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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首钢矿业公司计控检验中心自动化仪表维护工丁立志
立足岗位谱壮志 开拓创新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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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立志 ， 2008年7月毕业于
佳木斯大学， 成为首钢矿业公司
计控室的一名自动化仪表维护
工。 201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一名年轻的
基层技术骨干， 丁立志始终奋战
在服务生产的第一线， 在岗位上
砥砺前行， 不断提升， 是首钢模
范共产党员。

勤学不辍
做科技攻关的苦行者

入厂不久， 工作积极的丁立
志被选入了由矿业公司技术专家
刘新民负责的电动轮矿车电控系
统研发团队。 期间， 他积极投身
电控系统的自主研发工作， 主要
负 责 对 150T、 170T、 190T、
240T电动轮矿车电控系统中电
气设备的设计、 安装、 调试。

万事开头难， 自主研发并非
易事。 项目初始阶段， 在没有任
何经验的条件下， 丁立志在学中
干， 干中学， 充分发挥电气专业
方面的特长， 从交直电动轮矿车
电气设备的设计安装， 再到交交
电动轮矿车电气设备的设计、 安
装， 他夜以继日勤奋学习， 全身
心地投入工作， 保证了电动轮矿
车的安全稳定运行。 最终， 他和
团队打破了国外矿车电控系统技
术垄断， 国内首次实现了大型矿
车电控系统的自主研发。 如今，
装有首钢自主研发的电控系统矿
车， 已经成为水厂铁矿生产的主
力军。

雕琢成器
做大山深处的“琢玉人”

自参加工作以来， 丁立志积
极主动，不断学习先进理论知识，
并学以致用，在自主研发、技术创

新等领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2016年4月 ， 计控检验中心

承揽了合同额近2亿元的中铝云
铜普朗铁矿有轨运输无人驾驶项
目， 丁立志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
和丰富的技术经验， 成为普朗项
目组技术组成员， 主要承担有轨
运输系统的信集闭自动调度、 电
力监控、 放矿机系统施工图纸绘
制， 电力监控、 放矿机等自动化
系统的软件编制工作。

初到海拔 3660米的施工现
场， 虽然身体健壮， 丁立志还是
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几乎一
周的时间不能下地行走。 即便如
此， 他逐渐克服严酷的环境， 强
撑着身体的不适， 坚持工作。 他
还常鼓励周围的同事们： “玉不
琢， 不成器。 咱就当是锻炼啦！
我这么严重的高原反应都挺过来
了， 大伙加油， 肯定都能适应！”

在普朗矿区奋战了大半年的
丁立志设计了图纸60余张， 实现

了电力监控、 远程放矿及操作台
系统的稳定运行， 为普朗项目有
轨运输无人驾驶系统的成功试车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恶劣
的环境、 严重的高原反应愈加磨
练了丁立志 ， 让他更加努力工
作 ， 坚定地在大山深处精雕细
琢， 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

攻坚克难
做开拓创新的急先锋

普朗项目的电力监控系统设
计采用西门子DCS系统， 这对于
整个技术组都是一个全新的课
题， 只有相关理论知识， 并没有
实际应用过。 丁立志也是第一次
接触DCS设备， 对他来说， 这无
疑是个极大的挑战， 仅仅依靠浅
显基础理论知识是不可能成功
的。 丁立志利用参加西门子培训
的机会， 多次主动与西门子技术

支持人员沟通、 探讨， 研究解决
方案。 在没有可以借鉴先例的情
况下， 一切只能靠他自己攻克这
个难关。

普朗项目电力监控设备使用
的 都 是 通 讯 仪 表 ， 项 目 进 展
的一段时间里， 他每天从早到晚都
在打电话， 和每个厂家沟通通讯
协议和通讯的具体数据， 向西门
子方面技术专家请教解决办法，
才确定了电力监控的最终设计方
案 ， 并根据设计方案绘制 了 施
工图纸。 如今， 设计方案和施工
图纸已经在普朗项目现场实际应
用并且达到了预期效果， 完全满
足电力监控无人值守远程遥控各
项数据要求， 为无人驾驶电机车
系统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放矿机系统设计同样采用西
门子DCS系统， 一套CPU下带20
个远程分站， 共1000多个点位 。
在设计上， 丁立志考虑了很多创
新思路， 使得放矿机操作更人性

化。 他还提出多套控制方案， 认
真听取了技术组其他成员的意
见， 陆续解决了控制系统其他硬
件问题， 为软件编写提供了重要
的保障。

恪尽职守
做甘于奉献的实干家

技术组分工任务时， 丁立志
分的是信集闭自动调度系统施工
图和放矿机上下位软件编程任
务。 但一段时间后， 技术组成员
工作进度不统一。 之后， 丁立志
又把电力监控的施工图和软件编
程任务接了下来。 再后来， 技术
组又把放矿机施工图任务也交给
了他， 他依然没有犹豫， “保证
完成任务！” 就这样， 在普朗工
作期间， 丁立志白天下井指导安
装和调试自动化设备， 晚上写上
下位程序， 每天都忙碌到夜里十
一点多。

