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装备制造领域，如果说压缩机是大
型设备的“心脏”，那么焊接的管路就是压
缩机的“血管”。若“血管”出现缝隙，“心
脏”就不能稳定地“跳动”。沈鼓集团透平
总装车间的张腾蛟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因
为技术出色，他又被工友们称作“焊接技
术大王”。

“在工业领域广泛使用的BCL和PCL
筒型压缩机，主要应用在石化、天然气、矿
山等行业，这两种压缩机平衡器管路里的
介质多是有毒有害或是易燃易爆的物质，
一旦泄漏，后果不堪设想。这对焊接技术
水平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张腾蛟说。

面对严苛的技术挑战，张腾蛟迎难而
上，在工作中不断摸索，总结出了“熔池下
沉法”和平衡气管路“反变形组立法”，“定
点标记放线组立法”等操作方法。凭着

“干就干好，还求更好”的工作态度，他创
造了焊接管路X射线探伤一次合格无返
修的纪录。到目前为止，张腾蛟焊接的管
路数百台，没出现过任何质量事故。

今年张腾蛟成功入选 2024 年大国
工匠培育对象名单。他说，作为一名焊
接工人，我的舞台是一个普通的焊接车
间，但我手中的焊枪依然能喷绘出最绚
烂的“花火”。

近年来，沈鼓集团通过“技能大师工
作室”“创新工作室”、技能大赛等方式，
培养“金蓝领”青年技术工人，先后培养
出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26人，国家省市百千万高层次人才
102 人，打造了一支国内流体机械领域
技术实力最强、研发设计经验最丰富的
人才队伍。

最绚烂的“花火”
本报记者 张 颖

取得辉煌成就离不开历代沈鼓人的
努力，依靠着代代相传的优良作风，让我
们翻开沈鼓历史时才能看到这些斐然的
成绩。在我们国家粮食生产不足的时候，
沈鼓人研发制造的二氧化碳压缩机，极大
地促进了我国化肥产量的攀升，解决了人
民填饱肚子的夙愿。

20世纪70年代，沈鼓引进了意大利离
心压缩机技术，开启了对核心设备国产化
的探索。从此以后国人的生活变得色彩斑
斓了，大到汽车外壳，小到衣服颜色、保鲜
剂、塑料袋，这些乙烯工业制成品奠定了我
国石化产业的基础，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进入本世纪，沈鼓的研发又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沈鼓集团董事长戴继双多次提
到企业对创新的重视，他说：“要把创新摆
在最重要的位置，砸锅卖铁也要搞研发。”

在沈鼓集团的研发设计部门，数字化

设计与敏捷设计已初具规模。此外，沈鼓
集团还完成了防喘振回路与带压启动的模
型建立和评估方法，在各个领域中得到了
应用验证。沈鼓集团历来重视科研投入，
每年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和人员都占不
小的比重。据沈鼓负责人介绍，集团的开
发经费和教育经费上不封顶，这为持续创
新提供了有力支持。

2004年，沈鼓研制了我国第一套国产
化4万空分压缩机，填补了我国空分装置
用大型压缩机的空白，之后又相继开发了
4.8万空分压缩机和5.2万空分压缩机，实
现了我国大型空分装置压缩机国产化三年
三级跳。

2010年8月29日，中国首台套百万吨
乙烯压缩机研制成功了。这标志着我国大
型石化装备的重大突破，意义重大。

……

攻克“卡脖子”难题，自主研发核心
技术，让无数“国之重器”跳动着沈鼓的

“心脏”。
“华龙一号”是我国重要建设项目，沈

鼓为其核主泵的主给水泵组提供了关键设
备及国产耦合器。首台国产化耦合器的问
世，打破了国外供应商的垄断。

此外，四川天然气化工厂、茂名石化、
上海金山、扬子石化等企业的大型项目所
使用的空气压缩机、天然气压缩机、裂解
气压缩机、丙烯压缩机等关键设备，也都
来自沈鼓，保障了国家能源化工行业的稳
定发展。

“可以自豪地说，多年来沈鼓实现了多
项核心设备国产化突破，填补了200多项
国内空白，为国家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建
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因此，被誉为‘国家砝
码’。”刘胜民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攻克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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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鼓风机

这是1958年沈鼓
研制的第一台鼓风机，
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
对这台鼓风机的结构和
性能参数等知之甚少，
但并不妨碍它成为沈鼓
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
第一代鼓风机主要用于
工业厂房的通风、小型
矿山的通风换气、钢铁
厂的鼓风作业、化学工
业的气体输送等。

此前，中国的鼓风
机技术主要依赖国外，
沈鼓第一台鼓风机的诞
生标志着中国开始走上
鼓风机自主设计、制造
的道路。

2006 年搬到铁西区张士开发区开发
大道后，沈鼓集团厂区占地面积 70 余万
平方米，厂区面积扩大了数倍，车间更开
阔了，设备更先进了，工人们生产环境更
好了。这座现代化的装备制造工厂，有
一张鲜明的名片，集团办公楼入口处墙
上的企业简介中写道：沈鼓集团是为国
家化工和能源行业提供工业心脏设备的
制造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保持着国
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创造了数个全国
第一。

这是沈鼓的名片，让每个走进沈鼓的
人都能感受到这家为国之重器锻造“心脏”
的企业的历史荣光。

“沈鼓的辉煌离不开老一辈人的艰苦
奋斗，知道沈鼓的历史，才能更好地珍惜来
之不易的荣誉，才能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沈鼓集团高级顾问刘胜民说。

