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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菡

“原来每天下班就累得躺在床上不想动

了，现在还有闲情逸致到附近草原上遛一

遛。”在位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中

铁一局西成铁路智能化轨枕厂（以下简称智

能化轨枕厂），51 岁的桁架加工岗位工人刘

建成笑眯眯地说。

在甘南这片纯净而又神秘的土地上，一条

在海拔 3000米高原上修建的铁路——西成铁

路（西宁至成都）正在加快建设。智能化不仅

为高铁建设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新动能，也给像

刘建成这样的铁路工人带来了别样的幸福感。

车间设备多了，劳动强度降了

刘建成已经干了 17 年高铁工作。最早

是箱梁钢筋绑扎，后来做轨道板，2011 年开

始跟轨枕打交道，一直干的是桁架加工。

在高速铁路中，轨枕不仅起到支撑和固

定钢轨的作用，也能通过传递压力、保护路基

等方式，提升列车运行的安全性与舒适性。

智能化轨枕厂是今年 6 月建成投产的。

来到高原，刘建成原本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可

走进工厂的第一天，这里的一切完全颠覆了

他的想象：“没想到工作环境这么好！那么多

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太高级了！”

在这里，5 根钢筋通过自动弯曲、切断、

焊接，不到 1 分钟，一副标准桁架就加工完

成。而这套桁架焊接加工工艺，只需一人在

旁盯控。

“我刚干这行的时候，桁架还是手工裁

的，误差比较大，后来使用设备加工，但故障

率高，维修工作量大，而且桁架加工完，要两

个人一起把这 80多公斤的大家伙抬走，所以

一天干下来很累。”他说，现在还是干同样的

岗位，但设备更先进了，维修工作量大大减

少，而且不需要人力抬了，只要按个按钮就可

以操纵吊具完成码垛。

车间里设备多了，工人少了，劳动强度还

降低了。“原来一天下来工服总是沾满油泥，

脏兮兮的，现在你看，我干了半天，工服还干

干净净的。”刘建成拍拍自己的工服，很满意

地说。更让他满意的是，妻子陈肖芳成了他

的工友——在这里不需要出大力气，妻子也

能跟他搭班干活。两人下班后有时还会一起

去附近的草原逛逛。

他俩都是第一次看到草原。事实上，结

婚 30 年，他们从没一起旅游过。“草原怎么

样？”记者问。刘建成憨憨地笑着说：“天蓝景

美空气好，我们这是挣钱、旅游双丰收了！”

智能化与生产技术深度融合

走进智能化轨枕厂，只见机械臂有序挥

动，电焊机自主焊接，混凝土自动布料，生产

线高效运转。近 7000 平方米的生产车间仅

有 10名工人，一天却能生产 1600根标准的高

铁双块式轨枕。

生产一根双块式轨枕，要经过 11 道工

序。“人工生产的轨枕合格率低，而且不可控

因素影响大。通过这条整合了十余台智能机

器人的生产线，轨枕的合格率提升至 99%。”

轨枕厂负责人李建伟介绍。

控制室是这座工厂的大脑，中心控制台

操控整条生产线的全部智能工位，可以做到

数据采集、跟踪、参数调节和远程监控、异常

报警。中心控制台背后是 5 套智能化系统，

对每根轨枕的原料、生产、耗时、养护做到全

过程跟踪监控。

“以前模具清洗和脱模剂喷涂是最让人

头疼的，因为作业时会产生大量的灰尘和有

害气体。”该厂总工程师赵俊锋介绍，如今实

现了自动打磨且同步吸尘，大大降低了劳动

强度，让作业人员的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

据中铁一局西成铁路项目负责人介绍，他

们不仅在制枕领域先行先试，而且聚焦铁路铺

架、铁路运输和运营维保等全产业链创新，着

力推动了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生产

设备投产投运，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距离智能化轨枕厂不远处，西成铁路

项目还建了一座智能化小型预制构件厂，实

现了预制生产、温控蒸养、自动脱模、机器人

码垛、成品养护等全过程智能化生产功能，平

均日预制产量高达 95方，较人工生产产能提

高 10~15倍。

这两座工厂体现了铁路工程标准化建

设、工厂化生产、智能化建造的最新成果。智

能化与生产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助力高铁

建设全面提速。

更多工人享受到“智能红利”

