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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创新潮中的聚星定制
陈彦丰

上海聚星仪器有限公司

摘 要：企业间市场（B2B）有其特殊的创新模型，为定制产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作为精益定制的坚定实践者，聚星仪器

是客户实现产品创新的理想合作伙伴。

1 聚星定制服务于企业间市

场（B2B）的产品创新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一个万众创

新、大众创业的时代，从劳动密集型

经济向知识产权密集型经济转型是大

势所趋。而我们作为个人消费者，对

创新大潮的直观感受更多来源于互联

网和消费电子对生活的改变。其实，

在企业间市场也正经历日新月异的创

新实践，并酝酿着临近奇点的大变

革。如果说互联网及消费电子的产品

创新追求单一产品迅速达到巨量销

售，占领连接入口获得使用流量，那

么企业间市场（B2B）的产品创新更

多是响应细分工业领域的应用演化和

行业变革催生的新需求，有以下特

点：

1)面向的是碎片化市场，产品生

命周期的试制阶段（Pilot Program）

或是大型工程的配套需求，可预计销

量有限。

2)需要的研发投入相比消费级应

用少得多，往往通过政府和企业内部

的专项资金支持就可以启动。

3)迭代速度相比消费级产品要慢

得多。

4)销售渠道壁垒较高，电商很难

渗透。

对于这些特点，聚星定制的业务

模式具备很高的契合度，是理想的合

作伙伴。

1)有限的销量预测决定了产品设

计不必从芯片级开始、生产不能照搬

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模式，供应链管理

不得不灵活而精益。聚星定制的核心

竞争力在于成熟的模块、完备的架

构、高效的流程，可以帮助客户应对

小批量产品的研发。

2)为申请企业内部专项资金支

持，聚星仪器的区域行业咨询顾问可

以帮助客户制定产品设计方案和预

算。

3)产品迭代速度低使长期配备专

业的产品研发团队成为企业负担，聚

星仪器凭借11年的定制产品开发经验

是客户值得信赖的外协资源。

4)定制产品设计需要很高的脑力

投入和经验保障，所用模块也追求高

品质和高可靠，还要应对供应链可能

发生的变化，因此是一个高毛利的业

务模式，而销售渠道壁垒高恰好可以

保有这样的毛利空间。

“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有人认

为这是年轻人又一次“上山下乡”运

动，会造成社会资源、人才资源的严重

浪费。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如果每个创

新者，创业者都只是一头扎进各种新开

发平台，新设计工具的学习，把既有的

技术路线走一遍，试图成为领军的“通

才”这着实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在信息

爆炸，分工精细的现代社会，创新要能

成功一定需要社会协作，发挥自己最专

长的技能，运用自己最专业的知识，注

重产品定义，尊重专业分工，而正是在

这样的大背景下聚星仪器正和越来越多

有创新意识的客户结成长期紧密的专业

定制合作伙伴。

2 聚星定制如何参与客户的

产品创新

如图1所示为企业间市场产品创新

的基本流程，聚星定制的业务环节可

与整个流程深度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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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企业间创新产品开发的流程

