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通过分析测试百科网及中科院微

生物研究所主页等网站，长春金赛药业等全

国各地的生物医药企业及科研院所，都可以

看到中科院微生物所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国

家重点实验室蛋白质组研究平台（以下简称

“平台”），并获得技术咨询、样品检测及课题

支撑等相关服务。

实际上，怎样建立高水平科技支撑平

台？怎样为科学研究、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

化提供支撑？怎样使科学研究真正面向国民

经济？就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公共技

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国

家重点实验室蛋白质组学研究平台负责人罗

元明常常考虑的事情。

中科院微生物所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

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2004 年成立了蛋白质组

研究平台。目前，该平台每年为约 37 个课

题组的 150 个课题提供技术咨询及样品检

测服务。

虽然中科院微生物所每年的技术转让收

入约 1000 万元左右。但是论文发表之后很

难转化成产品，如果有一支队伍专门去挖掘

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并提炼形成成熟的工艺，

那么转化的成功率将大大提高。

“这就需要从事组学研究的技术人员将

基因组、蛋白组及代谢组等结合起来，进行系

统的底物筛选、代谢途径优化、酶制剂筛选及

产物筛选，通过突破重大组学关键技术，建立

高效的产品工艺，从而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

速度和最优的产率合成我们急需的产品，而

这些都是在实验室炒概念办不到的。所以，

必须建立以组学为特征的合成生物学技术支

撑平台，加强合成生物学领域技术和工艺研

发。”罗元明说。

现在中科院相关院所已经有负责转移转

化相关部门，但转移转化中心所负责的产业

化项目和研究所课题组科研成果转化关系并

不大，没有很好的协调和统一。

“技术平台的职能除了科研支撑外，其真

正的优势在于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我们团

队于 2015 年初在天津东丽经济技术国家级

开发区建立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要规划建

立生物医药检测平台、产品研发平台、产品中

试平台、资质平台及大健康服务平台，利用已

经建立的技术和工艺，加强在医疗器械、药品

及保健品等领域的产品研发、产品质量标准

建立、技术支撑及大健康服务，打造服务于天

津市，乃至于京津冀地区的国家级生物医药

产业化基地。”罗元明说。

“要实现研究所的特色，要加强成果转化和实现产业化，就必须

像重视科研体系那样去重视技术体系建设，必须对现有技术人员队

伍及设备规划进行改革和重组，必须建设强大的产业化技术体系。”

罗元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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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科技人员扶贫记

■绿色前沿

水满乡地处五指山脚下，是黎苗族同胞聚集

的中部山区。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

民收入水平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琼州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兽医专业讲

师方国和，2013 年到水满乡挂职担任科技副乡

长，先后走遍全乡 27个自然村。

“他为水满乡提出了打造高山有机茶、五指

山小黄牛、特种野猪、山鸡、水满鸭、高山蔬菜、林

下种植益智等特色优势产业的农业发展新思

路。”乡亲们说。

三年来，方国和先后筹措投入科技资金 15

万元，对农民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他深入种养殖基地开设“现场流动课堂”，举

办种养殖生产与防病技术培训班 30 多场次，每

年组织“科技活动月”活动，带领农民到多个乡镇

的农业基地考察，帮助农民引进高山有机茶、五

指山小黄牛示范推广新技术，加强农业科技 110

服务站建设，为农民提供全天候的农业技术咨

询、答疑解难。水满乡先后有 3000 多人次受到

了较为系统的科技培训。

水满茶是水满乡的支柱产业。“我们推出‘公

司+农户’的合作模式，引进大型茶业公司与当

地 48户茶农签订补贴收购协议，公司按每亩 200

元的标准，每年给 228 亩茶园种植补贴，茶农则

保证其采摘的茶青由公司以不低于市场的价格

回收。”方国和说。

当地茶园规模从 2012年的 3300亩增加到了

2015 年的 4800 亩。经过改良的茶园，茶青产量

从原来亩产 300多斤提高到 500多斤。很多茶农

自加工的成品茶叶平均价格从原来一斤 250 元

卖到了 600 元。全乡水满茶人均收入提高到

2553元。

五指山小黄牛因肉质鲜美而享誉海南，水满

乡方好村方好雾寨种养专业合作社多年以来致

力于五指山小黄牛养殖，由于养殖技术落后、资

金缺乏，一直难以实现规模化养殖。

方国和到合作社为养殖户制定了一套完整

的科学养牛技术指南，并向海南省科技厅申请五

指山小黄牛养殖技术示范推广专项资金扶持。

“该合作社的小黄牛养殖规模从 2013 年以

前的不足 40 头到 2015 年开春达到了 120 头，养

殖利润从 2013 年前的不足 20 万元到 2015 年达

到 120万元。目前已有近 20家农户参与，成为五

指山市农民增收的特色品牌产业。”方国和说。

除了五指山小黄牛养殖项目，自 2014 年来，

方国和还指导当地农户实施果子狸养殖技术示

范推广项目，获海南省科技厅专项资金扶持，推

广周边农民养殖规模达到 850只，并被五指山市

确定为西部发展重点项目加以扶持。

挂职三年来，方国和先后带领当地农民发展

特种野猪、水满鸭、石鲮鱼、高山蔬菜等 10 多个

种养科技项目，参与农民达到 30多户。

毛脑村委会返乡黎族大学生王启旺于 2012

年在家乡成立合作社创办立体种养殖基地。方

国和为其争取农业扶持资金 8万元，发展其五脚

猪—茶—鸭鹅—鱼的混合立体种养殖业。

“我的立体种养殖基地实现年增收 15 万

元，我还被乡委乡政府推选担任了村干部。”王

启旺说。

雷华松等 6 人曾是方国和的学生，毕业后，

在老师建议下到水满乡创业。

如今，在方国和的帮助下，该合作社的山鸡

养殖规模种鸡已达 1万多只，年供鸡苗能力 50多

万只，总产值 400万元，实现利润 200多万元。

方国和：送上致富“敲门砖”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推进“互联

网+”现代农业，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

升级。记者日前走进位于北京派得伟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的“农业部农业物联网系统集成重点实

