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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电气化局城铁公司林云志创新工作室

□本报记者 余翠平

2002年， 林云志从清华大学硕士
毕业， 2008年入职中铁电气化局城铁
公司。 刚到公司不久， 林云志了解到
地铁三轨的检测只能靠人工逐段进行
测量， 既耗费人力和时间， 准确度也
不高。 他凭借着以前对设备知识的积
累， 研发出三轨自动检测装置， 将检
测效率提高了好几倍。

“第一次探索就解决了项目的实
际问题， 这更激发了我对科技创新的
渴求。” 2009年5月， 林云志如愿以偿，
来到了当时公司设备系统最全、 专业
最广 、 线路最长的北京地铁15号线 ，
兼任项目总工程师， 开始真正立足项
目搞科研。

为了解决系统联调联试的难题 ，
林云志住板房、 跑现场、 看图纸、 查
资料， 肩上的挎包里永远装着 “手电
筒、 万用表、 对讲机” 这 “三宝”。 三
个月的时间， 林云志瘦了10多斤， 但
他却凭借自己超强的学习能力和钻研
精神迅速掌握了联调工作的核心和
精髓。

他通过搭建联调联试仿真信息化
平台， 首次将施工和调试的内容按工
序和逻辑关系建立模型组网， 动态掌
握各子系统的节点信息， 并将此平台
成功应用在隧道风机、 杂散电流等几
百项系统的检测及安装中， 破解了施
工调试的工序衔接难题。 最终保证了
北京地铁15号线一期全功能开通， 综

合工期提高了30%以上， 开创了轨道
交通建设子系统全功能同步开通运营
的先河。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 “大系统、 深
集成、 专施工、 精联调” 的建设理念，
将狭义的施工延伸到 “集成———施
工———联调” 为内容的广义施工。 先
后在重庆、 杭州、 宁波等8个城市9条
轨道交通项目的建设中推广实施。 被
业界称为开辟了除 “四电” 专业外轨
道交通建设的第五专业。

2010年11月， “林云志创新工作
室” 挂牌成立。 作为领军人， 林云志
将懂技术的青年人集中起来， 聚合优
势力量搞研发， 同时依托创新工作室
这个平台， 更好地培养和带动青年人
成长成才。

广州有轨电车项目是国内首条无
接触网电容充电有轨线路 。 建设中 ，

林云志创新团队攻克了 “大容量快速
充电技术” 这道难关， 无需全程架设
空中电缆供电， 可在每个车站设置地
面充电装置， 列车进站时仅需十几秒
就能自动完成充电， 还能吸收刹车制
动时产生的能量转化为电能存储再使
用， 回收效率达85%以上。

据记者了解， 该课题是融合了电
力电子， 信息控制， 信号等多专业的
一个课题， 林云志定下心， 带领全体
团队， 从原理开始， 每个子系统， 每
个控制原理来进行消化攻关， 要让团
队针对课题的应用场景设计相应的实
验条件， 尽量把现场的极端情况在实
验室里重现并验证。 通过一年多的实
验和研究 ， 终于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
投运无事故， 还获得了科技进步特等
奖的好成绩。

“用心实现创新 ， 精心成就精

品。” 多年来， 林云志就是靠着对 “创
新” 的无悔追求， 先后取得工艺研发、
新技术推广等方面的成果23项， 解决
技术难题27项， 获得国家新型实用专
利6项， 出版学术专著6部。

从接触轨检测仪、 多功能接口测
试仪、 焊接夹紧装置、 钢轨轨距检测
等小革新、 小发明开始， 到成功研发
出动态检测车、 隧道清洗车等 “四大
装备”， 再到数据化动车联调联试模式
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领域的全面推广，
每一步都凝结着林云志倾尽全力的心
血和汗水。

同时， 林云志将自己扎实的理论
基础、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严谨的治学
态度悉心传授于他人， 影响和带动了
一大批技术人才投身技术创新。 他的
团队成员遍布53个项目， 47人成长为
公司技术标兵、 拔尖人才。

