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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岗位演绎多彩人生 十八般武艺造就特种尖兵

|| 航空工业成飞　柏晶芳　谭俊南

无损检测中心一直被称为航空工
业成飞的“特种部队”。与传统的几何
量检测不同，无损检测的五大常规专
业都是依靠超声波C扫描、X射线检测、
工业 CT、荧光渗透、磁粉探伤等多种
高精度检测设备进行检测，专业技术
含量高、检测工艺方法先进、对零件
表面及内部缺陷的判断更加准确。

搞无损检测工作的人，就像是为
战鹰“打 B 超、照 CT、放射拍片”的“医
生”，只有通过无损检测工序，找准了
飞机身上用肉眼无法判断的“病痛”，
才能及时“对症下药”，保证战鹰飞行
的优异质量。

在这里，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
零件车间热火朝天的场面，但是却可
以看到认真专注的眼神，有条不紊的
操作，细致入微的分析记录，捏着探头、
把握手柄有节奏地转动的姿态。

在这里，也没有那么多掌声，没
有那么多奇迹，但却有一群普通的无
损检测人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默默耕耘，开拓进取。他们以无损人
专注与热情的精神投入工作，确保没
有一个缺陷可以逃脱，没有一条裂纹
可以通过，确保战鹰能以最可靠的质
量啸傲长空。

|
以学为先  提升团队战斗力

无损检测五大常规检测中，超声
波检测是一份极其需要耐心的工作。
材料检测中每一个波形都需要仔细去
分析，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哪怕有一
点点很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飞机在
飞行状态中出现故障。

作为集团首席技能专家、成飞公
司超声检测站站长，彭珂在超声波检

测这个专业一干就是 24 年。这个步入
中年、工作激情依旧饱满的同志，不
但把自己练就成技能岗位上的一把尖
刀，同时也将自己所在的超声站打造
成一支能打硬仗的检测队伍。

伴随成飞公司快速发展的形势与
超声波检测技术的日新月异，几年来，
彭珂带领团队快速消化新技术、新设
备，使之转化成有效的生产力，以适
应公司各项目的生产进度要求。为提
高团队战斗力，他带领超声波检测站
积极创建学习型班组，对站内事务做
到分类管理，对生产目标做到有计划、
有制度、有措施，要求员工以学习推
动本职工作，扎实学、认真做，不但
要促进自身技术的提高，也要推动单
位生产任务完成。

团结协作  匠心独运妙手回春

X 射线，看不见、摸不着，被誉
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因其能
穿透物质发现其内部的构造，而被成
功地应用于无损检测技术中，是无损
检测中技术要求最高、安全标准最严、
操作规范流程最多的一项检测工种。

今年，在某次质量飞行检查中，
某无人机机翼铆钉与该梁边距的尺寸
距离与设计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为
进一步核实尺寸距离，研制部门要求
特种检验室采用射线检测方法，通过
射线透视机翼蒙皮内梁的真实位置，
确定铆钉的梁边距尺寸。为此，特种
检测室临时成立专项检测团队，以射
线检测Ⅲ级人员为技术牵头，检测站
组抽调精英骨干进行现场实验及检测。
在 7 天时间内，突击团队参加现场技
术会议 6 次，配合完成现场检测 18 人
次，累积现场试验及检测时间超过 53
小时。通过多轮次方案验证，确定射

线检测的工艺方法，利用射线检测的
数字影像，为样板测试法提供定位依
据，最终圆满完成检测任务。

每一个射线检测人员都有灵巧的
双手和一对“火眼金睛”，只有深谙
零件拍摄的角度，才能在光与影的投
射中将零件完美成像，也只有掌握观
片的经验，才能在细微的黑度变化中，
捕捉到影响零件质量的缺陷和伤痕。

以身作则  精诚合作保节点

无损的工序杜绝有损的产品，这
是渗透检测人员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这是因为大到飞机上的框、梁、蒙皮，
小到一个螺栓、铆钉，都要经过渗透
检测人员的检测之后才能装配到一架
架战鹰上。

因为渗透检测工艺的特殊性，渗
透检测的工作环境非常极端。高温酷
暑之中，还要在 70 摄氏度的高温烘箱
旁边干活，有时厂房温度已接近 40 摄
氏度，工人干活时都是大干淋漓，而
在数九寒冬，为去除零件表面的多余
渗透剂，稍不注意，冷水又会将衣服
打湿，让人感觉冰冷刺骨。

