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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多项高精尖核心技术

技术逆袭超越国外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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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文 万玉藻/摄

陈岩创新工作室

□本报记者 马超

胡锦华劳模创新工作室

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
近，承担了冬奥会中“延庆赛区高山引
水造雪工程中缓闭止回球阀电液执行
机构”研制任务的，是北京林克富 华 技
术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 在 总 工 程 师 陈
岩的带领下，陈岩创新工作室经过70天
连续作战，完成了12套缓闭止回球阀电
液执行机构项目。

北京林克富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从电液执行机构零部件代工起步， 经
历24年成长， 逐渐成为电液执行机构
领域的技术领军企业。陈岩正是这一领
域技术创新的带头人。陈岩创新工作室
成立于2013年，是以北京林克富华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陈岩为领军人，
以电液执行机构关键技术创新和核心
产品研发为目标的科研团队。工作室共
有成员9名， 其中高级工程师6人、 工
程师3人， 分别负责电液执行机构产品
的电子技术、 软件技术、 液压技术的
研发创新工作 。 1989年 毕 业 于 北 京
航空航天大学自动控制系的陈岩 ，
一直从事自动控制领域中的流体控
制技术研究， 获得发明专利3项、 实用
新型专利4项、 登记软件著作权3项。

“我们研究和制造的电液执行机
构， 主要应用于工业现场的特殊阀门
控制。一些大型、关键、安全要求高的阀
门，不能人工操作，需要通过液压控制
开关。 这是一个非常窄小的领域， 国
内外绝大多数厂家都采用系统集成的
模式实现电液执行机构的设计和制造，

极少有厂家按照这类产品自身的使用
特点专业化地开展深层次技术研发 。
我们从最底层的技术研发， 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技术风格和体系。” 陈岩说。

许多大企业虽将其纳入整体规范，
但相对比较泛泛， 并不精细。 而国外
虽然有这方面的技术， 但以集成的方
式为主， 就是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原器
件进行组装投入使用。 陈岩在实践中
发现， 国外的方法虽然简单方便， 但
是在应用中有一些技术思想契合得并
不是特别好。

“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走， 买
来的也不一定适合我们。” 陈岩决定从
零开始， 自主研发。 从无到有的过程
异常艰辛， 从一个线路板搞起， 陈岩
一边摸索， 一边创新， 逐渐形成不同
的技术路线。 在没有技术积累的情况
下， 自己编写程序代码， 逐渐拥有了

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质 。 到2005年 ，
陈岩主持研制的智能型电液执行机构
首获成功。 有了技术基础， 产品越做
越好， 在国内形成比较好的技术风格，
国内竞争对手将他们的技术规范作为
参照， 陈岩树立起了行业的技术标杆。
而自称从低端产品做起的技术， 拥有
了自主知识产权， 不但做到了对用户
的装置安全， 而且明显挤压了国外的
市场 。 这原来都是依靠进口的技术 ，
现在用户不但逐渐首先考虑国产， 而
且逐渐向海外发展，打入国际市场。 在
意大利，陈岩在竞争对手的车间里进行
自主研发产品的调试，竞争对手在比较
后不得不承认， 中国的产品在专业化
程度上精致很多。 而多年积累的数据
也表明， 陈岩创新工作室研发的产品，
故障率远低于国外产品的故障率。

不仅如此， 陈岩在中国互联网大

环境的影响下， 从2013年开始， 就起
步做工业数据的收集 、 联网 、 共享 ，
以此做好技术服务和升级。 当时， 由
于整体的网络技术大环境不够成熟 ，
陈岩和他的团队走了很多弯路， 付出
了很多辛苦。 到2017年完成第二期系
统升级 ， 产品可以直接接入互联网 ，
产品在海外运行的状态和数据， 陈岩
创新工作室在北京就可以进行监测 ，
通过手机即可第一时间掌握变化、 故
障， 这就让他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为
用户提供解决方案和服务， 一下子超
越了发达国家的技术。

陈岩说 ： “在工业大数据领域 ，
我们起步早， 逐渐形成了有自己鲜明
特色的数据采集 、 处理和应用体系 ，
并永远有新的数据参考， 国外即使想
复制这一方式， 也需要大量的时间积
累， 这正是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

