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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跑通一大半了。”

“昨天确定的交互节点完全没问题。”

夜晚的办公室里常常灯火通明，成员间

相互鼓励，大家在讨论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难题。这是北方导航装备研发一部总体技术

室班组成员结合生产实际投身创新工作的一

个缩影。

在近期北京市经开区总工会举办的经开

区首届职工“五小”创新成果竞赛中，上述总

体技术室的项目获两个二等奖、两个优秀奖。

在研发某柔性化飞行器物理量检测系统

时，要求该系统软件能够达到简便适配新型

号产品自动化检测的效果，从而实现该柔性

化系统自动化检测多种口径舱体的目标。面

对如此艰巨的挑战，班组成员不断往返于现

场和实验室之间，研究如何实现自动化产线

与设备的信号交互，对检测流程基本状态的

划分和交互逻辑的优化慎之又慎。

一次又一次的交互失败，却让大家越挫

越勇。项目负责人雷文龙说：“无论是推进

自主创新，还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都需要

‘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和‘把冷板凳坐热’的

毅力。”通过对软件的持续优化，最终达到设

备本身和产线状态与现场完全一致的状态，

实现了稳定的自动化检测。

“以前需要我们抬去检测，现在机器人可

以自动搬运到指定工位，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了

50%。”一个装配班工人感慨。

在电位计检测设备视觉识别研制阶段，由

于现有产品不多，采集数据量严重不足，视觉

识别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大家不气馁，不断开

展仿真试验，研究如何在现有数据量的基础

上，不断优化算法，持续提升视觉识别正确率。

“最开始三个人配合着测一件产品，5 分

钟才能测一件，出错率还很高。现在一个人

10分钟能测 10件，效率大大提高。”一个成品

检验班工人由衷地赞叹道。

“我们每天都在和难题打交道，解决难题

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班组成员朱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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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晓，他们踏上“追冰”之旅……
凌流到哪里，河封到哪里，巡测队员们便追到哪里，测到哪里

破晓，他们踏上“追冰”之旅……
凌流到哪里，河封到哪里，巡测队员们便追到哪里，测到哪里

本报记者 蒋菡 本报通讯员 郭培仪

“这里还不是封河上首位置。”

“走！上车！继续追！”

“1 组 找 到 并 拍 摄 到 上 段 封 河 上 首 位

置。”

“2 组 找 到 并 拍 摄 到 下 段 封 河 上 首 位

置。”

“准确监测到上段流凌信息，流凌河段上

段在宁夏石嘴山兴惠泵站下游 4千米至麻黄

沟（三盛公枢纽闸上 151 千米至闸上 120 千

米），流凌长度 31千米，流凌密度 5%~50%；下

段在……”

“凌情和封河情况观测完毕。”

数九寒天，朔风刺骨，河面上，岸冰流淌

着，不停碰撞，咔嚓作响……在黄河两岸，有

一群手持无人机遥控器的“小黄人”——冰情

巡测队队员，正在观察凌情和封河情况。

眼下正值黄河凌汛期，黄河宁蒙河段封

河上首即将进入宁夏河段关键点，需要加强

冰情巡测。

凌汛，是河道封冻后冰盖对水流约束增

强产生阻力而引起江河水位明显上涨的水文

现象。黄河河道自上而下近乎呈“几”字形，

使其所跨纬度的幅度较大，由于南北河段有

明显的气温差异，河水封冻和解冻的时间便

有先后，便造成了凌汛。

黄河凌害的重灾区是宁蒙河段，历史上

较大范围的凌害平均两年就有一次。防凌

难在预报，水位和流凌密度是防凌工作中的

重要敏感因素，需要重点监测。冰情巡测队

就一路追随着流凌进行现场监测。

1月 5日，6点刚过，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宁蒙水文水资源局冰情巡测队的队员们就

