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了这么多年，这还是头一次见到
图纸竟然会自己变成 3D模型。”中建二局
中信银行（合肥）金融后台服务中心项目
木工王师傅说。

该项目技术部基于 BIM 技术与 AR 技
术开发了一款智慧读图手机软件。现场
工人遇到搞不明白的图纸问题时，用手机
扫一扫，就会像戴上AR眼镜般清晰地看到
对应的实体工程部位、模块、构件的三维
效果模型，还能听到语音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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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张玉莲）“我觉得可以把直

流和交流分开布线，将轴流风机安装位置调整

至原安装位置的正对面，这样还可以避免后续

组件及系统测试时电流串扰。”

“这个建议很好 ，马上改进！”

这是 11月 4日，险峰公司总装车间高级技

师、技术能手赵琼与工艺人员的一段对话。

前几天，车间接到一项研制任务，其中的

微波组件和配电组件都属于关键部件，质量要

求高、难度大。任务毫无意外地落在了电装创

新工作室主任赵琼身上。

赵琼接到任务后，先是认真消化技术文

件，然后对照设计图纸开始进行装配。经验丰

富又善于创新的她边装配边皱起了眉头：组件

的结构布局似乎还可以优化，电源模块自带螺

钉压装导线不是很牢固，线束易脱落，设计时

在螺钉下增加压线端子应该更可靠……就这

样，在首套产品的装配中她先后发现或提出结

构匹配、标识及线号等 6项产品设计与工艺问

题与建议，一一被技术人员采纳。

作为一名工人，赵琼不是被动地执行技术

文件，而是带着思考去装配，大胆提出自己的

创新思路。更可贵地是，技术人员也能虚心采

纳一线工人的建议，大家齐心协力为更好地完

成任务而努力。公司则在月度考核讲评中对

此进行了奖励。

在险峰公司，主动思考的一线工人越来越

多，电装工程玉就在这方面表现突出。

程玉是表贴组的质量员。今年 7月，某样

机DDR芯片返修落在了总装车间表贴组。样

机上共有 8个 DDR 芯片，拆装过程中印制板

需反复受热，存在变形、焊盘脱落等风险。而

且 8个芯片均匀分布在印制板的正反两面，焊

完正面再焊接反面芯片时，正面芯片会二次受

热，可能导致焊点空洞、芯片移位等。此外，巴

掌大的芯片上共有 78个焊点，每个焊点球径

仅有 0.44毫米，点膏操作锡膏易落在焊盘外,
产生拉尖和桥连。要想完成这项返修任务可

谓困难重重。

作为组里的骨干，程玉与该项目工艺人员

一起积极进行工艺攻关，制定了多种返修方

案，反复进行验证，最终完美解决了上述问题。

为减少印制板受热次数，拆装时程玉选用

合适风嘴，在取下正面芯片的同时，手动取下

背面对应的 2个芯片，将芯片拆卸加热次数由

8次降到了2次。

经过多次摸索，她确定了焊点点膏时点胶

机的压力值和点膏次数，保证锡膏量均匀一

致，避免出现拉尖和桥连问题。

在芯片焊接时，程玉同样采取 2个芯片同

时加热的方式 ，减少加热次数。

芯片返修完成后，经 X光检测，焊接质量

良好，无空洞、桥连和多余物等问题，保证了样

机质量。

工艺人员及时将加工方法和工艺参数细

化量化为工序要求，形成工艺操作通用规范。

工人带着思考去干活，大胆提出创新思路，技术人员积极采纳一线工人的建议

主动创新的一主动创新的一线工线工人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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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菡 本报通讯员 陈栎

由中交三航局承建的湖南省株洲清水塘

大桥主拱于 11月 13日 11时合龙。

湘江两岸架起钢铁巨龙，大桥光滑的曲

线让人很难想到，这居然是 3000多个杆件和

64 万套高强度螺栓用“丝丝入扣”的方式精

密拼装出来的。

这座大桥主跨采用双层钢桁架拱桥结

构，全桥跨径为 408米，在同类型桥梁中位列

世界第六，中国第三。跨径长，钢绗架多，如

何实现精密拼装，保障大桥质量，成了压在项

目所有技术人员心头上的一块巨石。

拱桥钢绗架由杆件拼装，高强度螺栓固

定而形成。整个钢绗架需要 3000多个杆件，

64 万套高强度螺栓，每一套又有数以千计的

单个螺栓。其中，杆件配孔为 33 毫米，高强

度螺栓直径在 30毫米，意味着安装精度误差

必须控制在 3 毫米内。此外，杆件与杆件拼

装精度还需把控在 5毫米以内。

如此大的数量加之严苛的达标率，让第

一批样品杆件及高强度螺栓刚出厂便“折

戟”，根本做不到全部符合精度要求。望着失

败的样品，专业的生产厂家都犯了难:“能不

能降低一些标准，全部达标难于上青天！”项

目总工李业勋一口回绝:“质量红线，一步不

让！质量合格，精度合适，才能进场！”

