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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以下简称上海核工院）电气仪
控所总工程师张淑慧的办公室，
有两张占据了整面墙的图纸，图
上成千上万的符号联结起一个
密密麻麻的“神经网络”，宛若星
盘。

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
代核电站“国和一号”系统流程
图。如果把核电站的主控制室比
作大脑，那么这些仪表控制系统
就好比大脑的神经系统，执行大
脑的指令，调控保障整个核电站
设施的安全运行。

20年来，为给国之重器“国
和一号”装上一个智慧高效的大
脑，张淑慧刻苦钻研核电仪控系
统的自主化和智能化，日夜与设
计图纸、工程文件相伴，攻克了
诸多难题。

近日，张淑慧被上海市总工
会评为 2023年度“上海工匠”。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上海
工匠”其实是咱沧州人，1996年
毕业于沧州市第一中学，因品学
兼优，被保送清华大学物理系。

保送清华大学

张淑慧今年 47 岁，是土生
土长的沧州人。自小，她就品学
兼优，是同学家长眼中“别人家
的孩子”。

1993 年，张淑慧以优异的
成绩考入沧州市第一中学。据张
淑慧的高中班主任潘峰老师回
忆，张淑慧个子高，骨架大，第一
次见到她，还以为是一个学体育
的女生。直到考试成绩出来后，
潘峰才知道，这位高个子女孩成
绩那么优异。

“淑慧的成绩一直是遥遥领
先的，每次都超第二名二三十
分。”回忆起这位得意门生，潘峰
也是一脸的自豪。

“年级第二名和第三名都在
我们班，都是男生。”潘峰曾用激
将法对两位男生说：“你们俩加
把劲，争取追上张淑慧的分数
呀！”

结果两位男生异口同声地
说：“潘老师，不是我们不努力，
实在是做不到啊！”

在一中上学的三年间，张淑
慧的成绩始终保持在年级第一。

张淑慧不仅学习成绩好，还
是一位性格开朗、爱好运动的女
生。课活课上，张淑慧的身影总
会准时出现在操场上。在校运动
会上，张淑慧还曾获得过两项长
跑冠军。

“淑慧高一、高二的学习状
态比较轻松，到了高三也挺拼
的，时常学习到深夜。”潘峰说。

高三下学期，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的保送指标率先给到一中。
张淑慧想去申请，被潘峰给拦下
了：“等等吧，清华大学的保送名
额应该很快就到了。”

就因为老师的一句话，张淑
慧“等”到了被保送清华大学物
理系，得以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
学习。

为“国和一号”
保驾护航

大学毕业后，张淑慧如愿来
到了上海核工院，真正进入核电
工程领域。

2006年，“大型先进压水堆
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即“国和
一号”）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
发展规划 16个重大专项之一，
上海核工院为大型先进压水堆
核电站的技术主体和责任单位。

从 引 进 美 国 三 代 核 电
AP1000技术的合同谈判到我国
自主开发“国和一号”先进核电
型号，张淑慧参与了整个过程。

“我们很清楚，先进的技术
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科技自立
自强。”张淑慧说，在自主研发初
期，作为核电站神经中枢的数字
化仪控系统仍长期依赖进口，数
字化仪控平台没有技术转让，现
有的仪控平台无法满足先进型
号的技术要求。

“国和一号”机组设计寿命
60 年以上，安全水平相比二代
核电机组提高了 400倍；单台机
组年发电量大约 120亿千瓦时，
可满足超过 2200万居民的用电
需求，每年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超过900万吨。

当时，外方专家经过大量
分析计算，认为超过 135万千瓦
后，很多设备已经不是简单放
大，甚至超出各国设备制造的
极限，中方就算设计出来功率
这么大的核电站，也根本造不
出来。

在整个核电站里，数字化
仪控系统对守护安全发挥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万一发生事故，
仪控系统肩负着要先让反应堆
安全停闭并冷却下来的重任。
而“国和一号”有 100多个工艺

系统，信号点数接近 8万点，闪
烁的主控界面，犹如繁星点点
的天幕。这就像神经系统一样，
点数的增加给系统复杂性带来
指数的增加，而核电厂对高安
全性、高可靠性、运行友好的要
求使得仪控系统的开发难上加
难。

