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咱瓦轴产品一直是中国第一

对于一个喜欢美食的人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
冬日里“瓦房店地瓜”的沿街叫卖声和甜脆爽口的瓦
房店苹果带给味蕾的愉悦。

其实，瓦房店之于我们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
里，是中国轴承工业的发源地。

瓦轴集团创造了中国轴承工业史上的众多个
第一：新中国第一套工业轴承、第一套汽车轴承、第
一套坦克诱导轮轴承、第一套铁路机车轮对轴承、第
一套核工业轴承、第一套铁路货车无轴箱轴承、第一
套机床精密轴承、第一套冶金轧机轴承研制成功大
型卫星观测仪用轴承、第一套轿车前轮毂轴承……
中华世纪坛旋转体组合轴承也是由瓦轴研制成功
的，还有配套三峡工程的轴承。

瓦轴集团是中国唯一一家能够全方位提供全
系列铁路客车、铁路货车、铁路机车、地铁轻轨轴箱
轴承的企业。

数不清的第一，是瓦轴。

瓦轴
1980年

赵 霞：杨老您好，我今天特意到您家来拜访
您，是想探寻一下与我同年诞生的那套特大型轴承
从孕育到产生的过程。

杨兴家：原来那套8038/900特大型剖分轴承
是 1980年为鞍钢第三炼钢厂设计的（由他人设
计），外径1.27米，用在150吨转炉两边的耳轴上。
最初设计是空心滚子轴承，但是大型炼钢转炉轴
承需要承载能力大、耐疲劳、耐冲击、耐磨损，而空
心滚子易碎，轴承寿命有限，于是我开始意欲改进
设计。这种大型轴承的构思是有难度的，因为此
前对于剖分式调心滚子轴承通常都是采用空心滚
子的结构设计，还无实心滚子的结构设计先例。
为了满足用户对轴承使用寿命的要求，我到鞍钢
现场实地考察，想办法创新，经过构思、方案优选，
最终想到了能不能采用实心滚子来提高轴承的使
用寿命，利用剖分式结构来提高安装拆卸效率，终
于设计研制成功8038/1180国内最大的实心滚子
剖分轴承。

赵 霞：设计这个大轴承，您花了多长时间？
杨兴家：那时候，一般的轴承设计用三五天、最

多一个星期就能设计完成，但是这个大轴承足足用
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它不仅十分复杂，各方面考
虑也要十分精细周全，后来经过反复试验证明是非
常成功的，这突破了当时传统的设计方法。当时的
实践也证明，采用剖分结构后，大幅度缩短了更换
轴承的时间，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减少了
安装费用，而且可为国家多炼钢，取得了明显的经
济效益。而且这种实心滚子支柱焊接实体保持架
的剖分轴承结构，在国内外尚属首创。

赵 霞：我看到您保留了当年的计算书，上
面都是您用笔手工计算的，设计图也是手绘的。
现在虽然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计算，速度快一
些，但您那时候的设计，根基更扎实严谨。现在
设计一个轴承，半天就能完成，输入数据程序计算
机就可以给出尺寸，设计图也是CAD 图纸，直接
就能输出。但设计者应当有自己的想法，人还是

得主导电脑。现在有些年轻的设计人员，在计算
过程中想优化细节却不一定能把握好，这是我们
要向您这样的老专家学习的地方。您能不能给我
介绍一下瓦轴的历史？

杨兴家：瓦轴历史悠久，是中国轴承工业的发
源地。瓦轴曾是中国第一轴承厂，1950年，北迁建
了哈尔滨轴承厂；1955 年，援建了洛阳轴承厂；
1965年，包建了西北轴承厂……全国大多数轴承
都是瓦轴生产的，冶金矿山需要的大型轴承，铁
路、货车轴承和汽车轴承，以及国家重点工程大部
分用的都是瓦轴的产品。1971年我来到瓦轴工作
后，特地到大学班进修了3年，1980年调到瓦轴的
技术处搞轴承产品设计。那时候曾经一年在外出
差300多天，搞市场调研、帮用户选型、指导安装和
售后服务。1995年，瓦房店轴承厂整体改制为国
有独资公司，更名为“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1997年，也就是我退休的那年，瓦轴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B股挂牌上市。

上世纪80年代的设计图纸、装订整齐的计算书、一行行手写得工整精确的计算公式、厚厚一摞的科技成果证书……这是一位
年近八旬的老科技工作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严谨与扎实。40年过去了，这些资料除了留下泛黄的历史印记，页面依然保存如新。

聊起轴承来，杨兴家（右）和赵霞都十分投入。

1月1日，辽宁省第一个轻纺产品市场——
沈阳市铁西区轻纺产品市场正式开放，上市
商品200多种。

2月18日，丹东发现了全国最大的硼矿，
仅在凤城一带探明的蕴藏量就达2.6亿吨。

3月1日 辽宁《清史简编》编写组编纂的
《清史简编》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
中国清史研究的空白。

3月22日至27日，省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
大会在沈阳召开。省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曲艺、
摄影、民间文学研究等七个协会均召开了会员代
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省文联第二届委员会。

5月14日，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岳
飞传》等 5部评书在南京召开的 61家电台文
艺广播协作会上获一等奖。