沈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沈阳刚解放的
时候。1948年11月2日，沈阳漫长的冬季
已经来临。刚解放的沈阳城内一片废墟，
在一个残破的马棚里堆放着破损的零件、
生锈的机器，这是被国民党破坏的沈阳制
车厂的苍凉景象。

刘胜民翻阅档案后告诉记者，就是在
这个马粪如山、荒草没人的破败马棚的原
址上，沈鼓艰难起步，一步步成长为享誉全
球的装备制造大厂。

1952 年是沈鼓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
年，当年国家共投资170万元用于厂区、厂
房改扩建，引入抚顺301厂的苏联专家进
行技术指导，为工厂提供 B1、B2、B3 三套
中低压扇风机制造技术。当年，利用引进
技术为国家重点工程哈尔滨亚麻厂生产了
3 种 13 个型号共 103 台扇风机。由此，沈

阳第四机器厂（沈鼓前身）被确定为全国第
一家风机专业制造厂，开始涉足为机械设
备提供动力，为大型设备锻造“心脏”。

1953 年，工厂更名为“沈阳扇风机
厂”，此后风机产量连年增长。

1963年更名为“沈阳鼓风机厂”，沈鼓
这个名字第一次叫响在辽沈大地上。

从马棚里起步

要了解沈鼓的历史、沈鼓的故事，就要
回到它诞生的地方——铁西区。

2006年以前，站在铁西区云峰街向北
望去就能看见沈阳鼓风机厂的大牌子。每
天早晚上下班时，工人们成群结队地从厂
区进出的场面非常壮观。如今，老厂房和
工人社区被崭新的楼盘和景观所覆盖，那
段历史记忆便以影像资料的形式被保存下
来，通过展览向世人讲述沈鼓在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的故事。

沈鼓集团转子车间主任梁辰在这片区
域生活了 30 多年。回想当年的日子，他
说，父亲那一辈的工人就是在这里接下了
国家的一项项艰巨的任务，见证着厂子实

现了一次次的蜕变与腾飞。
1960年9月30日，是沈鼓历史上值得

骄傲的日子，这一天沈鼓人造出了我国第
一台透平压缩机DA-3250-41。

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展陈的一张照片里
记录着我国第一台压缩机诞生的故事。照
片里，一张长条木板桌，几个男女青年相向
而坐，全神贯注地研究着一张图纸。桌子
上摆着三角板、计算尺、量角器和几支散落
的铅笔。照片下面用黑体字加以说明“沈
阳鼓风机厂的技术人员，在研究苏联压缩
机的图纸”。这是沈鼓技术人员攻坚克难、
潜心研究的千百个瞬间的一瞥，这背后也
是千百个斗转星移的日与夜。

梁辰的父辈们一字不差地照抄图纸上
的数据，逐字地翻译俄文，比照尺寸确定工
艺手段。不断地琢磨和模仿，终于在新中
国成立十周年前，沈鼓造出了中国的第一
台压缩机。

虽然从壳体到形状，甚至尺寸参数都是
照着苏联图纸仿制的，但这台机器的问世还
是让沈鼓人足足高兴了一年，这台机器的生
产过程也被国家档案翔实地记录下来。

“那时粮食都是定量的，一顿饭就是两
个窝窝头就着一碗白菜汤。很多人都是饿
着肚子在搞研究，父辈们身上所展现的吃
苦、坚韧的精神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宝贵的
财富。”梁辰说。

写进国家档案

沈鼓沈鼓

金秋的沈阳落叶缤纷，铁西区开发大
道上的沈鼓集团，院内硕果飘香，车间内
机器轰鸣，到处洋溢着秋天收获的气息。

9月23日，沈鼓集团转子车间里一
派繁忙的景象，穿天蓝色工作服的工人
们在各自工位前小心翼翼地操控着机
器。工人马长好戴着安全帽，在一个大
型叶轮前操控着车刀，车刀与模具的亲
密碰撞，让金属屑如雪花般纷纷飘落。

马长好全神贯注地盯着车刀与叶轮
的接触点，时刻调整着切削的力度和角
度，仿佛是在雕琢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马长好工作的转子车间制造的是具有
压缩机“心脏”之称的转子。他的工作就是
加工“心脏”中的“心脏”部件——叶轮。

大家都称马长好的工作是在“刀尖
上跳舞”。“在装备制造领域，对叶轮工件
加工的精度要求非常高，公差要控制在
0.02毫米以内，精度要求还不到头发丝
直径的 1/3。这对操作工人来说是挑
战，也是巨大的压力，更是一种职责。”马
长好说。

在他手中加工的叶轮，每一件价值
少则十几万元，多则几百万元，工作中稍
有不慎就会导致工件报废。但马长好操
作起来流畅自如，车刀在他的控制下，仿
佛在模具上跳舞一般。

从事数控车工20多年来，马长好参
与各种创新项目 400 余项，在生产中多
次破解制约生产的瓶颈问题。他说：“机
床就是我的朋友、我的伙伴，如果我是一
名军人，机床就是我手中的枪。”

“在刀尖上跳舞”
本报记者 张 颖

马长好

沈鼓集团总装车间正在装配大型压缩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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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鼓的历史，写满奋斗的志气。75年前，从马棚里艰难起步；75年间，从“跟跑”到
“领跑”。

今天的沈鼓，以自立自强之姿，为国之重器锻造“中国芯”，让中国工业“心脏”迸发
蓬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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