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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来向未来科技

她创力她创力科技前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邵伟
■ 李传真

在建筑行业中，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
概念首次提出时，许多行业专家和决策者持有保
留态度。他们担心前期的投资和学习曲线可能
会阻碍项目的进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早期
采用者的成功案例开始改变业界对BIM的看
法，从而逐步推动这一技术成为行业标准。

十年来，中建五局不二幕墙装饰设计研究院
BIM一所所长黄思颖，逐渐从一名见习生成长
为能独当一面的BIM技术领域行家。近两年，
她开始投身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带领团队攻克
了一系列外装饰光伏系统解决方案，在多个光伏
建筑一体化项目中进行了实践。

在项目中不断“打怪升级”

2018年的一个夏日傍晚，黄思颖正整理准
备下班，突然手机铃声划破了办公室的宁静。电
话那头，一位项目经理的声音带着一丝急促：“思
颖，明天一大早甲方要开项目碰头会，他们要求
BIM人员必须到场。”时间紧迫，黄思颖匆匆收
拾行囊，踏上高铁连夜赶往项目点。

晨光初照，黄思颖与众多参会者围坐一堂。
然而，两小时的会议，只给BIM参会方留出了短
暂的五分钟。项目经理略带尴尬地摊手说：“没
办法，BIM技术大家也不懂。”

那一瞬间，黄思颖深感幕墙BIM的“科普工
作”任重而道远。她常听到周围人简化BIM技
术为“一键出图”的魔法棒，或是仅仅作为展示建
筑外形的模型。但事实远比这复杂——建筑信
息模型的核心在于信息本身，它关乎于将设计的
平面转化为现实中立体的建筑，关乎于精确计算
每一份材料的用量，关乎于在施工前就预见可能
的偏差与挑战。

黄思颖决定，用实力说话，无问西东。
回想起刚接手项目技术工作时，黄思颖感慨

万分，“那时候有很多外界的声音质疑我这样一
位资历尚浅的女总工程师。”那是她工作以来完
完整整经历的第一个大项目，从前期投标到项目
收尾，每一个环节她都亲自过问，每一个细节她
都严格把控。

“T2铝板加工厂做出来的铝板南北面装不
上，你去看看怎么回事。”

“汇景钢结构加工厂需要你去图纸交底。”

“埃及项目顾问意见第五版来了。”
“平安总包的周BIM检视会下午两点准时

开始。”
……
十年间，黄思颖在不计其数的项目中打怪升

级。曾经的迷茫与困惑，如今已化为坚定的步伐
和无畏的眼神。

十年的幕墙项目BIM实施经验是她的“尚
方宝剑”，在此期间，她历练成长为一名BIM专
业技术讲师，年组织培训40余课时；参与组织人
员取证，筹办单位技能竞赛；组织编制幕墙工艺
标准化三维图集，编制单元式幕墙虚拟样板……

令她欣喜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认可
到BIM技术确实可以给项目提效，并逐步参与
到BIM工作中来。截至目前，她带领团队获国
家级、省级BIM奖项累计140余项。

实时更新技能清单

黄思颖站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

程T3航站楼的施工现场，望着眼前这片繁忙的
土地，心中充满了感慨与自豪。“在这里，我真切
感受到十年间BIM在我们行业的快速发展。”她
轻声说道。

建筑技术日新月异，光电幕墙、“可呼吸”幕
墙、清水混凝土幕墙、蜂窝石材幕墙等创新技术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即使是黄思颖这样的资深建筑
幕墙设计师，也得实时更新自己的技能清单。

“现场效果要提前用BIM做出来，所以最近
我都在项目驻点办公。”黄思颖正全情投入这个
挑战中。T3航站楼的幕墙工程庞大复杂，涉及
玻璃、石材、铝板、陶瓷板等14种不同材料和构
件，都需要精确拼接，不能有丝毫差错。

“解决技术问题靠的是逻辑与思路，保持头脑
清晰与思维敏捷是重中之重。”黄思颖带领团队，
运用了一系列高效精准的方法，如优化模拟系统
方案、3D扫描反馈现场数据、精准排布材料计划、
无损传递计量信息、平台协同实现共享更新、AR
结合严控施工质量等。这些措施使得项目材料预
算误差从10%降至2%，工期节约了10%。

“我希望客户通过见证BIM团队的能力，继
而认可公司的成绩。”今年立下的目标还回荡在
耳边，工作中的每一秒黄思颖都在为之努力。

“我们得做全能选手，否则在这个行业活不
过三年。”黄思颖深知，作为建筑幕墙设计师，需
要具备强大的三维空间想象能力，精通外观设
计、结构设计，并能够熟练运用十余种软件。除
了做好本职工作外，她还主动参与行业协会活
动，积极撰写行业论文，每日浏览专业公众号，不
断充实自己。