6 月 3 日至8 日，省委在沈阳召开全省知
识分子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领导，充
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若干规定》，强调要认
真选拔知识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合理使
用党内外知识分子，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提
高知识分子待遇，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
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7月29日，辽宁省改革物价管理体制，扩
大市、地物价管理权限。试行统一价格、浮动
价格、协议价格，给企业一定的作价权限。

8月6日 经国务院批准，辽宁蛇岛老铁山
被列为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1982年2月12
日，蛇岛老铁山被列为全国8个鸟类自然保护
区之一。

9月17日，辽宁省第一条跨海底通信电缆
工程旅顺至山东蓬莱海底通信电缆敷设施
工。1982年9月9日竣工，总长159.3公里，投
资333万元，开通24路载波电报电话电路。

9 月 28 日，铁法矿务局晓南竖井建成投
产。该矿井1971年10月兴建，设计年产煤量
90万吨，共有地质储量1.5亿吨，可采煤1亿吨。

数不清的第一

2007年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赵霞来到瓦轴集团工程中心从事仿真计算工作。十多年间，她攻关了大大小小无
数科研难题，并逐渐成为公司轴承计算智能分析领域的骨干。

赵 霞：杨老，您退休后的这二十年，瓦轴
的技术和产品都在不断地创新和进步。过去轧
机都在生产普通轴承产品，现在的低温稳压技
术轴承，世界上除了德国和日本能生产外，我
们瓦轴也能生产。现在，瓦轴打造的工业装备
类轴承，是中国第一轴承品牌，我们始终保持
着中国第一轴承的地位。

杨兴家：现在无论是设备还是设计方法，
一定更先进了。

赵 霞：有句话一直鞭策着我——“纸上
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知道，即使
积累了再多的书本知识，也不如真正去操作和

实践更有作用。我来瓦轴工作 11年了，与同事
们一起坚持创新，把先进的仿真计算理论与方
法运用到企业的研发当中，对高端轴承设计进
行优化，建立了轴承模拟仿真分析方法，使高
端轴承能够在研发阶段进行风险评估，提高了
公司轴承研发能力，缩短了研发周期。这些
年，我和同事一起完成了从 1.5MW 到 6.0MW
风力发电机配套用偏航轴承、变桨轴承、主轴
轴承的仿真计算工作，抢占了风电轴承市场，
还组织完成了轧机轴承、水泥立磨轴承、铁路
货车轴承、商用车轮毂轴承等领域 100 多个项
目仿真计算方法的建立及轴承设计优化工作。

杨兴家：你们现在的生产、设计工作也非
常紧张忙碌吧？

赵 霞：是的，其实软件分析是项很枯燥、
很繁琐的工作，需要处理庞大的计算数据，分
析方法复杂，经常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反
复验算。有时候，为了解决一个计算问题，需
要查阅国内外很多资料，大家互相商讨，比较
研究新方法。我们也像老一辈设计者一样，
需要深入客户现场，研究轴承实际工况，回来
后马上实施计算，力求更准更快完成，为设计
和生产争取时间。得到客户的认可，就是我最
开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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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霞
1980年出生，现为瓦轴集团工程中心智能辅助设计研究

所所长。

杨兴家
中国第一套特大型轴承的设计者。1997年退休前，一直

从事瓦轴产品设计工作。

对话时间 2018年11月7日 对话地点 杨兴家居所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瓦轴的历史弥足珍贵，它浓缩了中国轴承工业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今年，正值
瓦轴建厂80周年，当下的瓦轴，一头连着历史，一头牵着未来。发展是最好的继承，进步是最好的纪念，这是瓦轴人持有的理念。

杨兴家：小赵，我退休 20年了，但一直没忘
记自己是瓦轴人，非常关心厂子的情况。今天
你来看我，也跟我讲讲瓦轴现在的发展怎么样
吧。

赵 霞：好的。咱们瓦轴集团现在是世界
轴承业的十强之一。集团在瓦房店、大连、辽
阳、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共有九大制造基地，全
资、控股和参股子公司 25 家，共 27 个制造工
厂。现在，我们能生产从内径20毫米到外径16
米十大类、各种精度等级的两万多种规格轴承

产品。在重大技术装备配套轴承、轨道交通轴
承、汽车车辆轴承、风电新能源轴承、特种精密
轴承等领域打破了国外的市场垄断和技术封
锁，市场占有率都达到25%以上。

杨兴家：我最近看到新闻报道，说瓦轴生产
的轴承能用在复兴号上了？

赵 霞：没错。这些年，瓦轴发展得很快，
是规模增长最快、实力扩展最强、财富积累最
多、品牌提升最高的时期。2013年3月，瓦轴并
购了德国百年的轴承公司——KRW公司；今年

6月，又与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今年10月，瓦轴自主研制的高速动车组
轴承在复兴号上试用，现在已经通过国家验证
与要求，确定可以在复兴号上使用瓦轴的轴承
了。我们的钢铁轴承，进入德国第森克鲁博世
界第一钢铁企业；风电轴承进入了西门子，为西
门子大批量配套，今年又签订了 1 亿多元的订
单；汽车轴承进入美国通用、沃尔沃、德国的宝
马等企业，这些企业的车是世界最高品牌，他们
使用的轴承也代表世界最高的水平。

瓦轴集团生产车间。

1980年 3月 29日，中国第一套特大型轴承在瓦房
店轴承厂试制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