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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推、吊、落……几个看似简单的操作

步骤，中国能建葛洲坝机电公司白鹤滩机电

项目部桥机班班长梅琳琢磨了整整28年。

在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

站的建设过程中，她操纵桥机成功吊装发

电机转子。

3 月 31 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梅琳所

在公司。

“通过手柄控制钩子在空中水平运动，

就像操控空中大型‘抓娃娃机’，只不过我

们‘抓’的是大型建材和设备。”梅琳向记者

介绍自己的工作。

手握所在团队刚刚获得的 2022 年度

“央企楷模”证书，梅琳说：“荣誉的取得是

对团队的肯定，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国

家水电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独创“手感、声感”操作法

2020 年 9 月初，梅琳接到白鹤滩水电

站首台百万千瓦机组转子吊装的任务。“我

当时既紧张又兴奋，这样的挑战十分难

得。”她说。

奔腾的金沙江水涌聚坝前，白鹤滩水

电站矗立于两山之间，其左右两岸各布置

了若干台全国产化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

组。由几十万个零部件组装成的发电机

组，高度达 50米、总重约 8000吨。

这些“庞然大物”的核心部件就是转

子 ，其 外 圆 直 径 16.5 米 、高 度 4 米 ，重 达

2300吨，是实打实的“巨无霸”。

梅琳的工作就是坐在20米高的桥机驾

驶室里，把“巨无霸”吊离地面，水平移动至

发电机组机坑上方，并将其精准放入机坑。

“转子是发电机组的重要零部件，转子

吊装非常考验桥机工的操作能力，讲究

‘精、准、稳’。打个比方，就像太空中飞船

和空间站对接需要精密计算，转子吊装同

样如此，落入机坑时与定子对接，装机精度

以毫米计算。”梅琳向记者介绍。

梅琳用她独创的“手感、声感”操作法，

在高空中将这些零部件精准吊装到位，精

确度控制在 1毫米之内。

梅琳说，操作时要谨记“精、准、稳”三

个字。其中，“稳”是一名桥机工最基本、最

重要的素质。“要记住操作要领，形成用力

的惯性。每次操作时，我注意力高度集中，

自己仿佛和桥机融为一体。”她说。

摸索出“跟钩”技巧

在大多数人看来，桥机工的工作就是

把构件从这里挪到那里，没有啥技术含量。

但梅琳从不这么看，她认为，这是一份

“一看都会，上手就废”的工作，要想干好

它，就得潜心钻研、苦练真本领。

1995年，梅琳走出校门，成为三峡水利

枢纽工程的一名桥机工，负责土建材料吊

装。

2002年，三峡左岸电站首台机组——5

号机组转子完成吊装，梅琳在现场被壮观

的场景所震撼。“能够吊装大体量的转子是

对桥机工能力水平的最大肯定，当时我就

下决心，一定要学会吊装转子。”她回忆道。

彼时，梅琳已经有 7 年操作桥机的经

验，但她仍然觉得达不到吊装转子的要求。

为了提高操作技术，梅琳每天完成基

本吊装任务后，用空汽油桶装满水来回“吊

装”。“吊装过程中一滴水都不能洒，才算达

到‘稳’的要求。”她说。

经过每天十几小时的练习，梅琳摸索

出了一套“跟钩”技巧。“要想重物稳，首先

钩子得稳，要感受钩子的摆动幅度，及时调

整操作杆，选择合适的挡位和方向，‘跟住’

钩子，使桥机、重物与钩子的重心保持在一

条线上，这样才能稳住。”她说。

2003年 8月，三峡左岸电站 4号机组转

子吊装在即，梅琳主动请缨承担吊装任

务。经考察合格后，梅琳如愿接过重任，顺

利完成 1500吨发电机转子的吊装工作。

“当天，我很早就进了操作室，在心里

一遍遍默念操作要领。”梅琳回忆道，当转

子成功就位的那一刻，她才发现自己手心

全是汗，身上的衣服早被汗水浸湿。

从业 28年来，梅琳共吊装了 16台巨型

水轮机组转子，先后承担了溪洛渡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等多座大中型水电站的机组

安装和检修施工任务。

“作为见证者、参与者，我为祖国水电

事业飞速发展感到自豪。”梅琳感慨道，“干

一行就要爱一行，干一行就要精一行。我

们桥机工将不忘初心、笃行不怠，做新时代

的奋斗者和追梦人。”

