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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料 定 你 不 行， 就 这 么 肆 无 忌 惮， 你 说 气

人不气人！”“啪”的一声，手里握着的铅笔便被

甩上书桌，再滚到右手边落地窗前才停住。旁边，

2019 年冬至的阳光正暖暖照着几株高大的龟背竹，

地板上印下一幅斑驳的剪影。

十六年过去了，说起当年进口挖泥船谈判时的

屈辱情景，全国政协委员、中交天航局总工程师顾

明依然耿耿于怀。

缘起于一场价格战

2003 年，中交天航局启动绞吸装备的建造工作，

计划打造一艘总装机功率 8000 千瓦的大型绞吸挖泥

船，并与一家国外公司进行商谈。

“3 个亿，这是草签的价格。”顾明回忆称。时

任局领导班子思来想去，觉得太贵，想着能否再降

50 万欧元。要知道，新世纪初的中交天航局，疏浚

装备日渐捉襟见肘，正计划扩建一支新船队，一分

一毛都显得弥足珍贵。

彼时，国内疏浚市场一派欣欣向荣，可是仔细

盘点“家底”，中交天航局才发现，自有船舶年生

产能力不足 1 亿立方米，平均船龄 18 年，新度系数

仅 0.41，整体实力和技术水平停滞在上世纪 90 年代

水平。

“ 我 判 断 他 们 会 降， 因 为 报 价 单 里 面 有 一 项

技术服务费，我印象很深，大概 470 万欧元，约合

5000 多万元人民币，这笔费用不该这么高。”顾明说。

当时已在疏浚界摸爬滚打了 22 年，这笔账顾明

心里清清楚楚：他们提供的船舶不是最新类型，都

是现成船型，所以设计成本理应最低，对他们来说

降这点钱不是问题。

可国外公司收到降价请求，50 万欧元不但没有

降，总价反倒涨了百分之五。“因为他们错误判断，

认为你绝不敢、也不会自己造。”顾明称。

顾明选择了拒绝，下定决心要自己造，并且要

花更少的钱。他知道，国外进口“买买买”最简单

也最省事。但是，一直走引进这条道路，不做独立

研发，中国疏浚永远没有出路，这不是中国疏浚企

业成为民族疏浚企业要走的路。

打造一所“疏浚学院”

当时的局领导班子和顾明决心独立研究，进而实

现绞吸装备的国轮国造。下这个决心，绝非逞一时之

快，除了节约资金，还有充分的理由和基础，外加些

许底气。

“研究完后，哪怕还找他们造，我也由原来的小

学生跟博士谈判，变成高中生或者大学生水平去谈判。

地位是不一样的，否则他们会糊弄你，事实证明也是

如此。”顾明说。

可这一次，顾明显然不是仅仅冲着谈判不被愚弄

去的。在此之前，他已未雨绸缪，做了长远规划：梳

理疏浚装备、施工工艺技术体系，在国内率先组建了

包含 10 个核心疏浚专业的科研团队，涉及挖泥船船

型研究与设计、辅助设备研究、智能疏浚系统研发、

泥泵及管路输送技术研究、绞吸船挖掘系统研发、耙

吸船挖掘系统研发、疏浚土的挖掘与输送特性研究、

绞吸船施工工艺研究、耙吸船施工工艺研究、节能环

保技术研究等。

细看这些专业，顾明简直就是在为中国疏浚业量

身打造出了一所“疏浚学院”，因为时至今日，国内

仍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开设疏浚专业。没有谁比顾明更

了解疏浚的特性，这是一个复杂的多专业组合的技术

系统。因此，分门别类按专业组织人才的工作，他早

在 2001 年便开始着手。

为了锻造人才，顾明变身一个“真正的改革者”，

推进制定了当时天航局所在中港集团最先进的技术体

制改革办法，把技术人才分为技术带头人、技术骨干、

操作能手三个档次。这套方案下，贡献越大待遇越高。

举例来说，所聘技术带头人比处长收入还高一大截，

而且还配发一个笔记本电脑，当时连局领导都没有，

金贵得很。

第一批技术带头人中就有丁树友，他后来在自动

挖泥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成就，所研发的绞吸船智能

集成控制系统被应用于“大国重器”“天鲲号”，让

大型绞吸船有史以来首次安装上了“智能大脑”。

一系列的创新政策，使大批科研人才迅速成长起

来，日后成为实现绞吸装备国轮国造的中坚力量。“有

了专业队伍，我们就不怕了。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勤

劳智慧，何况自动化控制等技术，我们早已经拿下。”