1)客户在细分行业发现新的需求

或是既有产品有改进的可能。

2)聚星定制区域咨询工程师配合

客户进行可行性分析，利用公司智库

跨专业（软件、电路、机械）以及产

品开发周期的实际操作经验（敏捷迭

代、团队协作、源代码管理、进度管

理等）综合评估开发风险。

3)进入经典的V型产品开发流程

后，基于成熟模块、完备架构、精益

流程的聚星定制贯穿于需求分析、顶

层设计、模块设计、产品原型、模块

测试、集成测试、系统测试从而加速

整个开发过程。

4)在试制产品面市后，聚星定制

可以配合市场需求逐步降低成本，由

于定制完全基于模块化，因此可以在

比对测试环境下逐步对各个模块进行

等性能替换以提高产品整体性价比。

5)在产品迭代过程中，由于聚星

定制基于完备的可扩展架构，因此功

能扩展的工作量可控。

3 聚星定制帮助行业客户进

行产品创新的案例

3.1 先进的频谱监测和广播监听

产品

近年来随着国家无线电管理事

业的快速发展，自主可控的产品创新

层出不穷。聚星仪器从2005年起就

以提供定制无线电接收机及软件模块

作为业务切入点和行业内的优秀企业

合作，定义并开发出了新一代监测产

品。聚星定制无线电接收机演进历程

如图2所示。为了追求“发现易、定

位快、查处准”的优越性，定制无线

电接收机具备宽带中频、快速频谱、

射频记录、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交

互式信号识别、频谱触发采集、相关

干涉和到达时间差定位等多项先进功

能。

 配套的软件模块具备的功能包

括:符合ITU监测测量规范、符合ITU

信息传输规范、远程台站管理、监测

测向任务调度、台站本地监测测向。

产品设计兼顾固定站、移动站、

搬移站，累计销售数百套定制接收

机。伴随多年的紧密合作，该企业也

逐渐从单一设备供应商发展成为无线

电管理技术设施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

的集成商。

图2  聚星定制无线电接收机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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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对广播监测监听的新需

求，聚星仪器和专业系统伙伴合

作，定制新一代广播接收机应对新

需求下的技术挑战。聚星定制广播

接收机界面如图3所示。具备以下特

点：

图3  聚星定制广播接收机界面

1)多电台广播监听记录

①中、短波、调频波段接收

●16 bit数字接收

●大动态、超低相噪

②全波段射频记录

●灵活的周期任务配置

●自动流盘

③实时FPGA处理:8~120通道任

意频率广播通道化

④同时全景频谱+测量监听

2)全短波解调筛选

①配合短波广播监听记录系统

②同时AM解调可达4 096电台

③自动打分，删除音质恶劣电台

通过多年来稳定的合作，聚星定

制广播接收机服务于遍布全国的各个

广电监测台。2004~2010年间聚星定制

接收机的销量增长如图4所示。

3.2 发动机试验台多功能时序控

制产品

某科研院所作为专业从事发动机

图4  聚星定制接收机的销售量增长

试验台测控系统的集成商，想对原有

时序控制器进行产品创新，因为原有

基于PLC的时序控制器已经不能很好

的满足新型号试验所要求的时序控制

精度和灵活的功能扩展。但是这类试

验台所需的控制器数量有限，而且对

可靠性要求很高，时序控制不当会导

致整个试验失败，经济损失巨大。单

位内部的技术团队专长在于发动机试

验本身，对嵌入式硬件、软件及可靠

系统设计的专业经验不足，因此甄选

聚星仪器作为合格供应商为他们定制

开发控制器产品，客户提出产品创新

的需求分析：

1)允许通过的驱动电流10 A@

60  VDC，满足大多数工艺对象驱动要

求；

2)时序分辨率精确至1 ms，精度

为0.1 us；

3)支持电磁阀、自锁阀等对象的

控制要求；

4)支持就地手动、远程手动、软

件控制和外设串口通信控制等4种操

作模式，满足多种调试和工况应用需

求；

5)支持时序文件、脉冲组和时序

动作等多种工况时序；

6）标准2U 19″机箱方便上架安

装或台式摆放；

7)支持4机箱64通道同步扩展，满

足多数试验台的通道需求；

8)最终能同步扩展到2  560通道;

9)支持多机箱独立工作，满足一

个试验台测试多个被测件的需求，提

高试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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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试验台测控系统