在深圳太子湾项目中，黄思颖带领团队碰撞
摸索出一套全异形单元体协同出图方式，仅用半
年时间，就完成了五大类、376种、1410块单元体
的绘制工作；在成都科创生态岛项目中，她以惊
人的效率和准确性，完成了埋板施工点位布置和
型材龙骨面板提料的工作。

不惧时代挑战，做星光引路人

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黄思颖不忘认真做
好匠心传承。一路走来，她从追光者逐渐成长为
星光下的引路人。

公司为她分配了一位年轻的实习生小周，希
望黄思颖能带他快速成长。每周，黄思颖都会抽
出时间备好教案，在白板上画好详细的BIM模
型图，耐心地对小周解释每一个步骤的来龙去
脉。“你看这个节点，我们如何通过软件来优化它
的设计。”黄思颖边说边示范，手中的电子笔在屏
幕上流畅地划过。

“不要害怕犯错，每一个错误都是向成功迈
进的一步。”黄思颖不仅教授技术操作，还教会新
人如何理解建筑的结构与美学，如何在设计中融
入人文与环境的考量。

几个月后，在黄思颖的指导下，小周已经可
以独立处理一些小型项目的BIM建模。他的自
信心和能力都有了显著提升。黄思颖知道，又有
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即将为这个行业贡献力量。

黄思颖平时也喜欢徒弟和她争论技术问题，
即使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她说：“无论结论对错，
这种有独立思考的人才值得培养。通过辩论，可
以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有青年员工焦虑AI技术发展太快，追问黄
思颖是否担心在建筑行业多年来磨砺的成绩会
被人工智能取代。她微笑着回答：“本来就是一
个发展趋势，我反而觉得挺好，可以利用工具去
做更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要尽量做到无可替
代。”黄思颖深知，顺应时代、利用好手中的工具
才是智者的选择。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徐阳晨 发自北京 今年暑期，北京
女科技工作者协会联手9家巾帼科学
传播服务基地，积极响应北京市妇联关于开展
暑期关爱活动的号召，结合全国科普日活动，围
绕自然、园林、动物、标本、生态、天文、书画等方面开展了
16项近百场科学传播活动。9家巾帼科学传播服务基地包
括国家自然博物馆、北京天文馆、中国园林博物馆、国家动物
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弘扬科学家精
神党建基地、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中交集团科普阵地、北
京胡同科普小院等。截至9月底，活动服务线下受众约22万
人次，线上约156万人次，受到广大青少年和家庭的好评。

十年幕墙项目BIM实施经验，

带领团队共获国家级、省级BIM奖

项累计140余项；投身战略性新兴

产业研究，攻克了一系列外装饰光

伏系统解决方案，在多个光伏建筑

一体化项目中成功实践——

“BIM 女工程师”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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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颖团队的成都科创生态岛项目效果图。

中国古动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小小讲解员”
活动。

中国园林博物馆暑期科普讲解活动。
均由北京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供图

■ 仲科

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常年伴随大漠、沙
尘、荒滩的极端条件，这里的早期油气勘探人要跟着

“大解放”（解放牌大卡车）跑，有时候晚上在车底睡觉，
第二天得把自己从沙尘中“挖”出来。极端苛刻环境油
气田腐蚀团队——一支以女科学家为主的科研团队，
就长期驻守于此，他们围绕“高温、高压、高含硫化氢、
高含二氧化碳和高矿化度共存的极端苛刻腐蚀环境”
下长周期安全服役的重大国家需求，致力于油气管道
和设备的腐蚀防护、寿命预测评估及智能检测研究。

今年，该团队荣获第十九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团队奖，颁奖典礼上，团队带头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以下简称西北油田）正高级
工程师高秋英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你若热爱，性别
和环境都不是局限。”

转“补”为“防”

西北油田的油藏属于碳酸盐岩油藏，采油过程依
靠地层压力，让油气自动“喷”出来。但开采一段时间
后，地层压力逐步降低，导致油气无法继续“自喷”。因
此要补充压力，对井下进行“注水替油”处理。

西北油田采用单井注水方式作业，即输油和注水
用同一条管道。长期以来，油田饱受管道腐蚀困
扰。2007年，高秋英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发现一条管
道投入使用七八年后就开始穿孔，“经常是这边刚抢
修完，那边又漏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反守为攻”，
从被动地到处“补窟窿”，变为主动进行腐蚀防护
呢？高秋英一直在思考。

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得把以前的“欠账”补上。
只有搞清楚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才能有针对性地
进行防腐工作。为此，研究团队决定从机理入手，弄清
腐蚀机制、找到腐蚀原因。

防腐是一个细致活儿，腐蚀的“病因”往往藏在细
节中。必须到现场仔细勘查，从很多现象中发现线索，
并依靠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一旦数据不支持这个结
论，就要进一步分析原因，重新设计实验去验证。这期
间如果出现新结论，则必须重新寻找证据，反复论证。
整个过程非常烦琐复杂。

“好在我们团队女同胞较多。”该团队井下防腐骨干
成员、防腐室主任（井下方向）郭玉洁说，“女性独有的细
腻与坚韧，让我们在困难面前相互协作、彼此激励、攻克
难关，一步步向腐蚀防护领域的科学高峰攀登。”

