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责编 马 霞 李建荣2015 年 1 月 22 日 星期四 JU JIAO 聚 焦

在 1 月 9 日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上，山东省获评国家科技奖在数量、质量和

结构上均取得重大突破：共有 28 个项目获

奖，包括自然科学奖 3项、技术发明奖 5项、科

技进步奖 20项。

其中的意义在于，获评国家科技进步通

用项目一等奖 2 项，占全部 14 个获奖项目的

1/7，也打破了山东省单位主持完成的成果

连续四年无缘国家科技一等奖的局面；获评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结束了山东省单

位主持完成的成果连续五年无缘获此奖的

历史。这也是山东省科技厅《关于改进山东

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的意见》实施后取得的

可喜成果，令省内科技界振奋。

国家科技奖实现四大突破
2012 年以来，国家不断深化科技奖励制

度改革，着力优化奖励结构，提升项目质量，

奖励数量逐年减少，特别是科技进步奖数量

大幅减少。在此背景下，山东省 2014 年获奖

数量创下近三年新高，比去年增加了 1/3。

浪潮集团“高端容错计算机系统关键技术

与应用”成果的研发应用，突破了国外对容错

计算机系统研制技术的封锁和垄断，对保障国

家信息安全意义重大；山东康平纳集团“筒子

纱数字化自动染色成套技术与装备”成果的推

广实施，对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实现纺织

产业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两项成果获

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创五年来新高，历史

上只逊于2009年度。

山东悦龙橡塑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钻井平台用耐火液压软

管，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降低了钻井平台建

造成本，缩短了建造周期，已经作为国家科技

进步特等奖候选项目——“超深水半潜式钻

井平台‘海洋石油 981’研发与应用”的参与项

目，由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推荐参加 9

月下旬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评审，继 2008

年、2010年之后，山东省作为参与单位第三次

获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殊荣。

基础研究一直是山东省科研工作的薄弱

环节，此次由山东大学主持完成的“自守形式

与素数分布的研究”成果被评为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标志着山东基础理论研究水平有

了新的提高。

山东省科技奖励成果四大特色
与国家奖类似，2014年度山东省科技奖励

成果也是特色十足。235项授奖项目中，自然

科学奖 20 项、技术发明奖 20 项、科技进步奖

195 项。奖励数量比上年减少 211 项，但奖励

授奖项目质量较上年进一步提升。

重点鼓励高水平科学发现和原创性发明成

果的奖励导向得到了充分体现。技术发明奖和

科技进步奖项目中具有发明专利的占85.8%，比

上年增加了30.5%。平均每个奖项有4.5个发明

专利，比上年增加了2.7个，增长了150%。

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项目中，农业、

海洋渔业、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与新

医 药 、装 备 制 造 、新 能 源 等 领 域 94 项 ，占

43.7%，比上年提高了 6.1%。优势产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获奖比列较高，说明科技创新对

结构调整的作用明显增强。

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项目中，涉及

食品安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

境保护、资源高效利用等民生项目 108 项，占

50.23%。在 26 项一等奖项目中，节能减排领

域项目 5 项，接近总数的 1/5。科技为生态建

设与发展、提高百姓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等

服务民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 127 项技术开发类项目中，企业牵头

完成的 74 项，占 58.3%；企业参与完成的 28

项，占 22.1%；企业参与总数达 205 家，平均每

个奖项约有 1.6 家企业参与。在政府科技政

策引导下,企业日渐成为科技创新体系中的

主导要素。

山东科技这一年
——2014年山东省科技奖励的新突破

□ 通讯员 王宝立

王军成从事海洋环境监测技术与装备研究 30 余

年，先后主持了我国三代大型海洋资料浮标系统的研

制工作，为我国海洋环境监测装备与技术发展做出了

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提出了海洋环境监测资料浮标

的研制设计理论和方法，奠定了我国海洋资料浮标研

究设计的理论基础，研制了不同型号的系列化浮标及

传感器，构建了我国海洋资料浮标技术体系，指导形

成了一系列海洋监测技术规范与标准，引领了我国海

洋资料浮标技术发展方向，实现了海洋资料浮标系列

化装备。其研究成果支撑建设了我国海洋监测“海洋

资料浮标网”及“海洋气象浮标网”的业务运行，在我

国海洋环境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环境保护、海洋

资源开发、海洋权益维护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王军成先后主持了“十五”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2

