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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
活赖之以美好。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
战略支撑，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国广大科技

工作者唯有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
的定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
题、迎难而上，才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纵观中国铁建的创新发展历程，每一项科技成果，都是
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基层、扎根一线，辛勤耕耘、潜心攻关，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用奋斗和汗水浇灌科技之花，最终创造
和孕育出丰硕的科技“果实”。

5 月 30 日是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特别推
出人物专版，选登部分中国铁建科技工作者的先进事迹，弘
扬榜样力量，展示最美科技工作者的风采，谨以此向中国铁
建科技工作者表达诚挚的节日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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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中铁十一局在郑万高铁重庆段铺轨首
次运用了 BLCP500 型本邻两线长轨铺设机组，在第一
条线路铺设完成、不需要中转的情况下，对邻线进行长
轨铺设，大幅提升了铺轨作业效率。该机组是由中国
铁建专家吴启新团队完全自主设计、研发的新型长轨
铺设设备。

BLCP500 型本邻两线长轨铺设机组由长轨牵引
车、长轨推送车、本邻顺坡拨轨车三大部分组成，适用
于铁路建设施工中铺设 500 米长钢轨的需求，可同时满

足无砟、有砟轨道的本线和邻线长轨铺设等多种工况
的施工作业。该机组还可实现铺轨、焊轨各在一股道
上作业，互不干扰；当邻线作业面不连续时也可铺设邻
线钢轨，机动性强；铺设站线时不需反复转线，提高了
工效。以前钢轨铺设采用单线铺轨，全国首次投用中
铁十一局研制的 BLCP 型本邻两线长轨铺设机组之后，
可实现相邻两线同时铺轨，机组配备的新型全自动导
向装置，可对长钢轨进行自动导向，使长钢轨进入相邻
待铺线路，实现两线同时铺设，减少了铺轨运输与线下
施工单位的相互干扰及交叉作业。

不仅如此，吴启新团队还针对郑万高铁重庆段全线
隧道比高达 91%，大部分铁路区段存在通信信号盲区的
实际，自主研发了综合指挥调度管理系统，即使在长大
隧道内也可实现通信定位、道岔开向监测、车站定位、调
度命令智能筛选等，能实时监控长轨装卸情况及机车车
辆在沿线车站的车行轨迹，为运输及施工安全加码。

多年来，吴启新团队研发的客运专线长轨铺设综
合技术、62 号超长大号码高速无砟道岔铺设技术等先
后荣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铁道学会二等奖等奖项，并
参与编制了《铁路工程铺架技术与管理》《铁路工程铺
架施工技术》，发表了《秦沈客运专线跨区间无缝线路
铺设综合技术》《新建无缝线路的大型养路机械整道施
工技术》《无缝线路铺轨机组轨枕运输列车设计及应
用》等多篇论文。

吴启新：智能铺架的实践先锋
通讯员 许 丹

吴启新（左二）在现场指导本邻两线铺轨机试
验方案。 丁亮亮 摄

当 2005 年南京长江隧道开工建设时，陈健才第一
次跟大直径盾构机打交道。为攻克江底超浅覆土施工
世界级难题，陈健带领攻关小组，在长江边进行世界首
次现场原位劈裂试验，准确掌握实施参数，成果被钱七
虎院士称为“国家级公式”。

从那时起，陈健便致力于超大直径泥水盾构科技
创新技术研究，并逐步成为业内公认的水下大盾构隧
道施工技术专家。如今，作为中国铁建专家、中铁十四
局首席专家的陈健更加忙碌，但凡盾构项目遇到难啃

的“硬骨头”，他总会第一时间到现场解决。
理论和实践都在“掌子面”，在一次次攻关中，陈健

的盾构情结愈加浓厚。
当时南京长江隧道使用的盾构机按厂家预测，不需

中途更换刀具，常压换刀技术只是备选设计。怎料右线
盾构机掘进到 596环时便被磨坏了“牙齿”动弹不得。20
多个日夜，陈健和团队反复研究、细化方案，冒着极大风
险，将世界首次常压换刀付诸实践，掘进距离从此不因
刀具磨损而受限。此后，在扬州瘦西湖隧道，全断面硬塑
黏土地层盾构刀盘易粘接等世界性难题同样迎刃而解。

关关难过关关过。在武汉地铁 8 号线过江隧道
时，他和团队创新适用于软硬岩层的复合刀盘设计理
念，常压下滚刀齿刀互换又为世界首创，开发应用 10
余种新型刀具，创造了当时月掘进 686米的世界纪录。

