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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营造科技创新氛围，不断提升职工创

新意识和水平，四川省总工会联合工人日报社融媒体中心推出“为职工

创新成果喝彩”四川工会职工优秀创新案例展播活动，总计 134 个项目

参展，总访问量和点赞数分别达到了 420余万和 300余万人次。参加本

次展播的作品，主要为四川各类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立足岗位、创新实

践取得的，成功应用于生产实践，并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技

术创新成果案例。一项项从实践中诞生，凝聚职工心血的“金点子”、小

发明，在为企业提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充分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热

情和创造力，得到全省职工的积极响应。现展示部分在本次活动中人

气较高的创新创效故事，引领带动更多一线职工在岗位上勇于创新，为

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在沥青拌合站施工中如果运用这项新

技术，不仅绿色环保，还能节省下不少成本

费呢……”近日，中铁二十三局成绵苍巴高

速项目路面一分部一名拌合站操作人员说。

这名操作人员口中的新技术，就是由该

项目七分部负责人李兆龙与他的创新团队

研发的“一种沥青废气等离子光氧综合处理

技术”。

一次技术例会上，项目管理人员提出项

目环保费用过大、废气排放不达标等问题。

“能不能研发一种融合所有处理方法的处理

技术？”李兆龙的建议获得了项目部的批准，

并组建创新攻坚团队。

如李兆龙思考的一样，这种技术是综合

了所有单一废气处理方法，采用由废气收集

系统、石灰喷吹系统、布袋除尘系统、低温等

离子处理系统、光氧处理系统、活性炭处理

系统、排放系统组成的一种综合处理技术，

保证了沥青拌合站内所有废气的综合收集

与处理，达到了绿色环保的施工要求。

该公司科技中心人员算了一笔账，当时

李兆龙所在的项目标段单幅路面沥青共

43.556 千米、共 29 万吨沥青混合料，采用这

项技术后，节省综合环保费与产生综合收益

共计 100 万元。同时基于该课题还形成了

省部级工法 1 项、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 1
项，该课题也荣获四川省优秀 QC 成果二等

