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福军（中）

□本报记者 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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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王惠颖

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平西府乘务中心司机宋振兴：

求知若渴，不断提升业务技能

———记首钢矿业公司水厂铁矿穿爆车间爆破技术员康福军

引“爆”采场技术创新

“这个炮孔要采取分段装药
模式。”

“这个爆区的炮孔孔距要大
一些。”

“大家觉得怎么样？”
……
在首钢矿业公司水厂铁矿

（以下简称 “水厂铁矿”） 穿爆车
间技术组， 职工们围在电脑前，
看着爆破设计图， 共同讨论爆破
方案， 这是每次实施爆破前的例
行工作。康福军像往常一样，第一
个发表自己的观点， 征求同事们
的意见， 力争以最小的炸药消耗
完成高质量的爆破任务。

采矿生产， 爆破先行。 随着
水厂铁矿进入后露天时代， 采场
爆破面临着平台空间狭窄、 环境
复杂等特点， 这给爆破工作提出
了更严的要求、 带来了更高的挑
战。 康福军作为穿爆车间爆破技
术员， 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 坚
持以爆破技术创新为引领， 瞄准
重点难点 ， 持续冲锋 、 反复冲
锋， 高标准、 高效率完成各项爆
破生产工作，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立足岗位学技术， 提技
能、站排头

2009年， 康福军从内蒙古科
技大学采矿工程专业毕业， 来到
水厂铁矿穿爆车间开始接触爆破
工作， 这一干就是15年。 在此期
间， 康福军从事过爆破工、 计划
员、技术员等工作岗位，每到一个
新的岗位，他都把自己当做“小学
生”，从零开始，学习相关专业知
识，积累相关工作经验。十五载爆
破生涯， 上千次爆破作业让康福
军逐渐成长为爆破技术领域的行
家里手。

采矿爆破， 质量是关键， 直
接影响后面的采装工序效率 。

“从哪里下手能进一步提升爆破
质量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康
福军深入采区爆破现场、 仔细研
究相关书籍、 向科研院校人员请
教学习， 希望从中找到解决问题
的 “金钥匙”。

有一次， 在与北京科技大学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丁教授进行
交流时， 丁教授提出： “你们厂
矿孔内分段装药技术成熟、 应用
较多， 还可以结合数码电子雷管
特点， 在孔内微差时间上多下下
功夫进行研究。” 丁教授的话犹
如在黑夜中点亮的一盏灯， 让康
福军一下子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并一门心思扎进了深孔爆破孔内
分装微差起爆技术应用研究中 。
白天， 他进入爆区现场指导爆破
施工， 详细记录各种爆破试验数
据 ； 晚上 ， 对试验数据进行整
理， 对爆后效果不足的地方进行
总结改进、 建立数学模型。 怀着
一股子韧劲， 康福军在反反复复
中摸索前行， 最终创新发明的三
维多向微差起爆技术方法通过实
际应用有效提升了爆破质量， 降

低了炸药消耗。
爆破班班长李硕说： “认识

福军十多年了， 他身上有一种不
达目的不罢休的干劲， 这一点让
我很是佩服。”

面对困难不退缩， 冲在
前、干在先

随着水厂铁矿露采进入衰减
期， 可采矿量日益减少， 供矿能
力逐步下降， 缓解资源紧张压力
迫在眉睫。 2023年， 水厂铁矿将
西南端帮挖潜作为重点工作之
一。 该部位地质地形条件复杂，
上方边坡受长期风化、 雨水冲刷
等影响， 浮石较多， 且下方临近
主干路及尾矿管道等重要设施，
需要最大限度降低爆破震动和爆
破前冲， 避免影响主干路通行和
损坏尾矿管道。

“纵然爆破难度很大， 但必
须完成。” 康福军默默在心里给
自己立下了军令状。

为了降低爆破震动， 减少挖
掘机降方甩料工程量， 加快该部

位推进进度， 穿孔作业平台成形
后， 康福军多次带领爆破技术创
新工作室成员深入现场， 详细绘
制地形地貌图纸， 准确掌握现场
环境状况。 在此基础上， 康福军
和同事设计了多个爆破方案， 并
反反复复进行对比论证， 但都没
有达到预期效果。

“爆破振动控制难度太大，
怎么办？” 康福军在班上想， 回
到家里也想。 一次偶然的机会，
康福军随手翻看妻子的一级建造
师取证资料时意外发现， 在建筑
结构中形成一定规模的空孔能够
起到减震的效果。 “这样的方式
能不能应用到爆破中呢？” 康福
军想到就干， 和同事们一起研究
可行性， 并请教咨询科研院校，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于是， 他和
同事们决定在西南端帮部位创新
实施空孔导向等控制爆破技术。
为了让这一全新爆破方法达到预
期效果， 康福军每天盯在现场，
穿孔深度、 孔间距、 装药量……
每个环节都要亲自把关， 确保各
项参数达到设计要求。

实施响炮的这一天到了， 康
福军站在警戒线外， 目不转睛地
盯着爆区。 炮响后， 康福军确认
安全后进入爆破现场进行爆后检
查， 爆破质量良好， 且主干路和
附近尾矿管道未受影响， 爆破震
动控制达到预期爆破设计效果。

