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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不分季节绽放的花朵，清香

淡雅；

她是职场上拼杀的铿锵玫瑰，

巾帼不让须眉；

她用辛勤、执着与汗水助力矿

区向高质量发展……

身材高挑、语气柔和的韩建华

眼神里是不可撼动的坚定，办公室

内满墙的图纸印证了工作的繁复与

艰辛。1996 年，韩建华毕业后来到

黄白茨煤矿，从机电科一名普通技

术员做起，虚心请教，刻苦钻研，28

年如一日查探现场、深入井下，为智

能化改造打好前期基础，逐渐从技

术“小白”成长为团队“大拿”，担起

机电科副科长，以“师带徒”方式带

出一批优秀人才分布在公司各个岗

位，更是乌海能源迄今为止还在下

井的唯一一名女职工。

刚参加工作时，年仅18岁的韩建

华没有被刚接手的问题所难倒，在那个

少有电脑办公的年代，她仅凭一支笔、

一个本跟在经验丰富的老职工身后学

习皮带机、瓦斯抽放机等各项零配件加

工设计，白天钻研，晚上画图，常常一天

仅休息三四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

人。不到一个月时间，她便已能独立做

出零配件图纸，让身边的职工刮目相

看。不服输、好钻研的劲头也让韩建华

成了同事口中的“铁娘子”。

2006年，因单位改制，韩建华来

到运转队，主攻空压机、大型主扇、

主排水泵等大型设备的设计安装。

为确保设备数据精确，韩建华开始

了从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入井。

“那时连猴车都没有，我们坐在

斜井人车上，在前端挂上铰链后，便

顺着轨道一路滑行，速度极快。说

不害怕是假的，现在想起来，仿佛风

声犹在耳边……”回忆起初次入井，

韩建华感慨颇多，“那时井下环境艰

难，因路面不平整，下车后要爬十几

分钟的一个大坡才能到达中央水泵

房，现场测量数据回到地面做好的

图纸可以精准核对设备‘眼距’，避

免因误差耽误的返工现象。自那以

后，每设计一部线路，我都要到井下

测量，确保万无一失。”