项、“十一五”国家 863 计划重点项目 1 项、“十二五”国

家 863 计划重点项目 1 项、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2

项、山东省重大科技专项 2项，参加了国家“七五”科技

攻关计划项目 1项。

35年来，王军成一直在与这条“蛟龙”博弈。

有时候，大海像是一个恬静的婴儿，一旦

发怒，它瞬间变成了肆虐的蛟龙，狂啸暴吟着

企图吞噬一切。千百年来，人们渴求了解这

条“蛟龙”、认知这条“蛟龙”、征服这条“蛟

龙”，开发出与这条蛟龙了解沟通的工具，为

人类的海上交通、海洋生态、海矿开发、海上

军事活动提供服务，但它喜怒无常的脾气侵

蚀了一波又一波冒险者的勇气。

征服“蛟龙”是从摸清其秉性开始的。

二三十年与茫茫未知海洋的博弈，王军

成收获颇丰。1993 年和 2002 年，他用来监测

海洋 20 多种要素的浮标两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从 1989 年中国第一台业务化运行的海洋

浮标在北海的布放开始，王军成带领团队将

自主创新、国际领先的浮标陆续投放到渤海、

黄海、东海、南海，而后进入钓鱼岛海域，并首

次布放在北极，还保障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帆船赛的进行……

从水面到水下，在蓝色世界中求索，王军

成用 35 年青春为国家干成了两大工程：前 25

年，他的浮标将海面的风速、风向、气温、气

压、湿度、雨量、能见度以及海水的流速、温

度、盐度等 20 多个关键参数实时监测；近 10

年，这个追梦者又将目光瞄准了水下，对潜标

技术进行着锲而不舍的探索、研制。

三十五年来，他经历了什么？

第一部分：国家的迫

切需求

将我国的认知视野从大陆
延伸到海洋

海洋资料浮标是一种现代化海洋观测装

备，具有全天候、全天时稳定可靠收集海洋环

境资料能力，能实现海洋环境参数的自动采

集、自动收发，是现代海洋环境监测的重要手

段，对海洋预报、国防安全有特殊意义。“王军

成以其研制的浮标将我国的认知视野从大陆

延伸到海洋，当之无愧是我国海洋环境浮标

监测理论及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同是海洋人，中科院资深院士、中国海浪

学科的开拓者和带头人之一文圣常先生熟悉

王军成的研究领域，在他看来，针对我国落后

的海洋浮标监测技术现状以及国家海洋监测

事业的需要，王军成克服种种困难，经过 20

余年的不懈努力，解决了海洋资料浮标在海

上跑锚、倾覆、断链、水文气象数据准确测量、

数据通信等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难题，成功研

制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够适应恶

劣海洋环境的大型海洋资料浮标系统。大型

浮标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海洋环境监测浮标

进入业务化运行，为我国对领海内进行大面

积海洋环境监测提供了国产化骨干装备。

“他瞄准国外发达国家建设海洋监测网的

趋势，不遗余力的促进浮标技术的产业化，支

撑建设了我国的‘海洋资料浮标网’和‘海洋气

象浮标网’，开创了我国海洋浮标监测网从无

到有的历史，使我国海洋观测技术水平进入世

界先进行列，对于我国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

洋环境、维护海洋权益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腐蚀与防护

专家侯保荣先生同样对王军成的评价甚高：

“王军成是我国大型海洋浮标的奠基人之一

和技术领导者，他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具有

实用价值的大型海洋浮标系统，实现了我国

业务化大浮标从无到有的突破。”

