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18 年 5 月 24 日 星期四

企业汇·成果转化 QI YE HUI · CHENG GUO ZHUAN HUA
新闻热线：010—58884063

■责编 段 佳

秀成果

扫一扫
欢迎关注

企业汇之成果转化
微信公众号

在新旧动能转换路上
山科院做“好看又好用”的科研成果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于 萍 于 萌

在首个“新旧动能转换”的国家战略下，定位为“科技引擎”的

山东省科学院（简称“山科院”）动力如何？

在 5 月 17 日召开的山东省科技奖励大会上，山科院又将两项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收入囊中，占据全省获奖数的十分之一

强。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获奖项目并不是 PPT 上的“高精尖”，而

是瞄准市场“痛点”的成果：计算中心的“物联网医疗关键技术”已

经在山东省内外开花结果，近 85 万群众享受到了这项技术红利；

生态所的“土壤石油污染修复术”已经在世界最大规模的石油污染

土壤生物强化修复工程上证明了自己，“累计处理石油污染土壤

12万吨”的庞大应用让其傲视群雄。

在经济新常态之下，山东传统产业、重化工业占比过高，经济

块头大，但“脂肪”比重高，质量不理想，处在新动能尚未确立，旧动

能仍待退去的“胶着阶段”，正需要山科院这种“既好看又好用”的

高科技项目。

“紧紧围绕制约新旧动能转换最紧迫、最突出、最重大的科技

问题需求，推进技术攻关与项目推广，推动应用型关键技术的落地

转换。”在党委书记王英龙看来，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落地是山

科院支撑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重要方面。

5 月中旬，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王英龙坦言，我们紧

紧围绕《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中的主攻方向和

主要目标，坚持以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问题为导向，把握经济

发展新常态，加大科技供给有效性，努力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科技

支撑、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撑，助力“十强”产业实现新突破，全面提

高质量效益、全面增强创新能力、全面改善生态环境、全面建立动

能转换体制机制、全面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推动山东经济由大

到强，走在前列。

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带动众多产业变革创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正加速孕育、蓄势待发，这为山东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提供了绝佳“窗口期”。

在山科院采访，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新技术、新

产业或多或少地与拥有 12 家研究机构的山科院既有产

业、既有技术产生了重合。可以说，他们超前策划，长

期积累，现在得以站到产业“风口”上，成为新动能的核

心力量。

性能比现在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高出 8倍以上的神

威 E级计算机原型机正在联合研制；走在国际前沿的“计

算机在线取证系统”和国内先进的“大数据情报分析平

台”，打破长期进口依赖，在全国 30个省市政法部门列装

应用；全球首个全光纤煤矿安全综合监测系统，技术及应

用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正是为国内煤矿“量身定做”……

数据充满说服力。近 3 年来，山科院斩获两项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48 项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

2016 年，斩获 2 项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3 项

二等奖；2015 年，获得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 项省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 项二等奖；2014 年，斩获山东省科

学技术最高奖，4 项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 项三等

奖……

科研需要硬功夫，转化应用也需要“硬成果”。在山

科院，获奖从来不是句号，而是一个逗号，让科学技术真

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是山科院的志向所在。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山科院的获奖项目几乎 100%

转化为了现实生产力。与此同时，他们还关注来自企业

界的难题。近三年来，承接了 1000多项来自企业的横向

课题，经费合同总额近 10 亿元；每年服务企业数量数千

家，为社会服务创造经济效益 2000多亿元。

研发“硬成果”
做经济“发动机”

去年 8 月，山东省科学院与齐鲁工业大学正式融合，由

此，山科院在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了高等教育的平台。今年 3

月 ，《齐 鲁 工 业 大 学（山 东 省 科 学 院）关 于 服 务 山 东 省 新 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对外颁布，

与其说这是一部“科技发动机”、一份服务山东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的“行动指南”，不如说这是它对一亿山东人的庄