从那时起，每接手一项工作，韩

建华都穿起工衣与同事一起深入井

下运维设备，举止干练，动作娴熟。

多年来，为确保采掘生产供用电安全

可靠，好学、用心的韩建华对全公司

供电管理制度和技术资料进行整理

和完善，规范“两票”管理，推进停电

挂牌上锁管理，不断提升供电系统安

全可靠运行。

2017年，适逢公司改革，黄白茨

煤矿原生产队与机电二队合并，成

立机电科。通过竞聘，韩建华成为

机电科唯一的技术骨干，负责全矿

的供电工作。由于对井下供电系统

和 洗 煤 厂 供 电 系 统 不 熟

悉，韩建华主动和各区队

机电负责人沟通，白天深

入井下现场查看，核对各变

电所、配电点供电负荷，了

解系统详细情况，晚上加班

绘制图纸，翻阅资料进行数据

梳理，将所有设备整体排查，摸清

每一台供用电设备情况，并对排查

中不合理的供电系统提出整改方案

及要求，将串接线路连接隐患的设

备进行重新布局，两个月的“抓大不

放小”，终于摸清了全矿系统脉络。

通过几年来的改造，该矿彻底

淘汰了受采空区威胁的多趟架空线

路和钻孔电缆，全面推进防越级跳

闸系统及电力监控系统建设，完善

了变电站门禁系统及机器人自动巡

检系统，全面实现井下变电所远程

操控、无人值守的智能化供电。

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技术、新设

备，韩建华不敢停下脚步，不断钻研

学习，提升自身专业化水平。

2020 年，连采连充工作面安装

完毕试运行，发现主机停电后，备

机无法正常切换。接到通知的韩

建华换上工衣便赶往井下工作面

故障点。穿着厚重的防护用品，背

着专业工具一遍遍查探，排查一切

可能的故障后，最终确定是启动电

流过高。经过倒替接线，再次启动

备用风机后一切恢复正常。韩建

华擦拭着汗珠，被煤尘覆盖的脸庞

绽放着微笑。

采掘接续时，要不间断地出设计

图纸；智能化工作逐步推进时，要随

时紧盯现场安装调试……2022年至

今，在扎实做好供电管理基础上，韩

建华将机电类工程建设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多年来先后完成供热系统改

造项目，将4台燃煤锅炉更换为燃气

锅炉，建成生活污水处理站，新建开

闭站、空压机站、主通风机架空线路，

推进 35 千伏变电站改造、矿井水提

标改造等项目建设。寒冬酷暑，每个

项目从立项到施工到验收都能看到

始终奔赴在一线工地的韩建华的身

影，她用全部力量确保各项目的安全

运行。韩建华用实际行动，在公司向

高质量迈进的征途中，留下了自己深

深的足迹。

煤尘“面膜”下的笑脸
■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婧 图/文

凌晨两点的包神铁路机车整备场万籁俱寂，唯有一阵“叮

叮当当”的声音格外清晰。

顺着声音望去，只见满身油污却神情专注的员工伏乔健正

手持检车锤，仔细地检查着机车。他的身影在灯光下被拉得修

长，敲击声在寂静的夜里回荡，宛如他与机车之间独特的对话。

“从机械间到走行部，从车内到地沟，DF4B 型内燃机车一

共有上千个部件需要检查。”伏乔健认真地敲击着每一个部

件，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存在隐患的地方。

“这是咱们的好朋友，听声辨位全靠它了。”从杜世伟当学

员第一天起，师傅伏乔健就拿着检车锤这样对他说。

“小杜，你试试敲这个部件，听听有什么不同。”杜世伟按照师

傅的指示敲了敲，一脸茫然地说：“师傅，我感觉都差不多啊。”

“你要仔细听，正常的部件声音应该是清脆而均匀的，如果有

杂音或者沉闷的声音就可能有问题。”在师傅悉心指导下，杜世伟

慢慢摸索着如何通过敲击声判断机车部件状况，经过一段时间学

习实践，逐渐掌握了听声辨位的技巧。

一次在检查机车过程中，杜世伟听到一个轻微的异常声

音。通过辨别声音来源和特点，他判断出可能是某个螺栓松动

了。经过进一步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所在。杜世伟感慨地

说：“师傅教的方法真管用，现在我能通过声音大致判断出问

题位置了。”

在乌兰木伦折返所，伏乔健就像一本机车故障百科全书，

每当有机车故障、业务难题时，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他。

“伏师傅，这机车突然发出奇怪声音，不知道是哪里出了

问题。”正在休息的伏乔健接到消息后，二话不说，拿起检车

锤就跟着职工到整备场。他仔细倾听机车发出的声音，时而

轻敲某个部件，时而蹲下身子查看底部。经过一番检查，判

断出是传动部件出现松动，重新紧固后，启动机车，故障果然

排除了。

“机车上的部件长时间运转，容易出现松动，以后要多注意

检查这里。”伏乔健耐心地向职工解释问题原因和解决方法，

把工作中积累的安全经验和案例分享给大家。

“我们的工作关系到列车运行的安全，不能因为一时疏忽

放过任何一个隐患。我们手中的检车锤不仅是检查机车的工

具，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伏乔健说着掏出随身携带的泛

黄笔记本，本上记录着各种机车故障应对方法。在伏乔健的影

响下，徒弟们也养成了记录工作经验的好习惯。

2008 年，内燃机车转型电力机车，伏乔健第一时间报了

名。他说：“咱们经历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总得让我过过电

力机车的瘾吧！”面对全新的制动模式、线路布局、设备设施，

就连机车操纵方式也变了，伏乔健一头钻进机车里。不到1个

月时间，他就把SS4B型电力机车研究明白了，成为包神铁路的

第一批电力机车司机。

2012年，包神铁路重载列车开行。伏乔健又是参与试验又

是制作操纵提示卡，也是第一批开行重载列车的乘务员。

2019 年，HXN6 混合动力机车上线，伏乔健主动请缨担任

机车司机职务，继续在新的岗位上发挥着光和热。

历经内燃机车、电力机车、油电混合动力机车等不同类型

机车的二十几年职业生涯中，伏乔健带出众多优秀的徒弟。他

们在伏乔健悉心指导下，逐渐成长为车间里的中坚力量。

“师傅，你这把检车锤该换了！”徒弟看着伏乔健手里破旧

的检车锤说道。

“不着急，还能用一段时间，我再加固一下。”