这种大型工程配套产品的定制

是聚星仪器的业务覆盖，聚星工程师

废寝忘食的赶在一次重要试验之前拿

出了样机并取得试验成功。获得成功

后，客户立即定购一批试制产品用到

后续的试验。经过多个型号的试验成

功后，客户希望对试制产品降低成本

搭载于他们既有的试验测控系统，在

系统中大力推广。聚星定制在既有架

构下逐步降低硬件模块的成本，并进

行了产品外型工艺设计。由于首批试

制产品都是基于既有软件架构开发，

扩展功能和模块替换的软件工作量都

不大，保证了产品升级换代过程中的

可靠性。

3.3 光纤测振产品

客户是一家专业从事分布式光纤传

感技术研发的公司，业务主要为交通、

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电力、石

油、煤炭等能源领域，石油化工、有色

RFID标签可以承载较多信息，

通过非接触或相对远距离的通信来

读写。有源RFID标签还可以做信息

处理和转发。RFID是物联网信息获

取的重要基础。它已经成为了电子

冶金等重化工业领域提供温度、振动、

压力等监测的总体解决方案和应用服

务。为配套某大型工程的监测需求计划

开发新一代光纤测振产品。在新产品的

系统中有个核心的功能模块，需要在高

采样率下完成实时信号处理对光纤信号

进行解调，客户团队里没有信号处理方

面的专业人士，也没有全职人员在嵌入

式开发平台上实现该算法。通过业界专

家引荐，找到了聚星仪器，希望委托定

制开发这个算法模块。聚星的信号处理

专家理解了算法需求为客户进行了算法

优化，仿真并在FPGA上实现，达到了

所有运行期指标。聚星还为客户设计了

运算和信号采集单元的机箱、板卡、电

源、接插件等以便集成到他们现有的系

统中。

客户在新一代测振产品中集成这个

核心模块，成套设备已经应用于多个测振

现场，效果良好。

图6  光纤测振的原理和应用场景

4 ETC和NFC外场互操作性

测试产品

射频识别(RFID)通过读写器和标

签之间的射频应答实现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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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身份识别、先进制造、先进物

流、社交媒体等领域的新兴信息载体

和交换技术。

聚星仪器长期致力于RFID协议

测试产品，基于模块化仪器的软硬件

架构很好的应对测试协议的演进和被

测物功能的扩展，大大降低了客户

在新协议，新产品研发、仿真、验

证、测试阶段的配套仪器投资。由于

RFID产品需要在空中接口(无线电应

答协议)通信的过程中测量被测物的

指标，而传统计量仪器无法提供如此

复杂而众多的无线电应答协议。所以

聚星定制的RFID测量仪器从计量角

度，是一个量值传递的媒介。它把计

量仪器的量值标准传递到了被测物。

从研发开始聚星仪器就和全国各行业

应用单位、标准实验室及计量认证单

位合作,为他们定制RFID协议测试及

认证仪器。

2005年至今聚星成功发布近200套

RFID系统，聚星定制的RFID协议测

试产品覆盖几乎所有的协议，如图7所

示。

图7  聚星定制RFID测试产品所覆盖的协议标准

聚星仪器在NFC协议测试厂商中

是国际第4家，国内第1家，通过NFC 

Forum Analog Testing认证的公司。

聚星仪器还参与国军标的制定和地方

ETC标准的起草。目前聚星仪器参与

的国军标如图8所示。

图8  聚星参与制定的国军标

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在推进ETC全

国联网的工作，已经有18个省市互联

互通。在联网工作中ETC OBU(车载

单元)和ETC RSU(道路单元)的互操

作性问题越来越受到交通管理部门的

重视，因为产品互操作性测试直接关

系到不同厂商ETC卡和读卡器的兼容

性。在联网建设期间交管部门需要做

大量的场外测试，监测并记录每个过

道车载卡(OBU)与道路读卡器(RSU)

之间的射频信号参数及空口协议参数

是其中一项任务。聚星仪器凭借在

RFID协议测试领域深厚的技术积累，

将现有认证级测试解决方案移植到外

场应用上，并配合客户的使用场景设

计了便携式协议侦听器系列，具备射

频参数测量、协议解析、信号流盘、

统计报告生成、远程连接等功能完全

适应外场测试需求。便携式侦听系列

也覆盖NFC协议。随着近年来NFC技

术在支付端的大量应用，进行支付场

景下射频信号的侦听、解析和诊断对

评估支付端产品兼容性的任务至关重

要。

5 总 结

用一张图来形象的做个总结，如

图9所示。聚星仪器基于模块化仪器和

软件长期积累了很多核心技术和研发

能力并逐步归纳出了多个复用率高的

功能模块，其经过充分的实证测试已

稳定可靠，再通过管理融合技术将这

些脑力资产整合成了产品创新的土壤

为企业间市场(B2B)服务。11年来在这

块土壤上长出一棵承载丰富应用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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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而有一些应用实践很好的契合了

客户在细分市场的产品创新需求，

图9  聚星定制模式的结构及其发展

发芽出了一些定制产品的小树。我

们充满信心的展望这个定制产品的

生态系统会茁壮成长，最终形成一

片茂密的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