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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报道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建二局安装公司金属屋面总设计师赵云辉：

“每一个建筑都是历史的见证，容不得丝毫马虎”

深圳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运行部部长唐强：

参与建成我国首座岛屿式天然气发电厂

■本版采写：全媒体记者 马大为 梁鸿国 通讯员 杜南星 李峰

■赵云辉在领奖现场 李峰/摄

■唐强在接受采访 马大为/摄

赵云辉对建筑的启蒙，源自儿时家里

的自建房。看着一块块砖、一片片瓦在泥

水师傅们的手中变成一幢幢的房子，年幼

的他倍感神奇。高中时，赵云辉读了很多

关于梁思成的文章，钦佩梁思成在研究古

建筑时的执着，也感动于他在保留古建筑

时所做的努力。如今，赵云辉早已经顶着

中国建筑防水协会金属屋面技术分会“金

星勋章优秀设计师”等建筑设计领域的

“高光”头衔，参与过金属屋面项目施工设

计二十余个，经验丰富，成绩卓著，“慢慢

地活成了自己少年时钦羡的人”。

赵云辉 2005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

学土木工程专业，同年就职于中建二局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现任中建二局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副总工程师，中建

二局金属屋面创新工作室负责人。中建

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装

公司”）是目前央企中唯一以金属屋面设

计、制作、安装为特色的国有企业。

2005年12月，赵云辉参与了成都南部

副中心项目的设计。项目屋面为双曲面

造型，这种造型国内还很少见。安装公司

也是首次接触到这种特殊造型，所以技术

组的前辈提出一定要拿到设计院的三维

模型才能确定二次钢结构的造型线，才能

准确计算工程量。

可是，初出茅庐的赵云辉却认为，现

有平面图纸能满足工程量计算要求，可以

作为深化设计的参考。他的大胆质疑引

起安装公司领导层的关注和思考。在项

目成功中标后，赵云辉被提拔负责该项目

的现场设计和技术工作。在 BIM 技术没

有得到广泛应用的当时，赵云辉利用平面

图逐一确定1000多个坐标点。

事后，赵云辉回忆当时的施工情况时

说：“虽然知道自己的设计和计算在理论

上没有丝毫的差错，但是考虑到施工过程

中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还是不敢掉以轻

心，我在现场盯着工人把第一根弧形圆管

骨架安装完成后才稍稍感到放心。”

2007 年，大学毕业仅两年时间，赵云

辉就担任了宁夏党委办公楼金属屋面项

目总工。他从现场设计及施工技术层面

入手，不仅完成了设计工作，还将工作内

容精细化、材料用量精细化、现场用工精

细化，通过合理的设计和精细化管理为业

主节约了成本，也为项目创造了效益。

2008年，安装公司承接了惠州市金山

湖体育馆及游泳跳水馆金属屋面工程。

赵云辉开始学习三维制图，并在该项目得

到了应用。这是安装公司设计领域的转

折点，从学习模仿国外的施工技术到完全

掌握这门技术并做出创新的转折。

随着金属屋面系统越来越多地应用

到机场、会展中心等公用建筑，特别是直

立锁边金属屋面施工工艺开始广泛应用，

平面图已经无法满足深化设计的需要，三

维制图在节点处理时的直观性以及设计

计算时的准备性被赵云辉认为是做好设

计必不可少的技能。赵云辉经过多个项

目的应用后熟练掌握三维制图技术，并且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团队的其他成员。

2012年，赵云辉接到了一个棘手的设

计任务：天津滨海国际机场T2航站楼金属

屋面工程。因为国内某航站楼投入使用后

发生过多次风掀事故，给行业的发展造成了

一定的负面影响，使得业主在新建项目中

“谈风色变”。在T2航站楼屋面设计过程

中，赵云辉考虑当地的环境，因地制宜地提

出项目的设计优化和创新，在板型选用、檩

条支撑选型及布置、檐口支撑形式及采光窗

节点形式等方面均做了改进和加强，项目投

入使用后未发生一起风掀事故。

此后，赵云辉又参与设计了南京青奥

中心、南山文体中心、江苏大剧院、成都西

部博览城的金属屋面工程，目前中建二局

安装公司正在施工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和深圳坪山高新区综合服务中心的金属

屋面工程也由赵云辉主持设计。

“看着自己设计的屋面变成真实的建

筑，特别是看到那些壮观的航拍图片，一

想到它要在这座城市里服役几十年甚至

更长的时间，就让我想起了前辈们的努力

和执着，每一个建筑都是历史的见证，容

不得丝毫的马虎。”赵云辉说。

唐强现任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的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运行部部

长。深圳市广前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前电力公司”）位于深圳市西部的大铲

岛。早在2005年11月，广前电力公司筹建

之初，唐强就来到大铲岛，见证了我国第一

座岛屿式天然气发电厂在这里拔地而起。

“项目刚刚启动时，没有船只，就借用当地

的小渔船，没有淡水，就用桶装、用船运，没

有通讯信号，就与电信公司联系建立基站，

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

唐强回忆起那段开荒拓土的岁月说

道，“在项目处于最关键的调试阶段时，我

们背靠背作战，以天为被，以地为床，经常

一两个星期都不下岛。”如今，一座花园式

电厂坐落于大铲岛一隅，有食堂、宿舍、操

场，员工生活必需设施应有尽有。

“目前电力系统人才队伍里，从不缺理

论专家，缺的是实操能手。在深圳广前电

力也是，高级工程师不少，技师人才太缺

了。”近年，唐强组织设计开发了三维虚拟

仿真现场培训技术，目前该培训系统应用

已经取得国家专利著作权证书。培养出高

级技师2名，技师15名，高级工程师多名，

有力地促进了技能人才梯队队伍的建设。

参加工作 25 年来，唐强一直从事电

力生产一线工作。参与了广前电力公司

进口 9F 级燃气轮机组的基建、投产等全

过程工作。唐强对内创新管理，对外坦

诚沟通。他所带领的运行部员工队伍稳

定，运行各项指标连续获得集团年度考

核优秀值，截至目前，安全及 C 类障碍以

上事件为零次，保证了企业的安全、经

济、稳定运行。他始终紧盯技术发展的

前沿，结合自身工作实践，组织攻克了大

量技术难题。

他所开展的《无外来辅助蒸汽温热态

启机研究应用》项目无需外来蒸汽，可实现

机组自启动，对于两班制调峰机组节能效

果非常明显，同样的年度气量年可多供电

3000余万千瓦小时，效益达1500多万元人

民币，年节约折合 7000 吨标煤，机组供电

煤耗及厂用电率每年均有显著下降。

近年来，唐强获得公司级以上科技进

步奖60多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

4项发明专利和2项实用新型专利。他是

“全国技术能手”，还被深圳市认定为“深圳

市高层次专业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此

外，他曾获得广东省技术能手、深圳市“鹏

城工匠”、广东省粤电集团公司标兵、岗位

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