2023年以来， 西南端帮部位
共计响炮40余次， 累计回收矿石
资源200余万吨， 为采场稳定供
矿提供了保障。

技术创新当先锋， 攻难
关、解难题

进入2024年， 首钢矿业公司
推动技术创新成为第一竞争力。
康福军把 “惟创新者进， 惟创新
者强， 惟创新者胜” 作为自己的

创新格言， 不断创新爆破技术，
攻难关， 解难题。

采矿设备换型后， 对爆区货
源块度方面要求较高。 为了提升
爆破质量， 以往采用增加单孔药
量、 降低填塞长度等方法， 虽然
可以减少爆破大块， 但会造成炸
药单耗指标的上涨、 爆破后冲大
等危害效应。

现场的问题就是攻关的课
题，就是技术创新的方向。康福军
带领爆破技术创新工作室成员发
扬敢于啃“硬骨头”精神，开展基
于提质降耗的爆破质量优化研
究。 “一是分区开展扩大孔网参数
试验，根据不同部位、不同岩性、
不同爆破类型将水厂铁矿分成8
个区域， 每个区域采用不同孔网
参数进行试验， 逐个爆区跟踪评
价，建立数据库，对优化后的深孔
爆破参数进行推广应用， 降低爆
破消耗； 二是创新利用导向爆破
技术控制后冲， 在后排孔部位采
取顶部空气间隔的方法， 引导后
排炮孔爆破漏斗改变作用方向，
在降低单耗的同时减少后冲，降
低大块率； 三是在孔内垂直方向
上创新实施分段微差爆破技术，
拓展岩石移动、碰撞补偿空间，提
高爆破能量利用率， 使岩石破碎
更加充分。 ”康福军介绍说，“4年
爆破效率累计完成165.49t/m，连
续七个月创出好水平； 炸药单耗
较去年同期降低9.37Kg/万t、根块
率降低35.2%；爆破粒度由原来的
1.0-1.4米之间降低到0.8米以下，
为采矿高效生产造成了良好条
件，保证了采装设备效率发挥。”

“爆破这一行， 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 当前， 正值企业踏上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 我将继续紧跟企业发展
步伐， 不断超越自我， 以爆破技
术创新助力企业创新发展谱新
篇。” 康福军说。

“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跟上
发展的步伐。” 北京地铁运营三
分公司平西府乘务中心司机宋振
兴在工作中始终保持着一颗求知
若渴的心， 每当有新的技改技措
实施， 他总想着快点把技术原理
研究透彻； 遇到不懂的问题时，
他会主动向师傅请教；业余时间，
他还深入研究车辆知识、 应急处
置办法等。多年的工作中，他始终
将“安全第一”作为工作准则，已
累计安全行驶10余万公里。

“培训时， 很多城轨专业常
识性内容让我很头疼。 有时候，
复杂的操作流程也让我困惑， 有
点跟不上大家的进度。” 刚踏入
北京地铁成为司机学员时， 面对
陌生的领域 ， 宋振兴感到很迷
茫。 正当他对自己适不适合干这

项工作产生怀疑时， 师傅的帮助
让他见到了曙光。

“师傅特意找了我擅长的事
让我来干。 他还鼓励我说： ‘没
有人生下来就会开地铁， 要敢于
直面挑战。’” 在师傅的激励下，
宋振兴克服困难 、 不断提升技
能， 顺利通过各项考试。 “没想
到， 我竟然成为同年来到地铁的
人中第一批次能够驾驶列车的
人。”

更让宋振兴感到骄傲的是，
他曾参与过平西府乘务中心手动
驾驶标准流程体系的建立工作。
为了做好手动驾驶标准流程体系
工作， 乘务中心特意组织了技能
大比武。 经过考试， 宋振兴取得
乘务中心第二名的成绩， 并加入
到手动驾驶标准化体系建立中。

在这个项目中， 宋振兴主要
负责进行数据采集制作操作手
册。 胸有成竹的他来到要测量的
第一站 ， 本以为事情会顺利完
成， 没想到却困难重重。 “前门
站到王府井站虽然看起来距离
短， 但这个区间线路弯道多、 坡
度变化大、 不同位置限制速度不
同、 新老车的闸力大小也不同。”
宋振兴介绍道， “在这短短的一
站地里， 每个牵引、 制动点位，
都需要继续拧反复推敲， 才能找
到一个均衡的牵引、 制动点。”

“快了就制动，慢了就牵引。 ”
最初， 宋振兴按照这个原则来试
验，“经过几次尝试， 我发现数据
差距很大。” 他静下心， 慢慢想
是不是方法有缺陷。 在和几位师
傅讨论后， 他改变了方法， 拿来

两台摄像机，一台架在头顶、一台
架在前挡风，同步录取数据。

宋振兴和三位师傅对视频一
帧一帧摸索、 一次一次尝试， 详
细记录下每一次的试验数据， 在
无数次的尝试后终于总结出一套
科学、 高效的驾驶方法。 如今，
这套方法不仅为新司机提供了参
考和借鉴， 更为提升运行效率和

安全性作出重要贡献。
作为8号线的一名地铁司机，

宋振兴亲历了北京地铁8号线一
个个新站点的开通。 “我所在的
行业， 让市民出行更顺畅。 随着
北京地铁不断发展壮大， 我肩上
的责任也将越来越重。 我将继续
不断学习 ， 与北京地铁一同成
长、 一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