起床了。巡测队队长王亚飞起床后的第一件

事，是通过视频水位计APP远程查看河段冰凌

和水位变化情况，研究判断凌情发展趋势，判

断出封河上首和关键凌情的大致区间，然后规

划两个巡测小组当日的巡测路线和重点位置。

天微微亮，两个巡测小组便展开了“追

冰”行动。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巡测组到达黄

河两岸。岸冰危险，巡测队员们身穿橘黄色

救生衣，在银装素裹的大河两岸十分醒目。

“小黄人们”手持无人机遥控器，娴熟地

操控着无人机，航拍凌情和封河情况。王亚

飞盯着遥控器显示屏，仔细观察判断着无人

机拍摄的冰情信息，一刻也不松懈。为防止

仪器低温失灵，他们给无人机、对讲机、手机

等每个仪器都作了特殊的保温措施。

与此同时，他们不停地在群里发布、上传

各类冰情信息，互相交流研判。

冰凌巡测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直在

路上”。凌流到哪里，河封到哪里，巡测队员

们便追到哪里，测到哪里。

黄河凌汛期一般从 11 月中下旬开始流

凌，12月上中旬封冻，翌年 3月中下旬解冻开

河，封冻天数一般 100 天左右，最长达 150 余

天。巡测工作贯穿流凌到开河的整个时期，

长达四五个月。

一旦遇到气温骤降、大风大雪、沙尘暴、

极寒等极端天气，“追冰”不仅艰难还很危险，

但此时冰水情要素快速发生变化，更需要加

强巡测。“追冰”不怕远征难，越是风雪越向

前。有时一夜能封冻超过 100 千米，巡测队

员们便要追出 100余千米。

但是他们的工作远远不只是追着冰跑。

“追冰”结束后，他们每日要通过无人机航拍

的视频和照片，研究判断出实时凌情发展和

封河的准确位置，从地图上找到上首位置的

地名和桩号，然后通报相关部门。经过多方

会商研判，准确判定出封河位置、封河长度、

流凌情况等，由宁蒙水文水资源局制作成每

日冰情形势图，向黄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和

沿 黄 地 方 防 凌 部 门 上 报 实 时 准 确 的 凌 情

信息。

一天的“追冰”之旅结束了。行车里程显

示：361 公里，这就是当天的巡测里程。他们

回到市区后，并没有立即回家休息，而是围坐

在一起，整理当天的巡测日志。日志中详细

记录了当天的巡测过程、凌情信息以及遇到

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作为原始资料保留下来

以供查证。这些珍贵的资料，是他们艰辛工

作的最好见证。

巡测工作最开始全靠肉眼观测，如今插

上了“翅膀”、安上了“眼睛”——利用卫星遥

感、无人机、视频水位、雷达冰厚测量仪等新

仪器与传统人员巡测相结合，开展“天空地水

工”一体化冰情巡测。

宁蒙水文水资源局从 2001 年开始冰凌

巡测工作，累计冰凌巡测 2511 天，行程 54.6
万千米，近十年应用无人机巡测 1318 架次，

飞行 3100千米。

迎风冒雪，披星戴月，“追冰人”就这样守

护着黄河岁岁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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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作业

张雯琼

“我们尝试开展井间调剂，一个队的物资可以同时申请

‘进’和‘出’，盘活了项目部整体物资库存，降低了井队成本，

提高了生产效率，24 口井日进尺上千。”1月 2日，中国石油渤

海钻探海南项目管理人员张涛在作业现场讲述着“资源共享

模式”对钻井一线的深刻改变。

近年来，渤海钻探积极探索资源共享模式在生产一线的

应用。“根据钻机、井型适配的原则，从等停队伍及设备库中调

剂重要设备给连续生产的队伍，这样提高了设备利用率，让投

资成本降低不少。”装备管理部门负责人米永强说。

让设备时刻“在线”的同时，这个公司大力推进区域“库房

共享”的建设，选择部分基层队的库房分类集中存放大宗常用

物资，并随车调剂闲置物资，实现井间“物资共享”。“我们对配

合完成回收调剂的队伍，以 50%到 100%的不同比例进行成本

核销，有效调动了基层队参与物资共享和调剂的动力。”张涛

介绍，在海南市场，钻井队现场库存较标准库房下降了 22%。

针对机电工程师难以逐队配备的难题，渤海钻探在第一

钻井公司试点推行区域“大班共享”模式，并依托集团公司的

技能专家工作室，加速机电工程师等关键岗位人才的轮岗培

养。同时，按照人机松绑、岗位匹配的原则开展“关键岗位员

工共享”，实行“核心操作岗位固定、一般操作岗位灵活”的“大

两班”配置模式，强化生产队伍的技术力量和关键岗位人员的

操作能力。据统计，公司已对大庆、海南等市场开展了 778人

次的区域员工共享及调整，灵活满足多样化的作业需求。

这个班组有股把冷板凳坐热的劲儿

节能环保型内燃调车机车投运
庞世乾

1 月 8 日 15 时 30 分许，位于山东省滨州

市滨城区杨柳雪镇的 LFLN10-09 井作业井

场。红白相间的修井设备高耸矗立，在冬日

的旷野和瓦蓝的天幕映衬下格外显眼。

设备正在进行起油管作业。只见一根油

管在井口探出了脑袋，设备顶部的卡瓦张大

嘴巴、斜着身子缓缓下落，到油管的脖子处迅

速立正，靠近油管一口咬住迅速上提，一直到

下一个油管露出脑袋后停止。

各种设备配合默契，整个过程如行云流

水，令人不由得赞叹司钻的操作娴熟。可是，

当笔者走进司钻房，里面空无一人。随行的

胜利油田油气井下作业中心滨南作业区滨一

项目部经理李国瑜笑着指了指操作房，说：

“在喝茶呢！”