张岸作为渗透检测站的副站长，
有着 30 多年丰富的工作经验。在这种
“冰火两重天”的考验下，他从未有过
怨言。近年来随着公司生产任务的增
加，渗透检测的任务也随之增加，哪
里最忙，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清洗零
件人员不够时，他会身披围腰，脚蹬
雨靴加入到零件清洗的工作之中 ；遇
到年轻人判断缺陷不准时，他又会站
出来以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帮助他人
进行判断 ；现场排故缺人时，他还会
骑起他的“小毛驴”深入现场进行现
场检测。

就是在他这种以身作则的示范之

下，渗透站全体员工在工作中精诚合
作，以昂扬的工作状态保住了公司的
各项生产任务节点。

昂扬斗志  平凡岗位做贡献

“特种部队”中还有这样一支小分
队，他们常常活跃于液压件、结构件、
技装公司等专业厂，承担了公司所有
铁磁性材料零件的近表面缺陷检测工
作。起落架、各类转轴、梁、框、滑
轨等等，这些分量十足的大家伙，都
是磁粉检测人员眼中的“家常便饭”。

磁粉人员个个不仅需要技艺高超，
需要取得各种项目的资格证书，同时
还需要有一身金刚铁骨，上可文诗舞
墨下可抡起落架、扛滑轨。在日常的
检测工作中，大家各司其职，零件进
入检测过程，有的负责零件搬运，有
的负责充磁，有的负责检测，有的负
责退磁，有的负责完善后续零件资料。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井然有序。由于
在检测过程中要大量使用磁粉，而磁
粉会轻易吸附到操作人员的皮肤和衣
服上，所以一天下来，“从头到脚都
是黑乎乎的”几乎成了磁粉检测人员
最真实的形象刻画。可是脏、累、苦
从来没有让检测人员退缩过，这支只
有 15 人的队伍，承担了成飞公司各机
型所有铁磁性钢铸件和各种大大小小
的标准件检测工作，年检测任务达到
百万件。

走进无损检测中心时，CANS 国
家认证认可实验室、先进集体、成都
市青年文明号、成都市红旗团支部等
一排排荣誉会瞬间映入眼帘。这些荣
誉承载着过去，记录下一代代无损人
平凡的坚守和激情的付出，这些荣誉
也昭示着未来，激励着后来的我们继
续勇往直前、开拓进取。

——记航空工业成飞无损检测中心

|| 航空工业东方　王海
|
现年 41 岁的陈玉海是航空工业东

方军品分厂装配二班班长，高级技师。
自 1994 年进公司到军品分厂一直从事
电装配调试工作，这一干就是 20 余年。
由于工作有创新、有亮点，曾多次获
得集团、省市及公司的荣誉。

平凡岗位上，他始终以严格的要
求约束自己，针对所从事的仪表装配
工作，脚踏实，认真负责。他善于思考，
总能带头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困难面
前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传承钻研，
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的发展和航空
武器装备的提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挑重担  圆满完成计划任务

近年来公司承担的各项工程和重
点型号任务不断增多，出产任务屡创
历史新高，极大地考验仪表装配小组
的生产能力。2017 年，尽管公司已经
开展全面冲刺的“双过半”劳动竞赛，
但是下半年的生产制造任务仍然压力
不小。

面对较严峻的生产形势，如何使
任务保质保量地完成，对陈玉海来说还
是需要琢磨的，由于他还参与公司新
研产品的研制与生产，不仅要保证装
配三班任务计划不能落下，而且还要
确保新品研制及产品技术转型跟上进
度，这对他来说任务还是比较繁重的。
即使是这样的繁重任务下，他从不喊
苦、不诉苦，追求无止境。他为自己
和班组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并对班
组各个单元的生产流程做了详细梳理。
2017 年三季度，陈玉海所带领的班组
连续加班加点，以较高的生产效率和
零瑕疵的装配质量圆满完成任务。即
使任务这样繁重，他手头的其他项目
也丝毫没有落下，2017 年陈玉海共参
与技术攻关 35 余项，带领班组完成工
时近 12000 小时，按出产节点圆满完
成了分厂安排的各项出产任务。

|
重创新  提质增效敢于突破

创新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是不
言而喻的，但是创新又不是一项容易的
事。如果说飞控系统是一架飞机的“神
经网络”，那飞控计算机则就相当于飞
机的“大脑”。在整机调试中，飞控计
算机就存在几项最难的调试，调试效率
较低。在整机调试过程中陈玉海知道，
调试四个通道近 50 项参数，涉及 28
个调试点、6 个选配电阻，并且调试过
程中存在多个关联调试点，牵一发而
动全身，部分参数值还需要考虑高低
温的变化，而且参数超差的现象还容
易与故障现象混淆。

