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玲将科研方向瞄准国之重器，勇攀钢铁

科技高峰。她二十多年如一日，扎根鞍钢、奉献

所学、持续攻关，攻克了多项“卡脖子”技术，解

决了我国海洋工程建设和建造各种超大型船舶

急需的特种高端钢材的相关技术难题，为我国

海工钢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为加快建设海

洋强国做出了突出贡献。

她秉承严谨的科学态度、敢闯敢试的勇

气、拼搏进取的精神，信守“做一件事就要力

争达到最理想的结果”的承诺，体现出科研工

作者的职责坚守和不懈追求；她始终以服务

国家战略为己任，努力挺起中国制造的“钢铁

脊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展现了当代中国

科研人员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她的奋斗经历，是中国科研人员奋力拼

搏的缩影。

敢闯敢试 持续攻关

■记者手记R

■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R

人物名片

严玲，1971 年出生，教授级高工，

现任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海工用钢研

究所船用钢研究室主任，“海洋装备用

金属材料及其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科带头人，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

技术委员会专家，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船舶材料学术委员会委员。从事科

研工作 25 年来，她先后承担国家 863
计划、“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

重大科研攻关项目 40 多项。主持研

发九大系列 200 多个船板海工品种，

形成 20 项独有关键技术。曾荣获全

国五一巾帼奖章、中央企业优秀共产

党员等荣誉。

研发系列精轧螺纹钢
筋，被用于三峡大坝岩体
锚固等国家重大工程

“我父母每次出门都穿上藏蓝色的工作

服。即使是每周仅有的一个休息日，他们也

常常在单位加班。”这是儿时的严玲对父母最

深的印象。然而，逐渐长大的严玲慢慢体会

到了父母工作的辛苦，也深深地理解了老一

辈鞍钢人的奉献精神。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不断涌现的鞍钢典型，激励着我不断学习

和前进。”在填报大学志愿时，严玲义无反顾

地接过父母手中的接力棒，把金属压力加工

专业作为第一志愿。

1994 年，严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她本

来可以到大城市工作，但她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鞍钢，“我要像父辈一样扎根鞍钢，奉献所

学，助力实现钢铁强国梦。”进入鞍钢后，严玲

从轧钢车间的一名普通技术员做起，在热火

朝天的轧钢生产线上，虚心地向工人师傅们

请教。机器坏了，她就研究如何修理；数据缺

失，她就连轴转地查找原因。工人师傅们都

很佩服她，“这个小姑娘，爱看书、好钻研、不

娇气、能吃苦，有股子拼劲儿！”

凭 着 扎 实 的 理 论 基 础 和 丰 富 的 实 践 经

验，1997 年，严玲正式投入到钢铁材料新产品

开发中。6 年时间里，从初轧、大型、小型、无

缝到线材、厚板，她几乎跑遍了鞍钢各产线。

她首次参与的研发项目，就在业界引发不少

关注。“我和团队在国内率先研发的系列精轧

螺纹钢筋，被用于三峡大坝岩体锚固、路桥建

设等国家重大工程，这让我备受鼓舞。”严玲

自豪地说。

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她能静下心来搞研

究？严玲说：“每一个鞍钢人都有着一个‘钢

铁强国’‘钢铁报国’的梦想。当你穿上这件

工装，心中就自然生出一种责任感。”

实现船用耐蚀钢首次
国产化，牵头制定 6 项国
家行业标准

“在接触了海工钢的设计与研发后，我逐

渐发现，我国在海工钢研究领域还有很多技

术空白。”向海洋用钢材料领域深处探索的

“种子”在严玲心中萌发，“空白意味着未知，

也意味着有更多可能。”

