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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高端制造 推动国产替代 为进一步深化晋川两省在先进装备制造及智能制造领域的合

作，日前，山西省投资促进局组织多家企业代表前往成都，举办晋

川智能制造合作交流推介会，并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对接活动。

对接会介绍了山西省在资源禀赋、区位优势、要素成本、营商

环境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山西 16 条产业链和 37 个专业镇的发展

情况，展示了山西在发展智能制造产业的巨大合作潜力。来自两省

的 500 余家企业代表、业界精英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一同探索高

端装备制造及智能制造的新机遇。

推介会期间，省投资促进局相关人员还与大陆希望集团、希望

深蓝空调制造有限公司、四川望江风机制造有限公司等四川智能

制造领域的优质民营企业进行了深度交流，并诚挚邀请企业来晋

考察对接。 温雅

近年来，安徽省庐江县大力推进“科技局+科创中心+科创公

司”三位一体的县域科创生态体系建设，有效促进科技创新工作，赋

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春伊始，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庐江

县低碳能源新材料研究院正式挂牌。这标志着庐江实现了从产业发

展向产业创新发展的转变，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向研发创造攀登的

转变，新能源材料产业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转变，将切实提升庐江

在全国新能源产业中的优势地位。

“国轩高科低碳能源新材料研究院围绕动力及储能电池材料产

业链共性关键技术、新能源材料智能制造两个技术方向，开展技术攻

关和成果孵化。”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庐江材料基地总经理吴升友介

绍，“研究院必将成为推动新能源材料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引

擎，为实现‘双碳’目标和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下一步，庐江县将继续整合全县科创资源，优化科技企业孵化

载体空间布局，加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抓实科技招商和成果就

地转化，围绕县主导产业开展成果落地转化，为实现科技创新引领

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贡献。 钱良好

山西举办晋川智能制造

合作交流推介活动

当 DeepSeek 最新大模型的推出再一次极大提升了人们生活与

工作的便利程度，当世界最受关注的科学奖项———诺贝尔奖的物

理学奖、化学奖授予了人工智能（AI）研究人员，当我们日益发现 AI
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当孩子们开始接受 AI 作为他们的老师、年

轻人开始将 AI 当作伴侣……我们渐渐意识到，那些曾经只存在于

科幻片中的场景已经真切地走入现实生活。AI 开始与人类畅谈、回

答人类的一切问题、帮助人类做决策、给予人类情感陪护……人工

智能正在成为人类的“外接大脑”与“机器义肢”，在工作与生活的

各个场景与人类深度链接。

我们似乎越来越离不开 AI。自 DeepSeek-R1 上线以来，由于访

问量快速上涨不时出现过载现象。在小红书、豆瓣、知乎等社交媒

体平台上，不少用户因 AI 服务中断而心生不适：“失去 AI 的几小时

就像断了胳膊腿一样难受，话也写不通顺了，只能不断刷新页面祈

求快点恢复”。AI 伴侣应用 Replika 因停止了对用户的“浪漫回复”，

导致很多长期用户感到焦虑、抑郁。从认知到情感，一些用户开始

患上“AI 过度依赖症”。

这给我们带来一个关键的问题：“AI 合理使用”与“AI 过度依

赖”的边界在哪里？过度依赖的形成，意味着个体掉入了“无 AI 不

能”的怪圈，逐渐习惯于“事事找 AI”，将自身的决策权力、思考能力

乃至情感寄托让渡于 AI，甚至忽视或放弃对 AI 反馈的监督和批

判。与之相对，合理使用 AI 倡导一种理性且负责任的用户参与，人

类保留关键决策权，根据 AI 能力使其辅助参与决策，并对其反馈进

行监控和修正。遗憾的是，每一项带来伟大变革的技术总是让人类

面临逐渐沉迷的风险。从电视依赖、智能手机依赖到人工智能依

赖，技术乌托邦的吸引力呈现出相似的逻辑，但必须承认，从未有

任何一项技术像 AI 一样，如此彻底地接管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意味着，“AI 过度依赖症”将给人类带来更大的风险与挑战，亟需

社会各界的警醒与重视。

于个体而言，“AI 过度依赖症”很可能导致人类的认知力、判断

力、创造力、感知力逐渐萎缩。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认知功能就

像肌肉一样，需要通过锻炼才能维持。如果个体习惯于借助大语言

模型、智能助手获取答案，将导致“大脑”逐渐懒惰、贪图“立等可

取”的舒适圈，从而失去思考问题的动力，并养成如 AI 般“模版化”

