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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铁四局一公司基层项目
部有这样一位工程管理者，技术
上爱钻研，管理上能直达人、机、
料、法、环的“筋脉”，擅用“加减
法”，为项目提质增效出“金点
子”，他就是目前在建的（北）京沈
（阳）客专河北段承德轨道板场项
目经理刘玉波。

梁前山下
“三场合一”
2014年7月，中铁四局京沈客

专河北IV段开始建设。标段处于
燕山山脉丘陵地带，设计院设计
的线路都在半山腰上，在标段内
找不到适宜建设梁场的场址。

位于山区的承德制梁场是中
铁四局罕见的集高山、站场为一
体的高铁箱梁制梁场，梁场地势
狭长、挖填方最大落差近40米，进
场道路长度不到900米，起止点落
差超过了50米，建场条件极为复
杂。轨道板场占地面积大，仅厂
房及砂石料仓面积就超过2万平

方米，风载、雪载要求高。场建标
准高，制板台座在经过数百吨力
作用下，经数千次张拉、放张变形
必须小于1毫米。刘玉波率项目
部经过多方调查和比对，最终将
制梁场、轨道板场、小型预制构件
场变更移位在新建京沈高铁承德
县北站梁前山附近，实现了“三场
合一”，从而使土石方得以平衡利
用，生活、办公区，及试验物资设
备三场兼用，大大节约了项目成
本，并确保了施工安全和进度。

2016年，承德梁板场获得了
建设单位授予的“标准化工区”、

“标准化车间”、“标准化钢筋工
厂”等荣誉称号。

QC攻关创丰收
承德轨道板场是中国首批通

过国家生产许可认证的CRTS Ⅲ
型轨道板场，是中国高铁走出国门
的拳头产品，其技术要求不言而
喻。如何确保大规模生产的产品
合格率是关键。刘玉波以“高速铁
路CRTSⅢ型轨道板人才培养基
地”为依托，组织青年技术骨干开

展QC攻关活动，成立了涉及质量
安全、施工技术、机械管理、工程试
验等七个方面的课题小组。

经过无数夜以继日的攻关，
刘玉波与他的团队终于取得不俗
的战绩：其 QC 活动成果先后获
得中铁四局 QC 成果一等奖、中
国中铁股份公司优秀 QC 小组
奖、2017年度中国施工企业质量
协会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一等奖。

先张法轨道板翘曲控制是轨
道板生产中的世界性难题。刘玉
波和技术人员一起，经过数以百
计的工艺试验，最终摸索总结出
可以从模具检测、反拱设置、混凝
土配比、布料振捣、自动补水、蒸
汽养护六个方面施工工艺，将轨
道板翘曲控制在设计要求范围
内，论证了可以从施工工艺上解
决这一难题。

以“六化”
实现技术孵化
自参建承德轨道板场以来，

刘玉波以“工厂化、机械化、标准

化、精细化、信息化、专业化”的施
工理念组织施工，以科研、技术创
新为抓手，总结好CRTSⅢ型板的
生产经验，为企业在这一领域走
得更远打好基础。

由于已有两次获得股份公司
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经验，刘玉波
在承德板场带领技术人员，经过
对比分析，结合实际情况，通过中
铁四局科研立项，先后开展了
《CRTSⅢ型板式无砟轨道预制施
工技术研究》、《轨道板高精度三
维激光扫描系统技术研究》、
《CRTSⅢ先张轨道板矩阵式张拉
台座施工工法》、《CRTSⅢ先张轨
道板预制施工工法研究》，解决了
CRTSⅢ型轨道预制施工和检测
过程的问题，提高了轨道板预制

质量。在中铁四局、一公司技术
中心的帮助下，板场设计和研发
了中铁四局自主知识产权的制板
台座，通过科技攻关改进了涉及
轨道板预制的工装设备、施工方
法，已申报和待申报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发明专利10余项。

承德CRTSⅢ型轨道板从初
涉行业到稳步发展、规模化生产
直至跃入行业领先，不论是产品
质量、预制速度还是产品生产企
业的形象，均受到业主和社会各
界好评。伴随着项目的进展，刘
玉波也从一名技术骨干蜕变成一
名项目管理新秀、局级技术专
家。无论是技术指导还是项目全
面管理，项目“加减法”都是刘玉
波的必做题。

刘玉波的加减法
吴义勇彭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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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铁、核电等领域目前
已占领国际科技制高点。央企
的科研投入逐年增加，专利和成
果正不断涌现，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知识产权在企业发展中的
重要性日益凸现，作为参与市场
竞争的“杀手锏”，如何对知识产
权进行有效保护，已成为当前国
有企业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那
么中国中车如何捍卫中国高铁这
张名片？《中国企业报》记者日前
走进中国中车，就知识产权保护
相关问题进行采访。

假冒专利案件
年增三成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数

据显示，2016年，专利行政执法
办案总量 48916 件，同比增长
36.5%，其中，专利纠纷案件首
次突破2万件，达到20859件，同
比增长42.8%。假冒专利案件
28057件，同比增长32.1%。

从2015年8月印发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到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中央企业
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
都提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
助力自主创新、加快由“中国制
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打造优

