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职工创新工作室主要
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陈峰： 工作室围绕 “深化设
计、 科技研发、 技术服务、 成果
推广” 四大职能， 积极开展创新
活动， 每年产生至少1-2项市局
级以上创新成果并应用于本单位
的生产实际， 力求打造成以企业
为研发主体， 产、 学、 研相结合
的开放型科技创新实施平台。

记者： 钢结构全生命周期智
慧平台是怎么实现 “智慧” 操作
的？

陈峰： 智慧平台基于BIM技
术和物联网技术， 可实现构件全
生命周期的跟踪运维， 是协调各
个项目生产流程的 “核心大脑”。
在西安丝路国际会展中心钢结构
项目， 通过平台的线上集中采购
功能， 实现价格透明化竞争与采
购标准化运作， 项目仅在30天内
便完成3.4万吨、 215种材料的采
购工作。 在东安湖体育公园体育
场项目， 智慧平台对每一根钢结
构构件进行各个流程监控， 并通
过构件二维码管理 ， 为后期拼
装、 焊接、 运维提供便利指导。

记者： 在多次攻坚克难中，
您最难忘的是哪一次？

陈峰： 最难忘的是刚完工的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 钢结构体量
大， 有10万吨。 为了保证工期，
业主选了两家钢结构制作单位，
另外一家是知名企业 ， 实力强
悍。 在同一个项目上我们各自做
一半， 构件拉到现场会有对比，
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压力。 我们也
定了底线， 目标是不比对方差。
针对该项目， 钢结构制造厂安排
专人从深化设计到制作整个流程

进行跟踪， 实时解决深化设计碰
到的一些问题。 其中， 有些焊缝
要求控制在1毫米， 难度极度大。

怎么精确控制1毫米？ 我们在
厂里找水平特别高的焊工， 做专
项焊接练习。 最终发现， 调整电
流、 调整焊接速度、 用小焊丝等
工艺， 就能控制焊缝在1毫米以
内。 涉及工艺的研究优化， 创新
工作室成员和一线班组， 从理论
上提出可行的方法， 由车间焊工
来做实验， 反复测试参数。 这1
毫米攻关， 我们用了半个月。

记者： 创新工作室产生了哪
些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呢？

陈峰： 通过各类创新创效，
近三年工作室平均每年为企业创
造经济效益2600余万元。

在项目 ， 通过前期图纸策
划、 方案优化、 措施优化、 工艺
优化、 BIM仿真 、 施工策划等 ，
今年创新工作室科技创效就已经
达到3300余万元， 其中我公司参
建的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体育场
项目科技创效近1900万元。

在车间， 先后推广了 “薄板
I型坡口埋弧焊全熔透焊接的操
作法” “中厚板V型坡口不清根
埋弧焊全熔透焊接的操作法” 等
多项先进操作法， 在保证焊接质
量的前提下成功取消背面清根工
艺。 新工艺的实施可每年节约资
金近80万元。

通过更改钢丸与钢丝切丸配
比， 调整定向套， 使桁架抛丸效
率 明 显 提 升 ， 丸 料 循 环 使 用
率 较 之前提高很多 ， 抛丸时间
减少三分之一， 桁架抛丸质量合
格率也有所提升， 每年节省成本
约7万元。

□本报记者 马超/文 彭程/摄

钢结构空中“搭积木” 让不可能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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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米高空中钢构件安装高差
精度控制3毫米以内， 540吨国内
最重单榀桁架滑移误差不超过2
毫米 ， 每一根钢结构构件均带
“身份证” 可以追溯……这些看
似不可完成的任务， 在中建二局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苗兴光职工创
新工作室的努力下， 让不可能变
成了可能。 不久前， 该创新工作
室获评2019年度北京市示范性创
新工作室。

工作室成攻坚克难平台

“苗兴光职工创新工作室就
是我们的攻坚克难平台。 ”苗兴光
职工创新工作室负责人陈峰说。

2014年1月 ， 苗兴光职工创
新工作室正式成立， 以钢结构设
计、 制造、 安装的技术攻关和研
发为目标。 创新工作室第一领军
人物为苗兴光， 是当时分公司总
工。 2015年， 苗兴光升职为中建
二局安装公司廊坊钢结构分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陈峰任分公司总
工， 开始肩负起创新工作室带头
人的责任。

50米高空中钢构件安装高差
精度控制3毫米以内， 这是公司
在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体育场主
体钢结构施工中遇到的难题。

成都是古蜀文明的发源地。
作为地标性建筑， 体育场正圆形
的设计外形酷似飞碟， 还有象征
古蜀文化的 “太阳神鸟” 元素，
这种独特造型全部由钢结构来呈
现， 施工难度很大。

屋盖钢结构采用悬挑平面桁
架+立面单层交叉网格柱， 结构
跨度290米， 内空155米， 结构高
48.7米， 悬挑长45米。 结构包含
万向铰支座、 单双曲管、 焊接球
等构件约19000件 ， 涉及70余种
截面 ， 总用钢量约1.4万吨 ， 相
当于两座埃菲尔铁塔。

在 “飞碟” 的内部构造中，
难度最大的当属观众席的悬挑平
面桁架施工。 这些悬挑桁架就像
人伸出去的手臂， 向内延伸了45
米， 将整个屋面托举起来。

“面对难题， 苗兴光职工创
新工作室全体成员飞速运转起
来， 研究各种方案。” 陈峰说。

在创新工作室的助力下， 最
终项目团队采用地面拼装、 分片
吊装、 高空对接的方式进行钢结
构安装。 首先将整个钢结构主体
拆分为不同大小的模块， 在地面
进行焊接拼装后， 运用大型的吊
装设备整体吊装就位 。 如此一
来 ， 危险的高空作业被 “搭积
木 ” 的方式替代 。 这种 “产业
化” “工业化” 的建筑模式， 有
效提高工程效率， 节能环保， 整
个过程犹如 “搭积木”。