用心实现创新 精心成就精品

“我20年前到三元工作， 一直负
责乳品研发和质量控制 。 这些年来 ，
乳品行业发生了很多变化， 也面临了
很多挑战和机会。”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历俊说。

陈历俊表示 ， 牛奶是产业链最
长的产品， 牛奶生产应用到的知识 ，
能够串起综合性农业大学所有的相关
专业。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 是中国
乳业绕不开的记忆， 也让很多从业者
进行了深刻反思。 作为 “技术流” 的
陈历俊也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我
们确定了牛奶的 ‘指纹图谱’， 通过快
速检测的方式， 3个小时就能知道， 奶
里有没有掺假。” 陈历俊说。

陈历俊告诉记者， 原料奶到工厂
后， 不可能等着， 慢慢检测它的各项
物质 。 而是需要有一种快速 、 可行 、
有效的办法来检测。 反过来想， 如果
知道牛奶里面的基本物质是什么， 将
原料奶跟其进行对比， 如果跟他们的
“图谱” 不一样， 就说明有问题。

牛奶是自然界中营养最完整的食
物， 包含了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
物等七大营养物质。 与此同时， 牛奶
里因为有一定的可溶性物质， 也具有
自己独特的冰点。 根据牛奶的这些特
点， 陈历俊和团队发明了一个快速检

测方法。 “从2009年开始， 我们就用
这种方式来抽检原料奶， 很有效。 因
为指纹是改变不了的。” 陈历俊说。

近年来， 婴幼儿的配方奶粉是网
购 、 海淘的热门商品 ， 可也是问题
高发的商品。 在陈历俊看来， 母乳是
婴儿最好的食物 ， 也是婴幼儿配方
食 品开发的黄金标准 。 作为行业专
家 和科研工作者 ， 其实 ， 早在 10年
前， 他就萌发了成立母婴研究中心的
想法。 2014年， 在国家科技部和北京
市科委的支持下， 三元食品正式筹建
“国家母婴乳品健康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同时在6个省市8大区域建立了试
验点。

“不同于以往横断面的研究， 这
次我们开展的是队列研究。” 陈历俊介
绍说， 采用队列方式取样， 因人而异
的差异会更小 。 为了研究母乳成分 ，
他们选择了700多位哺乳期母亲， 每一
位的初乳、 过渡乳和成熟乳都要收集。
同时， 还建立了从分娩到6个月的母乳
喂养婴儿与配方粉喂养婴儿观察队列，
跟踪调查婴幼儿生长发育指标和肠道
微生物情况。

由此 ， 陈历俊带领团队建立了
“中国人母乳成分数据库”， 这让他自
豪不已， 但回想当初， 联系医院、 建
立研究点 ， 却也让他吃尽了苦头 。

“湖南的一个医院， 我跑了四次， 开始
他们同意建， 后来又不同意， 态度反
反复复， 最终也没有建成。” 陈历俊摇
着头说。

陈历俊介绍说 ， 虽 然 在 湖 南 遇
到了挫折 ， 但戏剧性的却是 ， 他在
北京取得了 “胜利”。 当时， 他的团队
在北京的一家医院招募志愿者， 正赶
上一家国际知名品牌的奶粉也在招
募 。 最初 ， 国际大牌那边是门庭若
市， 而三元这边是无人问津。 “好容
易熬到了第二周， 终于有一天， 我的
博士后给我打电话， 激动地说招到了

一位志愿者母亲。” 陈历俊告诉记者，
就是从那之后， 一传二， 二传三， 没
出半年， 他们的名额招满了， 而国际
大牌还在招。”

“这是我们第一次跟国际大牌奶
粉面对面的较量 ， 在口碑上 ， 显然 ，
我们赢了。” 陈历俊兴奋地说。

赵军英是陈历俊带出的博士后 ，
她告诉记者， 陈历俊对于行业大方向
的把握非常准确， 而且在学术上对她
的影响也很深。 “从陈总那里， 我学
到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认真做事，
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北京三元食品陈历俊创新工作室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研发婴儿奶粉 组建“国家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