患

者看到，站立行走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穿戴更加便捷安全
智能化系统实时监控康复状态

科技在不断创新进步。日前，记者从布法

罗了解到，结合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外骨骼机

器人已经实现了提档升级。新一代外骨骼机器

人不仅穿戴舒适性比以前更好，同时还搭载了

智能化系统，可以实现患者康复训练的实时数

据监测。

通过康复器械，可以实时监控患者康复状

态，左手右手智能一键切换、三维六自由度虚

拟增强训练、减重状态下踏步训练……走进布

法罗的科技实验室，几个矗立着的康复器械，

有点像我们平常在健身房使用的健身器材，却

又与众不同，每一个连接处都与我们的人体运

动相吻合。

“本次最新面世的布法罗康复机器人一共

有三款，分别为：上肢康复机器人、下肢智能反

馈训练系统、上下肢主被动训练系统。主要投

放在医院、医疗机构以及养老机构等场所。”据

布法罗机器人技术人员介绍，每一款机器所针

对的领域与效果各异，可根据使用者的实际情

况提供更为有效的康复帮助。

记者了解到，本次三款机器人可以通过智

能化系统，将康复治疗过程与康复医师进行联

动，通过压力传感器、编码器、扭矩分析算法等

方式，实时监控患者训练状态，以达到精准康

复的效果。评估的数据可指导康复师对被动训

练参数的设定，多次产生的评估数据还可以更

直观地展示康复的进展。

在每次测试完后，林寒都会以一位用户最

直观的感受为设备提出改进意见。对于第三代

康复机器人，他认为在穿戴便捷上做了很多优

化，自己一个人从轮椅转移到外骨骼上，穿戴

完成只需要几分钟时间。和他相同受伤部位的

患者都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安全性上也增加了

一台安全支架，高位截瘫偏瘫患者都可以使

用。

在布法罗工作的 5 年间，林寒见证了康复

机器人产业的一步步壮大与相关科技产业的

一次次进步。“外骨骼机器人对于我们脊髓损

伤患者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以前受伤后只能

长期坐轮椅或者躺床上，就算有一些支具能帮

助我们站立，都没有像外骨骼机器人一样以一

种拟人化步态正常行走康复训练。随着科技的

进步，我觉得外骨骼机器人以后可以不光让患

者走起来，未来患者一定可以跑起来。”林寒

说。

第五代机器人已经进入研发
把产品逐步引入社区家庭

2015 年落户至今，布法罗公司已经在成

都天府新区度过了 6 年，从布法罗外骨骼原理

样机 V1.1 诞生，到 V2.1、V3.1、V5.0，布法罗康

复机器人不仅帮助林寒成功完成了第九届残

奥会火炬传递，也帮助许许多多因为患病而失

去了运动能力的人重拾希望。

“2010 年，布法罗创始人程洪教授从海外

回到成都，加盟电子科技大学任教。在八一康

复中心，程洪教授看到不少残疾人，这给他带

来很大触动，由此有了创业的想法。”布法罗执

行总经理范新华表示，当时国内相关领域的研

究还是一片空白，但既然创始团队掌握了相关

技术，再背靠电子科技大学强大的研发实力，

团队完全可以借助外骨骼机器人技术，实现科

技服务社会。

研发攻关中需要克服很多难关，一切都要

从零开始。没有任何参考，布法罗团队只能通

过研发人员对外骨骼功能的理解，一步一步搭

建起完整的系统平台和核心算法。功夫不负有

心人，2013 年研制出样机，2015 年研制的第三

代外骨骼机器人实现了在患者身上的穿戴测

试，这是国外外骨骼机器人研发周期的 1/3 甚

至 1/6。
但这还远远不够。“攻克技术难题后，我们

加速推进产业化进程，成立布法罗，把技术转

化成产品推向市场。目前，我们的多款产品已

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认证。布法罗

一定要做出让老百姓用得起的普惠产品。”范

新华说道。

从一个产品到十几个产品，从信息孤岛变

成数字互联、可视智能的一套系统……目前，

布法罗的技术已在国内多个医院落地应用，赢

得市场口碑的同时，也正在让越来越多的患者

享受到精准康复给生活质量带来的巨大提升。

“我们正在研发第五代外骨骼机器人———

利用人机交互技术实现用大脑意识控制机器

执行指令，实现精准康复。”范新华表示，接下

来，布法罗将进一步完善产品布局，并将根据

市场需要，逐步把产品引入社区甚至家庭，让

更多残疾人、老人真正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便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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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造”外骨骼机器人完成智能升级即将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