梅琳：毫厘不差吊装千吨“巨无霸”

在 2000 多名员工的工厂里，问起张肇

宏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仪表专

家”，竟然发现他曾经带领的仪表班组都是

“存在感”最低的。

51岁的张肇宏是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的仪器仪表维修特级技师。

在与仪表做伴的 31 年里，他一直肩

负着维护公司石油化工装置现场仪表和

控制系统的责任，是装置平稳运行的“守

护神”。

“保证不出故障才是最
大的成功”

“很少听说张肇宏的班组处置某个故

障的消息。”公司党务办主任林铭彬说，公

司的石化产品内供全国，外渡重洋，如果

生产核心装置出现故障，停工一次可能造

成数千万元的损失，“没有消息就是最好

的消息”。

“我们是重点生产单位，生产一刻都

不能停。”张肇宏把心目中最优秀的仪表

维修工人比作给装置“治未病”的医生，

“解决故障固然重要，保证不出故障才是

最大的成功。”

为了做好预防性维修，提升设备可靠

性，张肇宏向来舍得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很

难出成绩的基础性工作上。

公司芳烃联合装置建设时，张肇宏

从设计到施工全程跟进，建立起整套装

置约 1 万台仪表的基础信息台账，投产

后的维护工作量大大减小；钻进 60 多米

高的反应器中，顶着飞扬的催化剂粉末

亲手疏通检测点，保证仪表测得精准数

据；装置大修期间，在机柜间里铺一张纸

壳作床，和衣而睡，一干就是三天三夜，

装置提早复工……

“看着一座装置从空地拔地而起成功

生产，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一样，所有

的苦和累都很值得。”张肇宏说。

“师父很爱钻研，遇到同样的问题，想

得比我们更多更深。”在徒弟刘宗林眼里，

师父张肇宏总能在枯燥重复的仪表维保工

作中看到创新的路。

即使是老工人，也经常会在维护仪

表设备时遇到一个困难：找不到故障仪

表。石化生产装置体积庞大、管线密布，

一套大型的装置仪表配备数量可达 2 万

台。以前，准确地找到一台故障仪表堪

比大海捞针，工人们全凭经验在脑中给

仪表定位。

“不能迅速定位问题仪表，谈何及时维护？”在遍查国内外资料

寻找解决方案无果后，张肇宏悄悄下了一番“笨功夫”。

2004 年，在本职工作之余，张肇宏不辞辛劳扎进装置现场，

或下到阴暗的地下井，或爬上 20 层楼高的反应器，历经半年，挨

个摸清了整套催化裂化装置所配 5000 余台仪表的准确位置，手

绘出一本 40 页的“催化裂化装置仪表现场位置图”，仪表所在自

此一目了然。

此后的 7 年里，张肇宏会同各仪表班组绘制了全厂约 12 万台

仪表的准确位置图，又开发应用仪表现场位置查询软件。

如今，仪表维修工人们凭借一部手机就能迅速查询到仪表

安装位置、型号、介质特性等信息，大幅提升了全厂仪表维护

工作的效率。

“看到技术能被传承是很让人欣慰的事”