侯保荣院士认为，在王军成的主持下，20

余年来我国大型浮标实现了多个技术跨越：研

究出浮标系统冗余设计方法，攻克了海洋恶劣

环境下长期运行的可靠性难题；研究出浮标监

测数据反演校正方法，解决了不同浮标状态下

获取的数据的一致性问题；研究出大型浮标标

体拼装方法，解决了大浮标深远海布放维护高

危问题；提出了浮标随波特性分析方法并研究

出了波浪测量数字积分方法，解决了浮标波向

测量难题；研究出了浮标系留索链缆混合技

术，解决了深远海浮标锚系安全问题。通过这

些技术进步，使海洋浮标具有了在近海、深远

海和极地海洋等特殊环境条件下执行全天候

海洋监测任务的能力，支撑建设了“国家海洋

资料浮标监测网”，使我国浮标综合技术性能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打破了对国外浮标神话的迷信

“每分钟就要把海上的气象变化传输到

运动员佩戴的接收器上，运动员需要随时了

解海上的风速和气压变化等信息。”

尽管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帆船比赛的要

求“苛刻”，但还是吸引了国内外的浮标生产

“巨头”齐集青岛参加竞标。代表着该领域世

界水平的挪威浮标最终中标。设备到位后，

进行海上试用，结果该浮标运行半年就坏了

两次，而且维修非常不便，难以及时处理。

于是，奥委会随即决定改用我国自主研发

的浮标，使王军成和他的浮标脱颖而出。“2007

年夏天我们把浮标布好，直到 2008 年奥帆赛

结束，设备一直正常运行，质量非常过硬，顺利

完成任务。奥委会专门给我们发来感谢信，感

谢我们保障了帆船比赛的顺利进行。”

临时“替补”上场，却干成了“世界水平”胜

任不了的任务，难怪有人调侃：进口货和中国造

比较，事实才能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世界水平。

满足了国家的需求

每天中午，央视新闻之后的海浪预报是

沿海人的“眼睛”，左右着他们的出海活动。

王军成团队提供的浮标每天向国家海洋局和

中国气象局提供近三万组气象水文数据，为

海洋灾害预警预报提供了不可取代的实时数

据。按照《中国海洋灾害公报》的数据，浮标

组成的预报网络，大大减少了海洋灾害对我

国沿海人民造成的伤害，也使得每年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在十年间降低了数百亿元。

在海洋监测装备领域，虽然王军成所在

的“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是一

个地方院所，但在行业内的声誉却是“国家

队”，它经常是用户“唯一”可信任的选择，其

中的事实是，我国目前在沿海布设的业务化

运行的逾百套浮标，几乎全部为该所研制。

“我从走上这条路开始就有一个强烈的责

任感：中国要成为海洋强国，海洋技术必须先

行。国家迫切需要这项事业，我从事海洋技术

研究，就有责任来为国家解决一些问题。”

第二部分：搞海洋装
备比陆地、空天装备更难

大海探险靠勇气

海洋本身代表着博大、宽阔、力量……但

在大海中生存，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在

海风、海浪昼夜不断地拍打、侵袭中，浮标兀

自随波沉浮，顽强挺立，为人类“站岗放哨”。

巨浪、飓风、盐雾、腐蚀、潮湿、生物附着，这就

是海洋监测装备的工作环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浮标技术并不成熟，

海洋装备需要大量海上试验检验其性能，可

能设备三四个月就会出现故障，就需要进行

检修，而检修需要及时，即便大风大浪也要硬

着头皮出海。

在王军成记忆中，有一次，王军成和同事

们又要登上浮标进行作业，当时海浪高达 2

米，他们克服极度晕眩、大幅摇晃，整整坚持工

作了 4 个小时，体能已经到达极限，边呕吐边

操作。然而，工作终于完成后，风浪却越来越

大，浪高甚至达到 3 米，由于浮标和船相互摇

摆碰撞剧烈，使他们无法经过舷梯再从浮标回

到船上。迫不得已，船长只能要求王军成和同

事们套上救生圈跳入海中，然后用绳子把他们

拖到船上。“这种危险我们其实碰到好多次，我

觉得自己非常万幸，工作这几十年还没发生过

特别重大的事故，而对这种艰苦我们都已经习

以为常，这是工作过程中必须承受的。”