2011 年，国际海事组织将油船用耐蚀钢

作为唯一的替代涂层防护方案，并纳入强制

执行标准。当时，只有一家国外的钢企能够

生产这种钢材。严玲认为：“如果再不自主创

新，不开发出关键核心技术，咱们的造船产业

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于是，鞍钢马上开展耐

蚀钢生产关键技术攻关，并将这一重任交给

了严玲。

“那时，国内在货油舱用耐蚀钢的材料

体系、生产技术等方面都是完全空白，没有

任 何 资 料 可 查 ，也 没 有 任 何 经 验 可 借 鉴 。

有 人 说 ，我 们 的 项 目 是‘ 不 可 能 完 成 的 任

务’。”严玲从基础研究入手，探索出全新的

耐蚀成分体系及与关键特性相匹配的制造

工艺，最终突破了国外技术壁垒，成功开发

出系列油船用耐蚀钢板，造船工艺性和各项

性能指标显著优于国际同类产品，并通过了

多国船级社认证，实现了船用耐蚀钢的首次

国产化。

“建设‘钢铁强国’，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

来、买不来、等不来的。”严玲回忆，2013 年，我

国 计 划 建 造 超 深 水 钻 井 平 台 ——“ 蓝 鲸 一

号”，并提出设计寿命 25 年、能够承受 12 级风

浪等标准。这就需要一种超高强度钢，然而

当时国内没有钢企能够生产符合要求的产

品，国外进口则价格高，供货时间无法保障。

接到任务后，严玲带领团队迅速开展科研攻

关，虽然历经了一次次失败，但最终成功研发

出这一产品的生产技术。

为实现“国船国材建造”，鞍钢组建了“海

洋装备用金属材料及其应用”国家重点实验

室，严玲暗下决心：“我们的科研要始终瞄准

国家需求。一定要发挥平台作用，为鞍钢海

工用钢研发插上腾飞翅膀。”7 年来，严玲带领

团队在国内首次开发出货油舱用耐蚀钢、大

型集装箱船用止裂钢、极地船舶用耐低温钢、

超深水钻井平台用高强钢等多个系列高性能

海洋装备用高端产品，牵头制定国家行业标

准 6 项，保障了我国先进海洋装备用关键材料

的自主可控。

不怕苦不怕累，深入
生产一线验证产品性能

“搞技术绝不是闭门造车，必须到现场，

真正把理论知识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努 力 掌 握 更 多 实 践 经 验 ，才 能 练 就 过 硬 本

领。”从入职鞍钢第一天，严玲就主动申请下

到生产一线。后来搞研发，她更是以身作则

带团队，与生产一线人员并肩作战。

“对于我们搞科研的人来说，生产到哪，

我们就必须跟到哪，这才能确保随时根据现

场情况做出调整。”至今，严玲仍深深记得师

傅徐建国“搞科研必须深入一线”的教导。“只

要有试验，无论多晚，师傅都会带着我们跟踪

每一块新研发钢板的生产过程，研究每一个

技术参数。”严玲回忆说。

在研发集装箱船用高强超厚止裂钢时，她

和研发团队成员接连几周进行 24 小时“跟钢”