受屋面后期装修施工等影
响， 50米高空中钢构件安装高差
精度必须控制3毫米以内， 成为
摆在项目面前的拦路虎 。 苗兴
光 职 工创新工作室通过施工前
的仿真模拟、 BIM （建筑信息模
型化） 深化设计演示等可视化技
术将钢结构施工的 “疑难杂症”
提前显现出来， 确保安装过程到
位 ， 成功解决了项目的 “卡脖
子” 问题。

工作室成创新平台

“以前， 很多必要的工程基
础数据需要采用人工录入的方式
来进行采集， 数据的准确性、 及

时性、 对应性和可追溯性不但难
以保证 ， 数据采集效率也非常
低， 无法满足大数据决策分析的
要求， 这已经成为各建筑企业优
化管理和提升信息化水平的阻
碍。” 陈峰说。

陈峰告诉记者， 运用BIM技
术和物联网技术， 苗兴光职工创
新工作室开发了服务于钢结构的
5D信息化软件 ， 攻克传统制造
业的难关， 实现 “智慧” 操作。
2015年10月， “钢结构全生命周
期智慧平台” 正式上线， 通过电
脑或手机客户端登录系统， 在下
单、 提料、 下料、 质检、 生产、
运输各环节实现全周期跟踪管
理。 2017年， “互联网+智慧车
间” 理念引入生产制造， 每个钢
构件有了自己的 “出生证 ” 和
“身份证”。

目前， 钢结构全生命周期智
慧平台能高效支撑企业生产管
理， 实现流水自动运转、 信息资
源高度共享 、 数据实时准确更

新 ， 年均节约成本500余万元 ，
并逐步在传统制造业推广， 加速
推动了 “粗放型” 向 “精细型”
的转型升级步伐。

单榀桁架最长117米 、 最重
540吨 ， 重量相当于 360辆小轿
车 ， 滑移精度要控制在2毫米 ，
这是公司在西安丝路国际会展中
心钢结构项目遇到的难题。 为让
百米桁架精准就位， 苗兴光职工
创新工作室巧妙为每榀桁架都安
了一双 “溜冰鞋”， 即利用计算
机控制滑移技术， 将桁架 “滑 ”
至预定位置。

滑移施工前， 项目组织了多
次详细的工况模拟分析， 对桁架
安装、 滑移启动、 整体卸载等流
程进行了详细验算。 同时， 召开
数次专家论证会， 组织了多次现
场应急演练， 确保整个滑移过程
万无一失。

滑移过程中， 全自动计算机
系统可实现同步动作 、 负载均
衡、 姿态矫正、 应力控制和故障

报警等多种功能， 将整体误差控
制在 2毫米以内 。 项目还成立
“滑移指挥室”， 计算机系统由专
人24小时轮岗值守， 保证现场任
何细微变动都逃不出手掌心。

2018年10月30日， 项目多功
能厅滑移就位，创下540吨国内最
重单榀桁架滑移记录；2019年3月
31日， 项目四个标准展厅流水式
滑移施工又创下平均1天2榀的国
内最快滑移安装记录， 被学界及
业内专家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

工作室成人才培养 “摇篮”

“创新工作室让我学到了思
路， 考虑问题更开阔， 可以选更
好的方案。” 公司技术质量部部
门经理郝海龙说。

郝海龙是邢台人 ， 今年 28
岁， 2015年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
工程力学本科专业。 从大学毕业
进入中建二局， 郝海龙就拜陈峰
为师傅， 并进入创新工作室。 经
过 两 年 的 历 练 ， 郝 海 龙 就 可
以 独 当一面 ， 并成为东北亚国
际会展中心技术经理， 后期转为
技术总工。 此时， 郝海龙自己也

开始带徒弟了。 “至今已经带了
3届徒弟， 现在带的一个徒弟刚
刚23岁。”

陈峰告诉记者， 创新工作室
非常注重 “导师带徒” 制度， 这
是公司重点推行的人才培养制
度， 近五年， “导师带徒” 制度
先后培养了166名优秀的应届毕
业生， 通过这种 “传帮带” 的培
养模式 ， 涌现出大批学习能力
强、 创新能力强、 业务素质高的
青年人才， 管理团队也趋于年轻
化， 技术部、 设计部、 质保部的
经理， 项目上的技术总工， 都由
他们担任。

在工作实践中， 创新工作室
会定期学习 “充电”， 组织业务
培训， 轮流进行生产、 技术、 质
量、 安全和商务培训， 以提高成
员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 。 同
时， 把工程技术人员、 生产一线
中的骨干力量集中起来， 集思广
益， 开展技术交流和课题攻关探
讨活动。 此外， 与职工书屋相结
合， 创新开展 “创阅” 活动， 为
青年员工搭建快速成长平台， 培
养项目中坚技术力量和综合管理
人才。

———记苗兴光职工创新工作室
走进示范性

职工创新工作室

对话：

工作室简介：

苗兴光职工创新工作室是以钢结构设计、 制造、 安装的技术攻关
和研发为目标的科研团队， 共有31人， 其中高级工程师1人， 工程师7
人， 助理工程师23人。 共获国家级QC成果20项， 省部级QC成果53
项， 发明及实用性专利共计73项， 发表论文40篇， 工法13篇。

这样的研讨几乎每天都有。

重大项目启动时， 大家坐在一起进行研讨。

“纸上谈兵” 之后， 还需要到现场实地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