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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变电检修工李强：

他他发发明明的的剥剥皮皮钳钳
成成全全省省电电工工标标配配

在国家电网枣庄供电公司
滕州运维站，变电运维九班副
班长李强一干就是 3 0年。从
1986年参加工作起，李强就一
直在变电检修一线做电工。从
一个看似简单的避雷器安装支
架,到一把小小的电缆剥皮钳，
李强的工作不仅仅是在电线杆
上爬上爬下，他还在用一个个
发明改变着自己的工作，甚至
还在改变着整个变电检修行
业。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做出了
多少发明创造，但是在他的手
里，仅国家授权专利就已经有
100多项了。

文/片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冻”出来的发明
让检修过程免停电

4月12日，虽然没有检修施
工，但李强也没闲着，他在公司
的实训室里又开始了他的发明
创造。从30年前参加工作当了
一名变电检修工开始，李强一
直在寻摸着给他的工作带来一
些改变。“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
要实现少停电、不停电，一切的
改变都只为了这一点。”操着滕
州味十足的口音，李强介绍着
自己的一项项发明。

现在又到了雷雨多发的季
节，李强却忘不了他在冬天“冻
出来”的那个发明：一种结构并
不算复杂的避雷器安装支架。

“在输电线路及变电站，都会安
装很多避雷器，所以在春雷到来
之前，给每个避雷器做试验是每
个冬天都要做的例行工作。”在
如哨子般嗖嗖响的北风中爬到
高处取下避雷器，做好试验再安
装好，是宗慧芳难以磨灭的记
忆。刚参加工作时，她跟着李强
外出检修，即便是个“女将”，爬
上爬下也是必有的流程。“最主
要的是，只要拆下避雷器，就必
须先停电，那是工作的标准流
程。”宗慧芳说。

直到李强的避雷器安装支
架出现，避雷器试验施工有了
颠覆性的改变。“只用绝缘杆顶
着支架，就可以把避雷器轻松
取下，做完试验再装回去，不用
登高，更不用停电。”李强说，在
将自己的这项发明变成现实之
前，他记不清在脑子里构思了
多少次，最终在2000年的一个
夏天，趁着在变电站施工午休
的时间，用了两个月，把这个小
发明变成了现实。“能带电作业
就不用停电作业，只要少停电，
所有的努力就没白费。”李强是
鲁班共产党员服务队的队长，
因为他的发明，很多需要停电
作业的变电检修工作都免去了
停电的流程。

对自己的发明
继续改进

将空中的活挪到地上干、
将笨重的活变得轻巧……李强
说，自己其实是个“懒人”。不过
这个“懒人”的发明却让变电检
修变得简单了不少。在办公室
里，李强拿着自己发明的一个
大钳子想着继续改进，他说，

“见过电线杆上连在地上起固

定作用的拉线吧，在以前，又硬
又粗的钢丝绳要靠人工掰弯，
这个大钳子就给人省了不少力
气。”李强发明的这个用于拉线
制作的大钳子已经在枣庄的变
电检修工作中推广了，他现在
又想着让这个拉线制作工具变
成电动的。“初步有了一些想
法，还要做做试验才行。”

“做了这么多年的变电检
修工，对这个工作太了解了，工
作中仔细钻研了，就能发现改
变的空间。”在对大钳子的改造
进行构思的同时，李强对自己
的另一项发明——— 中置柜专用
移动小车的改造也在进行。在

实训室里，李强正准备将小车
上的液压千斤顶改换成更实用
的螺纹千斤顶。

“虽然是一个个小发明，但
李师傅给变电检修工作带来的
改变却是看得见的，他的每项
发明都填补着一项专用工具的
空白。”朱先振是枣庄供电公司
滕州运维站的负责人，他拿起
一个外形有些奇特的小钳子，
在一根电缆上一转，电缆皮就
轻轻松松地脱落了。这个小钳
子就是李强发明的。