试制，每天早上七八点钟到现场，第二天早上

七八点钟离开，几乎不眠不休。为了找出性能

波动的原因，她和团队成员用两个多月，摸排

了全流程的所有关键工序和几十个工艺参数，

反复对比分析，“那段时间，连做梦都梦到在看

钢板内部的组织照片。”严玲笑着说。

在一线虽然很累，但相比之下，油船勘验

才是集苦脏累险于一身的工作。在 200 米长、

40 米宽、十几层楼高的庞然大物里，沿着不足

一尺宽、几乎与地面垂直的竖梯下到甲板 20
多米深处，对十余个货油舱挨个勘验，累和险

自不必说，更伴有刺鼻的油气味，每次勘验下

来严玲都汗流浃背、满身油污。

“要经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在研发每

一项新产品的背后，都是科研人员和生产一

线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庆 435 号”服役

的 3 年时间里，严玲多次只身前往南方偏远的

修船小岛进行现场勘验。一次，由于靠泊维

修的工期紧，只有一天的勘验时间。由于航

班延误，她晚上 11 点多才落地。为了赶上勘

验，她独自连夜乘出租车 100 多公里赶往码

头，接着又坐上凌晨 2 点的接驳船。赶到现场

后，她来不及休息，马不停蹄地在舱室内各个

部位进行数据采集、检测分析。

正是凭着严玲的执着和坚韧，鞍钢获取

了船用耐蚀钢第一手的宝贵资料，并通过制

定“原油船货油舱用耐腐蚀钢板”国家标准，

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

“作为教授级高工，从坯料装炉加热、轧

制、热处理，再到划样、剪切，严玲在产线的每

一道工序都留下了忙碌的身影。她经常跟一

线工人探讨技术细节，共同研讨轧制步骤。

这是一条产线，更是严玲的‘战场’。”鞍钢股

份中厚板事业部轧钢首席专家田宇说。

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教授级高工严玲——

研发海工钢 瞄准国产化
本报记者 刘洪超

今年 5 月 12 日是第十

五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 月

6 日至 12 日为防灾减灾宣

传周，主题为“防范灾害风

险 护 航 高 质 量 发 展 ”。

连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

突出主题、创新形式，精心

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

育活动。

—— 注 重 实 效 ，组 织

多场景救灾实战演练。

投入解放军、武警、消

防等参演力量 7200 余人，

直 升 机 7 架 ，大 型 固 定 翼

无 人 机 2 架 ，设 置 航 空 救

援、废墟搜救、道路电力通

信 抢 修 保 通 等 12 个 科 目

……5 月 8 日 7 时 22 分 18
秒，四川省 2023 年大震巨

灾综合实战演练于乐山市

沐川县等地拉开帷幕，演

练模拟当地发生 7.0 级地

震，全面检验应对突发自

然灾害能力。

从地震地质应急救援

到防火、防汛、高层逃生，

各地深化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成果应用，加强重

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广

泛开展科普宣传和多场景

应急演练，加强全民灾害

风险识别和自救互救技能

培训，筑牢防灾减灾救灾

的人民防线：山西组织学

校、社区广泛开展应急疏

散演练，甘肃举行抗震救

灾实战演习，湖南举办抗

洪抢险综合应急演练……

——扩大影响，开展多渠道宣传教育活动。

“小伙伴溺水了，我们怎么办？”5 月 8 日，别开生面

的“防灾减灾避险知识小课堂”在福建省福清市安全文

化公园开讲。滨江小学观溪校区的同学们向市红十字

会和蓝天救援中心的专家学习了心肺复苏、纱布快速

包扎伤口等技能，还在体验区学习了防溺水和地震避

险应急知识。

“希望青少年将防灾减灾的种子埋在心里，生根发

芽，努力增强自救互救本领，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福

建 省 福 清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副 局 长 兼 减 灾 办 主 任 翁 喜

旺说。

辽宁为市民发放防灾减灾手册、应急包等宣传品，

通过展板向社会公众展示避难场所分布信息；黑龙江

多地打造减灾宣传公共交通线路，形成流动防灾减灾

宣传阵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共同举办第二届长三

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共有超 600 家企业参

展……各地广泛借助广播、电视、网络、公交传媒等载

体和户外大屏、楼宇字幕等平台，扩大宣传活动的覆盖

面和影响力。

——走近基层，吸引社会公众广泛参与。

5 月 10 日，河南省方城县释之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

中心门前，县应急管理局和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摆上桌

椅和宣传展板，向辖区居民科普防震避险、火灾处置、应

急救护等基本知识，现场讲解并演示心肺复苏方法。

山东开展应急抢救、心肺复苏、逃生结绳、应急避

险等自救互救技能现场演示培训和互动体验；广西举

办“防震减灾 科普先行”科普讲解大赛；陕西等 10 余

个省份举办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竞答活动……各地通过

普及推广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让群众亲身

体验，增强防灾减灾意识，熟练掌握自救互救技巧，提

高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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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拱飞檐，雕梁画栋……河北省廊坊市

