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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创举 与团队自主打造精益建造的船舶
重达13000吨的“雪龙2”号科考船建造过程共分为

3个大总段、11个总段、131个分段。在位于上海崇明
长兴岛的江南造船厂进行分段建造的过程中，团队成员
们需要时刻跟进，确保图纸落实到实物过程中无失误。

“‘雪龙2’号科考船需要耐低温，有极高突破能力。
因而对建造钢材要求很特别。”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雪龙2”号科考船总工艺师赵振华介绍说，破冰
船在破冰过程中最难的是穿透数米厚的冰层。为保证
破冰能力，船体结构需保证足够强度，“雪龙2”号科考船
外壳最厚的地方达100毫米，比常规船舶板材厚三至五
成。仔细留意船体不难发现，船舶外壳线条流畅光滑，
将外壳厚度大的板材光滑折弯为曲面，这十分考验研
发、设计、制作全流程的技术水平。据介绍，在“雪龙2”
号科考船制造流程中，团队一改复杂曲面船舶加工完全
靠工人经验的操作方法，创新工法，通过三维冷加工，将
以往工人需要几天才能加工成形的弯板，在3个小时内
折弯设计成型。在制作环节，事事从细节着手提高焊接
质量和安装精度。比如在进行10米长全海深多波束底
座装焊时，平面度控制在2毫米范围内，底座间垂直度控
制在1°以内，安装后每个底脚压缩量偏差不超过1毫
米。

“雪龙2”号科考船是国内首次自主研制、可以到达南
北两极的科考船。抗极低温度的船体设计经验几乎要团
队成员自行摸索学习。其中，设计出抗极度低温的系统
是十分重要的。“船体配备了自限温电缆的智能感知防寒
加热系统。”据赵振华介绍，从上海驶向南极过程中，系统

在常温状态下不打开，一旦进入两极区域，气温骤降情
况，智能感知防寒加热系统将自动启动。为了节省能耗，
系统分首中尾分区感应降低能耗。据悉，这个电缆不稀
奇，但是利用它完成的防寒系统，环境感知、系统处理、分
区控制等功能，可谓融入了多方设计师的集体智慧。

提速保质 7891份图纸落实到实物
“雪龙2”号科考船属于中国自主建造的科考船只中

的PC3级顶尖船舶，拥有能在1.5米厚度冰、0.2米厚度雪
的海况下的破冰能力。“‘雪龙号’是科考船中的PC6级。
相比起来，‘雪龙2’号科考船所属的PC3级可谓是国际中
型破冰船中的顶级水准。”赵振华介绍说，2015年、2016
年团队开始逐步参与到破冰船的联合设计工作中。2016
年11月，江南造船设计团队成员们正式参与至今，每位
团队成员将创新、严谨融入制造的工序中。

“紧锣密鼓”，回顾起设计工作，赵振华用这四个字总
结。在团队参与设计的11个月时间里，近80多位负责出
图设计的同事完成了7891份图纸、287份技术协议与70
多份专项工艺材料撰写。“整体流程较国内科考船设计周
期提前了1个多月。”赵振华介绍说，提速的背后是核心
成员们通宵达旦参与讨论。

“总师，航煤油系统所采用的油品好像有潜在风险。”
设计组同事过细节时发现设计方案中的油品闪点仅38摄
氏度，对船舶产生潜在的安全风险，这问题可不容小视。
赵振华在确认问题后，以最快速度组织总体设计单位、中
国船级社、英国船级社以及船东，开展五方协同讨论，查
规范、查标准，确定设计图纸中相关的危险区域布置和危
险区域等级划分，排查各危险区域范围内的设备布置情
况。船舶设计的细节多，单单电装专业就涉及几百项排
查。“设计的时间不容耽搁。”赵振华回忆说。从发现问题
到联合各方共同解决确认新方案，只用了两个礼拜的时
间。

“一个人建不起长城。完成项目离不开刻苦、有凝
聚力的青年团队成员。”获得过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先
进个人、中国造船学会科技创新人才等荣誉的赵振华
从事设计岗位已13年，如今他在工作中也通过师徒带
教的方式，带领更多青年员工参与到船舶设计的工作
中，“团队青年成员都很拼，都带着荣耀感在为国家的
造船事业而奋斗。”

科考船总工艺师赵振华：

多方发力共建“雪龙2”号科考船

职场一线党员坚守 岗位诠释为人民服务

与共和国 同成长 党徽闪闪在发光
根据日前发布的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18年12月

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量突破9000万人。在党员群体中，无数党员在工
作岗位上默默奉献。本期航天工程师、科考船设计师、配电线路高级技师
党员职工讲述他们在工作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陈晓颖

技能攻坚 在历练中为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当年，技校毕业后，王曙群进入上海航天设备

制造总厂有限公司，开始从事地面装备与模具的制
造与维修工作。虽然没有高学历，但他坚信只要踏
踏实实拧紧每一个螺钉，装配完成好每一件工装产
品，就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好体现。

几年后，他因表现优异破格参加了单位组织的
高级工培训班，在培训过程中开始尝试对接机构产
品的研制。一时间，新任务、新技术，极大地激发了
他的学习热情，他渴望将培训所学尽快应用在生产
中。然而，想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谈何容易。

“很多问题都是从未遇到过的，感觉越来越难，不知
道该从哪里入手。”

尽管如此，执着的王曙群并未放弃，他带领团
队不断试错、探索。那段时间，为了保证试验的连
续性和测试数据的准确性，他与团队日夜奋战，半
夜瞌睡袭来时，就用冷水擦一把脸；饿了，就啃几块
饼干充饥，继续操作。“就这样，31套单机，我们连
续做了31次共计长达37小时的试验，工作量非常
大。”王曙群感慨地说。

尤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天宫一号发射前夕，
对接机构在进行最后一项热真空试验过程中，发生
了故障，却又一时无法判断症结所在。“当时，这个
问题惊动了所有研制线上的技术人员，可能造成巨
大经济损失，影响到整个天宫发射计划。”情况紧
急，王曙群沉着冷静，逐一分析、排除故障可能性，

航天设备对接机构组组长 王曙群：

用专业与执着完 美演绎“太空之吻”

赵振华（左七）与一支刻苦、有凝聚力的青年团队。 受访者供图

从神舟八号到神舟十一号、天宫、天舟
货运飞船，王曙群所在的对接机构经历了7
次飞行试验考核，圆满完成了13次交会对接
试验任务，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也给出了

“能够让航天员放心地去执行任务”的评
价。作为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
对接机构组组长、中国航天特级技师，他带
领团队所装调的对接机构，在太空上演了一
场场完美的“太空之吻”。

王曙群（左）带领团队成员不懈研制。 受访者供图

2019年7月，结构强度满足PC3，艏向能在
覆盖有 0.2 米厚积雪的 1.5 米厚冰层上以 2—3
节的速度连续破冰的“雪龙2”号极地科学考察
破冰船即将完成建造并投入南北极科考活
动。对参与建造的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青年团队成员来说，这份带着国家荣誉的
工作将圆满画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