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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都药业的“全自动立体仓储物流系统”建设项目,实现从车间到仓库自动高效连接,立体库单位面积储存量为平库的4—7倍，劳动效
率提高6倍，年降低物流成本500万元。图为山东齐都药业公司全自动立体库中机器人正在进行码垛作业。 张志华 曹元良摄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所的实验室里，一株

株薄荷幼苗到了长势旺盛的季节，绿油油的

叶片，努力向左右伸展——这并不是普通的

薄荷苗。“这种新培育的椒样薄荷属于耐盐碱

植物，它不但可以提取椒样薄荷精油，在医

药、食品、化妆品工业上广为应用，还可将原

来的盐碱地改造成能生长棉花和粮食作物的

农田。”十年时间，山东省科学院生物所所长

杨合同和他的同事们终于“熬”制出世界首粒

耐盐碱的薄荷种子。

打造一个新品种有多难？农业科研基础

是必须的，其中涉及深入地植物、土壤研究；

而耐盐碱植物研究又需要全球化的种质资

源；时间如同磁石，在吸取科研精力的同时，

也吸入大量的科研资金；但新品种并不着急

面试，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它总需要人们找

一点点运气和偶然。

你何不研究一下耐盐碱植物？

偶然的一次点题，成为杨合同十年耐盐

碱薄荷研究的起点，直到今天想来，他还坚持

认为：这是一次“巧合”。

2004 年在山东省内一次科技交流会上，

杨合同遇到了时任山东省科技厅副厅长的翟

鲁宁，两人的一番对话让他印象深刻：“杨所

长最近忙什么呢？”“在做手头的课题。”“现在

咱们省黄河三角洲地区充斥着大片大片的盐

碱地，你何不研究一下耐盐碱植物？”

其时，翟鲁宁刚刚结束对澳大利亚的公务

考察，澳洲的耐盐碱植物给她留下了深刻印

象。作为本国亟待解决的头号环境难题，澳大

利亚国内三分之二的土地都有沦为盐碱地的

风险。这促使其不断加紧培育盐碱地作物的

步伐，以期能将不毛之地变成高产作物区，使该

国盐碱地改良和利用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翟鲁宁对杨合同的这番话，对应的另一

背景是杨合同的阅历。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博士毕业的杨合同，

曾于 1998—1999年在澳大利亚联邦科学院水

土所，从事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工作。这

使他向澳大利亚“取经”有着巨大的人脉优势。

一次偶然的对话，成为杨合同和同事们

进入陌生的耐盐碱植物研究的开始。

挑战世界难题？20年后再说吧

耐盐碱植物研究，并没有看上去如此简单。

按照含盐量不同，盐碱地可分为三类：千

分之三的含盐量为轻度盐碱地，一般只适合

棉花作物；千分之五含盐量为中度盐碱地，

“一般什么都不能种”；而千分之八的含盐量

为重度盐碱地，几乎寸草不生。

杨合同和同事们的研究课题，就是挑战

“一般什么都不能种”和“寸草不生”的中重度

盐碱地，要让“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变成绿洲，

更重要的是要让近千万亩的黄河盐碱地产生

效益，并且可持续发展。

在山东省层面，耐盐碱植物研究也有着

现实必要性。两个月前，山东省政府通报的

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果显示：全省人均耕地

1.21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草地较第一

次调查减少 242 万亩，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

盐碱化导致的草地退化。山东省黄河以北地

区有 700 多万亩接近荒芜的盐碱地，如果能

够得到有效开发利用，其综合效益不可限量。

这是一项颇具难度的挑战。有专家甚至

“奉劝”杨合同，“你做这个东西很酷，但不现

实，20年后再说吧。”

但杨合同和同事们却不这样认为。

从传统“土”方法中寻求智慧

盐渍地上寸草不生？在山东省科学院生

物所的试验田里，盐渍地上照样能开出花

朵。这是 2010 年，我国第一个以耐盐植物为

主的种质资源数据库在山东省科学院生物所

建成。该数据库涵盖了自 1953 年以来世界

上各相关研究单位公开发表的耐盐植物信

息，涉及 99638个分类种。

在盐碱地上“种”植物，需要从传统“土”

方法中寻求智慧。而种质资源数据库的建

成，为耐盐植物育种、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提

供所需种质资源。“它就像一家银行，里面充

满各种各样的植物资源，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提取出适合条件的试种，然后一一排除。”