严承诺。

早在《意见》还在编写时，山科院就组织了专人进行跟踪

研究，对自身科研优势和创新布局进行梳理。“按照产业链重

新梳理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转化力度，强调‘原创性、颠覆性

技术’，强调聚焦和对接，切实加强有效科技供给。”王英龙说。

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 提 供 动 力 ，他 们 打 算 怎 么 干 ？ 建

设高端科技创新平台，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重大项目推广，

大力推进双一流学科建设，大力培养高素质人才，依托“科

技智库”建设，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服务。

围绕这 5 个方面，山科院按照山东省打造十强产业梳理出一

条条具体的计划：建设什么，达到什么水平，起到什么作用，

条理清晰。

有的产业下破解的题目多些，有的产业下破解的题目少

些，不求面面俱到、样样平衡，而是坚持实事求是，从自身的

创新布局和科研实力出发。可以说，这是一条凸显山科院特

点、彰显山科院优势，为全省乃至全国探索优化存量资源配

置和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并举的动能转换路径。

目前，该院多项成果吸引了产业关注。医养健康、工业

云、高分子新材料等领域的成果，已经与鲁商集团、鲁信投

资 、山 东 华 凌 电 缆 、山 东 省 发 改 委 投 资 基 金 等 展 开 合 作 。

而该院激光所的丰厚成果，竟吸引到一投资机构专门为其

建 立 了 基 金 ，梳 理 出 20 余 项 成 果 ，其 中 若 干 项 已经达成投

资意向。今年起，山科院还将举办专业的大型成果推介对接

活动。

找准产业风口
五方面精准发力

当科研人员在为半年考核、年终考核疲于应付时，山科院却

“大方”地设置了三年考核期。科学家出身的王英龙说：“我们不

设置短期的考核目标，就是为了让科研人员有个宽松的环境。”

青年人的成长事关科研院所的未来。在山科院，要让年

轻人动起来，待遇可以放开，门槛要更高。为打通青年科研人

的成长渠道，院杰青计划、中青年带头人计划等一系列荣誉制

度开始实行；今年，还将力推职称改革，进一步释放创新活力。

成果能不能转化，就要“用效益说话”。王英龙提到一个

案例：去年，该院软件服务的科研人员离岗创业，通过所里技

术许可、核心人员持股，不到一年时间服务额就达到 3500 万

元、净利润 1000 万元。这让他大吃一惊，“要舍得放手，才能

锻炼成长，真正释放活力。”

山科院鼓励科研人员干事创业，创造性改革，用好“制度

红利”，规定“成果转化收益 70%归团队”。新政刺激下，仅去

年一年，全院兼职创业、离岗创业的科研人员多达 30余位，在

山东高校院所中位居前列。

主政山科院多年，王英龙心目中有一个坚守，那就是“办

一所没有围墙的科学院”。在此理念下，山科院的国际合作成

为山东省的一面旗帜。

目前，每年来山科院交流、访问的外国专家 150 人左右，

长期在该院工作的外国专家超过 20 人。近 5 年来，山科院共

承担国家、地方引智项目 93项，获得国家外专局授予的“引进

智力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内智与外脑“珠联璧合”，让山科

院开创了光纤传感器、海洋声学、新药筛选技术等 10 多个新

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依托外国专家资源，搭建了海洋仪器装备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 6 个国家级国际研发平台，建设了中乌

水声实验室等 24个国际联合实验室。

“我们的成果还会喷涌。”这一点，王英龙很自信。因为全

院的创新框架已然搭建好，创新观念解放，“当创新的土壤，阳

光，水分都已充足，进取的科研人员出成果是早晚的事情。”

用好“制度红利”
让效益促转化

千里之外的主治医师可以给乡村患者看病；

疑难杂症可以实现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集中会

诊……

这是山东省科学院计算中心信息医学创新团

队负责人舒明雷博士展示的是包含 22项发明专利

的“物联网医疗关键技术”，他的这项技术吊起了人

们胃口——可望不可及的“居家养老”梦已经鲜活

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济南、在临沂、在菏泽，在北京、在上海、在海

南……近 85 万群众已经享受到这项技术红利，也

吸引了一波波资本逐风而至——在先后拒绝了 30

多支“追求者”之后，舒明雷团队最终谨慎地选择了

山东本地两家实力雄厚的国企作为合作者。

两家国企一个手握重金，看中该技术的市场潜

力；另一个“等米下锅”，看中技术本身，有着强烈的

推广欲望。三者各取所需，“天作之合”水到渠成。

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设备研发、市场推广

乃至资本介入，山科院计算中心这支年轻的团队历

经十年芳华，不但完成了物联网医疗科研项目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的全部拼图，更在市场上实现了重