李业勋随即安排技术小组进驻厂家，给

予技术支持。技术小组结合 BIM 技术，将杆

件和螺栓通过三维扫描在线生成三维模型并

拼装。精细的线上拼装让厂家技术人员直观

地感受到钢绗架对杆件和螺栓精度的要求，

减少了沟通误差，由此加强了对产品质量的

把控。此后，杆件及高强度螺栓相继通过质

量检测，送往工地一线，李业勋拧紧的眉头才

舒展开来。

基本构件有了，吊装却是大麻烦事。桥

梁建设需吊装总重 3.2万吨的杆件，再在距离

水面 120米的高空进行精密拼装。如果用传

统爬拱吊机，只有一个吊臂，一个吊钩，吊力

仅 100吨，吊起杆件来费时费力，还容易出现

失衡等状况，影响拼装精密程度。

“这不就是张飞穿针嘛，大眼瞪小眼，愣

是穿不过去呀！”项目副总工刘小港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而偶然看到的木偶戏让难题

迎刃而解：多几条线，木偶操纵起来便十分准

确灵活，那么，爬拱吊机多几个吊钩呢？

灵感一到，立即实践。通过激烈的讨论

与验证，项目部设计出新结构的爬拱吊机像

一只巨大的蓝色瓢虫，瓢虫的脚是四个有力

的吊钩，能让吊装能力跃升至 240吨。

通过调整四个主吊钩位置及力度，便可以

对吊装上来的杆件进行对接架设和全方位微

调，再以高强度螺栓“咬”住杆件，确保整个吊

装过程“严丝合缝”，达到毫米级拼装的要求。

在团队的大胆创新下，爬拱吊机沿拱桥

向上爬行时可吊钢绗架组建拱桥，钢绗架合

拢后，向下爬行时可以吊钢箱梁组装桥面，

此举还开创了大跨度钢绗架拱桥拱上吊梁

的先例。

至此，悬在项目所有技术人员心头的巨

石终于落了地。

大桥光滑的曲线让人很难想到，这居然是 3000 多个杆件和 64 万套

高强度螺栓精密拼装出来的

“丝丝入扣”建大桥

陈兴鹏

“运载火箭进入引力矩阵，启动时空迁跃!”成功了！

我用两周的业余时间终于在游戏中完成了自己的“戴森

球”——用来包裹恒星开采恒星能源的人造天体，窃喜的

同时也不由得浮想联翩，未来的世界会不会和“戴森球计

划”一样呢？

“滴滴！”熟悉的钉钉消息提示音让我收回了越飘越

远的思绪。

打开钉钉，映入眼帘的是班长发给我的关于“最班组

全国短视频大赛”的通知和一句干脆利落的话：“这活下

月 13 号之前交给我，中途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解

决！”我信心满满地回复：“好！”

我所在的提纯班是金川公司铂族贵金属产品的主要

生产班组，从硫化铜镍矿渣中提取 99.99%纯度的铂族贵

金属是它创下的传奇。但大赛主题是“班组这十年”，要

知道我上班才短短三年，班组的这十年发展我都是从一

堆资料和前辈们的口中道听途说的，到底该怎么拍呢？

“粒子容器不足，是否启动时空迁跃？”游戏提示音打

断了我的思绪。

对啊！无论什么事情，被认可不就是最大的肯定

吗？我们班组的产品可以用于航天航空事业，如果拍一

个外星人启动时空迁跃计划来学习我们先进技术的视

频，既扣题又很有新意。

有了思路，接下来就好办了。第一次跃迁时空定格

在 2012年，在当时的视频资料里铂族贵金属的生产相对

艰难。第二次跃迁时空定格在了 2022年，我们由成龙配

套的技术与设备设施开启了铂族贵金属发展的新时代。

拍摄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工友们邀请我到各岗位拍

摄，都想把十年来岗位上的巨大变化通过镜头展现出来。

铂精炼的工友说：先拍我这里，我这里的产品大家生活

中都能接触到，而且拍摄时长要久一点，铂金可是贵重金属。

铑精炼的工友说：谁还不是贵重金属？你价格翻十

倍都没我贵，当然我的占比要多一点，让大家都认识一下

世界上最贵的金属。

预处理的工友说：贵重咋了，没有我哪有你，肯定是

我的占比要多，饮水还要思源呢，当然要让大家了解这些

贵金属的源头。

……

看到大家的“你争我抢”，我由衷地开心，这就是我所

在的班组，一个为了贵金属产业发展充满干劲、拼搏奋斗

的班组。干净明亮的厂房、高速运转的设备设施、技术先

进的工艺流程、活力迸发的一线员工，都在诉说着十年来

金川在贵金属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等关键性技术攻关中取

得的新突破。

一个游戏
带来的创意

图纸变模型

单旭泽 李社班

10 月 9 日 8 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的顺北 61 斜井井场，钻机轰鸣，灯光刺向黎