奖、中铁建合理化建议三等奖。

小创新带来环保节费大创效
创新成果：一种沥青废气等离子光氧综合处理技术

第一完成人：中铁二十三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兆龙

研发单位：中铁二十三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空调循环水系统常常处在大流量、低功

率和高工耗的工况下运行，50％以上的功率白

白浪费。”在一次暖通系统工艺流程学习中，当

包呼群和班组成员们发现了这一情况时，直觉

认为，这里边还有大量工作可以做……

下来后，他们查阅大量文献，发现国内电

厂对于火电厂暖通系统控制方式不够精细，

自动化程度低，在国能四川天明发电有限公

司用电指标压力及节能降耗大背景下，暖通

系统的优化势在必行，急需研制一套针对电

厂生产常规辅助系统暖通空调智能化的无人

值守系统。

经过多次讨论后，包呼群团队确定了“集

中管理，分散控制”的设计思想，决定根据不同

季节“量身定制”控制逻辑，让暖通控制系统智

能化，让它可在不同季节自动控制温湿度，在

减少电量损耗的同时保持原有管道不变动。

紧接着，研发团队成员又利用智能远程监视的

运维管理模式，完善保护控制逻辑，系统的一

键启停，最终实现了暖通控制室的无人值守。

有遇到困难时的挫败，也有突破壁垒时

的喜悦；有深夜奔波的辛劳，也有更进一步的

充实……回顾此次暖通系统的优化创新历

程，包呼群感慨万千。他表示未来还将继续

带领团队精益求精，创造更多科技成果，破解

更多的火电厂生产难题，助推能源发展。

带领90后热控队伍在新技术探索中突围
创新成果：火电厂暖通无人值守控制系统

第一完成人：国能四川天明发电有限公司设备部机控班班长包呼群

研发单位：国能四川天明发电有限公司

在我国目前地铁建设中，超过 95％的

地下隧道工程运用的是盾构机械法掘进，并

普遍采用钢筋混凝土管片作为衬砌材料。

随着钢筋混凝土管片的广泛使用，过程中

也逐渐暴露出用钢量大、生产工效低、破

损率高等问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成了

中铁科研院人的攻坚方向。

2017 年 7 月，中铁科研院确定以新

型复合建筑材料“钢纤维混凝土”作为

研究主体，成立以李德明为首的隧道钢

纤维混凝土管片关键技术研究团队，对

该项技术展开了创新性研究。

研究团队决定从钢纤维混凝土配

合比、材料力学性能、管片设计方法、全尺寸

管片试验、施工及质量控制等多个方面入

手，在试验现场进行了大量研究。在相继克

服了仪器、天气和混凝土管片浇筑等难题

后，团队终于制备出纤维分散均匀、工作性

能稳定的管片拌合料，为管片制备工艺的改

进和试验数据的可靠创造了充足条件。

该成果还得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

虎、梁文灏、陈湘生等专家肯定性评价。该

项技术随后在青岛地铁 1号线的应用中，在

不降低管片使用性能的前提下，钢纤维混凝

土管片节省综合造价约 15%，降低用钢量约

30%至 50%，减少碳排放量率约 15%。

关键技术优化实现综合降本15%
创新成果：隧道钢纤维混凝土管片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第一完成人：中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院副总经理李德明

研发单位：中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自从有了‘羊专家’发明的这个监听报

警装置，清管时再也不用大热天到草丛里‘蹲

坑’喂蚊子了。”阳光下，拿着中石油西南油气

田公司川西北气矿仪表技能专家羊映最新研

制的清管球（器）监听报警装置，川西北气矿

邛崃采气作业区平落集气中心站站长朱伟脸

上笑开了花。

原来，天然气管道在运行过程中，会因积

液、积尘等因素造成管输效率下降，且管道长

期运行后需对管壁进行测厚，都需要对管道

进行常规清管或智能检测作业。但传统的

“人耳紧贴监听”的方式容易出差错。羊映得

知情况后，便萌生了研发一台性能可靠、便宜

耐用的清管球（器）监听报警装置，来“解救”

采气工。

回到作业区技师工作室，羊映的想法

得到其他几位专家和技师的赞同，并一拍

即合，组建创新团队，正式向作业区提出

“便携式清管球（器）监听报警装置的研制”