的思维习惯。此外，长久地过度依赖 AI 将使人类的认知系统失去

除“AI 数据库”之外的养料，这会导致失去对 AI 生成内容的判断

力，并轻易地将 AI 的答案奉为圭臬。从这个意义上说，“AI 过度依

赖症”将从根本上导致人类思维深度浅表化、思维边界狭窄化和思

维僵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对 AI 的过度依赖，将使那些经由人类想象与

探索、依靠时间酿造与沉淀的创作任务被转交给 AI。当人类的创造

性因与 AI 竞速而失去用武之地时，我们验证自我价值的内在需求

也将被逐渐消解。在工具性依赖之外，人类也有可能形成对 AI 的

情感性依赖。不加节制的情感依赖将替代或切除人类对社交关系

的真实感知，引发对人际情感的逃避与排斥。

当然，对“AI 过度依赖症”风险的揭示不意味着要陷入“新技术

恐惧”之中。面对人机共生时代的种种隐患，只有敢于问诊并开出

药方，才能让 AI 为人类所用，向良善而生。“AI 过度依赖症”的有效

药方，既需要政策法规的介入，亦需要个体层面的理性参与。2023
年 7 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首次强

调，应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未成年人用户过度依赖或者沉迷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当前，中国等人工智能大国以及联合国这样的国际

组织均在积极参与人工智能治理。各国际行为体需要继续加强合

作，共同构建以人为本、可信任、透明和包容的人工智能未来。与此

同时，也应意识到，再有效的监管措施也难以解决个体的漠视。每

一个人工智能的使用者，都应多一点对 AI 潜在风险的认识、多一

点与 AI 保持距离的尝试，多一点向 AI 监督问责的意识，牢牢掌握

人机交互的主动权。

K 创新发展

“作为一名从事车船柴油机制造和工艺技术研

究的机加匠人，我坚守初心，不计代价、不计报酬、

不畏艰苦，默默奉献于兵器事业，用热血和拼搏践

行军工人‘心怀国之大者 打造强军利器’的铮铮誓

言……”新年伊始，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端木学龙在采访中对《科学

导报》记者坚定地说。

始终坚守在发动机科研试制的最前沿，端木学

龙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重大。为满足新时代国防装

备建设要求，他致力于突破柴油发动机重件结构的

技术瓶颈。面对试制加工效率低、质量不稳定等难

题，他毫不退缩，设计开发了众多提质增效的刀具及

工装夹具，创新了多项数控加工新方法。他的努力使

得发动机机体和气缸盖的试制效率大幅提升，一次

交付合格率达到 100%，为公司节约了大量成本。

工作 20 年来，端木学龙以厂为家、钟爱学习，

不断精进自己的技术水平，多次出色完成多领域动

力系统柴油发动机关重零部件各类技术难题、项目

攻关。他先后荣获“山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劳动模范”

“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山西省劳动模范”等，是山西

省技能大师工作室、山西省职工创新工作室领办人。

刚入职时，周围的同事都已在各自领域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初来乍到的端木学龙还摸不着头脑，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大家，他主动延长工作时

间，只为有更多的时间验证加工参数、刀具、装夹方

式。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挤出时间学习

金属、机械刀具、机械参数和行业软件等相关专业

知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日复一日的辛勤付出下，

端木学龙的业务水平突飞猛进，不仅创新了许多数

控加工方法，还设计开发了多套专用工装夹具，并

解决了多项发动机零部件的技术窄口及制造难题，

为公司生产任务的圆满完成、科研试制任务的有序

推进提供了技术支撑。

“调喷器法兰”是船用发动机关键零部件之一，该

零部件因无法正常供货，成为严重影响装备生产的一

道难题。2023 年，端木学龙组织开展了“调喷器法兰”

自主可控数控加工工艺技术研究，连续作战 3 个昼夜

完成了磨削、铣削双方案及配套工装夹具的设计开

发，又连续 10 天守在两台数控设备前，进行了 130 余

次磨削、切削试验验证，创新了“以镗/铣削代磨削”数

控加工法，最终实现了该零部件制造工艺技术的自主

可控。

“突破、突破、再突破！创新、创新、再创新！”这是

端木学龙一直坚守的原则。近几年，端木学龙分别以

“工艺师”“项目负责人”等身份完成了“钢铝双金属镶

嵌孔系精密表面质量提升工艺攻关箱体双金属曲轴

安装底孔表面质量提升工艺攻关”等 19 项工艺技术

攻关项目研究，形成 2 项公司“党员创新工程”优秀案

例，其中 1 项还被收录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动力研

究院有限公司党员创新工程示范项目优秀案例》中。

他还申报专利受理 9 项、授权 5 项，发表论文 1 篇。

作为创新工作室的负责人，端木学龙带领团队将

“创新”作为发展动力，主动作为，敢于担当。“我传授

给他们的是如何总结方法经验和申报成果，帮的是他

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带的是让他们知道今后努力的方

向在哪里、重心在哪里。”端木学龙讲述着自己在传帮

带上的“套路”。近几年，他所在的团队广泛开展各类

技术创新研究，收获了包括操作法、工艺方案、参数优

化、成果转化等在内的技术类成果 50 余项，受理专利

15 项、授权 6 项。其中多项研究使部分关重零部件的

试制效率、质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有效推动了

相关科研项目的顺利开展。

“不论‘头衔’和荣誉有多少，我只知道作为一名

军工人，要履行好强军首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只要

能为国防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就是我心所求。”端木学

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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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前不久，位于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的山西潞安太行润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太行润滑科技股份