“大盾构施工技术的掌握和创新，属于我们企业，
也属于世界同行。”他和团队提出的常压刀盘滚刀更换
设计理念，就被盾构厂家首次成功应用于国外。

在盾构前沿技术研究上，陈健也倾注了满腔热忱，
总结撰写了 4 部科技专著，牵头策划并编写了 6 项行业
团体技术标准和规范。

目前，他正带领团队围绕盾构“超大直径、超高水压、
超长距离、多复合地层”施工难题，开展江域海峡高水压
大直径跨江海盾构隧道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为实现“穿
越海峡”的盾构梦想，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技术储备。

陈健：盾构专家的盾构情结
通讯员 方洪祥

陈健（右）与盾构机操作人员探讨掘进参数
问题。 刘福昌 摄

说起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李金城的名字总是会
被一遍遍提及。作为铁一院青藏铁路第三代总设计
师，李金城先后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优秀科
技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百
千万人才等荣誉称号，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十八
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这一个个沉甸甸的荣誉背
后，凝聚着三代中国铁路建设者的希望和荣光。

2000 年 12 月，时年 38 岁的李金城成为青藏铁路
“总设计师”，全面主持并负责青藏铁路的勘察设计和

科研攻关工作。
自从干上青藏铁路，李金城就没有一天是属于自

己的。一年中，他在现场来来回回跑了不下 10 万公
里！在整个 1000 多公里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李金城
是最著名的“活地图”和“工作狂”。越是艰苦的地方、
危险的地方，他越要冲在最前面，甚至曾经与死神擦肩
而过。上青藏线之前，李金城的体重是 180 斤。5 年过
去，他的体重只剩下 120斤。

作为总设计师，李金城带领设计团队，通过优化方
案和论证完善，确保了青藏铁路选线的科学性、安全性
和经济性，全力攻克了“高寒缺氧、生态脆弱、多年冻
土”三大世界性难题，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008 年 12 月，李金城担任铁一院副院长，全面负责
铁一院青海、西藏地区铁路项目以及全院大型铁路站
房项目的生产组织工作。他带领设计团队，不断延伸
着青藏高原现代交通事业的宏伟蓝图。

2010 年 4 月 14 日，青海玉树大地震发生之后，李金
城主动请缨，担任铁一院玉树抗震救灾铁路建设项目
现场指挥部指挥长，率队圆满完成了西宁站改及玉树
灾后三年重建的勘察设计任务，创造了灾后重建的“玉
树速度”，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多年的勘测生涯，李金城把满腔的热忱都奉献给
了高原铁路事业，铁路给了他一切，他也为铁路奉献了
一切。对于这些，李金城说他无怨无悔。

李金城：满腔热忱奉献高原铁路
通讯员 丁 洋

“1982 年 2 月，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大学毕
业 生 ，我 被 分 配 到 铁 四 院 ，开 始 了 我 的 勘 察 设 计 生
涯……”当铁四院二级咨询朱丹回忆起他和铁四院轨
道交通相互成就的激情岁月时，眼中满是星河。

作为铁四院科技管理掌舵人，朱丹致力于隧道和
轨道交通领域的技术研究，带领团队打破了多项中国
乃至世界纪录。他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最美铁道
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首战衡广，开启设计生涯。朱丹到铁四院后参与

的第一个项目是衡广复线的补充定测。当时，恰逢新
奥地利隧道修建法（NATM）刚开始引入我国，原铁道
部结合衡广复线的大瑶山隧道和南岭隧道开展了相关
科研。为做好项目，朱丹在大瑶山隧道工区一住就是
3 年。其间，他体验了为埋设测试元件从头一天晚上 8
点进洞到第二天凌晨 4 点出洞的艰辛，也经历了几十
米外出现小坍塌的惊魂一刻。付出就有回报，他参与
的两个科研课题获得原铁道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铁四院在地铁市场起步较晚。1997 年，还未站稳
脚跟的铁四院轨道交通，受宏观政策影响，投标进入低
谷期。2002 年，朱丹的团队带着背水一战的决心进驻
苏州开展 1 号线总体总包招标，获得 7 个评委全部打分
第一的骄人成绩，正式打响了轨道交通绝地反击战。
此后，铁四院地铁一路高歌猛进。截至 2020 年底，他
们先后在 30 个城市承担 100 余条轨道交通总体总包设
计项目，成为名副其实的地铁设计强院。

朱丹任铁四院总工程师后，践行创新发展理念，加
大科技工作力度，铁四院科技创新硕果累累：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 7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近 200 项，主持国
家及省部级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30 余项，主编或参编行
业标准 70 余项；铁四院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拥有“2 个国家级+4 个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成
立院士专家工作站、研创中心开展重大技术科研攻关、
前瞻性技术研究，助力企业实现了跨越发展。