陈玉海就负责系统联调工作，每
每下班时，班上的人看着他在一堆资
料里翻来翻去的，加班一个接着一个，
都不禁劝他 ：“搞创新谈何容易？你上
班已经非常累了，何必再把自己搞得
这么辛苦！”但总是听到陈玉海笑着
说 ：“没事，这个如果攻破了，咱们的
调试效率会提升几倍的，办法总比困
难多嘛。”他仔细研究数据变化，采用
简单的办法，通过每项调试点的数据，
观察其他点的数据变化，通过各项调
试的参数动态比较，总结规律。就这样，
他一点一点地总结，最终通过梳理各项
参数，将调试点数据变化规律把握清
楚，编制《飞控计算机模拟调试说明》，
此举不仅提高了整个班组整机调试的
准确率，还将原调试一台产品需要多
名装配人员调试 12 小时才能完成的工
作周期缩短至一个人 1 小时即可完成，
调试效率提升了几十倍，调试耗时这
一装配难题终于得到有效解决。

作为装配战线上的一员战将，陈
玉海不仅在生产制造上勇担先锋，在
探索方面还承担着艰巨的任务。单位
只要有关键难干的任务安排下来，陈
玉海都会积极接受。

新形势下随着国防现代化建设，公
司较多产品型号升级，电装类产品逐渐

增多，为了满足 BGA、QEP、QPN、
CCA 等芯片的焊接要求，公司购买回
流焊设备。“大家伙”刚到厂时大家都
担心不容易上手，从工艺员到技能工
人，没有人使用过。陈玉海暗自摸索着，
迎难而上，翻阅书籍、分析图纸，边干
边研究。在焊接过程中，他记录的温度
变化，对回流焊预热区、保温区、回流
区、冷却区等阶段的温度和时间把控，
研究回流焊温度、时间曲线，总结规律，
最终制定焊接方法，并将这一方法推
广到所在班组全员学习，产品调试合
格并交付用户，高质量地保证阶段科
研生产任务顺利完成。

|
育人才 传承“工匠精神”

“长江后浪推前浪”是所有师傅都
希望看到的，不仅师傅的技艺得到了发
扬，而且精神也得到了传承。陈玉海自
然也不例外。在工作中，他鼓励班组
成员要多学习、多看书，严谨看待问题，
敢于创新，细心求索。他将自己多年
来的工作经验及从老师傅那里学习来
的知识都悉数讲解给大家。

陈玉海负责的班共有 18 人，为有
效提升班组整体操作技能及理论水平，
陈玉海依据班组整体情况制定了班内
成员“登高计划”，要求班内成员根据
自身的技能水平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
并根据学习计划在班内多次组织技能
培训，按计划考查班组成员学习情况，

培养了多个经验丰富能够独当一面的
技能人才。最终陈玉海所在的班里从
无一技师，至现在培养出高级技师 2
名、技师 5 名，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由于他培训课程有亮点、有特色，
2012 年至今，陈玉海一直被公司聘为
内训师，累计组织公司级和部门级培训
18 次，参培职工达到 500 余人次。有
人问他将自己的看家本领都展示出来，
不怕丢饭碗吗？他总是乐呵呵地说 ：
“守着技能迟早有一天会过时，只有不
断地技术技能创新，才是真正的‘铁
饭碗’。”就这样，他将自己 20 多年总
结的电装知识、技能和经验案例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员工们，不仅提升
了整个公司的电装技能水平，也为航
空工业人才队伍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劳动的付出必有可喜的回报。陈
玉海先后荣获集团公司型号系统定型
个人三等功、陕西省及集团公司“技术
能手”、省级劳动竞赛标兵、公司年度
优秀员工荣誉及公司科技成果一等奖。
面对荣誉他总是说 ：“最好的荣誉永远
是下一个。”