追车找“菌”

2011年，防腐团队对注水管道腐蚀原因进行分析
时，发现管道的腐蚀形貌呈圆点状，这是细菌或杂散电
流腐蚀（电流从管道流入土壤部位发生腐蚀）的典型特
征。

通常来说，杂散电流会造成管道外壁腐蚀，而现场
腐蚀发生在管道内，说明不是杂散电流引起的腐蚀。

而塔里木河油田是古生界海相地层，地层中含盐量很
高，按理说这种条件下细菌也无法存活。

这就奇怪了，导致腐蚀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呢？
这给防腐团队出了一道不小的难题。思来想去，她们决
定用证据说话——找到造成腐蚀的细菌。于是团队分
工合作，从井口、管道到站场开展连续取样分析。一通
忙碌后，检测结果却出乎意料，生产流程中并未发现细
菌。

团队分析认为，如果腐蚀是细菌造成的，生产流程
中又未发现细菌，那会不会存在一种可能：发生腐蚀的
部位有细菌存在，其他部位没有细菌。

想到这儿，防腐团队立即行动起来，找到穿孔部
位，刮下部分垢样放入培养液里培养。7天后，她们成
功从培养液里检测到了细菌。这说明腐蚀部位存在细
菌，验证了细菌腐蚀管道的推论。

找到细菌后，原本可以“皆大欢喜”了，但高秋英又
提出了新问题：从地层进管线，管线进储罐，储罐再把
油输出去，全流程都是密闭的，细菌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困扰了团队两三个月。直到有一天，高秋
英在现场采样时，无意间听到同事在聊罐车装水的事，她
忽然灵光一闪：是不是注水过程中把细菌带入管道了？

“那时候油井注水管网还不完善，有些地方要用大
罐车把水拉过去注入井下。”高秋英补充说，“油田用车
紧张的时候，不得不采用临时调度的方式，用其他罐车
运水。有时候一辆车又拉油又装水，很容易滋生细菌。”

为验证这一想法，团队又追着大罐车跑了一个
月。采完水样要在培养皿中培养7天，但当时他们自
己的实验设备已全部占用，只好跑到采油厂借设备，最
后把人家的设备也占满了。

一个多月的辛苦追踪终于有了回报，防腐团队共
采集27口注水井，在其中23口井里发现了细菌。这
为后期团队进行细菌腐蚀防护做好了铺垫。

“沙漠之花”灿烂绽放

“腐蚀防护团队是个大家庭。”该团队超深井耐高
温缓蚀剂专家、防腐室副室主任李芳说，“我们互帮互
学，努力获取专业知识，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攻克
了多项技术难题。”

塔里木油田地层异常复杂，会出现常见的二氧化碳、硫
化氢腐蚀；也具有不常见的地层高温、高压、高矿化度条件，
这些条件让细菌腐蚀、化学腐蚀、电化学腐蚀等极易发生。

“这些都难不倒我们，极端苛刻的环境只会让我们
更加强大。”高秋英感慨，“我们团队的女同胞能吃苦、
有韧劲，干起活儿来毫不含糊。任务来了，没有人喊苦
喊累，大家都觉得这就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腐蚀勘查现场的操作坑里测量管道壁厚，在实
验室里做腐蚀评价，在油井旁进行管道穿孔腐蚀分析
……到处都是这些年轻女科技工作者的身影。

经过多年努力，该团队已弄清油气采输系统“材料-
环境-工艺”多因素耦合腐蚀失效机理，建立了基于在线
监测网络的寿命预测与腐蚀分级管理系统，构建出耐蚀
钢、非金属材料、环境友好缓蚀剂防腐技术体系。团队首
次揭示多因素耦合作用下的点腐蚀形核机理，实现了点
腐蚀由“随机和不可预测的”到量化描述的跨越，拓展了
点腐蚀机理认识领域。他们先后承担各类重大项目共
43项，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示范岗称号，并获省部级及
以上科技奖励20余项，授权发明专利40余项，参与编写
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项、企业标准20余项。

极端苛刻环境油气田腐蚀团队长期坚守在塔里
木油田，他们像神奇的“沙漠之花”一样倔强绽放。正
如该团队涂层专家、防腐室主任（地面方向）肖雯雯所
说：“虽然我们团队女同胞居多，又处在祖国边疆戈壁
沙漠，但风吹日晒、雨雪霜露，只会让‘沙漠之花’开得
更完美、更灿烂。”

极端苛刻环境油气田腐蚀团队长期坚守在塔里木油田，彼此激励，攻克难关，一步步向腐蚀

防护领域的科学高峰攀登——

“防腐天团”：你若热爱，没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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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
刻
环
境
油
气
田
腐
蚀
团

队
部
分
成
员
。

﹃
科
学
有
爱—

—
北
京
巾
帼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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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服
务
基
地
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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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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