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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您好，列车即将穿越万里长江。轨道交通
2号线是我国首条穿越长江的地铁线路，过江隧道
长3100米，最大埋深46米……”

坐过武汉穿江地铁的人，对这段广播不会陌
生。继公路过江隧道后，这已经是武汉市内第二
座长江隧道。作为武汉长江隧道工程的总设计
师，肖明清别有感触。

1998年，武汉长江隧道项目启动时，各方争议
不断。建设万里长江第一隧，需攻克高水压、强透
水、超浅埋等水底盾构掘进的世界级难题。外国专
家质疑：中国人有能力一次性成功穿越江底吗？

“那时我28岁，心想外国人可以做，为什么中国
人不可以？我们的技术差距究竟在哪里？我下决心一
定要攻克这些难题。”如今已是中国铁建首席专家、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总工程师的肖明清说。

攻克二字，成如容易却艰辛。对于水下隧道
这项系统工程，既要大处着眼把控全局，也要紧
盯细节精益求精。

同事眼里的肖明清，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钻
研业务。向他请教问题，他总能用新理论和方法
求证技术方案，各种数据公式更是烂熟于心、信
手拈来。一位老同事记得：“肖明清喜欢收罗资

料，每次参加国际隧道协会年会，他都背几大袋
外文资料回来，细细琢磨。”

“不止我背，同事出去我也嘱咐他们把资料带
回来。”肖明请说，“所有的设计参数，外国人不
会给你，只有自己摸索研究。”

一年中200多天都在出差，全国各地跑，工程在
哪人就在哪，施工阶段每天都要去工地巡查……30
年如一日的辛勤汗水，浇开了灿烂的理想之花：如
今，肖明清已领衔研究和设计了50多座大型水下隧
道，多座隧道创造了全国乃至世界之最，包括首座
钻爆法铁路水下隧道武广高铁浏阳河隧道，当时世
界上在粉细砂地层修建的直径最大、水压最高的水
下隧道南京长江隧道，世界行车速度最快、国内最
长的水下隧道广深港高铁狮子洋隧道等。

随着中国发展强大，要建更多功能更全、品质
更好的隧道，这些世界级工程备受国际同行关注。
肖明清觉得，隧道技术是无止境的，攻关也永无止
境，他要不负热爱、勇挑重担，“每一个隧道通车，都
是我最自豪的时刻。”

厚度仅为普通打印纸的1/4，能被轻易徒手撕
碎，在各高精尖领域应用广泛——中国自主研发
的超薄不锈钢箔“手撕钢”，工艺水平已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并在控制水平、纯净度、产线工
艺、产品性能和高等级表面精度等方面实现了技
术突破。

山西太钢集团教授级工程师王天翔，正是国
产“手撕钢”研发团队的“主心骨”。

2016 年 2 月，在太钢集团工作了 27 年的王天
翔成为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经理，

他接到的任务是：当年公司应盈利 1 元。在此之
前，由于只能生产普通厚板等“大路货”，太钢精
带公司已连续亏损7年。

“研发高精尖不锈钢产品，占领市场制高点，
才能突出重围！”王天翔很快找到突围方向。

说干就干！王天翔将目光投向在当时主要依
赖进口的超薄带钢产品——厚度为0.05-0.03毫米
超薄精带，可用于电子精密制造；厚度为0.03-0.02
毫米箔材，可用于航天航空和核电等行业，均属于
被“卡脖子”的产品。而宽幅大于400毫米超薄精

带，在核电、军工、高端电子和新能源等行业运
用潜力巨大，在国际上属空白。王天翔和团队成
员下定决心，向这一目标发起攻关。

先后进行700多次试验，攻克170多个设备难
题、450多个工艺难题……经过多年攻关，团队成
功研发出厚度为0.02毫米、宽幅600毫米的不锈钢
箔材并实现批量生产。在他们手中，百炼钢变“绕指
柔”。国产“手撕钢”的问世彻底打破少数国家在该
领域的技术垄断，可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子机械
等尖端领域。

王天翔和团队没有停步。再接再厉，团队于
当年8月再次突破工艺极限，生产出0.015毫米厚
度“手撕钢”，用于制造新能源汽车电池。如今的
太钢精带公司，已成为国务院确定的全国百家高
科技改革创新试点单位之一。5G领域的无磁高强
材料，新能源领域的氢燃料电池基板用材料……
站在新起点上，王天翔和团队们决心在不锈钢这
个钢铁皇冠上摘取更多创新明珠。

