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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工人力量 话时代先锋

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2023年全国五一劳

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表彰结果，德清县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作为湖州市医学重点学科，德清县人民医院急

诊医学科承担着全县55万人口的急危重症救治工

作，同时肩负着本地区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的紧急

处理的重要使命。年急诊量17万余人次，年救护车

出诊3000余次，年处理突发事件30余例……一个个

数字的背后，是县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78名医护人

员对责任的坚守和对生命的重视。

提升急救技术和专科优势，让患者就诊有安全感

德清县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有一个单独的二层

楼，面积不大，但功能单元齐全分明，设有急诊病房、

急诊重症监护室、急诊抢救室等区域。为了把更多

宝贵的资源留给急危重症患者，急诊医学科在常年

经验积累的基础上，率先在县域内开展新技术如可

视喉镜下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技术，深静脉穿

刺置管等操作及技术。率先在县域开展针对严重骨

盆骨折及腹腔内脏器破裂的血管介入急诊手术治疗

及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介入治疗，大大提升了急救效

率，保证了医疗安全与质量。

“我们急诊医学科医护日常工作就是要在各种

复杂的情况下结合现有的医疗资源及技术水平，作

出正确的判断及诊治，尽可能缓解患者的病痛，这就

需要我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医疗急救技术，确保患者

生命安全。”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吴敏明说。

经过多年的学科建设发展，目前急诊医学科形

成了“院前—院内—手术（导管）室—重症监护—急

诊病房—康复”全流程一体化管理模式，积极推动全

方位优质急诊医疗体系建设，实现了急诊救治方式

及手段多元化，从而使得科室能更好地为德清百姓

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让他们安心就诊。

与时间赛跑，“让生命在我们的手中延续”

急诊人走路快、说话快、看起来怪严肃冷淡。其

实，他们原本并非如此，与其他科室相比，急诊医学

科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时间为主线。

“我们需要快、更快、最快，让生命在我们手中得

以延续。”这是他们工作的真实写照。

今年3月的一天，急诊医学科收治了一名急性脑

梗死（卒中）患者，需要立即做神经介入治疗，但由于

当时院内导管室内正在抢救另外一名危重病人，“手

术占台，但对于脑梗患者来说，每分每秒都弥足珍

贵，时间耽误不得。”吴敏明说，为了抢时间，医院马

上启动了应急预案，联系医共体内成员单位县中医

院，转运患者至中医院导管室进行手术。最后，患者

得到了及时的救治，顺利出院。

依托于医共体建设的推进，县人民医院专门制

定了针对这类急救病人的应急预案，打通了结算、医

务人员、不同医院等环节，做到一路绿灯，让患者能

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救治。“这样的卒中抢救，是

预案制定后第一次实战，在抢救过程中，大家通力合

作，资源共享，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保证医疗服务之外，持续对社会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急诊医学科把防控疫情