这种一项相当繁琐的工作：成百上千植

物，一一种到实验室和基地中，然后观察其成

长，再做排除法，需要极大的耐心。

一年，两年，五年，从上千种到几百种再

到几十种，这群执着的人最终发现薄荷，确切

的说是椒样薄荷“最实用”，“在盐碱地中，普

通薄荷都不能生长，但椒样薄荷可以。”

这是一个让人欣喜的发现。

省内，省外，国际合作，缺
一不可

耐盐碱植物研究，杨合同和生物所并不

孤单。

“我们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一个团队。”杨

合同眼中的团队，是分别在山东东营、天津滨

海以及河北地区的几支当地科研力量，“我们

三个省市有着类似的需求，在研发上也相互

合作，交流信息，共同推进项目。”

实际上，省际间的合作只是耐盐碱植物

研究合作的一个侧面。

在山东省内，生物所还与对耐盐碱植物

颇有研究的山东省农科院、山东大学、山东师

范大学，东营市农科院结成了“联盟”，各自发

挥优势，“比如山东师范大学在耐盐碱植物理

论方面优势突出，我们就吸取其理论精华”，

这种捆绑式的创新加速了项目推进。

当然，南澳大利亚农业研究所、澳大利亚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在领域内的优势更

让杨合同们的研究从一开始便站到了“巨人

的肩上”：“种耐盐碱植物，刚开始我们几乎一

无所知，外国专家就提供了很多思路，比如先

种什么后种什么，才能避免走弯路？比如种

某种植物具体如何操作？”利用私人关系，杨

合同和生物所“物美价廉”地将澳大利亚技术

引入国内，促使我国第一个以耐盐植物为主

的种质资源数据库的建成。

在杨合同看来，建立起省内省外，国际合

作的畅通渠道，科技部门的穿针引线不可获

取，同时，更有后者在资金上不遗余力的支

持。“我们前后得到了科技部门六七百万的资

金支持，这对我们来说是雪中送炭的帮助。”

在杨合同看来，“利用耐盐植物推动中澳可持

续农业发展”的一部分，在 2007 年由科技部

立项，整合了黄河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盐渍

地生态治理领域的科研优势团队，形成了紧

密的环渤海盐渍地生态综合治理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同时与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合作研发关系，构筑了耐盐植

物国际研发平台。

世界上最耐盐碱的椒样
薄荷品种诞生

2014年的春天带来了好消息。

由山东省科学院生物所培育的“科院 1

号”椒样薄荷通过了山东省草品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目前生产生活中应用的耐盐碱植物，

一般仅能够在土壤含盐量低于 3‰的地块中

生长，该品种在土壤含盐量 5‰的地块可以正

常生长，在土壤含盐量 8‰的地块仍然可以存

活，而且抗寒耐涝，抗病虫害能力强，亩产可达

500kg以上，是目前发现的最耐盐碱的椒样薄

荷品种，经山东东营、河北唐海等滨海盐碱地

3 年以上连续种植，其性状表现稳定，是适宜

环渤海盐碱地种植的新品种。”

实际上，让杨合同们更看重的是“科院 1

号”的产业价值。

“ 它 广 泛 应 用 于 食 品 、化 妆 品 和 药 品

行业。”

根据国际贸易中心 2007 年的统计，全世

界每年椒样薄荷精油产量为 3300 吨，而椒样

薄荷油的全球年需求量为 6000 吨，目前我国

的产量不足 100 吨。而按照目前的市场情

况，椒样薄荷精售价在 300—400 元/公斤，按

亩产精油 8kg计算，在东营盐碱地种植“科院

1 号”椒样薄荷每亩可实现 2000—3000 元的

效益，“这比种普通的棉花、水稻效益要好。”

30亿元的产业化构想

“这可是 30亿元的产业链条。”

眼下，在黄河三角洲东营地区，一片以生

产薄荷油为主的企业厂房正在建设中，这是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所与当地合作的作品，“我

们提供技术，他们负责市场”，按照杨合同的

设想，这家即将成型的公司产品，“不仅仅是

薄荷精油，还有多糖、天然防腐剂、生物有机

肥等产品。”