2017年3月16日 ， 普朗项目
要组织试运行， 项目进入阶段性
攻坚阶段， 必须保证成功。 可是
因为普朗项目现场的特殊因素，
试车前期各个系统没有足够的调
试时间， 这无疑给系统试运行增
加了难度。 为了确保顺利准时试
车， 丁立志刚过完春节就来到普
朗现场， 每天都是早上下井， 经
常一直工作到夜里两三点钟。 为
了抢时间、 保质量， 那段时间他
每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 经过连
续多个夜以继日的努力， 3月16
日当天， 普朗项目部圆满完成了
远程遥控驾驶、 远程放矿、 远程
卸矿试车任务。 试车结束后， 为
尽早实现远程操作电力监控， 丁
立志每天开始加班加点工作， 一
次次攻克技术难题， 经过不懈努
力 ， 现已实现电力系统远程操
作， 用最短时间解决了远程控制
井下断电送电问题， 得到了业主
单位的充分肯定。

□本报记者 盛丽

华扬：无私奉献的“血管超声第一人”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
超 声 诊 断 科 主 任 华 扬 是 国 内
血 管 超声专业领域的学术带头
人， 被称为 “中国血管超声第一
人”， 为血管超声技术发展、 中
国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做出了
突出贡献。

华扬刚迈入血管超声领域
时， 我国没有脑血管疾病的无创
检查技术， 全国只有3家大型医
院拥有脑血管超声仪， 血管超声
不为人知、 不受重视， 没有专业
老师、 没有专用仪器、 不被广泛
认可 。 通过勤奋自学 、 反复钻
研、 出国深造， 华扬将颅脑与颈
部动脉超声结合， 创立了一套规
范化的脑 、 颈血管超声诊断模
式 ， 打造了血管超声界诊断的
“金标准”， 并在全国逐渐推广，
大大提高了脑、 颈血管疾病的早
期检出率。 这些开创性的成绩使

她被称为 “中国血管超声第一
人”。 如今， 血管超声成为各大
医院极为寻常的一项检查手段，
在脑卒中高危人群的筛查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在华扬的带领下， 宣武医院
血管超声团队享誉全国， 血管超
声筛查患者的数量每年以两位数

增长， 从初期2万余人次/年增加
到2017年的15万余人次/年，居全
国首位。 脑、颈部动脉狭窄、闭塞
性病变血管超声诊断准确率95%
左右， 并在行业内组织领导相关
专业规范的制定与实施督导， 先
后承担相关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
10余项， 发表相关论文200余篇，

出版专业著作9部， 培养研究生
40余人。 2005年， 原北京市卫生
局在宣武医院挂牌成立北京市血
管超声诊断中心， 也是目前国内
唯一一家血管超声诊断中心。

华扬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
始终不忘初心， 无私奉献。 由于
长期超负荷工作， 1998年， 华扬
的肾功能出现衰竭， 需要每周3
次定期透析， 但她仍坚持工作。
肾移植术后仅3个月， 她就重返
岗位， 全勤在临床一线。

华扬始终对每一位患者倾尽
全力， 为了更好地在颈动脉内膜
剥脱术中做持续血管超声监测，
她曾跪在地上三四个小时为患者
做超声。 为造福更多患者， 华扬
积极参与国家卫计委脑卒中防治
工程组织的全国脑卒中防治技术
推广及人群健康宣传教育工作 。
她放弃了绝大多数休息时间， 到
全国300余家基地医院开展现场
培训和指导， 普及规范的血管超
声技术， 甚至一个周末就要跑6
家医院。

华扬参与心脑血管病防治健
康宣传教育活动200余场， 直接
受益人群数万人。 她累计完成了
27期脑颈动脉规范化筛查的血管
超声培训班 ， 培训了来自全国
500余家脑卒中防治基地医院的
血管超声专业医师3000余人， 先
后在北京、 辽宁、 河南、 江苏、
广东、 宁夏等地进行巡讲。 她组
织承担中国脑卒中大会血管超声
论坛六届， 为培养血管超声人才
尽了最大努力。

华扬领导的团队先后被中国
医师协会超声分会、 国家卫计委
授予“血管超声规范化培训基地”
和 “脑卒中筛查血管超声技术培
训基地”。 2015年5月，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作为牵头单位组织全
国21家脑卒中防治基地医院开展
《血管超声对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与缺血性脑卒中住院患
者颅内外动脉病变的多中心检查
登记研究 》 ， 共纳入 12012例患
者， 为全国首项大样本量脑卒中
患者血管超声多中心登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