质品牌，并做强做优做大。
事实上，许多央企近年来都

通过结构调整和重组，进一步增
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
高铁这张国家名片，背后就包含
了产品的性能、质量、发展速度、
创新、拼搏和敢于担当精神等多
种成分，其中还有一个关键因素
就是，这是中国创造，中国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就在6月，中国高铁家族又
添新成员“复兴号”。“复兴号”最
大的亮点就是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
兴号”的成功，离不开中国中车
的知识产权团队。在研发过程
中，中国中车知识产权部门在全
球范围内做了大量的专利研发
和申请，对可能出现侵犯他人专
利权的风险进行规避设计，从而
确保了“复兴号”的完美登场。

纯正的中国人高铁
记者了解到，中国中车的部

分技术和产品是技术的引进，之
后再通过自主创新相结合之路，
这往往对知识产权管理上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这个过程中，内容非常庞
大、复杂，而且比较艰苦，要对数
万多件专利进行分析，需要专业
化的判断，正是由于中国中车知
识产权人员严格的清道夫精神和
守门员精神，我们才有底气说，

‘复兴号’高铁是纯正中国人的高
铁。”中国中车科技管理部知识产
权处副处长王乾告诉记者，“中国
中车知识产权工作的宗旨是将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受法律保护的
知识产权，利用知识产权的技术
信息促进科技创新，保障市场开
拓的安全和自由。”

为支撑公司国际化的战略
目标，中车加大了国外专利申请
的力度，中车国外专利申请要占
到专利申请总量的10%。

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中车已在沿线的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印度、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蒙古、泰国、波兰、立陶
宛等30多个国家，累计申请专
利100多件。

截至2017年 6月 20日，中
国中车累计申请专利32044件，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3808件，实
用新型专利申请16400件。累
计授权专利21598件，目前有效
专利17309件。

知识产权
“擦”亮国家名片
“在过去，专利申请都是知

识产权人员催着研发人员提报，
研发者常常缺乏主动性、积极性
和参与性，非常不利于知识产权
工作的开展。”王乾告诉记者，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随着中国
中车管理制度的完善、专利奖励

体系的建立得到解决，现在的研
发人员从过去‘被’申报到现在
主动申报、积极申报，中国中车
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已经在研
发领域逐渐形成和成熟。”

2016 年，中车下达的专利
申请计划是3000件，在总量控
制的前提下专利申请仍然实际
超额30%完成。王乾表示，“中
国中车专利管理制度将成为接
下来打造的重点工作。”中国
中车将持续关注知识产权领
域，主要围绕产品专利顶层设
计、研发一体化，以及对专利管
理制度的持续完善。

在研发一体化领域，中国中
车在重大项目构成上要求只是
产权管理人员全程参与，跟进研
发过程中研发人员的技术难点
和技术兴趣点，通过专利检索和
分析，帮助研发人员了解当前行
业内所存在的主要技术和技术
趋势，规避侵权风险，提高研发
质量。让知识产权成为研发人
员的“盾牌”，对外保护科研成
果，对内避免科研侵权。

人才是构建中国中车知识
产权的灵魂，目前中国中车的
88名知识产权管理人员中，大
部分都具有双专业背景。王乾
告诉记者，“未来，中国中车将更
加关注人才的引进，以此确保知
识产权工作的顺利实施，以知识
产权点亮中车精神，‘擦’亮国家
名片。”

法治央企

中国高铁：
知识产权“擦”亮国家名片

本报记者 李丽萍

（上接G02版）
赛迪通信产业研究中心分析师刘

若飞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物联网的应用场景往往是移动和多
样的，因此无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唯
一的解决方式。而且物联网传输层不仅
需要公众移动通信网的广域覆盖，更需
要短距离信息交互的通信方式，如
WiFi、RFID、NFC等等，异构网络的融合
已成为无线通信的热点和难点，而异构
网络的融合正是5G的核心。5G的特性
为物联网快速发展扫清了障碍。”

面对 2017 年上半年 4G 市场的失
利，中国联通在5G到来之际，能否实现
弯道超车？业内人士称，对于三大运营
商而言，NB-loT和eMTC可谓是布局物
联网的“左膀右臂”，而中国联通采取

“稳准狠”的策略，已经暗自与爱立信和
高通“合纵连横”，将eMTC加入了物联
网技术的市场版图，这又将为中国联通
布局 5G 带来了新的契机。此时发力
eMTC可以说是“抄近路”布局物联网，
实现5G商用的真正价值。此前，中国
联通携手华为展示了与5G网络有关的
一系列创新解决方案及业务演示，也表
示了对5G技术研发的强烈意图。

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才更能体现
普通用户的利益。中国电信早已建立
了“5G联合开放实验室”，并在北京、广
州、上海等地开展外场试验。许俊龙认
为，中国联通在4G领域的表现并不意
味着在5G的竞赛中就会处于下风，其
4G用户数量与中国电信的数量相差不
大。此次从中国联通的基站投入量上，
也能看出中国联通对于 5G 市场的看
好，特别是其背后对于人工智能等领域
的间接推动作用，潜在价值不仅仅体现
在传统移动通信领域。因此，中国联通
在5G的市场凭借其基站优势可以保证
在前期取得优势。但是，中国移动、中
国电信，特别是中国移动凭借其4G积
累的资金、用户优势可在后期进行赶
超。总而言之，中国联通是否可以凭借
现在基站数量在5G领域实现超车还言
之尚早，但是中国联通此次5G布局的
战略高度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