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钢莫托曼机器人有限公司工程部
二科组装班班长张明

张明长得挺帅气，国字

脸，浓眉大眼的、鼻梁高高

的见棱见角，透着一股子精

明劲儿。有句俗话说，“文

如其人，字如其人”，张明

则可以说“活儿如其人”，

因为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

张明的日常工作是机器

人组装调试。他现在是首钢

莫托曼机器人有限公司公司

工程部二科组装班的班长。

平时话语不多

只顾埋头钻研

1995年，张明参加工

作，十余年间，工作岗位曾

一度发生变动，但作为一名

◎本刊记者栾英杰

青年技工，张明钻研技术的

劲头儿始终如一、痴心不

改，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

他都是技术革新的领军人

物，他各个岗位的工作都得

到了公司上下的普遍认可。

“张明这个人，活儿干

得多，话说得少。”张明的

几位同事对他是这么评价

的。从这简单的评价语言

中，不难窥见张明平日里做

人的原则。然而，不论张明

自己如何低调，他的“北京

市工人技师”职称、开发区

“双爱双评好职工“等称号，

还是诠释了他爱岗敬业，勇

于创新的精神，也为了解他

十余年来的工作业绩提供了

一个窗口。

攻克技术难题

填补国内空白

机器人系统安装调试工

作，是机器人产品交付用户

使用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也

是公司机器人应用水平的最

终体现。也就是说，张明所

在的班组，对内显示的是机

器人高端技术，对外彰显的

是企业的品牌。

1998年之前，国内汽车

行业还没有自主研发的机器

人，所有汽车厂家使用的机

器人涂胶系统，都是随整条

汽车生产线从国外引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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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首钢莫托曼机器人

有限公司传出一条好消息，

他们研发出了我国第一套机

器人汽车风挡玻璃涂胶系统，

并成功应用于哈飞汽车的汽

车生产线上，填补了国内该

领域的空白。

2003年8月，张明来首

钢莫托曼机器人有限公司工

作。一进厂，他就瞄准了汽

车风挡玻璃涂胶这一领先的

技术。张明的同事们说：

“张明志存高远。”其实，张

明的想法很朴实、很简单，

他认为： “既然是技工，就

要熟练地掌握一门技术。没

有技术，靠什么吃饭?”决心

干就要干好，干就要干出个

样儿来。工作时间，张明只

要碰到不懂的问题，马上就

会向师傅请教，他虚心好学

的态度，周围的同事都看在

了眼里，所以，不管问到谁，

只要人家懂，就会耐心地告

诉他。就这样，张明的实操

技能提高很快。业余时间，

张明也从不放松自己，去上

上网啊，聊个天儿啊，打打

牌呀，玩玩游戏呀，这些事

儿都找不着张明。他把所有

业余时间都用来阅读相关技

术资料，暂时不懂的记下来，

继续向同事们请教，直到弄

懂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汽车

玻璃机器人涂胶系统组装调

试技术很快就被张明掌握了。

2003年底，张明接到一

项任务，承担湖南长丰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机器人激光视

觉涂胶系统的组装调试工作。

这是国内汽车领域内的一次

创新之举：首次应用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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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视觉系统技术，同时首

次采用机器人搬运、涂胶、

装配一次完成的生产工艺。

然而，正是因为这两项“首

次”，张明和同事遇到的困难

也可想而知——全新的技术

和生产工艺无疑增加了机器

人调试的技术难度。由于在

国内没有可供遵循的调试经

验，在调试过程中，张明和

同事们遇到了一个个琐碎的

难题，其中最为关键的难题

是激光定位技术。组装调试

工作，工序一环扣一环，这

一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不能及时攻克，其它工序

就会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

怎么办呢?那一段时间，张

明茶不思、饭不想，脑子里

翻来覆去、苦思冥想的都是

这个难题——激光定位、激

光定位!

“张明，该吃就吃、该喝

就喝，不能把身体累坏了!”

