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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业是浙江万亿级产
业，我省具有多个万亩千亿产
值化工园区。作为全省第一个
上线运行的产业大脑，2021年，
化工产业大脑1.0版已在镇海
区上线。

记者了解到，其企业侧已
有物资联储联备、产业地图、安
全生产、能耗管理、咨询服务、
设备管理与工业APP等14个
应用场景上线至浙江政务服务
网。政府侧则有产业总览、园
区管理、产业运行监测、安全总
览等10个应用场景上线至浙
政钉。

累计访问量超3万多次，业
务办件量、日均活跃用户量均

领跑行业大脑。这是化工产业
大脑企业侧上线以来取得的成
绩。是什么让它受到“万千宠
爱”？其秘诀就是切中企业“痛
点”。

除了占用资金较多的备件
存储，化工企业关于产品运输
和安全生产这两大“痛点”，在
化工产业大脑中也都有了针对
性的解法。

“化工产品的运输，也能像
货运‘滴滴’一样，让企业在大
脑平台发起需求，自动匹配附
近空闲的专用化工运输车辆”，
负责化工产业大脑系统建设的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赵明席介绍说。

在大脑平台的企业端安全
生产界面，记者看到，一家化工
企业的某个缸体运营图上波动
较大，大脑自动发出了预警，提
示企业进行安全检修。不仅如
此，大脑的故障诊断专家系统
还会给出一些故障原因和检修
建议，供企业参考。

“目前化工产业大脑上的
设备管理功能，以设备和资
产管理、设备运行管理和设
备维护管理为核心，覆盖了
重要设备的全生命周期。”赵
明席说，这相当于为化工企
业配备了智能“安全管家”，
实时在线“紧盯”着各项设备
指标的运行。

为企业释放现金流占用70%、提升采购效率60%、降低采购成本20%

化工产业大脑，打造产业发展“最强大脑”
从揭榜挂帅，到呱呱坠地，半年时间里，他们让一个行业“产业大脑”从蓝图变为现实，并一举荣膺宁波市首批数字化改

革“最佳应用”。化工产业大脑，就是这样一个励志的创新故事。
去年6月，省经信厅公布首批行业产业大脑建设试点“揭榜挂帅”项目名单。30个行业产业大脑中，宁波将牵头建设5

个。其中，化工产业大脑由宁波市牵头，11个设区市联合共建，镇海区具体承担。
记者了解到，化工产业大脑目前已完成顶层设计，并于日前进行了试运营。目前，浙江省内52个化工园区中，已有22个

接入化工产业大脑，占全省化工园区总量的42.3%。

未来将有
更多应用场景上线

就像一根链条、一座桥梁，化工产
业大脑强化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产
业间、政府间、企社间的连接与协同，也
促进了市场资源要素的畅通流动和配
置优化，打破了产业领域的数字壁垒。

镇海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化工产业大脑，不仅仅是连接政府与市
场的桥梁，也是全面掌握、分析、研判、
预警的“智慧大脑”，一个可以描绘经济
运行态势、洞察产业链情况，多维度展
示产业信息、各区域产业和企业的行业
趋势，辅助政策落地、产业发展的“最强
大脑”。

它以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
和“1+N”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充分
汇聚企业侧、政府侧有关数据，在企业
侧重点围绕产业生态、新智造应用、共
性技术三大方向设计开发应用场景；政
府侧主要围绕政府对化工企业监督管
理和分析评估的业务需求展开设计。

“政企协同、开放赋能、生态创新、持续
发展”，是化工产业大脑的建设目标。

未来，化工产业大脑还会给我们带
来哪些期待和惊喜？

“随着园区接入数量的不断增加，
未来化工产业大脑将有更多的应用在
平台上线。”镇海区经信局数字经济发
展科科长余雷鸣告诉记者，今年将初步
完成全省所有园区平台升级。以政府
端为例，接入园区数据后，政府部门不
仅能看到全省化工园区的地理位置、产
值、能耗、碳排放等园区、企业的详细数
据，还能够通过描绘精细的园区画像，
构建园区指数模型，对全省园区进行全
方位的评估和监管，为产业发展和政策
制定提供依据。

余雷鸣说，未来化工产业大脑还将
继续“升级”，接入融合宁波石化开发区
应急指挥综合管控平台、宁波石化开发
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预
警系统、镇海区道路运输平台监管平
台、公共管廊智慧安全管理系统等平台
数据。“这将进一步提高石化产业安全
生产风险的监管预警能力，实现更多层
次的智能化安全管控。”

不光如此，化工产业大脑还计划打
造包括碳排放监测、高级报警系统、培
训中心、产业链金融、智能工厂、共享实
验室等场景应用，支撑应用融合、场景
融合、业务融合。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张超梁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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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资联储联备功能相当“解渴”
“通过化工产业大脑的物

资联储联备功能，企业需要什
么备件，只要在线发布，就能就
近在第一时间配齐。”位于镇海
的博汇化工二厂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他们企业是第一批接
入化工产业大脑的企业，体验
下来，感觉物资联储联备功能
相当“解渴”。

化工产业的备件存储一直
是行业内难以解决的共性问
题。一家大型的化工厂，平时
以备不时之需的各种零配件可
能会在仓库里堆几千万元。这
些压箱底的备件，不知什么时
候能派上用场，但不备又不行，
那么多资金压在那里变成“不
动产”，逐渐成为企业一道棘手
的难题。

而化工产业大脑的破题方
法引入了时下“拼车”的概念，
让企业不用再投入大量资金自
购备件，转而向大脑平台在线
发布需求，大脑在后台实时匹
配，通过省市区三级仓储网络，
就近配送。各种生产物资通过
联储联备，实现了众多企业“拼
单”的效果。

“原先，企业的物资储备都
是各顾各的，往往丢进仓库后
就等着过期。”博汇化工二厂相
关负责人说，“像大型转机，这
种设备金额相当高，但对于化
工企业来说，是时常需要更换
的配件。通过联储联备，让企
业‘共享’仓库，对于资金成本
的节省是很明显的。”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一种

全新备品备件管理模式，化工
产业大脑物资联储联备应用场
景运用共享经济思维，通过构
建三级仓储物流网络，实现了

“客户、平台、供应商”的备件共
营共享。

“物资联储联备应用场景上
线不到半年时间，便为使用企业
释放超过70%的现金流占用。”
镇海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其
中的线上商城则为企业提供全
生命周期管理的一站式服务，助
力企业提升采购效率60%、降低
采购成本逾20%，并为企业采购
决策和战略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助推工业企业整体提升供应链
能力。截至目前，其全国企业注
册用户数突破1万家大关，交易
额超过14亿元。

化工运输和安全生产有了针对性解法22

化工产业大脑中的园区平台。

化工产业大脑中的驾驶舱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