永清县修家场村村北的一处沿街房屋古色古

香，记者走进去，清新木香扑鼻而来，各式各

样的古建筑模型有序排列。屋子一侧的工作

台上，堆放着数十件形状不一的木质组件。

轻轻拿起几个带凹槽的组件，张有利（见右

图，本报记者邵玉姿摄）小心翼翼地将其依次

安装在一旁正在制作的建筑模型上。

“制作古建筑模型，对传承传统古建筑

营造技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有利介

绍，永清县传统古建筑营造技艺主要由建筑

设计、建筑施工两大部分组成，涉及砖瓦作、

木作、石作、油漆彩绘等多个工种，工序极其

复杂。

今年 68 岁的张有利，是永清县传统古建

筑营造技艺传承人。张有利的祖父和父亲，

都从事木结构建筑建造工作。在耳濡目染

下，他对木工产生了兴趣。16 岁那年，张有利

正式跟父亲学艺，此后，又先后跟随几位古建

方面的老师傅、专家学习古建雕花、镂刻、彩

绘等技艺。

50 多年来，张有利一门心思钻研技艺。“每

一座古建筑都凝聚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历

史文化。”张有利说，从因地制宜选材用材，到

结合地方传统文化、民俗风情设计建设，有很

多要学的东西。为了提高技艺，张有利买了

许多古建方面的书，并且到多个省份观察古建

筑结构，参与古建筑修复。2021 年，张有利被

评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

统古建筑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对于古建修复，张有利印象最深的是十

几年前参与修复的一座明代古建筑。当时古

建大殿抱厦的两根檐柱因常年受雨水侵蚀，

根部腐朽老化，需更换。更换檐柱看似容易，

其实很难。“需经过测量、绘图、购料、制作、替

换、修复等工序，最难的是替换。”张有利说，

替换时，要确保檐柱上方的檐枋、檐檩、飞椽

等位置不出现偏差，否则就有坍塌风险。这

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艺，更需要

足够的耐心。

怎样完好地实现换柱，成了张有利急需

突破的难题。查阅古建书籍、现场研究分析

……在更换檐柱前，张有利预先量好檐垫枋

与檐柱连接处十字刻口的尺寸，并将新檐柱

按尺寸制作好。现场更换时，先用千斤顶将

檐垫枋顶起两面支牢，然后开始拆除檐柱底

部：先拆基础两层砖，然后拿掉柱顶石，将檐

柱向下晃动取出，随后迅速立起新檐柱，严丝

合缝地插入刻口，最后安上柱顶石、砌好基

础。整套工序行云流水，不到两个小时。

对张有利而言，传统古建筑营造技艺中

最难的是“上斗拱”。“瓦当之下，屋顶之内，便

是斗拱。”张有利说，作为横层结构与立柱间

最重要的关节，斗拱是中国古建筑区别于世

界建筑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上斗拱”之难，难

在繁复。“就拿一座七踩斗拱古建筑来说，平

均一间房就要用到二三十攒斗拱，而平均一

攒斗拱要用到至少 70 个组件。”

“上斗拱”时，要耐心更要细心。坐斗枋、

大坐斗、正心拱、翘、昂嘴、正心瓜拱……一个

一个组件往上攒、一层一层向上搭。“必须保

证每一个组件位置准确，让每一处相连的地

方连接好，才能保证建筑结构的稳定。”张有

利说。

从业五十余载，张有利收了 10 余名徒弟，

免费教授他们技艺。如今，他的儿子也从事

古建筑建造与修复工作。

最近几年，张有利又转向研究制作古建

筑模型。别看模型不大，花费的时间可不短，

平均一个模型至少要一年以上，可张有利乐

此不疲。“等模型足够多的时候，我还要建一

个展馆和几个工坊，向公众免费开放，通过免

费展览和免费教学，让更多人了解古建筑，爱

上古建筑营造。”张有利说。

传统古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张有利——

斗拱飞檐间 巧手修古建
本报记者 邵玉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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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古建书籍、现场研究

分析……50 多年里，张有利不

断钻研技艺，并且到多个省份

观察古建筑结构，参与古建筑

修复。2021 年，张有利被评为

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传统古建筑营造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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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 5月 12日电 （记

者亓玉昆）5 月 9 日至 12 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特种

设备安全法执法检查组在福建开

展检查。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

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通过深

入贯彻实施特种设备安全法，提

高对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效能。

肖捷充分肯定福建省积极

推动特种设备安全法贯彻实施

的好经验好做法。他指出，要提

高政治站位，严格执行法律规定

的各项制度，压实特种设备安全

各方责任，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监

管体系，用法治力量牢牢守住特

种设备安全底线。

检查组先后在福州、泉州、

厦门等地开展检查，听取福建省

贯彻实施特种设备安全法的情

况汇报，并督促有关方面进一步

推动法律全面有效实施。

肖捷强调

提高对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效能

严玲（右）和同事在对产品进行检测。 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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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地处大别山腹地。近年来，当地持续加大山区公路建设力度，全方位提升通行能

力，构筑外通内联的交通网络，助力乡村振兴。图为 5 月 12 日，岳西县响肠镇请水寨村，青山苍翠，绿树成

荫，高速公路在山间蜿蜒，与云雾、民居交相辉映。 吴均奇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