这就是陈玉海，深知自己肩上的
责任，时刻以国家需要为己任，钻研
与创新，热爱与投入，他用自身经历，
奋斗历程，充分展示了航空人“航空报
国、强军富民”情怀，也深刻诠释了
当代青年人坚定信念、勤劳努力、探
索创新的优秀品质。|

“高伟加工法”　
匠人创新之果

|| 航空工业宝成　殷书芳

“保守是保守者的墓志
铭，创新是创新者的通行
证。”在生产制造产品的过
程中，无论是企业还是个
人，只要上心、用心，创
新便无处不在，创新人人
可为。“心心在一艺，其艺
必工 ；心心在一职，其职
必举。”只有当员工有了创
新意识，其具备的工匠精
神就找到了依附的动力。

� ——题记

正当航空工业宝成上下积极投
入“亮剑出征|决战收官”产品交付
攻坚战之际，从制造部传来喜讯 ：
箱体台体车间在短短 15 天保质保量
完成了 28 件箱体零件的生产任务，
同样的任务量，放在过去至少需要
近 50 天的时间。这是前所未有的生
产效率！高效背后到底有怎样的奥
秘？制造部的员工自豪地告诉笔者 ：
这一突破性进展主要取决于“高伟
加工法”的运用。

“高伟加工法”  独具匠人心

“高伟加工法”——这是宝成为
鼓励这套原创加工方法的主要研究
总结者高伟，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一套全新的加工方法，即将箱体零
件放在特制的工作平板上，找出箱
体零件相应的定位点，用移动定位
块在此定位点上和工作平板相固定 ；
最后用压板压住箱体零件并保持固
定，拆掉移动定位块，随后进行“试
切削”，并根据零件的试切尺寸调整
“偏值”，使其加工完后外形和内腔
保持一致，经过粗加工、精加工累
计 4 小时，便可生产出一件完美的
箱体零件。

“高伟加工法”为宝成带来了箱
体零件及同类零件生产的春天。生
产同一批零件只需以前时间的三分之
一，并且以前工作人员要不停地从铣
床中取出零件，而现在减少了人工操
作，基本达到了全自动机械化状态，
保证了产品的高质量完成。目前，宝
成整个制造部所有中、小箱体零件的
生产项目都采用了“高伟加工法”。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这
个方法的诞生，正是一流匠人对技
艺的上心、用心，不断挑战传统技
艺的硕果 ；这个匠人就是高伟，高
伟作为宝成制造部箱体车间数控铣
加工中心高级工，是全国技术能手、
集团首席技能专家王惜平的徒弟，
曾在今年的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中博得陕西省最高分。他顶着巨大
的交付任务和上级规定的不断缩短
的交付周期的双重压力，凭着一己
之力带领团队研究出“高伟加工法”。
此方法在经历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
设想推翻再设想，再经历过宝成工
艺部门的严格检验与把关，最终被
认可并且推广。

一流匠人  善破思维常规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

说过，“再宽的护城河也抵不过创新，
而创新一直是大型公司的难题。”同
样，创新也一直是宝成的难题。而
高伟却能打破常规箱体零件加工法
的思维模式，不做定向思维的奴隶，
开辟出新路径。

箱体零件的常规生产思路是先
看工艺图再看产品图，而高伟恰恰相
反，他喜欢先通过对产品图的解读在
大脑中构思出实物产品生产的每一个
步骤，然后再和工艺图对比总结出一
套最佳的方案来，并和工艺部门的人
确证过后再对产品进行制作。

他初次接触箱体零件加工法时，
并没有直接拿起来就干，而是先观
察其他人是怎么干的，并从中发现
问题，找出不足。他发现以前的箱
体零件加工法是将箱体的六个面分
开来，一个一个面去加工，然后再
一步一步检验，再加工，重复下来
一个零件生产结束后就检验这一步
骤就需要 12 遍，并且单次一面面加
工不利于精度误差的控制 ；因此他
就想能不能将以前的加工方法打碎
糅合，进行综合加工？这个想法一
产生就再也停不下来。

创新之路  并非一帆风顺

高伟说他初次将自己的想法告
诉他人时，并未得到赞同，原因有
两方面 ：一是箱体零件生产成本太
高，没有人敢拿它来做实验 ；二是
他这个方法成功率是个未知数，无
人敢拿产品交付任务来豪赌。但高
伟并没有被这些吓住，他觉得不管
他人怎么想，自己要信心满满。