谈起当初的“顶层设计”，顾明满满的成就感。

一个拥有海岸线达 18000 公里的国家，没有理由

不成为翘楚世界的疏浚强国。一个有着百年疏浚史的

企业，没有理由不把自己打造成领先业内的“超级舰

队”。可是，一旦决定走自主设计、自主建造之路时，

争议声还是来了。

公司内部也好，整个业界也好，反对声一片。有

的说，一百多年来，一直进口不也挺好吗？有的说，

没有必要去研究，再怎么研究，比得过欧洲最好的挖

泥船制造商吗？

除此之外，面临的最大困难，无疑还是技术封锁。

由于处于研究初期，涉及绞刀、泥泵等关键设备的核

心技术控制在欧洲厂商手里。而且，这些厂商并不将

关键设备不单独出售，只随整船一并卖给中国。

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这愈发证明，必须要走自

主创新的道路。顾明更加坚信，技术只有掌握在自己

手中，才不受制于人。

下定决心走自主研发、国轮国造这条路，注定不

会一帆风顺。从单一技术到集成技术，从简单设备集

成到复杂系统高效集成，从设备进口到自主研发，从

单个挖泥机具研发到整船设计研发，这几乎是一个从

无到有的过程。

“不敢碰”到世界第一

方向对了，就不怕路程遥远。为了实现国轮国造

的疏浚梦，顾明把全部精力倾注到自主创新事业中，

组建核心技术研究科研队伍，推动建立产学研用一体

化的研发体系，后续还主持建成了世界一流、规模最

大最先进的疏浚工程技术实验室。

他和团队把中交天航局 100 多年来的用船经验和

技术积累，变成了国轮国造的巨大动能。2005 年，中

交天航局顶着各种压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联合国

内产学研单位开始实施大型挖泥船“天狮”船的建造。

由于当时尚未攻克泥泵技术，荷兰公司又只卖整

船，监造团队最终找到一家德国公司，订购一个 3000

型绞吸泵。谈判期间，当顾明要求多计算几种工况曲

线时，德国工程师却把笔记本猛地合上，连声说：“no 

no no ！”并且当即想离席而去。

考虑到造船进度，他们想方设法留住了厂方人员

并好言相商，一谈就到夜里 12 点。当全部曲线呈现在

建造组眼前时，顾明犀利地指出了数据错误和曲线缺

陷，令德国工程师敬佩不止：“我们之前之所以拒绝，

是以为中国人不懂，现在您指出了我的错误，我要诚

恳地向您道歉，因为您是真正在做研究。” 

无论对顾明还是中国疏浚业，2006 年都极具特殊

意义，堪称疏浚装备国轮国造元年——这一年，“天狮”

船不负期望，成功问世。疏浚装备国轮国造的百年梦想，

终于在顾明这代疏浚人的手里变成现实。

“天狮”船是中国第一艘国内设计、国内建造的

现代化大型绞吸挖泥船，彻底打破了国外挖泥船的技

术垄断。并且，浅水倒桩、智能控制、绞刀系统完全

是自主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突破。“当初准备的三

个亿还只用了一半。”顾明笑着说。

“天狮”船的最大创新，是攻克了当时世界最先

进的浅水倒桩技术。在此之前，倒桩过程危险又漫长。

以“津航浚 215”为例，46 米长的钢桩需要 12 米水深

才能倒桩。新系统 6 米水深就足够，又快又安全。

另一个创新，便是液压驱动绞刀功率达到 1000 千

瓦，突破了荷兰公司所限定的 750 千瓦禁区，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实现国际领先的，还有控制系统：除了

常规的仪器、仪表监控功能外，还开发了具有施工参

数优化功能的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科学指导挖泥船

的施工操作，提高挖泥效率。

“天狮”船的成功研制，大大提升了国人坚持疏

浚装备自主设计、自主建造道路的信心，蝴蝶效应也

很快显现。不久之后，同型的“天牛”船问世，造价

不足 1.5 亿。“天狮”船、“天牛”船两船合起来总

装机功率超过 10000 千瓦，造价不到 3 亿元，而当初

国外公司一条总装机功率 8000 千瓦的船要价就高达 3

亿元。

此后十余年，一批批更新型号的绞吸挖泥船雨后

春笋般被设计制造出来。

从“新天牛系列”，到拥有两项世界首创的“滨

海系列”，到当时亚洲最大的非自航绞吸船“新 215”