点突破、由点到面的纵深布局。

深耕科研，坚守追求，既成就了山科院计算中

心的“物联网医疗关键技术”，让其一步步走到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领奖台上；也历练出

以舒明雷为代表的年轻团队的能力。这其中，以

团队努力为核心，辅以环境支持、时代造就、高人

指点，四者“攥成一个拳头”，最终让项目开花、结

果，香满市场。

但 对 舒 明 雷 来 说 ，故 事 的 最 初 并 没 有 特 别

幸运。

从 2006 年至 2012 年，他曾长时间困惑于如何

将科研工作既做出有前瞻性的成果，又能得到实际

应用：2006年至 2007年，他在第一支团队中从事无

线通信应用研究；2007年到 2009年，他调整到另一

支团队做嵌入式技术应用工作。虽然这两个研究

方向都强调成果落地，但苦于理论和前瞻高度不

足。2009 年到 2012 年，他又到第三支团队中做物

联网方向的研究，该方向的社会关注度高，也取得

了一些成果，但成果落地不足。

6 年时间，3 支团队，辗转曾让舒明雷感到苦

恼，但他坚信：“既然选择了科研的道路，就要坚持

和积累”。

机会给有定力、有准备的人。

2012 年，党委书记王英龙首次提出将物联网

和云计算技术与医疗健康领域应用结合起来。这

个方向，为摸索中的舒明雷团队点燃了一盏明灯。

舒明雷团队率先完成了云健康系统原型架构，

做出了第一代样品。自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在

数年间，以他作为带头人的云健康系列技术已获得

总额超过千万元的国际、省级各种支持，并引来资

本关注。

而这个项目，也串起了舒明雷之前的所有研

究，让他期望的前瞻性成果和实际应用都得到了实

现，也让他庆幸，“如果当初换了方向，不坚持下来，

就没有今天。”

实际上，“物联网医疗关键技术及应用新模式”

受关注，始于市场“痛点”。

舒明雷和同事们深知农村存在的“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问题，更加严峻的是，全国 8.33亿农村人

口只能享受 20%医疗资源。而全国老龄人口比例

已达 16.7%，全国确诊慢性病患者也已经超过 2.6

亿人。

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痛点”就是科研人的发

力点，山科院的这个科研导向促使舒明雷团队一头

扎入物联网医疗的江湖。这是一支善于打硬仗的

团队：清一色国家 211大学高材生，大部分为博士、

硕士，计算机、通讯、软件、自动化、生物医学等各个

专业搭配合理，攻关能力强大。团队将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等前沿信息技术完美结合，使其在破

解老龄化的社会“痛点”、慢性病管理难题、基层医

疗短板中发挥“救命作用”。

该研究成果在安全隐私方面，于国内首次提

出了低能耗的终端节点密钥协商方法，建立了

基于终端+平台双向认证的安全通信及基于数

字信封的双层数据加密机制，仅仅这一创新，就

让他们拿下了 4 项发明专利。打通一个个关键

环 节 ，他 们 最 终 用 三 大 服 务 平 台 、22 项 发 明 专

利、20 余款智能医疗终端，完成了物联网医疗新

模式的链条。

眼下，山东省委、省政府已把发展“医养健康”

作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的十大产业之一，该项目也

将在山东省创建“全国医养健康示范省”的目标中

发挥重要作用，推动行业发展和科技进步。

瞄准“痛点”，物联网医疗关键技术“不愁嫁”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 讯 员 于 萍 于 萌