“其实，这个叫做‘控制电
缆剥皮钳’的专用工具，灵感来
自市场常见的鱼口钳，我在加

了两个刀口后重新做了设计。”
李强介绍，自从有了剥皮钳，控
制电缆剥皮就告别了壁纸刀和
电工刀的时代，“电缆是圆的，外
边又十分光滑，在以前，刀片划
伤手，或因划得太深将电缆绝缘
层划破都是很常见的事。”据介
绍，李强的这个小发明成功解决
了控制电缆没有专用剥皮钳的
历史。在2012年成功申请专利
后，李强的这个发明从2013年开
始便在我省广泛推广了。

为学机械原理
跑遍周围机床厂

在滕州运维站鲁班工作室
的成果陈列室里，李强的每一件
发明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一
件发明或工具看起来都十分简
单，但都耗费了不少功夫。”李强
说，高中毕业时，他并没有机械
方面的基础。“每有一个发明的
想法，都要从头学起，机械方面
的知识、材料方面的知识，都得
通过各个方面去学习。”

在陈列室里有一个新型变
压器呼吸器的发明，看起来似乎
只是将呼吸器的位置从上边移
到下边，“位置的改变提高了安
全性，虽然只是调整位置，但也
会耗费不少精力。由于接头有
油，不能直接焊接，但是用普通
螺丝的话，又怕密封性不好。那
段时间，他上网把各种水管、油
管、气管的接头都研究了个透，才
最终选定了一个接头的方案。”

在离运维站不远的几个小
机床厂，几乎每个厂子都留下
过李强的踪迹，“大的机床厂不
让随便进，只能去这些小厂，跟
人家交流学习各种机械原理，
这些年下来，大大小小的机床
加工厂去了不下几十个了。”最
近，在老同学董金刚的小机床
厂，李强总会时不时去探讨一
番蜗轮的工作原理，李强又想
设计一个蜗轮断线钳，“在埋线
沟里，断线依然要靠手锯，但很

多地方空间有限，手锯无法发
挥，如果能用蜗轮原理做一个
断线钳，就可以节省不少力气，
只是蜗轮与蜗杆的配合问题还
是搞不大明白。”

现在，在变电维修工的岗
位上，年近五旬的李强已经获
得了127项国家专利，其中有11
项是发明专利。这些年，他发明
的耐张跌落式熔断器和新型耐
张隔离开关都曾获得山东电力
技术革新一等奖，他发明的控
制电缆剥线钳还曾获得枣庄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我没有太多
别的追求，只想把自己的工作
做到极致。”李强说。

光大学生徒弟
就有近30个

在鲁班工作室的实训室
里，满地的工具中，大学本科毕
业的王一帆与李强一起商讨着
中置柜专用移动小车的改进方
案。李强参加工作时刚高中毕
业，但在运维站，王一帆是李强
的徒弟，“大学生徒弟陆续有快
30个了。”看着自己的徒弟一个
个离开运维站，李强又带着新
的徒弟开始新一波的发明。

“毕竟自己的知识面有限，
有些东西即便想学，也很难学得
会。带着徒弟了解变电检修的工
作，也是在跟他们学习东西。”在
运维站，所有的大学生也是鲁班
工作室的一员。眼下，李强正与
王一帆合作研发一个接地验电
小车，“希望在电控方面能实现
操控准确无误，机械方面我学了
不少，但自动化控制方面就得依
靠年轻人来设计了。”李强说。

“感应取电式驱鸟器”“鸟
巢拆除绝缘工具”“电动扳手转
换接头”……在实训室的墙上，
悬挂着鲁班工作室在今年的一
些研发计划。对李强来说，30年
变电检修工作中需要提高和改
善的地方还有很多。“只要想做
事，永远也干不完。”在实训室
里，李强给刚到单位不到半年的
大学毕业生徐可新和马兆国介
绍着一些机械的原理。对于两个
年轻人来说，闲暇之余到实训
室参与各种发明创造也成为他
们的一种习惯，“其实不全是为
了发明什么东西，参与的过程
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主办：山东省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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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和他发明的各种小工具。

李强在焊线路板。

李强在和自己的徒弟探讨研发中遇到的问题。

扫
码
看
工
匠
精
神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