公司”）亮出 2024 年度亮眼成绩单：完成

产量 4 万多吨，同比增长 88.19%。润滑油

销 售 收 入 达 7.7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94.96%；实现利润总额 1.6 亿元，同比增

长 329.63%。以煤制油为原料，这家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走出一条创新

引领、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

润滑油在业界有“现代工业血液”之

称，对机械设备可起到机体保护、调节温

度、延长寿命等作用。以煤制油为原料制

取润滑油更是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推

进高端油品国产化替代具有重要意义。

依托潞安化工集团的煤化工技术

和原料优势，太行润滑科技股份公司锚

定“服务高端制造推动国产替代”战略

定位，统筹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和上下游

企业，系统攻关长效汽轮机油、风电齿

轮油、长寿命工业齿轮油、燃气轮机油、

新型储能装置热管理液、浸没数据中心

冷却液等核心添加剂及配方技术，突破

了高端领域用油脂关键技术，加速推进

高端装备、新能源、数据中心、新型储能

装置运维技术革新。

中国华能河北清洁能源分公司化

德风电场，巨大的风叶随风起舞，来自

太行润滑科技股份公司的高性能风电

齿轮油为风机在极端环境温度及恶劣

工况条件下持续运转保驾护航。“风机

常处于严苛的工作条件下，从早到晚，

由酷暑到寒冬，运行环境温度低至零下

40 摄氏度，高则达到七八十摄氏度。要

使风机在如此大温差的情况下高负荷正

常运转，需要润滑油具备优越的黏温特

性。”太行润滑科技股份公司总经理张春

风介绍。我国风电主齿轮箱润滑油领域

长期以来由进口产品占主导地位，推动国

产化替代、保障高端装备用油安全势在必

行。太行润滑科技股份公司生产的风电

主齿轮箱润滑油、偏航/变桨齿轮箱润滑

油、风电液压油等已在华电集团（东北地

区）、华润集团（西北地区）、国能集团（华

中地区）、大唐集团（华北地区）等区域实

现风机挂机，平均运行 1.3 万小时。

风起“太行”，乘势而上。高端全合

成柴机油成功出口海外；三峡升船机高

黏附开式齿轮润滑剂通过等比例试验

台架试验；无人机系统用油和轨道交通

用油分别通过科技成果鉴定；太行云动

浸没式数据中心介电冷却液等新产品

发布；太行冷锋快速光亮淬火油开发完

成……太行润滑科技股份公司持续拓

展系列油品应用场景。公司副总经理刘

恒告诉笔者：“目前公司已形成生产车

用油、工业油、特种油、润滑脂及汽车辅

助油液等五大类 19 个系列 288 个型号

的产品矩阵，取得弗兰德、丹尼逊、南高

齿、大众、康明斯等国际国内主机厂认

证 25 项，在全国发展工厂直营合作门

店 300 余家，产品销售足迹遍布全国 21
个省份。”

2024 年，“太行润滑”名片愈加闪

耀。“公司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经营业绩

再创历史新高，高新技术产品实现系列

突破，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张春风表

示，企业取得优异成绩的背后，是坚实

的产业基础和强有力的创新引擎。“潞

安化工集团百万吨级煤制油项目独有

的煤制聚 琢-烯烃、煤制 CTL/PAO 基础

油等优质原料以及合成技术为我们研

发新产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高校科

研机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形成的创新

联合体则为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插上

了腾飞双翼。”

太行润滑科技股份公司分布在长

治、上海、青岛三地的创新平台联动形

成煤基合成润滑材料研究创新集群，累

计参与并承担国家重点专项 2 项、山西

省重大专项 3 项、中国科学院战略先导

科技专项 2 项等，持续为我国重大战略

需求提供润滑材料关键技术支撑。在处

于上党盆地的煤基合成润滑材料（院

士）联合研发平台，有一条特殊的走廊，

墙上挂满这些年太行润滑科技股份公司

获得的专利证书，共有发明专利 9 项（含

PCT 国际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37 项。漫

步其中，每一步都见证了太行润滑科技

股份公司的创新突破。“2024 年，公司新

增授权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此外，我们还参与起草国家标准 1
项、团体标准 3 项，新增承担国家重点专

项 1项、山西省专利转化计划项目 1 项、

中国科学院战略先导科技专项 1 项。”公

司市场研发部部长张晓军介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行云动浸没

式数据中心介电冷却液的问世，是太行

润滑科技股份公司面向未来产业取得的

又一创新成果。在上海召开的 2024 算

力产业发展大会上，由该公司参与起草

的三项数据中心液冷团体标准正式发

布，填补了我国数据中心浸没式液冷技

术相关标准的空白。

点“煤”成“油”，这“油”又变换出多

种功能，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大展身手。

“2025 年，我们将在‘干’上发力，在‘优’

上聚力，在‘新’上着力，大力加强新产品

的研发试用推广工作，以润滑材料的创

新助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张春风说。

晋帅妮

K 视点快评
shidian kuaiping

K 工匠精神
gongjiang jingshen

端木学龙：匠心出匠品的“机加匠人”

chuangxin fazhan

安徽庐江：“科技创新”
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家“小巨人”企业的创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