临近岁末，作为中国中化沈阳化工研究院的总工
程师，程春生正在好几个重大项目奔波忙碌着：建设应
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预警与智能管控技术重
点实验室、建设中国中化化工安全技术创新中心、牵头
制订化工安全国家标准。这些项目听上去略显晦涩，却
与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

1979 年，化学成绩突出的程春生升入中山大
学，开启了她与化工解不开的缘分。彼时中国化

学工业还比较落后。以农药为例，绝大部分重要
农药靠进口或者仿制国外工艺进行生产，效益低、
隐患多。“落后的工艺，投入同样多原料，产量却可
能只是人家的一半，有时还附带产生废弃物甚至毒
物。”程春生对当时中国化工行业的短板有所体会。

差距如何缩短？责任在每个化工人肩上！为了
找出更多安全、环保的化工工艺技术路径，程春生

“白加黑”地忙活：白天泡在实验室做实验、记数据、

找问题；晚上闷在图书馆，从1907年美国化学文摘
创刊开始梳理英文刊物，挖掘技术路线线索……一
大批重要产品的工艺技术难题被攻克。

尽管已取得不小成就，但化工生产的安全问
题始终萦绕在程春生心头。2005年，程春生在欧
洲同行那里看到先进的安全监测研究仪器，发现
化工工艺研究的精致结果离不开安全研究。回国
后，程春生决心涉足化工反应风险研究领域，建
立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反应风险研究平台。

“化工反应风险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要想成
为‘专家’，得有‘杂家’的基础”。程春生投入
了全部的精力，带团队、建平台、找方法。功夫
不负有心人。从2017年起，程春生带领团队开发
的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技术在全国精细化工行
业推广应用，相关企业的产品收率、“三废”排
放、百万工时伤害率等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中国中化沈阳化工研究院总工程师程春生——

化工安全有“通途”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山西太钢集团教授级工程师王天翔——

百炼钢变“绕指柔”
本报记者 汪文正

三一三一重工总工程师易小刚——

不断创新，我们的底气所在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尽管已经57岁，陆建新仍喜欢“泡”在工地上。
深圳坪山高中园项目将于春节前实现主体结构全
面封顶，明年7月交付。身为中建科工集团华南大
区总工程师的陆建新正是项目负责人。他告诉记
者：“今年春节肯定要守在工地。”

自 1982 年从南京工业大学工程测量专业毕
业，陆建新在建筑工地一待就是 39 年。39 年间，
他做过测量员、干过塔吊装卸工、开过卷扬机，
即使在职位升迁后，仍坚持在施工现场工作。在

他看来，基层一线是积累经验、磨练技术的地
方。只有扎根一线，才能做精做强。“我先后参与
过46项重大工程的施工，参建钢结构大楼总高度
累计达 3600 米，在北上广深 4 个一线城市主持承
建了4座400米以上高度的钢结构大楼。”陆建新
自豪地说。

39年间，伴随着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陆建
新经历并见证了中国超高层建筑从无到有、中国
建筑从100米级逐步攀升至600米级世界高度的全

过程。在他和同伴们的努力下，中国钢结构施工
技术从落后西方半个世纪跃升为世界领先水平。刻
苦钻研、开拓创新，陆建新开发了一系列国际领先
或先进的钢结构施工技术，主持及参与完成的国家
专利达400余项，参与完成的成果获4项国家科技
进步奖，被誉为“中国摩天大楼钢构第一人”。

陆建新回忆，在担任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大厦钢
结构项目总工程师时，面对这个全球最大的会展中
心，中建钢构采用了大量的钢结构，一共用钢27万
吨，相当于3个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高楼的用钢量，并
且在短短2年时间内就建成了，震惊世界！他说：“从
过去学习国外技术、自己摸索实践，到不断总结提
高，如今中国施工技术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万丈高楼平地起。人生就像建房子，既要质
量也要速度；要有一块一块砖夯实的基础，也要
有一层一层楼提升的干劲，只有攻坚克难，才能
胜利到达顶峰。”陆建新说。

中建科工华南大区总工程师陆建新——

要有一层一层楼提升的干劲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中建科工华南大区总工程师陆建新——