智能建造是大势所趋，但合作市的平均

海拔在 3000米以上，为什么会在偏远的高原

地区建起这样一座标杆式的智能化轨枕厂？

赵俊峰告诉记者，正因为合作市地处高

海拔、大温差环境，比较艰苦，“劳动强度再大

的话，工人受不了，也不好招人”，所以决定打

造这样一座“高配”的智能化工厂。通过应用

智能轨枕生产线，可减少作业人员 30 人，还

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

这座工厂的先进，让 2009 年大学一毕业

就开始干轨枕项目的赵俊峰也感触颇深。

2009 年他在新疆干轨枕预制，那时候工人打

磨得用角磨机，“一个作业班八九个小时下

来，手都震得肿了”。现在用上了机械臂，工

人只要在一旁看着它干活。

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也降低了。“以前

打磨要用钢丝轮，工人虽然戴着防护眼镜和面

具，但一不小心还是容易受伤。现在只要不进

入机械臂作业区域，就没问题。”赵俊峰说。

这些都是工人们能享受到的“智能红利”。

在智能化生产线上，工人只需点动几个

简单的按钮，就可实现设备自主化运行。据

李建伟介绍，控制室工程师可以实现远程的

数据设置和参数调节，工人只需要在现场对

设备进行盯控和维护即可。

从传统生产线到智能化生产线，工人们

也面临转型。项目上组织了专项培训，进行

一对一指导，确保工人能够及时掌握设备操

作要求和日常的维修保养技能。

7 月 25 日傍晚，刘建成夫妇下班后来到

500 米外的当周草原。仰头，碧空如洗，白云

若丝带，一只鸟高频地挥舞着翅膀掠过；低

头，黄的，白的，紫的，一丛丛野花恣意绽放；

听，还有各种不知名的昆虫在唱歌。太阳的

威力渐渐淡去，刘建成和妻子面朝远山席地

而坐，高原的凉风拂过，无比惬意。那一刻，

他们几乎忘了这是盛夏伏天。

在“不是正在过冬天，就是预备过冬天”

的甘南，眼下正是施工的黄金期。西成铁路

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纵向主通道兰

(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川甘青三

省涉藏地区互联互通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工

程。这条高铁建成后，刘建成眼前的美景将

被更多人看到。

以前一个作业班八九个小时手都震肿了，现在用上机械臂铁路工人只需在一旁看着它干活——

上班时“当监工”下班后遛草原

创新在一线G

阅 读 提 示
在海拔 3000米的甘南，为加速建设西成铁路（西宁至成都），一座智能化轨枕厂、一座

智能化小型预制构件厂建成投产，智能化与生产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助力高铁建设“全

面提速”，也给铁路工人带来了别样的幸福感。

巴金明是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的首席技师。为解决倒焊点维修必须拆卸空调
配件的问题，他独创倒焊绝活。火焰钎焊过程中钎料融化后变成液体状态，在毛细作用、热引
力、重力下填充焊缝，而倒焊时重力起反作用，阻碍钎料渗透焊缝。需要精确控制焊接温度、加
热范围和钎料添加速度，平衡重力和毛细作用间的相互作用，达到焊接渗透的目的。此绝活维
修时不用拆卸空调组件，直接在机器上焊接，大大提高维修效率和质量风险。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解决高寒地区电网设备缺陷和故障问题

一线工人用科技创新攻克作业难点
本报讯（记者张世光 通讯员赵稼丰）“这三个月土体升

温过程，融土对桩基水平作用力明显减小，根据近期数据，我

们可以测算给出抗冻拔稳定性验算建议……”日前，在塔河

—呼中 66 千伏线路工程施工现场，国网大兴安岭供电公司

科研攻关小组成员袁世彬、丛嘉明收集地下冻土带桩基监测

数据,开展大兴安岭地区高寒高纬度输电设施桩基冻拔防控

设计关键技术研究。

该公司大力推进双创人才队伍建设，打造 1+4+3+N 双

创空间布局，着力解决高寒高纬度地区因“低温、冻胀”引起

的设备缺陷和故障，用科技创新攻克生产一线的“难点”问

题，大力培育“融合、协同、共享”的创新生态。

“我们开展科技项目以最冷小镇呼中区为实施地点，通

过各种监测仪器在不同季节对建设在冻土带和永冻层的 66
千伏线路铁塔基础进行监测，收集重要数据进行分析，保障

高寒高纬度地区电网安全。”袁世彬介绍。

今年 3 月，依托塔河—呼中 66 千伏线路工程实际需要，

科研攻关团队在新建的铁塔基础中应用套管桩等监测设

备。4月，呼中区最低气温仍处于零下，科研攻关团队通过已

布设的仪器采集了第一批监测数据，又通过走访、调研获取

研究区相关资料，收集试验区桩基结构参数，分析冻土区桩

基冻拔发展规律。截至目前，所有安装的监测设备都已正常

进行监测工作。8 月末，科研攻关团队将继续依托铁塔河—

呼中 66 千伏线路工程，在杆塔基础周围继续向地下深处埋

放检测仪器，为高寒高纬度输电设施桩基冻拔研究提供更加

充实数据支撑。

筑牢科技创新的群众基础

2024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即将启幕
本报讯（记者于忠宁）为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筑