明前的苍穹。杨祝艳早早就醒了。当天，她

要指导新队员进行岩屑录井，这是她驻守沙

漠的第 240天。

杨祝艳是中石化经纬公司西南测控公司

新疆项目部XN020录井队队长，入职15年，当

过采集工、操作员、地质师，去过东北、内蒙古、

四川，已和爱人周明一起扎根西北大漠11年。

录 井 工 作 ，被 誉 为 是 发 现 油 气 的“ 眼

睛”。杨祝艳要通过采集地层中返出的气、

液、固体，运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方法，还

原地下岩层剖面，来识别发现油气层。

泥浆池里，翻滚着地层深处返上来的一

批岩屑。她和新工杨春梅登上平台，手中的

盆子、铲子、盘子、碟子、筛子，还有烤箱轮番

上阵，按照 2 米捞 1 包岩屑的设计，一个班下

来要捞 100多包岩屑。

杨祝艳一边麻利地操作，一边向杨春梅

讲解捞砂的要点。她用手中的锅铲，将岩屑

铲进盆子，像淘米一样，用清水缓慢反复冲

洗，直至见到岩屑本色。然后将清洗好的岩

屑仔细整理好，放在盘子里晾晒。

新疆的冬天，气温零下 15℃到零下 30℃。

烤箱就成了烤岩屑的神器。队员把岩屑装到

盘子里，放进烤箱，用 140℃烤 90分钟左右。

干燥的岩屑被铲进双层筛子，轻轻晃动，

剔除上层过粗和下层过细的砂子，精选中间

岩屑，一部分装入百格盘、砂样袋；一部分放

进小碟子，进行岩屑描述。

录井房里的一排排小碟子，装着各种各

样的岩屑。杨祝艳就像一名专业厨师选食材

一样，一眼就能辨认出哪一盘是砂岩、泥岩和

灰岩。

地下有没有油，小小的岩屑知道。杨祝

艳倾听它“讲述”亿万年前的故事，破译 8000
多米地层深处的密码，精准识别油气藏的藏

身之处。

在新疆 11 年，杨祝艳施工了 40 余口井，

口口都是优质工程。一口井从开工到完钻，

短则 30 天，长则一年。录井人的锅碗瓢盆

里，盛满了思念。

杨祝艳的另一个身份是三个孩子的妈

妈。休假时，她会给孩子们讲录井人的故事，

看有趣的录井装备。爱吃烧烤的儿子问道：

“它们能做好吃的吗？烤箱能烤肉吗？”“只能

烤岩屑。”大家笑成一团。

春节，杨祝艳和周明难得在家，两人撸起

袖子，挥起铲子，奏响“锅碗瓢盆”团圆曲，这

是他们和家人一年中最温馨的时刻。

随着录井新技术的推广，“全自动智能岩

屑捞洗机”开始在杨祝艳所在的工区试验，包

括采集、振动、清洗、加热、循环、收集、控制等

一整套流程，适应能力强、准确性更高、采集

更精准。

看着井场上被岩屑打磨得锃亮的“老朋

友”，杨祝艳有些不舍，也有些期待。

一名录井女队长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本报讯（记者周怿 通讯员李燕 刘涛）近

日，胜利石油工程公司海洋钻井公司在钻井

平台和生产一线选拔了 50 名群众安全监督

员，持证上岗后，他们识风险、查隐患、细措

施、强责任，为班组再添一道安全防线。

新胜利一号平台副司钻高延飞当上群众

安全监督员后，每天清晨就开始巡检，从舱室

泥浆泵房、泥浆池到固控区、远控房，再到钻

台，他会捋着高压管线走一遍。“虽然工作时

间长了，但把问题整改完毕后，平台设备减少

了损耗，职工也避免了隐患风险”。

胜利七号平台群众安全监督员巩林奇认

为，安全意味着责任。作为平台吊车司机，他

深知吊装是施工现场易发生安全问题的高风

险作业，每次吊装作业前都要对吊车、索具巡

查一遍，全面覆盖，不留死角。

“这个接头不能放到载人吊笼里，用吊带

吊”。“油罐上活动的栏杆拆下来，不能和罐体

一起吊”。巩林奇说，作为“前沿哨兵”，就要

嘴勤、眼勤、手勤，把好吊装安全的第一关，杜

绝违章和安全问题发生。

“咱们这次更换闸板芯子，属于高空舷外

作业，作业空间受限，风险较高，一定要正确

选用安全带，气动扳手要拴好安全绳，使用气

动绞车上下一定要沟通到位、指令清楚。”胜

利十号平台工程四班群众安全监督员徐泽清

进行安全分析时说，“平台领导和班组兄弟