机车整备场上，依然回荡着那熟悉的“叮叮当当”的敲击

声，师傅伏乔健和他的徒弟们依旧在忙碌地检查着机车。他们

用辛勤付出和默默奉献，守护着每一列机车的安全运行，在自

己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

“这几天量热仪的热值很奇怪，B 桶值总是比 A 桶值低一

点。”11月6日一早刚上班，辽宁庄河公司煤化验班班长秦丽娜

还没来得及换好工作服，就跟班组人员探讨起来。“虽然B桶总

是低于 A 桶，但两者重复性限在合格范围内，对实验数据没有

影响吧。”新员工顾林有些不解地说道。

“从近期实验数据看，A桶的实验结果更接近真值，说明问

题出在B桶上。如果不干预让小毛病变成大问题，怕要花费更

多修理时间和费用。”秦丽娜解释说。

该公司煤化验室这台量热仪采用的是“一带二”工作方

式。每次化验时，需要两台仪器在同一时间内对同一煤样的实

验结果重复性限不超过120焦，才能保证数据有效。虽然这两

天的化验数据都在合理范围内，但两台仪器存在细微差距，依

旧让秦丽娜十分苦恼。

影响煤发热量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煤储存时间过长导致水

分流失、环境温度不稳定、开关门窗造成的空气对流干扰试验

等。为找到结果偏低的“症结”，秦丽娜决定逐一排查。她拿

出新的煤样，调整空调至恒温 24 摄氏度，仔细绑好铁丝，使铁

丝接触到煤样但不触底、不碰壁，防止煤样在实验过程中飞

溅，影响实验结果。

一切准备就绪，她分别输入A、B 两桶的样品质量和名称，

氧弹缓缓进入仪器内部，开始实验。15分钟后，秦丽娜屏息凝

视，等待实验结果。

“怎么还是偏低啊？”看着毫无改善的结果，顾林显得有些

着急。秦丽娜也皱起眉头，一边清洗氧弹一边说：“有可能影

响实验的因素都被合理控制了，还有哪里是被忽略的呢？”

正当两人一筹莫展之际，B 桶氧弹底部的水出现略微浑

浊现象，引起秦丽娜的注意。她拿起 A 桶又仔细对比一番，

突然灵光一现，兴奋地说：“我知道了！你们看，正常实验结

束后底部的水应该像 A 桶里的一样清澈，B 桶却出现了浑浊

现象，应该是煤样没有燃烧完全，热值自然就比完全燃烧状

态下的低一些。”

“那我们就提高氧气含量，帮助煤样燃烧！”顾林在旁抢答。

“没错。”秦丽娜将电脑上的充氧时间由15秒改为20秒，重

复之前的操作验证猜想。又一个15分钟后，B桶的热值终于有

所提升，甚至与报告上的真值只差 1 焦，实验非常成功。虽然

几经波折，但潜在隐患还是经不住化验人员的耐心推敲，最终

现出原形。

在班组会议室的一台老旧笔记本电

脑上，外壳和键盘已经被岁月磨损，屏幕

上却存储着大量与科技创新相关的文

件。面对着近千条指令、上千个虚拟继

电器的 PLC 控制系统，李磊购买大量与

程序逻辑和变频技术相关的书籍，认真

学习三菱 PLC 编程软件、西门子 SP200 与

SP300 编程软件、组态软件等专业知识。

很快，李磊捋清密如蜘蛛网的高压变频

提升系统线路，熟练掌握了高压变频器

的有关知识，全力以赴做好提升绞车维

护保养工作。

从 小 白 到 技 术 专 家 ，李 磊 见 证 了

主、副井提升系统从最初的人工手动操

作到 PLC 程序控制，再到煤矿智能化建

设和自动化运行的转变。这一过程不

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大幅提升了企业

的安全管理水平。李磊常说：“科技保

安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领域，掌握新技术

后，不仅能进行大量实践，还能解决实

际问题。”这种成就感不断驱使他提升

技能、持续进步。

主副井升级改造了一套智能化高压变

频提升系统。面对眼前这个“新家伙”，李

磊花费数月时间，研读了数万字的资料，深

入了解高压变频系统的运行原理。经过3

个月的钻研和创新，他找到了突破口，破解

了工作难题。通过采用 485 通信线，将信

号装置与井底装载系统连接起来，并充分

运用提升绞车西门子 PLC300 的逻辑运算

功能，实现了装载自动化、信号自动化和提

升自动化的联合运行方式，为主提升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2022年7月，在巡查过程中，李磊发现