那段时间高伟常是早 8 点上班
晚上 12 点多才回家，他结合从师傅
那学到的“坐标系自动计算”知识，
通过不断演算终于找到了能够支持
其新式加工方法的第一步。迈出这
艰难的第一步，他迎来了后面工作
中的步步为赢。他清楚地记得第一
个用“高伟加工法”生产出来的箱
体零件用了 2~3 天。他说 ：“我得保
证这个箱体零件用我的方法生产出
来是质量合格、精度认可的，因此，
每进行一步，我都小心翼翼，反复
用量尺测量，以保证误差的最小化，
经历过粗加工、半精和精加工之后，
我发现这个箱体零件的最终精度误
差值比规定的还要少，那时我就知
道自己成功了。”

“高伟加工法”有利于制造部未
来所有设备单元化建设的推广，达
到精益生产的目标。“精益求精，认
真地研究问题，真正地把东西做好
做精才是我们的目的。‘高伟加工法’
的命名是对高伟提出这种加工方法
的认可，更是对制造部员工积极创
新的鼓励。我们打心眼里希望能通
过高伟这个事例带动制造部全体员
工的创新积极性，使单元化生产在
制造部遍地开花。”宝成制造部总监、
制造部部长张乖虎如是说。

一流的匠人，不断自我进化而
非僵化 ；一流的匠人，不是简单地
回归传统，而是随着时代变迁。技
术可以更艺术，思考可以更大胆，
唯有自我进化，才能与时代共振！

——宝成首条以工人名字命名的加工法问世

德国科学家开发出碳纤维复合材料与铝轻质材料连接的新技术
基于流行的轻质建筑的概念，由

轻质金属和纤维复合材料组成的连接
件代表了理想的材料组合的方式。然
而，由于两种材料表现出不同的电化
学电位，在复合材料中存在接触腐蚀
的危险。在 DFG 研究项目中，德国
弗劳恩霍夫研究院先进材料与制造技
术研究所与德国法塞尔学院合作，开
发了一系列连接铝与碳纤维材料的新
技术。通过在碳纤维复合材料构件上

加置耐温保护层，可以防止复合材料
中的电化学腐蚀的发生。同时，这一
保护层也确保了牢固的连接性。

纤维复合材料和轻质材料的结合
对所有已有的连接技术提出了新的挑
战。除了需要保持高的连接强度外，
连接本身不应增加任何额外的重量，
两种材料都必须防止接触腐蚀的发
生。除了粘结或铆接的组合连接方式
外，这里提出的混合高压压铸提供了

一种新的方法来减轻重量，同时会永
久防止接触腐蚀的问题。

在新开发的工艺中，浇注之前，
碳纤维材料结构涂覆有高温稳定的塑
料（PEEK），直到达到大约 550℃的
温度，PEEK 才会开始显著分解。在
后续的铸造工艺步骤中，将碳纤维复
合材料组件放入高压铸造模具中，并
在 700℃左右的温度下，在塑料区域
内铸造铝。尽管存在温度差异，选择

合适的工艺和材料参数，塑料可以集
成到高压铸造工艺中，而不会影响塑
料的性能。因此，在通过铸造铝部件
初始期间，两种材料之间建立了稳定
的连接。因此，不需要耗时的加工步
骤或接合表面的预处理。为了进一步
提高强度，可以在接合区中选择性地
制造切口。与粘合剂连接的结构相比，
这一过程获得的连接强度有 20MPa。

在汽车、航空航天、风能和体育

设备等许多领域以及传统机械结构
中，对混合材料的需求很高。对于大
需求量生产，需要高效率的系列化制
造。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开发团队从
飞机制造中选择一个大量安装的支架
进行可行性研究。开发团队的目标是
进一步开发基于该组件的混合铸造技
术，为铝高压铸造提供一个新的工艺
窗口，以便能够大量实现碳纤维复合

材料和铝之间的混合连接，实现系列
化生产。

针对混合铸造领域的研究，德国
弗劳恩霍夫研究院先进材料与制造技
术研究所有两个高压铸造设备以及工
业系列生产规模的周边设备。有了这
些设施，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院先进
材料与制造技术研究所将成为德国铸
造技术领域最大的校外研究机构。

| （钟达）

“东方”那颗最闪亮的星
——记“航空工业技术能手”获得者陈玉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