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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七：攀钢钢铁大脑 

7.1 项目背景 

攀钢希望能够以工业大脑技术为载体，以积微物联为平台，挖

掘钢铁运营、生产过程中的数据价值，实现传统企业弯道超车的愿

望，有效提升攀钢集团的行业竞争力。 

经过攀钢业务工程师、积微物联技术团队与阿里云工业大脑团

队数据专家的多轮讨论与实地现场考察，基于数据采集难度、项目

风险性与收益等综合因素考虑，最终决定从两个场景入手：从冷轧

板的表面检测与炼钢脱硫工艺优化两个场景着手工业智能的尝试。 

项目痛点： 

1）脱硫是钢铁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旨在降低铁水中

的硫含量。而脱硫环节由于扒渣带铁（脱硫剂反应后产生的脱硫渣

中含大量的铁）会带走大量金属料。经测算，每个炉次（以 220 吨

计）的脱硫渣量均值为 5 吨，脱硫渣中铁损占比约为 40% - 55%，

假设经过参数推荐优化后能将脱硫剂的加入量降低 10%，理论上测

算可降低钢铁料消耗 0.8-1kg/吨钢。 

2）冷轧钢带经过轧制、热处理等连续加工工艺后会形成长约

千米的钢卷。在表面检测环节，质检员通常会在短短 5 到 10 分

钟内，识别出少则十几个，多则上百个的缺陷，并在表检仪（表面

检测设备）扫描完毕的 30 秒之内给出表面等级、分选度、主缺陷

和是否合格等判定。检查人员长期从事的高强度、重复且又枯燥工

作性质决定了其过程输出的稳定性难以得到保证，同时，检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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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产品标准的理解和把握上存在个人经验差异势必也会造成判定

水平高下、参差不齐。最终导致的结果则是客户的使用体验与满意

度变差或者质量成本提升，无疑，这些都构成企业巨大的隐性成本

损失。 

7.2 项目实施 

1)总体实施思路与架构 

1.对于炼钢脱硫工艺优化场景：通过分析建模，优化脱硫环节工

艺，推荐最优的脱硫剂加入量，提高脱硫剂利用率，降低脱 硫环节

的铁损。 

2.对于冷轧板的表面检测场景：面向钢铁行业冷轧板材的表面

质量检测场景，构建表面质量自动判定模型，辅助人工判断产 品缺

陷，降低人工依赖性、提高判定准确率。 

2)应用场景与技术方案 

1.炼钢脱硫工艺优化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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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脱硫工序流程数据，通过建模分析获得脱硫工艺优化的关

键因子，结合专家知识，依靠 脱硫仿真模型与参数寻优模型寻找最

优参数。 

·仿真模型：基于历史数据与实时数据，构建脱后硫预测模型。

通过结合脱硫剂加入量、 喷吹速率等十多个关键参数，模拟脱硫全

过程，预测出脱硫后的硫含量，并配合参数 优化模型，检验不同组

参数的合理性及有效性。 

·参数寻优模型：结合机器学习与老师傅在工业控制上的经验，

识别脱硫过程中的关键 因子（对脱硫结果影响最大的参数），包括

钝化镁加入量，钝化石灰加入配比，平均流量，喷吹时长等，通过参

数寻优模型识别参数间的最优关系。优化模型提供的多组优 化参数

再回归到仿真模型中进行反复验证与优化，最终得到最优参数 – 即

在满足脱硫效果的前提下，达到最小脱硫剂加入量的那组“配方”。 

2.冷轧板的表面检测场景： 

首先，表检仪将非结构化数据（图片信息）结构化，将几千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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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外观缺陷归纳为 60-70 大类，例如：平整斑、翘皮、擦伤、压印、

麻点、气泡等。 其次，表检数据结合 MES 数据输入到模型中进行训

练，通过聚类算法、规则引擎（含用户需求识别的自学习重构功能）、

缺陷严重程度量化模型等深度学习技术，对轧钢分级最初步判定。最

后，再结合人工的进一步确认得出最终判定结果。 

 

7.3 实施效果 

    对于炼钢脱硫工艺优化场景：铁水进站后，脱硫优化模型将提

取相关数据将进行参数优化计算。脱硫操作人员将根据推送 的推

荐参数，动态调节脱硫剂的加入量，减少脱硫剂的消耗。 

    除了脱硫工艺优化场景以外，攀钢钢铁大脑的炼钢工艺优化，

还完成了提矾、转炉、配合金、精炼、连铸等多个炼钢工艺相关模

型的建立，实现吨钢生产节约1.28kg钢铁原料消耗，合金成本1.2

元/吨的降低。根据实际测算，对年产值 440 万吨钢的攀钢西昌钢

钒基地来说，年成本节约约为 1700万元。 

对于冷轧板的表面检测场景：算法模型输出的自动定级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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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判定结果对比，表判码准确率达 92%以上，分选度准确率达 8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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