张明的同事怕他急坏了，都

善意地提醒他。张明说：

“同事们担心我愁坏了。其

实，琢磨工作中的难题，是

一种乐趣，如果总是按部就

班、一帆风顺，那就意味着

总是在走老路吗，那也就不

会有什么提高了。”

把攻克技术难题当做一

种乐趣，还会有攻不下来的

难关吗?解题的钥匙终于被

张明找到了!他运用激光反

射光通过视觉成像检测车身

特征点的空间位置，进行坐

标转换，与原值做比较等一

系列技术手段，解决了这道

事关全局的技术难题，将机

器人运动精度控制在了

0．2mm以内，满足了安装的

精度要求，实现了高品质自

动化安装。使用该系统以后，

生产线自动化程度和工作效

率大幅提高，该工位节省了

3个人力，降低了工作者的

劳动强度，得到用户的高度

评价。不仅如此，这个项目

的成功还进一步提升了我国

机器人应用的技术水平和公

司的知名度，拓展了市场，

为首钢莫托曼公司的发展做

出了突出贡献。

张明创造的这项机器人

激光视觉涂胶系统的调试方

法，于2004年被首钢总公司

评为年度最佳操作法三等奖。

拿下争气项目

提高国产化率

提高汽车零部件国产化

率，是首钢莫托曼公司与汽

车制造厂共同的目标，同时

也是张明个人的一个奋斗目

标。

广汽本田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是一家合资公司，为推

进汽车零部件国产化率，在

该厂中方人员的一再坚持下，

汽车前、后车门，前、后盖

决定在国内生产。经过多次

竞标，2006年，首钢莫托曼

公司公司承接了四门两盖机

器人压模、搬运生产线的设

计制造和安装调试任务。其

中，前、后车门需要采用间

接点焊技术。这项技术，精

度要求非常之高，点焊后，

只在门内侧留有点焊痕迹，

门外面板上则不能留有丝毫

因电流灼伤、压力过大而造

成的物理变形。

在此之前，此项技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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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张

明接受任务后，把这个项目

作为一项“争气项目”来打

拼。他循序渐进，充分做好

前期准备工作，熟读相关技

术资料。在调试工作中，他

发现，前、后车门的间接点

焊，是在机器人抓举工件的

空隙完成的，因此不好把握。

点焊钳压力小，则焊接不牢；

点焊钳压力过大，则容易产

生电流灼伤和压痕。为满足

机器人抓举工件间接点焊的

技术要求，张明开动脑筋，反

复探索实验，通过调整机器

人技术参数、焊接电流、伺

服点焊钳压力和焊接参数等

步骤，顺利解决了这道技术

难题。仅仅用了lo天时间就

完成了调试任务，博得了用

户的赞赏。这个项目的成功，

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影响力，

为首钢莫托曼公司拓展了新

的市场。此后，首钢莫托曼

公司又连续签订了4条同样

类型的生产线，为提高汽车

国产化率做出了贡献。

探伤冷静沉着

外国专家称道

由于勤奋好学、技术全

面，张明从一名普通工人很

快成长为公司机器人项目的

调试能手。2008年，首钢莫

托曼公司首条机器人生产线

出口韩国，张明与其他6位

员工一起赴韩国负责机器人

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工作。不

料，设备进入调试阶段后，

一台机器人突然报警。正常

的工作程序被打乱了。问题

出在哪里呢?现场员工紧急

排查，然而．过了3个多小

时，排查工作仍然没有丝毫

进展。

张明闻讯，从另一机位赶

过来，看到同伴们焦急的表

情和外国专家半信半疑的眼

神，张明决定下手排查故障。

他情绪非常镇定，仔细地向

同伴们询问了排查的情况，

然后拿起示教盒一步一步地

地进行排查。时间在一分一

秒的过去，周围的同事和几

位外国专家都目不转睛地看

着他。 “好啦!问题在这

儿。”不到半个小时，张明就

查出了症结所在，并很快将

问题处理完毕，安装调试工

作又回复了正常的程序。在

场的韩国专家对张明竖起了

大姆指，连连称赞： “不简

单、不简单!”德国专家也

说： “你们这个团队真不错，

这位张明先生真棒!”

技术更新加快

迈开大步赶超

在认真工作，为客户提供

良好服务的同时，张明也在

留意着班组和公司的情况，

“从公司的角度讲，机器人技

术更新速度加快；从部门情

况来看，新员工比较多，我

应该把自己的技术拿出来与

大家交流，帮助新员工提高

操作水平，和大家一起，赶

超机器人技术更新的水平。”

张明在心里这样琢磨着。

张明就是这么一个实干的

人，一旦有什么好的念头，

便立刻付诸实施。在过去的

一年中，利用业余时间，将

自己的工作经验和组装调试

技术进行总结，先后编写了

《卡具配线作业基准指导书》、

《机器人点焊系统作业基准指

导书》两本技术书籍，并参

与了其它作业基准指导书的

制订审核工作。一些老师傅

对张明编写书籍一事评价颇

高，有的人说： “张明刚从

事这项工作的时候，差不多

是个外行，现在，张明能自

己编写技术书籍了，这前后

的变化多大呀!”还有人说：

“什么事就怕有心人。张明老

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张明

给青年技工做出了表率。”口

编辑张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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