事实上，一个项目中王军成需要有三分

之一时间在海上的风吹浪打中度过。难怪有

人开玩笑：“王军成的团队成员身体肯定都特

别棒，整天在海上这么干能不棒啊。”

但这种风吹浪打的艰苦生活是王军成自

己无悔的选择。

探索海洋是我的最爱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海洋事业刚

刚起步，海洋装备和海洋技术方面的基础几

乎是零，这就意味着搞研究需要自己踏出一

条路，满足国家的应用需求。

1978 年，作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无线通信

技术专业的毕业生放弃了到国防科工委和

“国”字头科研机构工作的机会，到了青岛，

“我比较喜欢海，因为老家就在海边，从小喜

欢大海，渴望从事与大海相关的工作。另外，

离老家近一点，可以更好地孝敬老人，因为我

家就我一个独生儿子。”

对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选择一个陌

生的方向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还好，这个

在大学期间便习惯关注国际海洋界先进技术

动向的上进青年，迅速地将对外界知识分析

判断转化为自己从事海洋工作方向的选择。

“海洋浮标，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就是美

国，美国 80 年代已经有了海洋监测浮标形成

的国家海洋监测网，因为你要认识海洋、开发

海洋、利用海洋必须具有监测网提供的数据

支撑。而我学习的无线通信技术本身也与海

洋装备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浮标的数

据采集与传输都离不开通讯。”

挑战未知，贯穿着他的科研生涯。

我国海洋浮标的研制工作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我们没有经验，对海洋几乎没有概念，

大家都没有做过海洋仪器装备，资料也很缺

乏。”这让王军成和同事们遇到了不少困难。

1964年，国家开始意识到要重视海洋仪器

研究，国务院责成当时的第一工业部、中国科

学院、国家海洋局在青岛联合组织进行“海洋

仪器战役”，会战进行了两年后结束，初步取得

一批成果。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全国科技大

会召开以后，海洋仪器研制再次得到重视。刚

刚参加工作的王军成和单位的一些老同事，就

开始摸索着研究海洋浮标。最终，1989年，王

军成团队研制的我国第一台正式投入业务化

运行的大型海洋浮标在北海布放。

至今，他们研制的第一台浮标仍在运行，

只是随着技术进步，“内脏换了”，浮标性能更

进一步提高完善了。2009年，国家科技部评选

“国家自主创新产品”，山仪所研制的海洋资料

浮标成为海洋行业入选的两项产品之一。

第三部分：拼搏求生
存 机遇创奇迹

拼搏和坚韧才能生存和吃饱

在 1992 年的一次会议上，王军成和科研

团队得到消息，海军对当时装备的船舶气象

仪不满意。他们立即向海军领导汇报、沟通，

投入研发。军品对安全性、可靠性要求极高,

做一次定型测试就得一两年，终于，1997年第

一代产品定型,在使用中得到海军认可。现

在，我国海军大型舰艇装备的船舶气象仪都

是“山仪所造”。

为什么中国第一台业务化运行的大浮标

是他们造？为什么占国内市场份额 90%以上

的浮标也是他们造？为什么我国海军大型舰

艇装备的船舶气象仪全部都是他们造？

在王军成看来，当时的山仪所是一个差

额拨款事业单位，单位的生存和发展，包括工

资总费用 80%靠自己，“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

别的办法，必须拼搏才能生存、才能有饭吃。”