“以中铁十六局胡锦华创新工作
室为领头人， 牵头成立中国铁建城市
轨道交通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联盟， 联合中铁建系统内14个二级单
位的23个工作室组成……” 5月11日，
中国铁建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劳模和工
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联盟在郑州成立并
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 作为23个工作
室的领头人， 中铁十六局北京轨道公
司胡锦华创新工作室有着什么高精尖
核心技术呢？

据介绍，胡锦华劳模创新工作室成
立于2016年6月，以劳动模范、科技达人
胡锦华命名。工作室通过技术人才培养
和不断拓展科研领域逐步发展壮大。

工作室现有成员31人， 均为分公
司各项目部业务骨干。 其中高级职称
人员10名， 平均年龄34岁。 工作室通
过开展科技攻关， 研发新工艺、 新技
术， 先后获得了一系列省部级以上先
进工法、 科技创新等技术成果， 培养
了一大批现场技术管理人员， 为企业
解决施工生产技术难题， 在创效创誉
和人才建设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创新工作室领军人胡锦华是中铁
十六局集团北京轨道公司副总经理、河
南分公司总经理兼豫机城际铁路一标
项目经理，2005年参加工作以来， 十六
年如一日，长期扎根一线。 胡锦华主持
了豫机城际铁路等一批河南省重点工

程建设，通过传、帮、带，培养了10余名
科技创新骨干，带领团队破解了诸多施
工技术难题， 负责的工程无一亏损，创
誉创效成绩突出， 先后获得 “河南省
五四青年奖章”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
章”“中国建造项目经理100人”等荣誉。

创新工作室以项目为背景， 工作
室为支撑， 通过导师带徒、 学习讲座、
技能大赛等活动， 加强技术骨干、 专
业人才的培养， 以赛代练， 以练代学，
通过多岗位锤炼和一线摔打培养了多
名复合型人才。 截止目前， 创新工作
室已开展各类培训会、 讨论会数十场，
结成师徒15对。

工作室依托该项目承担了股份公
司重点科研开发课题： 大直径泥水平
衡盾构装备研制与应用技术研究。

为解决粉质黏土层管片上浮较大
造成管片碎裂、 渗漏较多的问题， 创
新工作室组织开展QC活动并取得提

高大直径管片拼装优良率的成果。
为解决大直径盾构始发洞门无法

直接安装洞门密封装置及大直径盾构
分块组装、 始发支撑问题， 开展了研
发异型套筒及优化盾体支撑及防扭转
支撑体系的科研攻关。

为解决下穿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
沉降控制难题， 创新工作室开展 “沉
降预测+自动化监测+工后修正算法”
的方法开发沉降预测与控制技术。

最终 ， 创新工作室在轨道交通 、
城际铁路等产业格局中， 突破了超深
基坑、 超大直径泥水盾构等一批高精
尖核心技术， 收获了一大批科研成果
和技术奖项。 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QC
成果6项、 省部级以上工法6项、 论文
10篇、 实用新型专利29项。

尤其是在联合研发泥水处理设备
和开发泥水平衡盾构机辅助气压掘进
技术时， 在团队对所有技术细节进行

充分讨论分析后， 最终需要带头人胡
锦华拍板时， 他说道： “现在我们已
经深入论证分析了新方法的各种可能
性， 风险可控， 预期效果明显， 我们
不试一下怎么能突破常规？ 现在我们
有可能解决泥水盾构机长距离粉质黏
土层掘进的行业难题。 必须干！ 就按
我们讨论的预案实施， 风险我担！”

创新工作室突破了常规专业单一
的模式， 成员的专业涵盖了明挖土建、
暗挖隧道、 盾构施工、 机械设备、 材
料、 桥梁技术、 管片生产、 试验、 监
控量测、 资料内业管理等专业。 科技
攻关过程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
思维互相碰撞 ， 形成了多领域成果 ，
也支撑了 《黄河冲洪积平原含粉砂质
底层城市超大超深基坑群综合施工技
术研究》 《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装备
研制与应用技术》 等综合性科研课题
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