牢科技创新的群众基础，中国科协、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

教育部、应急管理部等 21 个部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明确

2024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将于 9 月 15 日至 25 日在各地集中开

展。今年的主题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协力建设科技强国”。

根据通知，活动将广泛宣传我国科技、科普工作成就，聚

焦基础前沿研究、战略高技术、新兴和未来产业科技等新质生

产力发展布局，以及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

等前沿技术，持续开展科普活动，推动科研基础设施和创新基

地有组织、常态化开放，服务高质量发展。

同时，活动还将围绕民生科技、卫生健康、食品安全、农业

生产、民生水利、低碳生活、防灾避险、安全生产、科学文化等

公众关注热点，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服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质。

通知明确，活动主要分为重点活动、系列联合行动和全国

科普日系列主场活动三个板块，具体包括：推动科普阵地联

动，依托各地场馆带动街道社区乡村的“蚂蚁科普场馆”，发布

区域科普地图，构建 30 分钟科普服务圈；鼓励各类企业立足

资源组织展馆开放、开发科普产品等。

此外，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可结合实际、突出优

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或行业领域主场活动，示范带动本地

区本系统重视科普、参与科普。活动联合主办单位将共同开

展总结，并对组织动员有力、亮点特色突出、服务基层有效的

单位和影响大、反映好的活动予以表扬。

福州向海发展新质生产力

科技助力“海洋牧场”提质增效
据新华社电（记者陈弘毅）在福州市连江县定海湾广袤

的海面上，一台长 92 米、宽 36 米的“大块头”引人注目。它就

是半潜式渔旅融合深远海养殖平台“闽投 1 号”，也是我国海

水养殖业向深远海、机械化、智能化转变的“探路者”。

自 2022 年投产以来，“闽投 1 号”带动了周边养殖户共建

“海洋牧场”，进行大黄鱼中幼苗接力养殖，去年共销售成品大

黄鱼 100余吨，合作养殖户每斤的收益提升了 7元，实现了“海

洋牧场”提质增效。

“闽投 1号”是福州向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缩影。截至目

前，福州全市已成功下水深远海养殖平台 12 台（套），成为全

国规模最大的智慧“海洋牧场”之一。“闽投 1 号”等多个深远

海养殖平台实现了“福州造”，海洋装备制造水平不断提升。

福建省闽投深海养殖装备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

说，“闽投 1 号”以智慧渔业系统作为技术支撑，处处可见“黑

科技”。这里不仅搭载了自动投喂、捕捞设施，还配置了视频

监控、水质监测、5G 通信基站等设施。各种信息和参数实时

投放在屏幕上，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渔

业养殖。此外，平台搭载了光伏发电设备和储能电池，配备海

水淡化装置和污水处理设备，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时，还能为生

产生活等提供支持。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数据显示，2023 年，福州渔业产值

691.85亿元，水产品产量 307.5万吨，海洋生产总值 3250亿元，

均位居全国前列。

浙江：提高科普工作质量和效率

打造“十百千万”科学传播专家队伍
本报讯（记者邹倜然）不定期认定首席科学专家和若干领

域的 TOP10、省级动态拥有 100名左右科学传播专家、市级拥

有 1000名左右科学传播达人、县级拥有 10000名左右科学传播

员……近日，记者从浙江省科协了解到，该省拟争取用三年时

间，动态形成一支“十百千万”科学传播专家队伍，基本实现科

学传播专家学科、地域、人群全覆盖。

今年 6月，浙江省科协、省委社工部、省科技厅决定联合实

施浙江省“十百千万”科学传播专家队伍建设计划，并出台了《关

于实施浙江省“十百千万”科学传播专家队伍建设计划的意见》。

浙江省科协科普部部长龙爱民表示，实施“十百千万”是浙