原来，通过使用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司

钻只要待在操作房里，设定好模式即可启动

自动操作。

“实现智能化的关键是让设备长了两只

眼睛。”李国瑜指着井口上的两个监控探头

说，它们负责把各种数据传送到司钻房的操

作平台上，司钻设定好起下油管模式后，可以

实现 24小时不停工，直至全部完成，“每小时

可以起下 30 根油管，还不受司钻疲劳、误操

作等因素影响。”

而在看似简单的“两只眼睛”背后，是智

能视觉识别、修井机绞车控制、智能天车开绳

轮、自动化设备控制、排管机自动控制等 5项

关键技术的突破。

一直以来，修井作业采用“四人一机”的

作业模式，1名司钻负责修井机的操作，两名

工人站在井口进行吊卡摘挂、油管扶正、液压

钳操作等，还有 1名工人负责场地工作。

站在井口的作业工人抬着 40 多公斤的

吊卡卡住油管，每口井要重复弯腰 400 多

次。一根重达 100公斤的油管也需要人工搬

到半米高的支架上，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

差、安全风险高。

后来通过设备机械化实现井口减人，劳

动强度也大幅降低。自 2021 年开始推进井

下作业自动化装备，井口没有了作业工人，全

部操作只要司钻一人一键完成，工人倒班休

息时间从 12小时增至 48小时。

截至 2024 年底，油气井下作业中心自动

化设备配套数量达到 211 台（套），自动化配

置比例达到 60%以上。“我们坐在冬暖夏凉的

操作房内，工衣干净整洁，轻按键盘就可以完

成施工。”司钻李忠杰笑眯眯地说。

李国瑜介绍，2024年，中心配备了 5台智

能化设备，他们就接手了两台，“如虎添翼，半

年时间干了 80多口井”。

截至目前，所有的修井设备由过去的柴

油发动机全部实现电动化，现场噪音降低

33%，能耗降低 69%。“耳根子清静了，也不见

黑烟了。”李忠杰说。

修井设备还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根

根油管从地下拔出来，李忠杰满脸笑意地看

着油管在排管机上自动排好队。半个月亮挂

在天幕上，犹如一张笑脸俯瞰着李忠杰们的

幸福。

有了智能化设备，修井作业班组如虎添翼，“半年时间干了 80多口井”

井场上的迭代升级

传统船运开启“数智”转型
本报讯 1月 8日，河北曹妃甸油库码头上，随着一声

呜鸣声油轮远去，标志着冀东油田公司 2025年第一船原

油顺利外销。本次装船采用原油自动取样分析、视频监

控全覆盖，数据远传整合，迈出了传统船运“数智”转型

的一大步。 （陈久松 张岩）

保障抗震救灾生命线
本报讯 1月 7日，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突发 6.8级地