的责任担在肩上，3名科室骨干第一时间远赴武汉支

援，作战47天，救治重症患者70余人次。吴敏明表

示：“随着疫情防控的逐渐常态化开展，急诊医学科在

繁忙的工作下，全员参与各类演练、疫苗接种、核酸检

测、隔离点特殊病人治疗等工作，服务时间长达

12000余小时，做到了哪里有疫情防控任务，哪里就

有急诊医学科医护的身影。”同时依托党支部建设、党

建联建等载体，急诊医学科医护人员，走进企事业单

位、学校、社会机构等部门，向社会面普及宣教急救知

识，让“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口号落到实处。

此次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是德清县人民

医院急诊医学科的一个新起点。在未来的前行道路

上，急诊医学科将始终秉承“一切为了患者”的初心，

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服务，提

升患者就医获得感，把急诊工作做得更好，在医院创

新发展和服务百姓健康的努力中再创佳绩。

曾入选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国家工信

部“启明”计划，并在该计划中带头开展国产风能发

电机行星齿轮传动系统分析和高端轴承分析软件开

发。这是朱少成丰厚简历的一小部分，这名90后博

士，是浙江天马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的副主

任，多年来专注于机械工程领域卡脖子产品、空白产

品和核心工业软件，技术上的不断突破让他获得了

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

勇于突破 力争用技术引领行业

据了解，中国每年生产轴承数量将近200亿套，

位列全球第三，但在振动、噪声和寿命等性能上，国

产轴承和外国仍然有所差距。有着多年海外学习和

工作经验的朱少成十分清楚，这项大型软件技术是

众多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围绕各类轴承问题研究开

发出的重要成果，即使在今天，海外轴承巨头依然在

不遗余力地追求这项软件技术的卓越。

最高端的轴承软件和技术掌握在海外，这让朱

少成有了自主研发的想法。“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

让我们国家在轴承行业上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中国

轴承企业才能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市场认可度。”朱少

成还透露了研发进度，目前正在研发的软件，叫国产

高性能齿轮传动系统分析软件和轴承综合设计软

件。其中，齿轮传动系统分析软件解决新能源汽车、

高速列车转向架等高速齿轮定轴传动和风能发电机

行星齿轮动轴传动中轴承服役环境分析的问题，为

高性能轴承设计提供支撑；轴承综合设计软件主要

解决轴承载荷、寿命、能耗等客户关心的应用问题。

该项目启动研发已经一年多了，目前完成了框架建

设和相关核心代码集成等软件雏形工作，接下来的

研发方向是提升软件的效率和准确性。

在卡脖子领域实现突破，难度可想而知，朱少成

坦言，除了更多层面的仿真计算核心代码开发，光模

块化的工程界面开发、参数化的三维零件开发、接口

化的装配技术开发、方程化的模型交换技术及可视

化的三维动画开发等所用的各类算法和技术的实现

与调整，就尝试了不下万千次，花费了半年左右的时

间，才完成了友好、高效和兼容的软件框架。

朱少成还在宿舍的床边放了一个推拉桌，方便

休息的时候随时写代码。“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出现在

脑海中的灵感，说不定就是很关键的一个步骤。”朱

少成笑着说道。

迎难而上 为企业解决多个难题

天马轴承常年接受各种轴承订单，如风电轴承、

新能源汽车轴承、工程机械轴承等，其间也遇到过许

多技术问题，作为企业技术中心副主任，朱少成帮助

各部门员工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

“前段时间刚刚解决了关于两点和四点接触球

轴承打滑机理。”朱少成解释道，以两点接触问题为

例，更多情况是运营工况不同时，滚动力不足以提供

驱动力，其中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增加预载，提升一定

的滚动力，从而解决它打滑的问题；然而过分的增加

虽然部分稳定性得以提高，但是能耗和磨损却也同

步提高，所以需要根据客户需求折中设计。在朱少

成的帮助下，经过缜密的计算，仅仅用了半天时间就

解决了。

来到天马轴承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朱少成不仅

建立了滚动轴承能耗研究分析框架，还帮助企业解

决了新能源高速电机轴承研究问题、滚动轴承保持

架有限元分析技术、轴承部件阶次频率及共振问题、

定制化轴承滚子廓形设计问题等专业难题，在很大

程度上缩减了轴承研发周期，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

对于这位技术中心的博士主任，天马轴承的技

术人员都表示：“我们仿佛拥有了一个全能的知识

库，以前在遇到技术难题的时候总是想方设法去外

面找技术专家帮忙解决，现在我们企业就有这么厉

害的专家，我们都学到了不少专业本领。”跟其他部

门员工一起探讨、解决技术问题，这也是朱少成在研

发软件之余，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

科研的路上是不可能单打独斗的，为了进一步

加快研发进度，今年朱少成团队加入了一位来自俄

罗斯的专家，专门研究轴承摩擦学问题。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软件研发成功后，不仅为企业节约百余万

元的海外软件采购成本，更能积极应对外国软件卡

脖子的风险、解决软件高效分析技术被垄断的困境，

这也是朱少成专心做研发设计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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