课题立项申请，作业区领导班子当即表示

尽全力支持。

2020 年 9 月，经过团队上百次“头脑风

暴”分析和不断组装、模拟测试，一款小型化、

高灵敏、低功耗的电子元器件搭载地震检波

器，具成本低、重量轻、操作简单、加工便利等

特点的便携式清管球（器）监听报警装置终于

转化为科研成果。经现场反复验证，准确率

达 98%以上。

“羊专家”便携轻装置“解救”采气工
创新成果：便携式清管球（器）监听报警装置

第一完成人：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川西北气矿仪表技能专家羊映

研发单位：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川西北气矿

在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草桥站后折返

区间的线路上，有一座在用的玉泉营燃气调

压站。由于当时国内还未有隧道下穿在役燃

气调压站先例，没有控制标准、没有可供参考

的经验方案，而连调压站的基本信息也还不

全，如何让地铁隧道建设工程顺利穿越调压

站，成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

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作为项目总工程

师、团队技术骨干的姜潇，凭借扎实的技术知

识和丰富的工程方案编制经验，主动承担起

方案制定的重任。众所周知，下穿建筑物很

重要的一点是确定建构筑物的变形安全控制

指标。为了确定指标，姜潇带领团队对调压

间内外燃气管线、设备、地层情况开展大量调

查工作。

姜潇团队始终扎根在现场蹲点研究，通过

专业知识进行推算，建立燃气调压站内外管线

模型，并详细设置初始工况及边界条件，模拟

调整工况位移载荷分布，变化燃气管线沉降状

态，依据应力分析计算结果。最终提出了下穿

调压站变形控制指标，形成了地铁大断面隧道

近距离下穿燃气调压站变形控制技术。

在面对复杂施工条件中，用智慧与汗水

啃下一块块“硬骨头”，姜潇与团队做到了。

该技术的应用解决了城市地铁隧道浅埋下穿

燃气调压站沉降变形控制难题，实施过程中

未发生任何预警，调压站运营未受到任何限

制，有效控制了施工自身安全和环境风险。

用智慧与汗水啃下一块块“硬骨头”
创新成果：地铁大断面隧道近距离下穿燃气调压站变形控制技术

第一完成人：中铁二十三局集团工程师姜潇

研发单位：中铁二十三局集团

“下线电池堆积仓库中等待修复或

者直接报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管理

不善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在一次客户

回访中，四川德源电气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陈健发现，用户中国铁塔基站后备电

源使用的锂电池包，陆续故障下线，如果

处理不好，隐患很大。

随着锂电池在国民经济中越来越广

泛的运用，锂电池报废处理已成为国家

环保管理体系中日益突出的重点、难点

问题，解决好这一难题，将是对整个环保

工作的巨大贡献。

按照减少报废电池的产生和加强对资

源的二次利用原则，公司成立了以陈健为首

的“基站下线锂电池组再制造”技术攻坚组。

依托企业产学研体系，相继突破了数十余处技

术难点，攻关期间还发表了4篇论文，获得了4
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中电池故障检测系统与

美国和瑞典的相关专利并称世界三大故障电

池检测方法，技术位于世界领先水平。

2022 年 8 月，经过使用验证，再制造电

池组各项参数合格，完全满足通信基站的备

电要求。下线储能锂电池包的再制造，将储

能锂电池包再次用回基站储能系统，项目的

实施每年可减少 200Mwh/年退役锂电池包

的固废，在为运营企业节约运行成本的同

时，使下线锂电池获得二次使用价值，实现

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故障下线的锂电池竟然二次“上岗”了
创新成果：基站下线锂电池组再制造