对山东省科学院生物所来说，将科研产

品做成市场商品，有成功案例可循。之前，该

所将自主产品——对生物物质敏感并将其浓

度转换为电信号进行检测的生物传感器做到

了每年 600万元的市场规模。

眼下，这个有志于在科研产业化走得更

远的研究所正复制生物传感器的产业化成功

之路：将当地的农民吸引过来种植，以这家公

司为主体将“科院 1 号”打造出集种苗繁育、

种植、加工为一体的产业链条。

而他们更深层次的抱负，在于为黄河三

角洲农业发展不断提供新品种、新技术，辐射

带动 100 万亩盐碱土地开发，形成具有黄河

三角洲特色的盐碱农业产业及耐盐植物深加

工特色产业，为其他耐盐植物的规模化种植

及创新利用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打造一个新品种有多难？
——一粒薄荷新品种的十年成长路

□ 本报通讯员 于 萍

51 岁这年，李辛庚成为国家电网公司的

劳动模范，作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电网新材料与腐蚀防护领域的首席

专家，李辛庚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获得

者，曾多次荣获省部级的科技奖励，荣膺“山

东省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众所周知，搞科研是一条又苦又累的

路。但是李辛庚却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 31

年。李辛庚的徒弟樊志彬深有感触地说：“李

老师已经是 50多岁的人了，每天都是最早到

实验室，最晚离开的，晚上和节假日加班更是

常有的事。这种敬业精神，让我们都汗颜。

每次我们跟他讨论专业上的问题，他都是那

样有激情。他是真的热爱这个专业！”李辛庚

笑呵呵地解释，“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做自己

喜欢的事，我对材料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因

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我才能沉下心来

在科研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搞科研工作，最离不开的就是创新。李

辛庚发表论文 40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7 项，可谓硕果累累。“我不相信天分，创新

应该源于不断地学习，更是失败的积累与思

考。”李辛庚常常这样跟自己的团队成员说，

“搞科研工作，最难忍受的是寂寞和失败。在

寂寞中要坚持，在失败面前更要坚持。成功

源于再试一次的执着。”

目前，接地材料主要采用镀锌钢和纯铜

（包括铜包钢）。“能不能研究出一种新型材料

规避镀锌钢和纯铜的缺点呢？”这个想法让李

辛 庚 自 2006 年 起 就 投 入 了 一 场 新 的 攻 坚

战。经过广泛调研、深入分析、涂层配方设

计、涂层性能试验等长期艰苦的尝试研究，

2010 年 8 月，提出了一种新型接地材料的配

方。行业内有句名言“三分配方，七分工艺。”

紧接着更让人头疼的事就是没有厂家能加工

出这样的材料。做了三个月试验，经过失败

再改进再失败再尝试的漫长过程，2011 年 5

月 12日，第一批样品终于成功制成！

为了验证该新型材料的耐腐蚀性，一向

严谨的李辛庚带领团队做了长达 450天的长

周期埋地腐蚀试验，结果表明耐腐蚀、热稳定

和接地性能等指标满足有关标准要求。该新

型材料耐腐蚀寿命为镀锌钢的 3 倍以上，导

通性能与铜相近，而同寿命价格仅为纯铜的

20%，相同接地网的土壤中铜的埋入量为纯

铜材料的 1.5%。这样的材料很好地规避了

镀锌钢和纯铜的缺点，不仅环保还可以带来

巨 大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效 益 。 该 成 果 荣 获 了

2013年度国家电网公司专利奖三等奖。

创新的道路总是永无止境。2010年，李辛

庚牵头创建了“电网材料腐蚀与防护技术实验

室”，这在全国省级电科院是首创。今年已经

51岁的李辛庚现在主持着国家电网公司3项科

研项目，正朝着自己的规划坚定执着地前行。

51 岁的“年轻人”
——国网山东电科院首席专家李辛庚小记

□ 本报通讯员 张 劲

一台高效连续灭菌生产线，处理不同大

小的饮料、食品罐，与单锅杀菌机相比，它的

产能提高 10 倍，节省电能 75%，这是科技的

魅力。也是山东鼎泰盛公司自主研发，具有

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型灭菌生产线。自主研发

助力企业飞速发展。在诸城采访期间，记者

发现这样的企业并不是少数。

“我们把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通

过对全市 635 家限额以上工业企业的调查

摸底，围绕高新技术重点领域，在前瞻性技

术研究、关键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转移等四

个环节进行总体设计，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产

业化。”诸城科技局局长鞠学涛说，去年，诸

城迈赫自动化、良丰化学、佳士博等 9 家企

业申报了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大业金属、高

强紧固件、东晓生物等 4 家企业申报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高科技“包装”传统产业

