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5日， 一本来自国家知
识产权局的 “双密封消火栓” 发
明专利证书， 寄到中国中铁电气
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公司北京
地铁16号线机电安装项目部， 项
目部员工争相传阅， 纷纷向专利
发明人赵际顺表示祝贺。 至此，
经过30多年的刻苦钻研， 赵际顺
已经拥有17项国家专利， 成为全
国地铁行业远近闻名的 “创新达
人 ”。 这背后有哪些艰难曲折 ？
为此， 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劳
动模范赵际顺。

先后取得30项技术
创新成果

今年59岁的赵际顺出生于山
东省青州市， 19岁时参军入伍，
8年 的 军 旅 生 涯 ， 锻 造 了 他 。
1986年， 赵际顺转业到中国中铁
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公司
工作。

“来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
我当时想一定要多学习， 掌握技
术更好胜任岗位， 后来通过自学
考试取得大学本科学历， 不断学
新技术， 不断向老师傅们学习，
很快就能顺利上手了 。” 随着技
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赵际顺先后
取得技术创新成果30项， 其中包
括4项发明专利、 12项实用新型
专利和1项外观设计专利， 还有
隧道内消防用球墨铸铁管支撑系
列技术创新13项。

赵际顺主持编写的3项行业
标准图集， 更是填补了我国地铁
快速发展中建设标准不足的空
白。 这些技术创新成果， 不仅提
高了施工效率和工程质量， 还为
企业创造了7000多万元的经济效
益。 他被北京市建委质检总站特
聘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机电设备
专业施工质量检查组专家。

辛勤的付出也逐渐有了丰硕
的回报。 2010年以来， 赵际顺先
后荣获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公司技
术能手、 能工巧匠、 科技创新标

兵、爱企立功竞赛标兵、十佳优秀
共产党员和中国中铁特级技师、
中国中铁优秀共产党员标兵、 北
京市劳动模范称号。 而在领导和
同事们眼中， 他是爱岗敬业的实
干家， 也是勇于创新的发明家。

迎难而上解决多类
技术难题

2006年， 在首都机场线施工
时， 赵际顺发现区间消防管设计
是球墨铸铁管承插连接， 这种连
接方法是每根管相互插接在一
起， 管件与管子存在隐性砂眼，
这种隐性砂眼在验收试验时一般
不会被测出， 往往过个一年半载
才能 “露相”， 一旦 “露相” 就

必须进行更换。
“然而更换施工受到运营条

件制约， 非常困难， 拆卸管子最
短的也要150米， 必须在夜间地
铁停运后3个小时的 ‘天窗点 ’
内完成施工。 为解决这一难题，
我想了好多办法 ， 找了不少厂
家， 但是都不能满足要求。” 于
是 ， 赵际顺就先将构思画成草
图， 在草图上进行优化， 然后再
制模生产样品， 通过几次的改进
与试验， 终于研制成功 “快拆防
胀限位器”。

“以前， 消防管拆卸维修一
次需要几周时间； 如今， 在消防
管上每隔25米安装一个快拆防胀
限位器， 最多两三个小时就可以
完成拆卸维修， 困扰地铁消防管

维修的技术难题在我手里彻底解
决了。 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赵
际顺说。

在每次技术难题面前， 赵际
顺都选择了迎难而上。 冷却塔一
般都设置在地面， 在修建北京地
铁机场线东直门站时， 由于地面
没有地方， 只好把冷却塔设置到
一个航站楼的楼顶， 那个楼有7
层高， 靠机械的浮球阀无法控制
装在楼顶的冷却塔， 一旦出现机
械故障， 整个楼都可能被浸泡。
赵际顺考虑到了潜在的危险， 就
着手想办法解决。

赵际顺首先想到了电动液位
控制器， 但电气专业并不是他的
长项。 上网查资料、 买教材， 尝
试安装、 调试， 终于在机场线开
通前安装好了电动液位控制器。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观察， 发现
运行良好。 这是当时整个北京地
铁里第一次用电动液位控制器来
控制补水设备的起停。

成立创新工作室带
徒革新技术

首都机场线投入运营后， 高
架桥的雨水斗感应板每逢雨水就
会发生信号故障， 严重影响行车
安全。 为了确保在汛期来临前把
这个棘手的问题彻底解决， 赵际
顺多次爬到高架桥上查看分析积
水的原因， 确认积水原因不是管
径问题， 而是出在排水口上。

“由于桥上排水口常年裸露，
受自然环境影响大，塑料袋、树叶
等漂浮物在风雨中受到冲刷，很
容易堆积到排水口上， 从而造成
排水口堵塞。 ”于是，赵际顺根据
排水口周围存有大量淤积物排不
掉的原因及淤积物堆积厚度确定
了整改方案， 设计出大排量无堵
塞排水装置 ， 赶在雨季到来之
前， 完成了100多处桥面积水改
造任务。 经过汛期检验， 这项技
术创新完全满足两侧封闭式桥面
在汛期的排洪要求， 彻底解决了