第一完成人：四川德源电气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陈健

研发单位：四川德源电气有限公司

“李专家，太感谢你了！你的小发明让项

目部 10余座生产场站实现了无人值守。”5月

18日，西南油气田公司川中油气矿磨溪开发

项目部经理舒绍锋对中国石油李忠良技能专

家工作室领衔人李忠良竖起了大拇指。

今年 54 岁的李忠良，是中国石油李忠

良技能专家工作室领衔人，2021 年初，李忠

良获悉不少项目部使用的气田水闪蒸气处

理装置存在工作量大，夜间操作风险较高等

问题。李忠良敏锐地感受到，这就是一个需

要解决的问题。

李忠良组建了包括集团公司技能专家、

技术管理人员、科研及一线员工等 7人的创

新团队，经过近 1 个月多次讨论，创新团队

最终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含硫气田水闪蒸气

硫渣自动装袋及加药装置改造研制”方案。

通过近 3个月的前期现场调研、方案制

定和设备制作，含硫气田水闪蒸气硫渣自动

装袋及加药装置在集气东站进行安装试用，

但效果并不理想。

李忠良团队没有气馁，坚持研判问题找

对策，历经 20余次反复试验，近百小时通电

测试和多次方案优化，终于使装置实现平稳

运行。目前这项含硫气田水闪蒸气硫渣自

动装袋及加药装置在川中油气矿已得到广

泛推广应用，为减轻一线操作员工劳动强

度，降低安全风险，实现无人值守作出了突

出的贡献。

油气生产场站的“无人机”探索
创新成果：含硫气田水闪蒸气硫渣自动装袋及加药装置改造研制

第一完成人：西南油气田公司川中油气矿高级技师李忠良

研发单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川中油气矿

2017 年 7 月，维修人员在巡检过程中发

现原液车间一台黄化机搅拌主轴出现严重的

裂纹，情况非常不乐观。

在联系厂家检查后，给出结论为该设备

已超设计标准寿命，建议对黄化机搅拌器进

行整体更换。

罗贵刚意识到，既然其中一台黄化机出现

裂纹问题，其他黄化机也有可能达到寿命极

限。经检查，6台黄化机中有5台的搅拌主轴出

现不同程度的裂纹及断裂现象。但由于搅拌

器设备采购成本约为 50万元/台，且制作和更

换周期长，为保障生产，公司希望采取修复手

段，对主轴裂纹处打磨后进行焊接修复，延长

设备使用寿命。罗贵刚所带领的发明创造普

及工作室义不容辞接下这个任务，临危受命组

建黄化机主轴修复创新管理团队进行研究。

最后，团队明确了通过提升主轴受力强

度，杜绝裂纹产生的方案。针对金属材质焊

接易出现热变形的特点，创新团队通过材质

选型、焊接工艺优化、轴内灌水冷却、分段处

理等方式对工作进行推进。没日没夜的反复

推敲，创新团队取得的每一个小突破都会欢

欣鼓舞。在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团队全体成

员克服重重困难，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将 5
台黄化机主轴进行了修复和加固。

最后，经设备厂家鉴定结果：修复工作非

常成功，设备完全能达到工艺要求，使用寿命

最少延长 10年以上。

创新管理为昂贵设备延长10年寿命
创新成果：一种黄化机主轴焊接修复及加固的方法

第一完成人：罗贵刚发明创造普及工作室成员罗贵刚

研发单位：宜宾丝丽雅集团有限公司罗贵刚发明创造普及工作室

“ 为 职 工 创 新 成 果 喝 彩 ”
——四川工会职工优秀创新案例展播

羊映（左二）在现场传帮带。

姜潇团队在开展工作。

李忠良创新产品装置。

李兆龙工作照片（中间拿书者）。

包呼群（中）工作状态。

在石油钻井作业中，作为现场防喷

器检验试压重要工具，一直使用的是“有

线式数据采集测试仪”，但其结构复杂、

布线繁琐、便携性差、故障率较高等问题

也不断暴露。

为解决这一难题，2010年，中国石油集

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环保质量监

督检测研究院成立了以唐顺东为带头人的

攻关团队，通过两年的技术攻关 2012 年终

于研发出了第一代无线仪器，但在现场推广

应用时，工作人员在检测过程中发现数据显

示还有中断现象。

市场应用的不良反应导致产品一直无法销售出去，团

队带头人唐顺东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提出应用无线网络通

信 WIFI 技术的设想。在破解了 WIFI 模块转换为网络信号

发送的难题后，团队开始对 ADC 模数转换、滤波、低功耗、电

池选型等环节进行了逐项的解决，设计出了数据收集及传

输集成于一体的无线压力测试仪（井控装备检测无线压力

测试仪）。最终经过现场多轮次反复测试，成就了性能完全

超越有线式和第一代无线式产品。

目前，这款井控装备检测无线压力测试仪已成功应用于

各大钻井作业现场，特别是对页岩气井、“三高”井等高风险作

业现场的井控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降低了井控事故

发生概率，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让石油钻井数据采集走向无“线”
创新成果：井控装备检测无线压力测试仪研制

第一完成人：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工程公司安检院三级工程师唐顺东

研发单位：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环保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5·12”地震后，距离映秀镇仅 8.1公里的太平驿水电站一

直处于地震次生地质灾害的阴影中。在 2019 年“8·20”泥石

流灾害发生后，为彻底解决大坝员工人身安全问题，经四川华

能太平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骨干反复研讨，首次提出了

大坝“无人值班，无人值守”运行模式的发展目标。

唐小焰、张玺两位年轻工程师从事电力行业多年，对电气

技术难题攻关有着丰富经验。赵栋栋、黄众、邱振涵 3位年轻

技术人员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在创新工作中积极探索最新

技术的运用。他们对完善大坝“无人值班，无人值守”技术条

件、减少电站受灾风险有着迫切的愿望。通过多次尝试，先后

完成了对闸首 400V配电系统自动控制逻辑的改造，并实现了

北斗短报文远方监视、控制闸首柴油发电机的启停状态。

此后，他们又确定了利用单相交流接触器检测柴油发电机

启停，当柴油发电机启动时开启柴油发电

机室卷帘门，柴油发电机停止就关闭卷帘

门的方案，从而简易实现卷帘门伴随柴油

发电机启停而开关，避免了因柴油发电机

室狭小而导致柴油发电机运行时因高温自

动停机。通过反复推演、完善后，团队再次

择机试验，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未来，团

队还计划建立泥石流监测预警系统、水情

测报系统、智能门禁管理系统等功能，让

太平驿电站逐步实现无人化、自动化、智能

化大坝管理，让太平驿真正享“太平”。

（四川省总工会宣）

为了太平驿实现真“太平”
创新成果：闸首无人干预柴油发电机自动启停

第一完成人：四川华能太平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生技部副主任唐小焰

研发单位：四川华能太平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