震。海拔 4300 米的日喀则定日机场成为抗震救灾的主

要生命线，该机场的航油设施刚刚通过竣工验收。中国

航油西藏公司从日喀则供应站、拉萨航空加油站紧急调

派应急保障人员赴定日保障。1月 8日 0时 20分，首架抗

震救灾飞机加油 1.173吨，于 2时 10分起飞。 （于晓璇）

智能巡检保安全
本报讯 为确保广西首条自主投资建设的时速 350公

里高铁南玉高铁开通后基础设施安全可靠运行，中国铁

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高铁基础设施段发挥铁路高

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他们通过复示终端对站场进行

远程巡查及监测数据统计分析，确保铁路设备运行稳定，

减少了劳力浪费；使用无人机对铁路桥梁、电路线路、危

石危树等进行巡检，提升了 60%作业效率。 （丁明宇）

解决高端导热材料“卡脖子”问题
本报讯 为解决国家高端导热材料“卡脖子”问题，中

铝山东有限公司技术应用中心高纯氮化物团队创新开发

高活性前驱体制备、连续均匀氮化—连续高效脱碳关键

技术和成套装备，建成国内首套高纯氮化铝自动化连续

生产线，实现了高纯氮化铝粉体在下游企业批量应用，为

满足 5G 通信、航空航天、高端芯片制造用高性能氮化铝

材料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 （张开亮）

采油技能标准化培训视频上线
本报讯 12 月 1 日，西北油田采油二厂的 3 名新员工

在实训基地进行实操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指导他们

培训的是“视频老师”——该厂刚刚发布的《采油技能标

准化培训视频》。该视频结合油田技能操作安全标准、岗

位“一册三卡”内容，将技能操作、异常判断、异常处置三

大类进行拍摄，为员工提供直观的操作示范。该厂已经

完成首批28项采油技能操作视频的制作。（丁玉萍 胡强）

提升素质备战春运
本报讯 为备战春运，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电务段进一步着力提升班组成员业务素质。他们充

分发挥“太电大讲堂”的作用，重点聚焦联锁、列控、

CTC、车载等关键技术，以仪表如何使用、数据如何测试

等基础工作为落脚点，确保培训内容“接地气”，促使班组

职工快速掌握业务技能。 （白震）

钻井一线实现资源共享

本报讯“干得多，见得多，想法也就会

多。”山东丰源集团中盛纸业造纸车间生产丁

班的创新能手段震说。

纸机生产中，施胶机计量棒要时常根据

生产实际更换，以保证产出高品质纸品。原

本设备正常运行时，更换计量棒需要 20 分

钟，且更换过程中纸机将会产生大量的降等

纸。按照每分钟 600 多米的纸机运行速度，

降等纸的数量将会超过 10 吨。这成为生产

中的一个“老大难”。

细心的段震在对施胶机整体构造进行了

认真研究分析后，提出了改善的方法。设计

出吸气倒吸流装置，并利用该装置把施胶棒

中的多余空气排出。工作人员可以更快捷地

完成棒座的拆解和安装，整个更换时间控制

在 10 分钟以内，在提高检修效率的同时，降

低了降等纸的产出数量。 （周虎子）

1月10日凌晨3点，塔克拉玛干沙漠腹
地大雪纷飞，为了不耽误新井满深72-H5井
开钻，塔里木油田油气田产能建设事业部夜
班安排了钻井工，加班加点配制泥浆。

谭辉 摄

力争创建“零受伤班组”
本报讯 川煤集团华荣能源绿水洞煤矿

开展“零受伤班组”创建活动,推动矿井安全

管理提档升级，在矿井连续遭遇地质灾害、瓦

斯水害持续升级、开采难度逐步增大的情况

下，实现了 2024 年度“五零”目标，杜绝了重

伤级以上事故。

该矿通过摸底，选树 11 个班组为“零受

伤班组”创建标杆对象，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重现场、强管理”的总体要求，严格执行认

定标准，持续规范职工操作行为，持续不断推

进班组安全标准化建设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他们狠抓现场治理，着力加强施工现场

关键环节、关键时段、关键区域、关键人员的

全程跟踪管理，结合班组生产特点、岗位职责

要求、现场施工构建“自保、互保、联保”自主

安全管理体系。 （李晓波）

边干边想解决生产难题

本报讯“柴油机启动正常，各辅机运转

状态良好。”1 月 10 日上午，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机辆段南翔整备车间，一

辆系着黄色“腰带”的复兴号机车停在大库

内，上线运行前的各项整备工作正有条不紊

地展开，司机郑文浩在崭新的司机室里全神

贯注地试验。

该机车为长三角地区首台节能环保调车

机车——FXN3B型内燃机车。机车采用“柴

油机+动力电池”混合动力，特别是在待机模

式下，采用电池功能，改变了以往柴油机不能

停机所带来的耗能大、噪音大的情况。在运

用试验中，该机车综合油耗可节省 25%~34%，

每日可减少柴油机工作时间 75%~82%。

FXN3B型内燃机车的下线运行，体现了

铁路部门“绿色低碳、经济节能、智能先进”的

发展理念。为确保该机车能够顺利在 2025年

春运期间执行调车任务，车间组织柴辅、制动、

电器等各班组的 20余名技术骨干开展专项检

修，全力保障机车运行状态良好。 （徐晓帆）

能耗“瘦身”
扬子石化烷基化装置编制“一装置一方案”，依据负荷变

化，采取及时优化调整烷烯比、降低循环异丁烷流量、压缩机
卡边控制调整等措施降低能耗。截至目前，烷基化装置累计
吨产品燃动费用较上年同期降低5.35%。图为烷基化装置人
员在酸碱罐区现场进行优化调整。 李树鹏 摄 张司雨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