系列，再到当时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自航绞吸船，被

称为“功勋船舶”的“天鲸号”，这些绞吸船舶自主

化程度越来越高，设计越来越领先，建造也越来越精良。

从渤海湾航道扩建，到祖国远海岛礁建设，北到

俄罗斯鄂霍次克海北岸，南至毛里塔尼亚南部综合港，

这支不断壮大的绞吸船队成了绝对先锋主力。

2017 年是中国疏浚业的又一个里程碑。这一年，

“天鲲号”横空出世：海况适应能力全球最强，输送

能力世界第一，挖掘深度亚洲第一，挖掘系统能力世

界前列。“天鲲号”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疏浚装备制

造业再次迈上新的台阶。

自此，中交天航局绞吸船队完成最新一块拼图，

一个世界最大、先进程度最高的崭新绞吸船队闪亮深

蓝。中国疏浚人也由进口谈判时的受制于人，变为实

现国轮国造时的扬眉吐气。

从“筚路蓝缕”到“中国创造”，从“受制于人”

到进入“世界前列”，一艘船，改变了顾明的人生方

向；一艘又一艘船，则改变了中国疏浚绞吸装备的前

行航迹。

顾明 大型绞吸装备国轮国造奠基人

绞吸疏浚装备作

为中国民族疏浚业发

展的核心利器，经历

了整船进口、国外设

计国内建造、国内自

主设计建造的蝶变。

如今，中交天航局拥

有 绞 吸 船 33 艘， 总

装机功率 35 万 kW，

实力雄踞世界第一。

其中，由我国自主设

计 建 造 的“ 天 狮”

船、“新天牛”系列、

“滨海”系列、“新

215”系列、“天鲸号”、

“天鲲号”等国产船

舶占比超过 70%。 

建成时为亚洲最大的非自航绞吸船，同类

型船舶“天麒号”、“天麟号”。

“新 215”系列船舶

我国自主研发、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重型自航绞吸船，是中国疏浚史上高新技术与

重型装备制造高度融合的里程碑。

天鲲号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三缆单钢桩绞

吸船，世界首创单桩台车与三缆组合定位系

统，同类型船舶 5 艘。

“滨海”系列船舶 天鲸号

中国首艘超大型自航绞吸船，适用于各种

海况的大型疏浚工程，曾参与远海岛礁建设，

被誉为功勋船舶。

我国率先采用先进的变频技术进行施工作

业的绞吸船，同类型船舶共 9 艘。

“新天牛”系列船舶

2006 年， 自 主 设 计 建 造 中 国 首 艘 具 有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的 大 型 绞 吸 船， 彻 底 打 破 国

外挖泥船建造技术垄断。

“天狮”船

中交天航局国产绞吸疏浚装备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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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新天牛”系列、

主设计建造的蝶变。

  本报通讯员  李廷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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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 通 江 达 海， 拓 界 疏 港； 国 之 重 器， 御 浪 远 航。 回 望 20 年 前， 对 国 人 而 言， 自 主 设 计 建 造 大 型 疏 浚 装 备 还 是 一 个 遥

不可及的梦。为了实现“国轮国造”的家国疏浚梦，中交天航局主动扛起民族重任，踏上了自主研发建造大型疏浚装备的漫漫征

途。从努力突破技术封锁，到自主设计建造，再到成为世界领先，数代天航人矢志自主创新，使我国疏浚装备研发关键技术冲破

国外关键技术“壁垒”，掌握了发展疏浚关键技术装备建造的主动权，实现了中国从疏浚大国向疏浚强国的华丽“转身”。

2020 年 1 月 10 日，创造了无

数 项 中 国 疏 浚 业 第 一 的 中 交 天 航

局， 终 于 凭 借 自 主 研 发、 自 主 创

新 的 系 列 大 型 绞 吸 式 挖 泥 船， 登

上 了 中 国 科 技 创 新 的 最 高 峰 ——

刚刚揭晓的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 进 步 奖 榜 单 上， 其 作 为 主 要 实