凭借炉火纯青的专业技术和无数个日夜的潜心钻研，张肇宏

的很多“小发明”“小应用”“小改造”常常能解决影响生产进行的大

难题，他的目标就是不仅要更快更准更好地解决故障，更要保证不

出故障。

2015 年，张肇宏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次年，他又获得了国务

院特殊津贴。

他说，自己从没想到，一个三十多年只顾埋头干活的普通仪表

维修工人，竟然能得到这样高的认可。

“我是工匠出身，看到技术能被传承是很让人欣慰的事。”除了

继续奋斗在一线，张肇宏又分出精力主动肩负起年轻工人技术培

训的任务。

堆场里等待报废的仪器设备被他“淘”了回来，经过局部拆解

切割，成为实操培训最好的教具，既降低了资金成本，又缩短了工

人熟悉设备的时间。

经过连续 8年的不懈努力，张肇宏领衔的“张肇宏劳模创新工

作室”逐渐发展成青年设备人才培训中心，实现了从单一专业技术

培训向全专业覆盖的转变，累计开展员工、承包商技能和安全培训

2万多人次。

张肇宏说，仪表维修工作就像仪表本身，看似不起眼不出彩，

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力争一刻都不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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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肇宏在检查设备运行情况。 林弘梫摄

我国西北某试验场，寒气逼人，刺骨冷风钻进科研人

员的作训服。

宽阔的场地上，远远望去，一抹黄褐色焰火过后，传来

一阵短促的轰鸣声。

这是某新型舰炮原理样机在进行长连射试验时的景

象。测试台旁，海军研究院某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

士邱志明及其团队成员在操作设备、计算测试结果。

“我们成功了！”试验数据出来后，团队成员一起欢

呼。邱志明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欣慰的神情。

这款新型舰炮，前身是被誉为“万发炮”的明星产品，

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舰艇末端防御系统，也是邱志明团

队的重要科研成果。

3 月 31 日，回忆起这次试验，邱志明对科技日报记者

说：“近十年，我军科研实力取得了长足进步，海军科技事

业更是日新月异。但我们还处于将强未强的关键阶段，仍

有不少未知领域和无人区急需探索。”

记者了解到，2017 年以来，邱志明团队瞄准强军目标

和未来海上智能化战争需求，将颠覆性技术转化为实战应

用，不断推进创新成果向战斗力全速转化。

“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舰炮，被称为“海上战神”。而提升“海上战神”的战斗

力，是邱志明团队的主要科研目标。

在研制前述某新型舰炮之初，邱志明团队在国内首次

提出某新质武器装备概念，希望通过原理创新，使大幅提

升末端防御能力成为可能。

然而，此设想一经提出，便引来无数质疑声——“硬件

能力到极限了，怎么突破”“舰炮的尺寸、重量和惯量肯定

要增加很多，进而影响自动机速度”……

面对质疑，邱志明亲自带领团队成员展开多方调研、

深度论证，并将调研及论证结果逐级汇报，不断对武器概

念和技术细节进行完善。

在上级支持下，这支团队攻克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多

项工艺，成功研制出用于最终试验的原理样机。

试验场上，该新型舰炮的射击速度等多项关键指标大

幅超越世界先进水平，标志着部分技术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进展，为武器装备作战能力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仅要打得快，还得能打得远。

在一次基层部队调研中，邱志明团队成员了解到，某

反潜武器在远程打击中存在信息支撑不足的问题，现有手

段难以解决，但部队需求迫切。

部队急，科研人员更急。

调研结束后，邱志明团队立即组织科研人员进行技

术研讨，最终提出通过采用某新型探测系统来解决上

述问题，当时国内外还没有成功开展相关研究的先例。

“这是提升一线战斗力的关键问题，要敢于打破传统观

念，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邱志明给团队成员鼓劲。

此后，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拿出了可行的

方案。相关测试结果显示，该团队试制的样机大幅提升了

远程反潜武器的作战效能。

“为新型武器上战场铺平道路”