江科普队伍发展的现实需求，通过该计划将有效调动兼职科普

人员积极性，提高科普工作质量和效率，形成全员参与的良好

科普生态，共同推动科普事业发展。

据悉，“十百千万”科学传播专家未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工

作：一是开展科普活动和创作，二是应对重大公共事件和自然

灾害时的科学说明，三是优先推荐担任中小学“科技副校长”。

浙江省科普联合会是“十百千万”组织实施机构。浙江省

科普联合会副会长王忠民介绍，“十百千万”遵循“依托学科、强

化志愿、以用促建、联动共享”的基本原则，突出强调学科背景

和科普情怀，用科普实践成效作为重要标准，将遴选一批具有

浓厚科普情怀、良好科学道德和学风、学术造诣高、科普能力强

的科学传播专家。

本报记者 张玺 本报通讯员 张娅

近日，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科技进步奖揭晓，宽幅潜油电泵举

升技术被评为唯一的特等奖。该公司工程技

术分公司研制的“海龙”举升品牌宽幅潜油电

泵，以其卓越的性能，破解了油藏产液量大幅

波动的难题，成为海上油田的强大“心脏”。

为了研发这颗“心脏”，多年来科创人员

进行科技攻关，让宽幅潜油电泵成为当之无

愧的海上采油“重器”。

向油井“心脏”的研发发起攻坚

电潜泵是油井的动力源，被誉为油井的

“心脏”，海上油田超 90%的原油通过电潜泵

开采到地面。2002 年，工程技术分公司向电

潜泵领域进军。常规电潜泵难以解决油藏产

液量幅度变化大的问题，导致电潜泵的重要

部件——叶导轮加剧磨损。这一问题不解

决，海上油田作业成本会大大增加。

“办法不是没有，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做

过。”2016 年，时任工程技术分公司机械采油

总工程师的张光一挺身而出，带领黄新春、杜

丹阳、李令喜、付军等技术骨干誓师出征，向

宽幅潜油电泵研发发起攻坚。

不会设计叶导轮、叶轮，就买书，上网请

教；不懂生产工艺，就外出调研。木模图、子

午线、包心角、排挤度……这些电潜泵水力设

计专业名词成了队员们每天挂在嘴边的话

题，即使在梦里也挥之不去。

来自月饼十瓣形状的灵感

3 个月下来，大家对宽幅潜油电泵叶导

轮水力的设计初见成效，然而学得越多，越发

现在常规二维叶导轮基础上改进效果有限，

必须进行难度更大的三维空间叶导轮设计。

“面对这个难题，我们必须搭上数字化技

术这班动车。”张光一说。

宽幅泵技术研发插上了数字化翅膀，让

水泵设计、绘图和分析仿真都在软件平台进

行，叶导轮三维水力设计、计算泵效率和扬程

等都加快了进程。

为了攻关宽幅泵核心部件——叶导轮，

张光一连续 4 天泡在实验室。中秋夜，他推

开家门，看到饭桌上的月饼呈十瓣形状，顿时

灵感迸发——叶导轮三瓣式设计不行就用八

瓣，八瓣式设计不行就用十瓣。通过十瓣式

叶导轮，张光一团队啃下宽幅泵叶导轮设计

这块“硬骨头”。

经过不懈钻研，团队调试了上千组数据，

实施了 300 余次模拟试验。终于，在数字化

浪潮中捕捉到了最适合的数据组合，成功破

解拓宽排量与减缓扬程变化之间的难题。

接下来，通过 3D打印快速验证宽幅泵叶

导轮开发效果。采用这种方式，叶导轮样品

生产时间压缩到一周，成本降至不足 1万元。

打造海上采油“重器”

攻克了叶导轮，技术团队采用全压紧结

构工艺，创新解决叶导轮在宽幅高效区内大

幅变化时磨损加剧的难题，让宽幅泵装配效

率提高 30%以上。

宽幅潜油电泵形成 4 项核心专利技术，

产品满足渤海油田 98.35%的生产井产液需

要，让电潜泵种类一举减少 72%，极大地提高

了电潜泵作业准备时效。2017 年底，宽幅潜

油电泵在渤海油田首次亮相。2019年 10月，

宽幅潜油电泵纳入中国海油推广清单，开始

在海上油田大规模应用。截至目前，在渤海

油田推广应用 650 井次，占井下在运行电潜

泵井的 28.3%，产品运行平稳，产液量稳定。

宽幅潜油电泵投用之后，海上油田生产

效率提高 36%，非故障换泵率降低 18.75%。

特别是在含砂、含气井，宽幅泵提液增油效果

尤为显著。

宽幅泵产品迭代升级，可靠性、稳定性和

使用寿命进一步提升。秉持“定制化”服务理

念，根据特定作业环境和井况研制宽幅泵，实

现多样化场景下的精准应对。

“宽幅潜油电泵成为当之无愧的海上采

油‘重器’，为我国海上油田增储上产提供了

强有力的产品支撑。”工程技术分公司机械采

油经理史轩玮说。

截至目前，宽幅潜油电泵在海上油田投

用超过 1000 井次，入井成功率 100%，减少至

少 150 井次电潜泵更换需求，使原油产量增

加超 420万立方米。

自主研发海上采油“重器”，为海上油田增储上产提供有力支撑——

为海上油田装备“心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