“上海核工院成立 50 余年
来一直致力于开发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先进核电技术，铸就
国之重器——建设中国大陆第
一座商用核电站、出口第一座
核电站。前辈们传承下来自强
不息、刻苦钻研、团结协作的精
神，外方专家一致的‘不看好’，
反倒让我们燃起了斗志，一定
要用自己的仪控系统装备自己
的核电站。”张淑慧说，中方技
术团队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消
化吸收外方技术的基础上，研
发设计出自主的数字化仪控系
统。

张淑慧组织开发团队设计
了多层次防御、分区块协同的高
度健壮性仪控系统，历时七年攻
关、三年测试验证，解决近千个

问题，保障首台套国产化仪控平
台在国家重大工程中的高质量
投运，节约采购成本上亿元。

她提出并组织开发了全数
字化的操纵员支持系统，不仅实
现了上千万元直接经济效益，更
为“国和一号”的运行安全保驾
护航。

“换脑手术”

2011 年 3 月 11 日，是张淑
慧此生难忘的日子。日本福岛核
电站因海啸引发事故，震惊全
球。当天，张淑慧和她的同事从
北京飞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
堡，中国出口巴基斯坦的恰希玛
核电站正进入后期工程阶段，一
批又一批的中国专家夜以继日
接续推进项目建设。

为了加快试验进度，张淑慧
等早上 7点多就到电厂开始准
备试验。试验完成后，回到驻地
继续挑灯夜战，处理数据。

这股较真劲儿，令巴方工
作人员深深折服。在中方团队
高强度、紧张有序的推进下，几
个月的试验工作顺利完成。张
淑慧和几位中国女专家离开伊
斯兰堡前，收到了不少巴基斯
坦工程师送的礼物和一个亲切
的 称 号——“tough lady（女 强
人）”。

“这个项目相当于在国际舞
台上展示了核电发展的中国力
量。”张淑慧说。

另一次令她难忘的展示，
是 2018年的秦山核电站主控制
室系统改造项目。这是我国第
一次针对核电站主控制室开展
改造，如何通过主控制室的整
体改造提高主控制室的数字化
水平和系统可靠性，实现核电
站操纵员电厂监控无扰切换，
同时又做到对核电站停闭时间
的影响最小，是一项高难度的
挑战。

张淑慧带领团队成员一如
既往奋勇迎战，化解了一个个难
题，出色完成了国内首个核电厂

“换脑手术”。
后来，这个项目以最高分获

得世界质量界至高奖项之一的
美国质量学会“国际团队卓越
奖”金奖。美国质量学会主席称
赞这是“首次在国际质量舞台上
发出了中国核电高质量发展的
好声音”。

故乡情深

张淑慧说：“很怀念曾经在
沧州市第一中学求学的日子，我
今天取得的成绩离不开老师们
对我的谆谆教诲。去年母校校庆
时，很遗憾，我因为工作关系，没
能回去看看。下次再回沧，我一
定要回学校看望老师们。我希望
自己的经历能给学弟学妹们一
点启迪，能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核
电从跟跑、并跑到领跑背后的酸
甜苦辣。中国未来的发展还要靠
年轻人去拼搏，外国人能攻克的
科技制高点，我们中国人一样也
能做到！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在最
好的青春年华里，打好基础，努
力奋斗。”

张淑慧参加工作后，将父
母都接到了上海。去年，张淑
慧的父母思乡心切回到沧州。

今年春节前，张淑慧带着孩
子们回沧州过年。这也是时隔多
年，第一次回乡过年。

“沧州的变化太大了！”南川
楼、百狮园、园博园……张淑慧
在短短的几天假期里，尽可能多
带孩子们去游览了自己的故乡，
也让自己重新认识了家乡。

离开家乡之前，张淑慧特意
去园博园看了灯会，当时她感觉
很震撼，没想到沧州如今变得这
么美。

那天，她连发了三条朋友
圈，分别起名为沧海之州、南
川老街、百狮园，满满的三个
九宫格图片也装不下沧州如
今的美……

（本版图片由张淑慧提供）

2023年度“上海工匠”张淑慧是咱沧州人！她在沧州市第一中学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
毕业后进入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致力于“用自己的仪控系统装备自己的核电站”，完成
了国内首个核电厂“换脑手术”——

为国之重器装上智慧大脑
本报记者 吴艳 本报通讯员 向道晋

张淑慧张淑慧（（中中））与同事们讨论技术问题与同事们讨论技术问题

张淑慧在工作中张淑慧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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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