验室”，探寻农业物联网为现代农业带来的改变。

农业生产和物联网联姻结硕果
1 月 8 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

开。由浙江大学主持，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

心和北京派得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参与申

报的“植物—环境信息快速感知与物联网实时监

控技术及装备”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农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其生产存在季节

性、地域性强，生产者分散且生产周期长，生产出

来的产品标准化程度低等，是长期困扰发展的主

要问题。

农业物联网技术和产业的迅速发展,已成为

新一轮我国农业产业革命的重要发展方向。

2013 年，农业部批准了依托北京派得伟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的“农业部农业物联网系

统集成重点实验室”等 29 家为农业部（企业）重

点实验室。

“该实验室主要面向设施农业物联网技术、

大田苗情监测与节水灌溉物联网技术、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与溯源物联网技术、农资流通物联网

技术、健康养殖物联网技术等 5个方向开展农业

物联网应用技术产品开发和落地服务工作。”北

京派得伟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农业部重点实

验室主任及学科带头人杨宝祝说。

在杨宝祝的带领下，该农业物联网系统集成

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 90人，其中，博士 8人，硕士

32人，其他 50人，专业涵盖农学、计算机、农业工

程等多个领域，为实验室建设和企业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

此外，实验室具备坚实的硬件基础，实验室

面积 3700 平方米，仪器设备总量超过 4000 万

元，2014年新增仪器设备 2000万元左右，野外实

验基地 400余亩。

不断的体制机制创新，让企业迸发出新的生机。

仅 2015 年，该重点实验室共承担 10 项科研

课题，其中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1 项，省部级

项目 5项，其他课题 4项。在研项目 6项，结题验

收 4项。

“比如，北京市设施农业物联网应用示范工

程项目，此项目 2015年 6月已通过验收。项目在

北京大兴、朝阳、丰台、顺义、通州、延庆、房山、昌

平等 8 个区县的 23 家单位，建设了 5000 亩设施

农业物联网技术核心应用示范区，有效示范带动

区达到 20000 亩，辐射周边带动区 50000 亩。”杨

宝祝说。

技术快速转化带来新动力
1月 21日，北京派得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刚与连云港农业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连云港市农业委员会针对派得伟业在现代

农业信息技术领域的科研成果，选择适宜在连云

港市应用的农业信息化技术或产品，通过引进并

转化，在满足连云港市需求的基础上，不断提升

连云港市农业信息化水平。”杨宝祝说，双方将在

项目、技术、资源、人才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因为重视平台搭建，北京派得伟业公司依托

农业物联网系统集成重点实验室，实现了设备、

人才、技术、项目等资源的整合，结合首都科技条

件平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发实验服务基地建

设，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的农业物联网技术创新体系。

“其中，实验室通过购置服务器、存储、支撑

软件、专业分析系统等软硬件设备，实现学科群

内各观测站之间科学数据的汇聚整合与高效利

用，促进了仪器设备的共享利用，提高综合实验

室设备开放利用率。”杨宝祝说。

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底，公司总产值和收入

中 80%左右来源于实验室科研成果和延伸收入，

技术性收入与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总和占当

年总收入的比例达 60%。

因为搭建的平台效果良好，让科研人员有更

多的精力可以投入到核心技术研发。

2014 年 ，派 得 伟 业 研 究 开 发 经 费 共 投 入

1200 万元左右，主要用于设施农业物联网管理

系统、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溯源物联网系统、智慧

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和农业园区虚拟现实展示系

统等的研究开发工作。

“比如，我们开发的设施农业物联网管理系

统采集终端，可实时采集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光

照强度、土壤温度、土壤含水量信息，并具备现场

触摸屏显示，GPRS数据实时上报功能。”杨宝祝

说，另外，开发了设施农业物联网管理监控系统，

具备实时采集、远程控制、自动控制等功能，可监

测各类传感器数据，控制各类大功率与小功率自

动化设备，与摄像头结合可提供现场的实时监测。

“还有菜篮子质量安全管理系统的开发，该

系统围绕种植基地在生产过程中对基础信息、种

植档案信息的采集和管理、溯源条码的应用，以及

农产品在种植和流通过程中的信息备案、传输、核

实等方面建设基础信息管理、生产记录管理、溯源

信息管理、数据统计分析等系统功能。”杨宝祝说。

通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重大项目的建

设，北京派得伟业公司依托重点实验室等资源，

在农业物联网技术方面开展技术创新，因地制宜

的展开示范和推广应用工作，探索了一条适合我

国国情的科技成果转化之路。

让农业生产“潮”起来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