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2017年5月10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红叶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2015 年 5 月，国内首台三
代核电AP1000三门项目2号机
组堆内构件在上海第一机床厂
有限公司制造完成并通过验
收。三代核电AP1000制造工艺
在国内还尚属首列，其中的堆
芯罩的制造更是困难重重。

参与质量检验环节的顾晓
建在堆芯罩环节中提供了检测
的“智力支持”。

堆芯罩为焊接结构件，工
件大，易变形。焊接过程中测
量的基准难以保证不变，焊接
后的受力变形难以控制，这中
间的每一个环节出错后都会

“牵一发动全身”。高达4米多
的堆芯罩壁很薄，也同样面临
变形问题。“这样下去不行，我

们得改进一下流程。”2012年，
顾晓建主动联系了技术人员、
焊接一线人员。主要参与者们
共同坐下来“头脑风暴”，环环
思考测量控制过程中可以改造
升级的细节。

从当初的模拟到如今的实
战，通过大家研究，实现了可靠
的测量-焊接-测量的方案。从
2012年到2013年，该测量方案
正式运用，提供调整、定位及焊
接全过程中堆芯内腔开档数据
的精确变化，有效地满足操作
人员的校正及调整，焊接技术
人员的焊接工艺步骤的调整与
分析，为公司后续大规模量化
生产，在测量方面提供有力的
保障。

工作十年顾晓建获得1项国家专利提高3倍工作效率

坚持做核电安全守门人
工作十年，你会获得什么成就？
在上海电气核电集团上海第一机床厂有限公

司一线核电质检岗位坚守10年的顾晓建则用一
组数据回顾十年的工作成绩——入行十年间，这
位非科班出生的85后青年员工发明了1项激光对
中测量国家专利，使工作效率提高3倍。他还参
与了5项国家重大科技攻关检测项目。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像接力跑一般，零件从仓库
中取出来的那一刻，顾晓建和同
事们还需握紧核电检验的“工作
棒”。产品符合条件出厂后，顾
晓建的工作棒还在手上。海南
昌江、浙江秦山、深圳岭澳、浙江
三门……在核电站现场安装调
试期间，顾晓建及他们的检验团
队还需要经常地“实地护航”核
电质量检验工作。

核电产品上的零件虽然听
起来“零碎”、体积小，但在七八
米高，直径3米的工件上，密密
麻麻布满了上千甚至上万个待
检测零件。“每个零件的零件号
不一样。我们要确认上游文件
图纸及技术要求与实物准确匹
配、达标。”安装的每一道工序
均需要进行检测，就连紧固件
的力矩，都要几经确认、再核实
后才可进行下一个环节。而这
样的测量，更是需要操作上千
遍。检查零件是一环扣一环的
连续工作。一旦过程中断，他
和同事们就要从头再来。

现场调试工期紧张。顾晓
建在出差期间，每当对中测量

时，从早上8点到位工作，经常
一待就是到第二天凌晨，甚至
忙到第二天上午才回到住所。
遇到问题时，更是休息不到7小
时，又开始一天的工作循环。

认真细致，坚持原则，规范
操作，确保核电产品质量100%
合格。检测人员在工作时绷紧
神经。“我们手中紧握的是核电
安全。”顾晓建提到核电质量安
全，语气中带着严肃，“核电能
源更加清洁，也是未来能源使
用趋势。但核安全是核电产业
的生命线。”顾晓建及其他质检
人，都在为企业的核电产品把
好质量关、守好检验门。

工作十年来，他先后为
AP1000、高温气冷堆等众多核电
技术路线的国内首台堆内构件
的研制保驾护航。2016年7月，
担任起质检分部技术室主任的
顾晓建对核电检测又有了进一
步“严、细、实”的工作要求。近一
年来，他和他的检验团队先后解
决了堆内构件装配、堆芯罩组装
焊接、3D检测、高温气冷堆对接
对中及装配等方面的检测难题。

2007年，从南通技师学院
毕业后，顾晓建被核电产业的

“神秘感”所吸引，并最终通过
考核成为了上海电气核电集团
质检一线的员工。

检验分包的零件规格、核对
装配过程中的流程、保证前方的
技术服务……到岗位正式工作
后，顾晓建才意识到，日常的工作
与他在学校所学没有任何交集。

“师傅教我们胆大心细。新
人们也就鼓着劲边学边做项目。”
顾晓建刚接触核电工作的时候，
工作日几乎上班12个小时。“我
也想高效率完成工作，可是与我

‘搭档’的仪器并不配合。”
当初陪伴他的“工具伙伴”

是一台光学准直仪。“水银面容
易受到环境影响，外界噪音、行
人室内走动都会引起水银波动
而导致测量不准确。”顾晓建介
绍说，上下部堆内构件的对中的
精度要求为0.25毫米，相当于两
根头发丝那么小，对中难度非常
大。为了减少外界干扰，不影响
正常的生产作业，每一次的对中
工作都是在夜间进行。

“这效率也太低了。”如此坚
持多年后的顾晓建思考，有没有

其他好的办法呢？他下决心动
脑筋提高效率，进行技术改造。

“几代人都用它测数据，你
能做什么啊？”不顾质疑，顾晓
建带领检验团队在工作之余埋
头研究了起来。6个月时间，经
过100多次测试，2014年9月，
他发明了一种用激光实现精确
的对中测量的技术——《一种
激光对中测量系统及其对中测
量方法》，并获得了国家专利。
该项技术使得测量的效率提高
了3倍以上。

技能傍身，顾晓建的工作
成绩得到了公司和全市的认
可。公司“核心人才”、“先进生
产者”、“十佳员工”，重工集团

“青年文明岗”，上海电气“十佳
青年标兵提名奖”及上海市“优
秀农民工”、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章”，以及刚获评的“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提名奖”、上海市

“青年五四奖章标兵”等称号渲
染出这位外来务工人员在一线
岗位上的技术底色。顾晓建
说：“其实这些成长真的离不开
企业的培养，也是核电的大发
展背景成就了每一位肯思考、
愿动手的员工。”

测试100多次 打造精密测量仪器

连轴转“接力跑”做核电安全守门人

改进流程 推广大规模量化生产

顾晓建的工作是为企业的核电产品把好质量关。 受访者供图

核电
守卫

工作十年间，顾晓建通过
自学拿到了全国职业技能检验
高级工证书、上海大学机械工
程及自动化专业的本科毕业证
书。“我不是‘本本主义’。读
书、学习是因为工作越久越发
现知识的重要性。找到机会，
我肯定要学习补足。”

顾晓建的同事观察发现，
在工间休息时，顾晓建总是抓
紧时间在车间向有经验的老师
傅讨教学习。他还利用业余时
间攻读本科课程。曾在岗位中
尝过缺专业知识的苦头，他通
过后期的学习补了回来。

采访时，顾晓建还在准备
着4月底出差参加核工程博览
会的事宜。“如今身处信息时

代，我们一线工作者的信息要
更新。”顾晓建打算和同事一
起，在核工程博览会上与同行
交流技术经验，了解先进的核
电设备检测技术。

秉着“核电安全无小事”的
工作理念，31岁的顾晓建在检
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坚守了十
年。谈到核电站生产安全，他能
把一连串的工作理念倒背如流。

如今，顾晓建着手负责质
检技术方面的工作，他通过制
定标准化模板及检验作业指导
书，落实检验技术创新和改进
措施，并与现场检验实际情况
进行有效结合，不断优化测量
方案，更加有效地保障核电产
品质量万无一失。

充实技能 自学考证补足专业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