们信任我，我不能让大家失望！”

群众安全监督员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赖雨冰 张磊）“肖工，你心

细，又熟悉杨村到泰美区间的线路，今天你当

作业负责人，行走区间时注意瞭望列车，保证

人员安全，作业安全。”

“江工，你今天负责 K2275+500 下穿施

工配合，前期施工情况你都掌握了，你负责配

合我放心。”

11 月 10 日，在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公

司广州通信段惠州通信集中修工区的工前

布置会上，工长吴良斌有条不紊地布置当天

的任务。

工区共 13人，如何发挥每个人的优势并

提高积极性，吴良斌也曾遇到过难题。“特别

是实行‘打分制’按劳取酬后，职工关注的焦

点是哪种工作分值高，分配工作公不公平。”

吴良斌说，起初他为了体现公平，安排大家轮

流负责同类项目，后来发现这种“老好人”的

做法弊大于利，交接工作时常发生彼此抱怨

的情况，效率上不去，还影响团结。

如何解决工作分配矛盾？吴良斌想起以

前老工长说过，跟职工打交道，最好的办法是

走进他们的心里去，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

“吴工长，其实按劳取酬没问题，毕竟集

中修的活很多都是体力活。不过，作为女职

工，有些工作我们确实不能完全胜任，收入有

点落差我们是接受的，钱少一点没关系，但希

望工作起来有成就感，能开开心心的。”女职

工小杨说。

一语惊醒梦中人。吴良斌听取了“因人

制宜”的工作分配方式。这样一来，工作效率

上去了，并且每个人都能在工作中更充分地

实现自我价值。

“因人制宜”让工作更高效

乔庆芳 顾红霞

“这‘活地图’还真是好用，快速分析判断出了管线异常

段，为抢险争取了时间。”11 月 10 日，河南油田采油一厂魏岗

采油站采油技师魏卓开心地说。

魏卓使用的“活地图”是该采油站注采管控岗主管吴涛利

用业余时间绘制的油水井管网图。员工们利用它，可以轻松

快捷找到油水井的位置，而且能精确地找到管线走向。

当天，该采油站魏北支线油井回压升高，魏卓使用“活地

图”，很快解决了这一生产难题。

以往，通过办公软件绘制的管网图笼统，定位不精确，在

实际生产运用中存在偏差。

如何更高效地绘制井位和管网图？吴涛下载了专业软

件，和同事一起给魏岗油田、张店油田、东庄油田区域的油水

井分别标注井位和绘制管线。为更好地区分油水井类别，他

们使用红色标注油井，使用绿色标注水井。

经过半个多月的绘制，3个管网地图诞生了。打开软件里

的油田管网图并放大，画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弯弯曲曲的红

绿线和井号。你想找哪条管线，只需点击鼠标，就能轻松搞

定。只需输入井号，你就能精准定位这口井。

随后，吴涛又琢磨着实现了手机实时查看管网图。他还

使用软件“打点”功能，跑遍所有近年新投产的油水井，沿着新

建或更换的管线走上一遍，让走过的路径直接在线自动生成

管网图。

“以前，管线穿孔时，我们找埋地闸门费时费力。特别是

人员变化大，许多闸门位置容易被遗忘，造成抢险滞后。现

在，有了掌上‘活地图’，轻松一点，可以快速找到异常段，误差

仅有 0.3米。”中心站采油工周钰栋说。

“再拧紧点儿！”在昆明（福德立交）－宜良高速公路（昆石
复线）第四合同段项目40mT型梁场施工现场，正在进行龙门吊
大梁安装定位作业的中铁十五局一公司员工许春江对工友说。

福宜高速公路是云南省县域高速公路“能通全通”“互联
互通”工程重点项目，通车后从昆明市主城区到宜良县只需
35分钟，对打通滇东、滇东南方向的经济走廊带将起到重要
作用。 刘改章 摄

误差仅有0.3米的“活地图”

班组现场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