要有一层一层楼提升的干劲
本报记者 徐佩玉

巍然矗立的摩天大楼，穿山越岭的长桥深隧，举世惊叹的
“大国重器”，匠心独具的“定海神针”……一个个让国民骄傲
的大工程、大项目背后，有广大卓越的中国工程师在创新求索。

工程师作为掌握工程设计建造关键技术的人员，在经济发
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大批素质优秀、
门类齐全的工程师成长起来全的工程师成长起来，，为为““中国建造中国建造””添砖加瓦添砖加瓦、、推动推动

““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精益求精精益求精，，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
超强台风中屹立不倒的钢结构建筑超强台风中屹立不倒的钢结构建筑、、穿越万里长江的地铁穿越万里长江的地铁隧

道、顶着狂风巨浪如期完工的跨海大桥……他们营梁造栋，起
广厦千万间，跨越山海，令天堑变通途，将壮美蓝图绘在祖国
大地。抗拉性能超过1000兆帕的钢材料、高度不断攀升的超高
层建筑、薄如蝉翼的“手撕钢”……他们苦修内功、奋力追
赶，成为冲锋在前的自主创新“排头兵”，将昔日的“老大难”

“卡脖子”变成中国人自己的“金刚钻”“杀手锏”。
一身工作服、一顶安全帽，勾勒出中国工程师风雨无阻的身

影；画不完的图纸，跑不完的工地，是中国工程师耕耘不辍的注

脚。广大工程师，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劳，与科研人员、一线工人等
群体一道，创出“中国制造”“中国建造”在全球的“金字招牌”。

目前，中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超过美国、日本和欧洲
的总和，每年工学类高校毕业生超百万，“工程师红利”已成为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新一代中国工程师接续奋
斗、薪火相传：他们的开拓创新，焕发着中国智慧；他们的精
巧构思，蕴含着中国匠心；他们的笔雕斧凿，涌动着中国力量。

致敬！卓越的中国工程师！

致敬！卓越工程师
汪文正

致敬！卓越工程师
汪文正

右图右图：：易小刚易小刚

左图左图：：肖明清肖明清

陆建新陆建新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王天翔王天翔

机器人在机器人在 44 万平方米的厂房中各司其职万平方米的厂房中各司其职，，
有条不紊地装配有条不紊地装配、、涂料涂料、、焊接零部件焊接零部件，，两台自两台自
动导引运输车动导引运输车 （（AGVAGV）） 穿梭在各作业区之间自穿梭在各作业区之间自
动上下料……不久前动上下料……不久前，，三一重工北京桩机工厂三一重工北京桩机工厂
成功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制造业领域成功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制造业领域““灯塔灯塔
工厂工厂””名单名单。

对三一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兼总工程师易小刚来
说，无论是挖无论是挖掘机、旋挖钻机，还是混凝土泵
车、港口起重机，一台台畅销海外的设备背
后，是三一工程师们几十年来矢志不渝的创新。

在他的记忆里，很多科研硬仗都是围绕
“卡脖子”难题展开的。

时针拨回到2005年。当时，三一重工的拳
头产品混凝土泵车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开始批
量出口。然而，正当企业踌躇满志“走出去”
之际，国外供应商却突然以“自身产能不足”
为由，拒绝向三一重工继续提供生产混凝土泵
车所必需的高强度复合钢材。订单近在咫尺却
难以供货，企业急坏了。

担子落到了易小刚肩上。他发现，制造混

凝土泵车需要的钢材，需要能够承受960兆帕
（MPa）拉力，而当时国内大多数钢厂生产的主
流钢材抗拉强度为 300—500 兆帕。市场不等
人，易小刚马上带着科研团队找遍了国内所有
类型的钢材料。最终发现一种添加了“20锰钛
硼”的钢材热处理后抗拉强度可能达到600兆
帕以上。如获至宝的易小刚带领团队以此为突
破口，在热处理参数、焊接性能、抗冲击性能
等方面开展了密集的实验，最终成功使得替代
材料的抗拉性能超过1000兆帕。

这样的例子还有好多个。易小刚和他的团
队们，一次次攻坚克难，通过自主创新，获取
了技术专利，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现在，我们依然向国外供应商进行采购，
但出发点是对方的零部件必须物美价廉，因为
中国人有能力自己生产所有的关键零部件。不
断创新，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与技术专利，就是
我们的底气所在！”易小刚说。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总工程师肖明清——

隧道通车就是最自豪的时刻
本报记者 叶 子

程春生程春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