肯干、拼搏和坚韧成为王军成所在的山仪

所的突出特征，在科研和市场的竞争中不畏艰

难、百折不挠，努力争取政府项目、广泛承揽横

向课题、积极推广产品应用，在海洋科技的“丛

林”中争得生存之地，解决“吃饱吃好”的问题。

2002 年，去某部委申报海洋仪器研制项

目，王军成多次向有关负责人汇报，一直得不

到回复。再次去沟通时，该负责人很不耐烦，

“你们地方院所搞的都是小玩意，没有什么技

术含量，干不了高科技大项目。走吧，走吧，

不要再说了！”这些话深深地刺激了王军成，

因为在海洋监测仪器小小的体型下面，处处

是王军成团队的自主核心技术，一件件海洋

仪器就如同他们的孩子，他感觉自己的孩子

受到了羞辱，但他不敢反驳，怕对方更加反

感。走出对方办公室，这个山东汉子感到非

常委屈，止不住泪流满面。但他选择了忍耐

和坚持，经过多次反复汇报和沟通，最终得到

该负责人的认可和支持。

凭着这种执着和坚韧，王军成带领着山

仪所十几年来承担国家 863 项目 24 项，承担

国际合作项目 13项，承担 1000万以上的大项

目 11项，3000万以上的大项目 3项。

“我们所历来注重科研成果向产品的转

化，这是我们所与其他科研院所最显著的区

别。”王军成认为，山仪所从选题开始就立足国

家需求和市场需要，研制过程中反复征求用户

意见，不断优化产品设计，最终形成定型产品。

目前，他们的海洋监测设备年产值几个

亿，形成了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转化

到产品推广的完整链条。

抓住机遇 迎来春天

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下，我们是随波逐流

还是激流勇进？

2000 年是一个节点。在此之前，整个

1990年代王军成团队遭遇了困难——那段时

期，来自国家的纵向项目几乎没有，只好为企

业干一些配套工作，“以副业贴补主业”。在

这种艰辛的困境中，对浮标的研究，王军成没

有放下，他始终相信，对这种海洋关键设备，

国家重视是迟早的事情。

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放弃，考验着一个人

的毅力，更是智慧。2000年之后，大环境回暖

了，这段时期，国家专门制定了海洋发展规

划，王军成的浮标事业迎来春天。其中一组

数据是：90 年代后至 2000 年，浮标的科研经

费 10 年间总共不超过 200 万，而在 2000 年当

年就获得了 1100 万的浮标科研经费，至今以

每年近 30%的速度递增。

领导一个所和做一件创新产品是一样

的。2000 年之后的山仪所，自时任所长王军

成开始，提出了一系列极富特色的措施，比如

抓千万以上的大项目，以激活人才使用和搭

建平台，使三者形成良性互动；利用国际科技

合作为“捷径”，为山仪所跨越式提高科研能

力、迅速晋升“国家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十年来，山仪所连续取得了多个国家

级平台资质，他们是：2007年全国首个国家级

“国家仪器装备国际合作基地”落户山仪所；

2008 年国内海洋技术领域第一个“国家海洋

监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筹建；2009 年

“国家 863 海洋技术领域成果产业化基地”挂

牌；2013年“国家海洋监测设备产业化技术创

新联盟”获批运行、“国家海洋仪器装备国际

联合研究中心”成立。

多个国家级平台的建成，创造了全国海

洋界的一个现象——“山仪所是一个能干事，

干成事的单位。”这几乎是科技部、海军装备

部、国家海洋局的一致评价。

海洋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还

是维系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基地，正因

为此，加速发展海洋资料观测的新技术、新方

法刻不容缓。

现在，这位 62 岁的“年轻人”还保持着海

洋情怀和旺盛的干劲去对抗时间，“人生六十

刚开始”，他有更大的“海洋梦”要去实现。

探
索
蓝
色
世
界

探
索
蓝
色
世
界

探
索
蓝
色
世
界

探
索
蓝
色
世
界

追
梦
海
洋
人
生

追
梦
海
洋
人
生

追
梦
海
洋
人
生

追
梦
海
洋
人
生

—
—
二○

一
四
年
度
山
东
省
科
技
最
高
奖
获
得
者
王
军
成
的
海
洋
监
测
技
术
创
新
之
路

■

通
讯
员

厉
运
周

赵

娜

本
报
记
者

王
延
斌

浮标分布浮标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