东一轨道提升绞车存在安全隐患。由于

提升绞车承担着工作面机械设备、材料输

送和人员的重任，司机一旦误操作，可能

导致设备损坏或发生人身安全事故。面

对这一难题，李磊与区长乔富国展开头

脑风暴。多次联系厂家人员未果后，两

人手持图纸，反复对比绞车构造，经过无

数次尝试，最终将基地电台 KTL110-J1

的信号输出点引入 PLC 程序控制中，并

编写了错向保护程序，从而实现了绞车

的安全运行。

工作中，李磊始终坚信，只有掌握了

新技术的原理，才能在实践中游刃有余、

得心应手。他研发的“一种矿用侧翻斗提

升绞车掉道报警装置”，荣获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 2023 年全国煤矿优秀“五小”创新

成果二等奖。一次休息时，李磊偶然听到

工友们讨论矸石山箕斗掉道的问题。矸

石山箕斗在运载矸石时，易在斜坡暗硐底

部发生掉道事故，司机无法第一时间掌握

情况，进而影响现场安全。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李磊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多次论

证，最终通过采用激光漫反射光电开关传

感器,作为掉道感应的关键部件这一有力

举措，并配合电子延时继电器和绞车运行

声光报警器，在暗硐口处安设掉道传感

器，以点带线采集掉道信息，成功实现箕

斗的安全预警和运行。

今年春节期间，主井提升系统集中爆

发复杂电力系统连锁故障，这是检修人员

多年未曾遇到的，并没有可行的快速高效

处理故障方法。自 2019 年 12 月，主、副井

提升系统变频器升级改造后，工作效率提

高了数倍，达到自动化水平。然而电子元

器件依然处于严重衰老期，引发各类故障

频发，严重影响矿井安全生产，更棘手的

难题是提升系统变频器电子元器件服务

年限为2年，且设备厂商重组，无法采购配

件和得到技术支持。

面对人员紧张、电子元器件老化严重

等困难交织叠加影响，李磊带领技术骨

干，全身心投入到攻坚战中，对组合式变

频柜电子元器件进行分解，按一定频次

或周期对电子元器件开展检验。历经

720 个小时，快速掌握了电子元器件“脾

性”，建立了电子元器件跟踪记录档案，

及时掌握电子元器件疲劳周期，绘制出

“电子元器件生命周期表”，提前预知设

备运转状态。

以此为据，一项科学有效的“强制检修

计划”应运而生。在检修过程中，可根据

“电子元器件生命周期表”，对元件、部件进

行同类别替换或创新研发。计划实施后，

主、副井提升系统故障率降低30%，恢复了

往日的平稳运行。当前，“强制检修计划”

广泛推广应用于矿井设备检修实践中，为

设备维护保养、高效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工作这些年，最愧疚的是缺少对孩子

的陪伴，每每想起这些，李磊阵阵心酸涌

上心头。一次休班，李磊准备陪妻子和女

儿到天边草原乌拉盖游玩，却被一阵急促

的电话铃声打乱了出行计划。

“李班长，副井提升系统停止运行了，

今天还要检修井下 2 号供电线路，经过检

测是变频器故障，可能会影响人员入井，耽

误矿上整体施工进度。”电话另一端传来机

电区值班副区长张玉杰急促的声音。

面对突如其来的电话，李磊内疚地看

了看妻子和女儿，妻子放下已经拎起的旅

行包，“快去吧，工作的事要紧。”李磊点了

点头，抱了抱女儿，跟她说下次有机会再

带她出去玩儿，便立即赶往单位。

到达副井后，经过细致排查，李磊判

断是变频器功率单元存在故障，便连忙组

织人员对变频器功率单元进行更换、试

运。试运过程中，提升绞车再次停止运

转，“什么情况？”李磊立即断电对馈电柜

进行检测，经检测是断路器操作连杆长期

使用，导致变形、磨损超限。后来，又对断

路器操作连杆进行了维修，很快经抢修故

障排除，提升系统恢复安全运行。

从业20年，李磊始终秉承敢于担当奉

献的实干精神，从用心做好每一件事开

始，全心全意守护矿井，只为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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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华正在监测高压柜的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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