施 单 位 的“ 海 上 大 型 绞 吸 疏 浚 装

备 的 自 主 研 发 与 产 业 化” 项 目 荣

获特等奖。

“ 这 项 荣 誉 意 义 非 凡， 是 对

我 们 数 代 疏 浚 人 最 好 的 褒 奖 和 肯

定。” 项 目 主 要 完 成 人、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中 交 天 航 局 总 工 程 师 顾

明 激 动 地 说。 在 此 之 前， 由 中 交

天 航 局 自 主 设 计 建 造、 以“ 天 鲸

号”“ 天 鲲 号” 为 代 表 的 国 产 大

型 绞 吸 装 备， 早 已 成 为 疏 浚 港 口

航 道、 建 设 远 海 岛 礁 和 实 施“ 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海 洋 工 程 的 主

力军。

荣 誉 背 后， 是 中 国 疏 浚 人 打

破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买 不 来、 讨 不

来”困境的艰难实践。一直以来，

他 们 坚 持 自 主 设 计、 自 主 创 新，

逐 步 探 索 出 了 一 条 装 备 国 产 化 与

产 业 化 的 持 续 发 展 道 路， 最 终 实

现了从“跟跑者”到“并跑者”，

再到“领跑者”的蝶变。

让国产绞吸船队逐梦深蓝
——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侧记

回溯中国疏浚装备史，其发展与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紧密相关。“2003 年以前，

我们在大型挖泥船研发制造领域还根本不敢碰。”顾明称。1964 年，我国从荷兰购

买了第一艘大型挖泥船，此后一直到 2006 年，我国所使用的大型挖泥船几乎全部进口。

1897 年，伴随着列强扣关的隆隆炮火，中交天航局的前身——海河工程局宣告

成立，中国近代疏浚业在天津发轫。1902 年，中国第一艘挖泥船“北河”号链斗船

从荷兰购进，开启了中国近代疏浚工程由人工挖掘到机械挖掘的变革，也开启了从国

外引进挖泥船的历史。

最初，海河工程局也曾进行过挖泥船舶自主建造。因为技术力量薄弱，只能自行

组建“迷你”型挖泥船：1909 年自主建成了链斗船“金钟河”号，成为中国第一艘

内燃机动力挖泥船，功率仅仅 15 马力，约合 11 千瓦，相当于现在一台农用拖拉机。

随后近半个世纪里，海河工程局塞支强干、裁弯取直、吹填造地，对保障海河通畅、

为天津成为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发挥了重要作用，所用主力船舶均为进口。

新中国诞生后，百废待兴，海港尤甚。盘点家底，此时的中国疏浚业，主力船舶

或由建国前购置的船舶改装，或耗费巨资从国外购进。连年战火下，技术积累已经断

代，花费重金买来的船舶，连更换零件都要联系国外厂商来做，不仅耽误工期，而且

费用高昂。

没有技术，就要受制于人，“仰人鼻息”的局面必须改变。老一辈天航人开始了

对自主建造挖泥船的探索，第一步，便是当“小学生”，从图纸开始研究。

中交天航局档案馆里，保存着许多船体结构图纸，堪称文物。最早一份，可追溯

到 1934 年由德国厂商生产的“建设”号。那个年代，每获得一份图纸，就代表对挖

泥船的认识加深一分。

当时，中交天航局利用国家拨款购置各类船舶 56 艘，曾任天航局总工程师的李

毓璐，作为专家参与了当时全部船舶的引进工作。令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时中国最

大的耙吸船“建设”号。

“‘建设’号是艘好船，是那时天津航道局的主力船舶，为中国疏浚事业立下了

不小功勋。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们想尽办法集齐了一整套建设号的图纸，这是一笔非

常宝贵的设计财富，很多船的设计都可以借鉴。”时隔多年，李毓璐仍能清楚地记得

“建设”号的所有参数。

1964 年，周恩来总理特批 170 万英镑，当时约合 4 吨黄金的价格，从荷兰购买

一艘舱容 4000 立方米的大型挖泥船“浚通”轮。“浚通”轮的引进，为我国消化、

吸收国外疏浚技术，自行设计挖泥设备提供了参考模板。

以这些进口船舶为原型，以一份份设计图纸为“课本”，中国疏浚人走上了艰难

的“自学”之路。此后，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逐渐在挖泥船零部件及辅助设备制造

方面形成了一定的技术积累。

1985 年，中交天航局从日本引进国内首艘现代化大型绞吸挖泥船——“津航浚

215”船。为了让这艘船适应国情，中方提出了一些设计理念，但是谈判的日方专家

却认为中国人对疏浚装备制造知之甚少，更是不懂泥泵等绞吸关键设备的设计。

当技术人员拿出准备好的资料，用日语、英语把泥泵的运作原理及中方的设计思

路作了详尽阐述后，日本专家才表示佩服，连连感叹说：“原来中国同行对挖泥船技

术的认识已经如此深刻！”