高架桥的雨水斗感应板排水效果
差和雨季车辆运行安全问题。

有一年大年三十， 机场线区
间隧道消防管道突然被冻裂了。
运营单位向建筑公司项目部紧急
求援。 关键时刻， 赵际顺挺身而
出 ， 忙了两个多小时才修好 ，
“等收工时， 我才发现自己腰酸
背疼， 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那时
鞭炮阵阵 ， 已是大年初一的凌
晨。 转念一想， 为了首都市民乘
坐地铁安全出行 ， 自己再苦再
累， 也觉得值！”

公司领导、 项目部领导对赵
际顺搞技术创新非常关心支持，
于是成立了 “赵际顺技术创新工
作室”， 配备了科研助手， 提供
了科研经费， 组建了一支以赵际
顺为领军人物的技术创新团队。

为帮助徒弟们尽快掌握施工
技术， 赵际顺把施工现场的很多
照片做成教学PPT课件， 给徒弟
们讲哪种施工做法好， 哪种不规
范。 通过直观的方法， 让徒弟们
很快学会了如何正确安装设备。

他还领着徒弟一趟趟地往工
地跑， 给徒弟传授暖通方面的技
术知识。 在对水管进行强度严密
试验时， 弯头的连接处特别容易
拉裂， 怎么才能将弯头连接处牢
牢固定住， 他们做了很多尝试。
带着徒弟开动脑筋想办法， 经过
一年半的研究 ， 终于研制成了
“弯头防脱器”， 既美观又实用。

“赵师傅的技术革新虽说都
是 ‘小打小闹’， 但都特别实用，
小发明解决大问题。 比如一个H
型加固架解决了管道转弯均匀受
力问题， 一个挂架梯子解决了照
明配电箱的维修问题 。” 徒弟们
都说， 赵师傅给他们上了很好的
创新课。

“多年来，虽然我们辛苦些，
但是通过这些技术革新， 解决了
很多实际问题， 提高了工程效益
和工程质量， 还为企业带来了可
观的经济利益， 这让我觉得自己
的工作非常有价值。” 赵际顺说。

□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专题【人物】08

———记北京市劳动模范赵际顺
30余年炼就地铁行业“创新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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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元李晓涛

（2018年8月第4周）

15只熊猫宝宝的“奶爸”
李卫东陈春秀马涛

救命还省钱的“平民医生” 以小疏解促大和谐天生热肠 勇救自燃车 造福菜农的科技人
马涛， 男， 1970年3月出生，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班班长。
在大熊猫保育岗位工作29年

的马涛， 清晨就开始忙碌： 取竹
子、 清扫兽舍、 搭配优化营养套
餐、 行为训练、 做观察记录等。
已成长为专家型人才的他， 曾参
与大熊猫人工繁殖期的多项专业
研究， 总结出快速判断健康状况
的 “一查二唤三观四测” 体检四
步法， 被亲切地称为国宝大熊猫
的 “奶爸”。

奖奖奖奖奖章章章章章背背背背背后后后后后的的的的的故故故故故事事事事事

李晓涛， 男， 1977年6月出
生 ， 北京公交第五客运分公司
822路驾驶员。

2018年5月23日行驶途中 ，
李晓涛发现不远处有一社会车辆
自燃， 他立即停车拎起车载灭火
器对准着火点喷洒； 用完一个又
取一个， 及时遏制了险情， 待车
主想感谢时他已撤离。 同年4月4
日晚雨夹雪， 末班车已过还有近
百乘客滞留， 他主动请缨加车获
准， 送滞留乘客安全回家。

王仲元， 男， 1960年2月出
生， 现任原解放军第309医院全
军结核病研究所所长兼结核三科
主任。

王仲元， 是率先开展支气管
单向活瓣治疗、 难治性肺结核空
洞研究的著名专家， 成功挽救了
无数患者生命。 他想方设法为病
人省钱， 从不开高价药、 不开过
度检查项目， 把办公室、 家里和
手机号码都留给患者 ， 被誉为
“平民医生”。

陈春秀 ， 女 ， 1960年4月 ，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
研究员。

34年来奔波于田间地头的陈
春秀， 年均下乡240多天， 在京
建立了23个示范园区、 推广了百
余新品种， 为周边15000余户菜
农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她还面
向全国传授蔬菜栽培技术， 不顾
自己湿疹风湿性关节炎等职业
病， 甚至高烧40℃仍组织观摩培
训， 对低收入村精准帮扶。

李卫东， 男， 1969年3月出
生， 北京九星隆国际展览有限公
司董事长。

李卫东2016年发起成立企业
协会， 拥有千余中小企业会员。
面对疏解非首都功能、 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大局， 他深入调研为
企业寻找新出路， 在河北迁安创
建了文创园区。 他为入园企业争
取到最优惠政策， 还将奖励园区
的资金全部贴补给企业， 被称作
“以小疏解促大和谐” 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