朱丹：“隧”月无声 “轨”通山河
通讯员 楚思凝

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二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上，全
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铁五院党委书记、董事长汤友富
向与会专家和代表分享了铁五院在北斗融合新一代信
息技术赋能建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心得体会。作为北
斗导航系统产业化应用的践行者和推动者，汤友富正
见证着“高铁”和“北斗”两张国家名牌不断融合的每一
个脚步。

从参与制定高铁建设技术标准，到国家重点项目
组织实施，再到重大科研攻关，30 多年职业生涯，“创

新”始终是汤友富最鲜明的标签。作为我国高铁建设
与发展的全面参与者和见证者，他充分发挥专家型领
导优势，积极探索跨界整合与成果转化。2020 年 6 月，
他主持的中国北斗重大专项《北斗铁路行业综合应用
示范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为铁路智能化、自动化、
自主化发展注入“芯”动力。同年 12 月，由国家铁路局
评审并授牌的“北斗导航装备与时空信息技术铁路行
业工程研究中心”落户铁五院，为中国铁路行业孵化并
提供成熟的北斗技术、产品和服务。

“63 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
步的脚步从未停歇。”这份信心，来自以汤友富为首的
科研团队的不懈追求，更源自深植于血脉的基因传
承。无论是铁道兵时期围绕战备、抢修搞科研，还是
走入市场后成为科研传承的骨干中坚，以及建设中国
铁建知识产权中心、技术中心及轨道交通认证中心，
为中国铁建搭建高端人才集聚和技术孵化平台，铁五
院始终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的融合
发展。

当“昆仑号”千吨级高铁施工装备助力中国铁建
在高铁“400 公里”率先实现产业链布局，“北斗铁路”
行业示范工程即将完成验收，低真空管道超高速磁悬
浮铁路、城市更新和未来社区、智慧物流、生态环保等
逐渐形成技术体系，汤友富和他的团队正加快推动前
沿技术与行业应用深度融合，为中国铁建高质量发展
注入科技“含金量”。

汤 友 富 ：前 沿 技 术 的 探 路 者
通讯员 王 舒 本报记者 刘 皓

“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只管耕耘，不谈收获。”
这是薛新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薛新功来自陕西渭南，16 岁时考到上海学习铁道
工程。毕业分配时，他主动提出回西北“苦地方”工作，
选择了“线路”这个“苦专业”，从基层一线开始，工作的
前 5 年天天“折腾”在山沟里。长期做外业，既艰苦又
单调，但他骨子里又是个浪漫的人，时常通过录音机听
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读罗曼·罗兰的作品，来
找寻志趣之外的情趣。“选线的奥妙在于两点之间，除

直线之外有无数条，从中优选一条，这凝聚着你的专业
面、技术功力、视野等。”薛新功说。

沉下心、俯下身，时光终不辜负有心有行的人，秦
岭山、黄土地成了薛新功成长的沃土。作为 38 年奋
战在铁路勘察设计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他对不同时期
的铁路选线技术进行了思考和总结，赋予了综合选线
及总体设计新的内涵，尤其在“两高一险”高原冻土铁
路、高速铁路及复杂险峻山区铁路勘察设计方面成绩
斐然。

在青藏铁路格拉段，他和团队创造性采用 20‰最
大坡度方案对冻土区线路进行系统优化，节约投资 5.6
亿元，成为敢在冻土上动土的人，该段总体设计获全国
优秀工程设计金奖；在郑西黄土地域高铁中，主持研究
的“湿陷性黄土地区高速铁路修建关键技术”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主持的青藏铁路格拉段及秦岭隧
道群 2 项工程入选 FIDIC 百年庆典“全球百年经典工
程”大奖……

多年来，薛新功孜孜追求、潜心钻研，把爱国之情、
报国之志融入铁路事业之中。“个人荣誉是集体智慧的
结晶”。作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他总谦称自己
是站在前人肩膀上“摘星辰”，“生逢伟大的时代，也感
谢辽阔的国土，让我们有了成长成才的舞台”。

关山万千重，征程无穷期。进入新时代，薛新功又
投身市域铁路和智慧铁路领域，在接续奋斗中为科技
强国积蓄有生力量。

薛 新 功 ：一 身 志 趣 寄 铁 路
通讯员 沈媛萍 余 毅

薛新功（左三）在青藏铁路现场审定方案。 上海院供图
汤友富（中）与设计人员在京雄城际北京大兴站

施工现场。 刘 皓 摄

朱丹正在接受央视《创新进行时》专题采访。
铁四院供图李金城视察青藏铁路土建工程情况。 高 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