日本同行的评价非常坦诚，但是中国疏浚人也仅限于“技术认识深刻”。从单一

的设备进口，到对疏浚设备的维修与部件制作，这是一个阶段。何时才能实现引进与

自主创新并重，直至逐步掌握完整知识产权，探索出一条国产化与产业化持续发展的

道路？那一刻没人知道答案。

中交天航局在百年发展史上，从未停止过对“创新”的不懈追求，也由此开创了民族疏浚企业

“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先河。

回望 20 年前，对国人而言，自主设计建造大型绞吸疏浚装备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为了实现“国

轮国造”的百年“疏浚梦”，天航人主动扛起民族重任，踏上了自主研发大型疏浚装备的漫漫征途。

转变的契机，缘起于新世纪之初的一次价格战，彼时国内疏浚市场正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

大挖深、大排距、低成本、操作智能化的疏浚装备成了市场的香饽饽。但大型疏浚装备依赖进口的

格局并未改变，从技术参数选定，到关键设备选型，再到总体设计制造，完全由国外厂商主导。此

外，建造周期长，建造费用更高出几倍。

2003 年，中交天航局启动绞吸装备的建造工作，计划打造一艘总装机功率 8000 千瓦的大型绞

吸挖泥船，并与一家作为世界疏浚行业领军设备制造商的荷兰厂商商谈。

当时草签的价格是 3 个亿。报价单里有一项技术服务费，大概 470 万欧元，时任局领导班子觉

得这笔费用不该这么高。原因是，他们提供的船舶都是成熟技术的应用，这部分费用理应最低，想

着能否再降 50 万欧元。

但荷兰厂商收到降价请求后，总价反倒涨了百分之五。“将近 100 年了，一直买他们的船。他

们料定你绝不敢、也不会自己造。”当时分管造船工作的总工程师顾明回忆称。这场争端深深刺激

天航人，这一次，他们选择了拒绝，下定决心要自己造，还要花更少的钱。当局领导询问王健能不

能自己造时，这位后来的“天鲲号”监造组组长坚定地说：“可以试试！”

然而，一旦决定走自主设计、自主建造之路时，反对质疑之声不绝于耳。许多人认为，以荷兰

为代表的低地国家制造业发达，其产品坚固耐用，中国已经进口了近百年，已通过时间检验，没有

必要自己造。而且，我国从来没有自己建造过大型挖泥船，没有技术，没有经验。这些，成了坚持

引进一方的主要考虑因素。

“对我们来说，采购外国船舶，在国外船厂修建，最稳妥最舒服。但这是对国家、对民族疏浚

行业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几代人共同努力结果的不尊重。”顾明坦言。继续走上个世纪的引进模式，

不做改变，中国疏浚装备产业链就永远建不成。这一次，中交天航局选择打破垄断，目标只有一个：

不仅要实现百年民族疏浚企业的“中国制造”，更要挑战“中国创造”！

彼时，打造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疏浚装备，已经成为民族疏浚企业的使命和抱负，不

得不造，而且必须造成。

疏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技术密集型行业，直到今天，国内高校都没开设专门的疏浚专业。自

主研发疏浚装备，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立和培养。中交天航局早在 2001 年，便开始着手分门别类