“让细菌‘吃掉’土壤中的石油污染。”在掌握了专治土壤石

油污染的“杀手锏”之后，山东省科学院生态所副所长王加宁研

究员和同事们对这一目标踌躇满志。

自信是有理由的。长期以来，让细菌吞噬污染，看似容易，

但内涵万千：比如细菌从何而来？如何培养？仅这一点便是世

界性难题。

现在，包含 12项发明专利，得到 14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支

持的“土壤石油污染修复术”不但培养出了此类细菌，更在世界

最大规模的石油污染土壤生物强化修复工程上证明了自己——

它在胜利油田、辽河油田和吉林油田污染区大展身手，“累计处

理石油污染土壤 12万吨”的庞大应用足以让其骄傲。

如今，登上“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领奖台，这项神奇技

术又引来市场关注——它是什么？干了什么？即将干什么？

土地是人类的“母亲”，在为人类生存、繁衍倾其所有、尽其

所能之后，土地病了。

“我国的原油年开采量已超过两亿吨，在石油开采和输送过

程中每年落地原油约 70 万吨，它们进入生态环境，不但造成土

壤盐碱化、毒化，危害粮食安全；而且污染周围水体、大气，严重

危害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王加宁说。

“土壤被原油污染后就成了不毛之地，至少 10 年之内寸草

不生。”王加宁认为，这并不是一句耸人听闻的话。黑乎乎的石

油，因为流动性大、渗透性强、黏附土壤，成为土地的“噩梦”。

石油污染的土壤修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国际上大

多通过燃烧法和掩埋法进行处理，但效果均不甚理想。

对付土壤的石油污染，山科院生态所早已着手。早在 2002

年，王加宁在加拿大 Alberta 大学化工与材料系攻读博士后，就

已接触该领域，并斩获多项发明专利。以胜利油田为示范工程

基地，山科院生态所和南开大学、胜利油田等单位开展的联合修

复土壤的实验，让胜利油田附近的油污地换上了“绿服装”。

那么，生物技术如何修复被污染土地？

王加宁道破了秘密：“油田周围看似荒凉，其实被污染的油

泥地里生长着不少微生物。这些微生物中，有一些菌类利用石

油中的碳源生长，就是把石油当饭吃。我们挑选出‘饭量大’的，

制成菌剂，加入土壤中，以实现降解土壤中石油的作用。”科学家

们筛选出高效微生物，制成复合制剂，播撒到土壤里进行培养。

几个月后，土壤里的石油成分便随之被“消化”了。

不过，现实远比想象复杂。

从理论到应用，生物修复技术还需要克服重重难题：第一，由

于有机污染物组成复杂且毒害微生物，这使得微生物难以在受石

油污染的土壤中生存、繁殖；第二，土壤对微生物的吸附作用及石

油烃的疏水性强和在土壤中的“老化”使得它们的生物可利用度

很低；第三，因为石油烃和盐污染物对于土壤 DNA分析的干扰，

利用分子生物学分析技术监测与评估土壤微生态非常困难。

一直以来，山科院一直秉持着建设“没有围墙的研究院”的理

念，开门搞科研，“不求所在，但求所用；成果所有，利益共享”。在

此理念下，中科院沈阳应用所的郭书海团队被引入进来。

郭书海是石油土壤污染修复领域的“大咖”，在低浓度有机

烃污染物的生物降解、中浓度有毒有机污染土壤的电动—生物

强化、高浓度石油组分中温减压的热解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原

创性研究。

自主创新与外部力量结合收获奇效。他们以胜利油田为研

发基地，与油田环保企业组成联合攻关队伍，开展了修复原理、

工艺方法和技术工程化 3方面的全链条创新，以电动协同、微生

物包埋、生物增溶为增强手段，构建了基于生物强化降解的实用

性修复工程技术体系，在胜利油田、辽河油田和吉林油田进行了

工程应用。

在 10年的攻关过程中，很多成为经典的探索尝试。比如针

对烷烃，项目组提出了通过电场提供电子受体和生物刺激的强

化途径，比现有生物降解的时间缩短 15%，降解效率提高 20%；

对于芳烃，项目组找出了功能微生物的降解条件，掌握了加速芳

烃生物代谢的降解途径；对于胶质，本项目发现了生物—电动改

变芳碳率 fA 的毒性削减效应，提出了与降解并重的解毒思路。

他们建立的“高通量菌株筛选—混菌发酵酶效评估—功能菌群

构建”的新方法，构建的基于生物反应堆的生物及强化修复系

统，都引起了同行专家的关注。

高精尖技术不仅好看更好用。记者了解到，此项技术已在

多处油田开花，越来越多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绿色家园”。

拯救“生病的土地”
让细菌“吃掉”石油污染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于 萍 于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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