军事科研路上充满艰辛，虽然看不见敌人，却无时无

刻都在进行着战斗。

某新型武器具有快速攻击、范围杀伤、持续作战能力

强等优势，是保护舰艇安全的“金钟罩”“铁布衫”。

然而，作为新型武器，它能否融合现有舰艇作战系统

并与常规武器协同配合？这道难题摆在了邱志明团队成

员面前。

“想在战场取得优势，就要提升作战力量，我们科研人

员要为新型武器上战场铺平道路。这款武器必须跨过上

舰试验这道坎儿。”邱志明斩钉截铁地说。

为探索武器上舰的战斗力快速生成路径，邱志明团

队成员瞄准该武器在未来重要主战舰艇的舰载应用展开

攻关。

此后 5年多，邱志明团队成员奔赴国内数个试验场，行

程数万公里，接连突破了一大批关键技术，为武器系统集

成、装舰优化、作战运用等问题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

为了准确掌握该武器对舰载设备的影响情况，邱志明

团队选择把测试场建在满足特定试验环境要求的戈壁滩

上。

8 月的正午，戈壁滩上，试验车内温度超过 50 摄氏度，

测试人员一边挥汗如雨、一边记录数据，一干就是四五个

小时。

经过连续 45天的测试，邱志明团队获取了百余套设备

的测试数据，为解决该武器装舰适应性问题迈出了关键的

第一步。

之后，就到了上舰应用检验的重要时刻。

整个上舰应用检验耗时 200 多天，在此期间团队成员

都要在海上“漂”着。他们克服晕船、海上连续作业造成的

精神压力，测试发射上万次，圆满地完成了该武器上舰应

用检验工作。

好不好用，官兵说了算。

在实际操作使用该武器后，一位曾完成多次重大军事

任务的功勋舰艇指挥员为邱志明团队点赞，“有了你们打

造的高新武器，前线官兵上阵更有底气”。

“搞科研不能靠单枪匹马”

“三、二、一，发射！”“目标被击落！”当最后一项动态打

靶试验完成，试验团队中传来一阵欢呼。

某年隆冬时节，由邱志明团队成员组成的某新型武器

项目组（以下简称项目组），牵头组织 23家单位深入我国西

部某试验靶场，联合开展陆上试验。

时值腊月，气温低至零下 30 摄氏度，项目组成员即便

身穿两件棉服、脚踏棉靴，仍然冻得瑟瑟发抖。

最糟糕的是，严寒导致试验设备出现故障，敏感元器

件在低温环境下失效，供水供电等管路脆化破裂，蓄电池

电量急剧下降，车辆、油机等无法被启动……一系列始料

未及的问题集中出现，任务才刚刚开始，似乎已经走向失

败。

紧要关头，项目组年轻成员突发奇想，提出给无人机贴

“暖宝宝”、烧牛粪为油机预热……几番努力下终于扭转困境。

在 200 多个日夜里，项目组成员获取了上千组试验数

据，攻克了 10 余项技术难题，保质保量如期完成了全部试

验，为武器改进提升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这些年，从千里戈壁荒滩到万顷浩渺汪洋，都有邱志

明团队成员的足迹。与此同时，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5

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0 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9项等荣誉纷至沓来。

“搞科研不能靠单枪匹马，要靠群策群力。”谈及取得如

此多成果的原因，邱志明表示，作为团队的领军人，他思考最

多的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团队里每个人的积极性。

如今，邱志明工作起来仍然像20岁小伙子一样，干劲十

足。好几次从外地出差回北京，飞机延误到凌晨4点，到办公

室已经是5点多，可他稍作休息，早上7点半就走进了实验室。

有了邱志明的垂范，团队成员更是铆足劲儿向前冲。

团队中有的成员常年在外出差，工作环境异常艰苦，却从

没有抱怨过一个字；有的团队成员每天晚上 11点离开办公

室，凌晨 5 点便起床学习专业知识；科研攻关中，有人双肺

发炎咳血，有人高烧多日不退，但是他们仍然坚守在科研

一线……

“搞科研就像跑接力赛，要把接力棒稳稳地交到年轻

人手上，让他们站在我的肩膀上继续前进。”这是邱志明常

挂在嘴边的话。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这些年，邱志明每完成一项科研工作，都会把相关理

论进行总结和梳理，并与团队里的年轻人进行讨论与分

析，帮助他们尽快成长。

“在这支团队里搞科研，你不用为其他事操心，唯一要

操心的是工作能不能干好以及如何才能干到最好。”邱志

明团队成员对记者说。

挺进无人区挺进无人区，，打造打造““海上战神海上战神””
——记海军研究院某中心邱志明院士团队记海军研究院某中心邱志明院士团队

邱志明邱志明（（左二左二））在车间指导团队成员进行科研试验在车间指导团队成员进行科研试验。。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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