按专业组织人才的工作。通过梳理疏浚装备、施工工艺技术体系，在国内率先组建了包含 10 个核

心疏浚专业的科研团队，并且在自动化控制研究关键领域取得一些成果。这也是他们敢于自主设计

建造的底气所在。

有了人才，中交天航局作为船东单位，通过装备升级改造为科技研发投入资源和创造条件；作

为装备产业化主体，直接从事和推动技术开发和实践探索。

2006 年，堪称疏浚装备国轮国造元年。这一年，中交天航局联合上海交大等国内产、学、研单位，

成功建造中国第一艘国内设计、国内建造的现代化大型绞吸挖泥船——“天狮”船，彻底打破了国

外挖泥船的技术垄断，且造价仅 1.5 亿元，不到进口船舶的一半。

以“天狮”船为基础，中交天航局迈开了大规模建造绞吸船的步伐。“天牛”系列、“滨海”系列、

“新 215”系列等一大批国之重器相继建成投产，船舶的自主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但是，以“创为魂”为发展主动力的中交天航局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精准判断市场发展走

势的基础上把目光聚焦到了“超大型”“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创新”上。

2010 年 1 月，当时疏浚能力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的“天鲸号”建成交船，标志着我国大

型绞吸装备设计建造从此迈入世界先进行列。2013 年，“天鲸号”开赴远海，书写了当代科技版

精卫填海的神话，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功勋船舶”，标志着我国疏浚装备制造业迈入世界一流行列。

2019 年 12 月 24 日，江苏海事局巡逻艇引航，大国重器“天鲲号”缓缓驶向连云港

赣榆港区，首次在国内施工。海面映衬之下，满船“中交蓝”底色愈发醒目，愈发庄严。

两 个 多 月 前 ，“ 天 鲲 号 ”刚 刚 完 成 投 产 首 秀 ，结 束“ 北 溟 ”之 旅 。在 那 里 ，它 把 工

程 干 得 无 与 伦 比 地 漂 亮 ： 提 前 4 5 天 完 工 ， 工 程 品 质 和 履 约 能 力 堪 称 完 美 。

2019 年 3 月投产以来，“天鲲号”成为中交天航局绞吸船队最新，也是最重要的一

块拼图。此后，一个世界总装机功率最大、先进程度最高的崭新大型绞吸船队便闪亮深蓝。

作 为 中 国 疏 浚 装 备 业 的 一 张 名 片 ，拥 有 完 全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天 鲲 号 ”承 载 着 中 国

疏 浚 装 备 实 现 世 界 领 先 水 平 的 希 望 。 然 而 由 于 难 度 过 大 ， 其 建 造 过 程 一 波 三 折 。 从 课

题 立 项 到 理 论 论 证 ， 历 时 近 5 年 ， 2 0 1 5 年 1 2 月 才 正 式 启 动 建 造 。

在 业 内 专 家 看 来 ，“ 天 鲲 号 ”核 心 装 备 的 建 造 难 度 不 亚 于 国 产 航 母 。从 船 舶 初 步 设

计 到 技 术 规 格 书 制 定 ， 再 到 生 产 设 计 ， 整 个 过 程 步 履 维 艰 ， 船 舶 建 造 只 能 在 实 际 生 产

中 步 步 推 进 。

“ 天 鲲 号 ” 监 造 组 配 员 多 达 1 6 人 ， 建 设 周 期 远 超 普 通 工 程 船 舶 。 期 间 ， 定 制 的 柴

油 机 尺 寸 不 对 、 绞 刀 电 机 故 障 等 技 术 问 题 接 二 连 三 。 头 ８ 个 多 月 ， 有 会 议 纪 要 记 载 的

设 计 监 造 联 席 会 议 就 多 达 2 0 次 ， 有 来 自 数 十 家 单 位 的 数 百 名 专 家 共 同 参 与 攻 关 。 在 设

计 最 密 集 阶 段 ， 一 度 达 到 1 5 0 人 的 团 队 联 合 攻 关 。

 “ 对 于 每 个 细 节 ， 我 们 都 要 做 到 尽 善 尽 美 ， 不 出 一 丝 纰 漏 。 ” “ 天 鲲 号 ” 监 造 组

组 长 王 健 从 业 经 历 丰 富 ， 他 像 打 造 艺 术 品 一 样 对 待 “ 天 鲲 号 ” 。

在 监 造 现 场 ，王 健 格 外 严 格 。一 次 验 收 工 作 中 ，由 于 焊 缝 质 量 不 合 格 ，他 要 求 工 人

返 工 重 焊 。 当 时 正 值 酷 暑 ， 现 场 钢 板 在 烈 日 的 炙 烤 高 达 四 五 十 度 ， 焊 接 工 人 希 望 稍 后

再 处 理 ， 但 王 健 坚 持 立 即 返 工 。 他 清 楚 ， 焊 缝 虽 小 ， 一 旦 出 现 失 力 情 况 ， 很 可 能 酿 成

大 事 故 。 他 说 ： “ 影 响 质 量 的 因 素 ， 决 不 能 打 折 扣 。 ”  

遇 到 挠 头 的 技 术 问 题 ，王 健 总 会 想 起 自 己 的 师 傅 王 玉 铭 。第 一 次 接 到 从 启 东 船 厂 打

来 的 电 话 后 ， 当 时 7 5 岁 的 王 玉 铭 二 话 没 说 ， 当 天 就 买 机 票 从 天 津 飞 到 南 通 。 他 知 道 ，

不 到 关 键 时 刻 ， 他 的 后 辈 们 也 不 会 打 电 话 麻 烦 他 。

“ 参 与‘ 天 鲲 号 ’的 建 造 ，我 责 无 旁 贷 。”王 玉 铭 说 。建 造 期 间 ，他 多 次 来 到 建 造 现 场 ，

有 时 一 呆 就 是 两 三 个 月 ，一 分 报 酬 不 拿 ，成 了“ 天 鲲 号 ”的 义 务 监 造 员 。老 伴 放 心 不 下 ，

每 次 都 一 起 跟 着 前 去 照 顾 ， 为 他 们 师 徒 做 晚 饭 也 成 了 她 的 一 件 乐 事 。

三 年 多 时 间 里 ，“ 天 鲲 号 ”建 造 团 队 按 照 世 界 一 流 标 准 ，对 每 道 工 序 、每 个 部 件 严

格 把 关 、 追 求 至 善 ， 成 功 攻 克 了 系 列 世 界 性 技 术 难 题 ， 研 制 出 世 界 上 最 先 进 的 油 缸 式

柔 性 重 型 钢 桩 台 车 系 统 。

吸 收 功 勋 船 舶“ 天 鲸 号 ”远 海 岛 礁 工 程 建 设 经 验 的 基 础 上 ，全 球 首 创 在“ 天 鲲 号 ”

上 配 置 钢 桩 台 车 和 三 缆 定 位 双 定 位 系 统 ， 自 主 研 发 应 用 了 世 界 领 先 的 自 动 化 智 能 挖 泥

控 制 系 统 ， 开 启 了 我 国 疏 浚 装 备 向 智 能 化 升 级 换 代 的 新 纪 元 。

2 0 1 9 年 是 中 国 疏 浚 业 的 又 一 个 里 程 碑 。 这 一 年 ， “ 天 鲲 号 ” 建 成 投 产 。 挖 掘 系 统

能 力 居 世 界 前 列 ， 挖 掘 深 度 亚 洲 第 一 ， 适 应 恶 劣 海 况 的 能 力 全 球 最 强 ， 输 送 能 力 世 界

第 一 ： 一 系 列 的 “ 第 一 ” ， 标 志 着 我 国 疏 浚 装 备 制 造 业 迈 入 世 界 领 先 水 平 。

回头看，如果没有中交天航局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走自主之路，也不会有“天

鲸号”“天鲲号”这样的大国重器，更无法实现中国由疏浚大国向疏浚强国的精彩“转身”。

从 首 个 船 体 结 构 设 计 小 组 的 成 立 ，到 系 统 研 发 体 系 的 构 建；从 我 国 首 艘 大 型 绞 吸 船

“ 天 狮 ” 船 的 成 功 建 造 ， 到 “ 功 勋 船 舶 ” “ 天 鲲 号 ” 造 岛 奇 迹 ； 从 泥 泵 、 绞 刀 等 核 心

部 件 的 接 连 突 破 ， 到 建 成 世 界 总 装 机 功 率 第 一 的 大 型 绞 吸 船 队 逐 梦 深 蓝 ， 2 0 年 间 ， 我

国 大 型 绞 吸 装 备 经 历 了 从 无 到 有 、 从 小 到 大 、 从 弱 到 强 的 发 展 历 程 ， “ 国 轮 国 造 ” 的

百 年 梦 想 逐 渐 照 进 现 实 。

2020 年 1 月 10 日，创造了无

数 项 中 国 疏 浚 业 第 一 的 中 交 天 航

局， 终 于 凭 借 自 主 研 发、 自 主 创

完成“世界第一”拼图写好自主研发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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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白中艰难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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