“新郎的服装生产设备可以说走在了世

界服装生产行业的前沿。”新郎希努尔集团的

党委副书记叶汝荣自豪地说，一流的技术设

备才能生产出一流的产品，才能使企业一直

走在国内时装行业的前列。

“得利斯拥有山东低温肉制品工程研究

中心，山东省仅此一家，企业每年自主研发的

项目达一、两百项，去年已经申请专利发明 8

项。”得利斯集团有限公司主任郑乾坤说，自

主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久盛不衰的“一剂良

药”，找到创新点也就找到了占领市场的制高

点。诸城一直将自主创新、“诸城创造”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鼓励企业创造品牌，用

品质助推品牌升级，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

扩大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拥有量，

实现“诸城制造”向“诸城创造”跨越。

现在诸城省级以上品牌达到 182 件，去

年完成专利申请 2468 项，总量突破 5500 件，

参与了 51 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修

订，先后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称号和

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诸城以发展自主创新品牌为目标，围绕

机械装备、纺织服装、造纸包装、食品加工等

传统支柱产业，实施技术创新和制造业信息

化工程，努力提高这些企业的高新技术装备

水平。目前，诸城正在积极培育大业金属、隆

源液压科技公司、华明建设科技公司、福润塑

业股份公司、迪龙电缆公司一批有高新技术

生长点的企业，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实

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突破。

产学研联合“齐发力”

产学研联合，是诸城为企业创新发展搭

建起的重要桥梁，他们支持企业主动寻求高

校、科研机构的技术、智力支持，建立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一些高新

技术领域，企业采取委托研究、联合开发、引

进转化等方式，推进‘产学研’联合，促进‘校

企联姻’。这使得很多先进的科技成果在我

市得到了及时转化和应用。”鞠学涛说道，诸

城大业金属的高性能轮胎用高锡胎圈钢丝项

目获得省科技进步 3等奖，填补了国内空白，

结束了国内企业过去一直靠进口高锡胎圈钢

丝的局面。

“我们公司可是行业内首家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我们与中科院海洋所博士后流动站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培养博士后人才。”山东

信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巨宏介绍

说,他们尝到了向高校“借脑借力”所带来的

好处。该公司拥有一支由学术带头人、行业

技术拔尖人才领军,60多名博士、硕士加盟其

中的专业型研发团队。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

司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刘秀

梵及其团队合作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先后攻

克技术难题 2 个,创造经济效益 9000 多万元,

有力助推了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现在，诸城产学研联合企业达到 326 家，

建立院士工作站 3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3

家、省级重点实验室 2家，全市拥有潍坊市级

以上人才平台载体 99 家,省级以上 36 家，60

多所大专院校在诸城设立了教学科研基地。

从制造到创造：诸城企业如何实现跨越？
□ 本报记者 魏 东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科技日报讯 （记者魏东）氨基糖苷类抗

生素进入内耳的机制可能通过钠依赖性葡萄

糖协同转运蛋白“偷渡”到内耳以及肾脏，杀

死内耳和肾脏细胞，导致耳聋和肾功能损

坏。在前不久举行的耳鼻喉研究协会圣地亚

哥年会上，我国留美博士后姜美燕和其导师

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耳聋科学家彼

得-斯特格发表了一篇突破性的研究论文，

第一次向世界证实了这一点。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是具有氨基糖与氨基

环醇结构的一类抗生素，在临床主要用于对

革兰氏阴性菌、绿脓杆菌等感染的治疗，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曾经非常广泛地使用，但是

由于此类药物常有比较严重的耳毒性和肾毒

性，使其应用受到一定限制。六十年来，科学

家们一直探究这类抗生素如何导致耳聋和肾

功能损坏。

姜美燕研究员介绍，在细胞和动物实验

中，钠依赖性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抑制药物

能抑制 15%的庆大霉素吸收（氨基糖苷类抗

生素的一种）。钠依赖性葡萄糖协同转运蛋

白在内耳分布比较少，抑制剂对氨基糖苷类

抗生素的肾毒性作用更为明显。这项对氨基

糖苷类抗生素耳毒性和肾毒性的分子机制突

破性的研究非常具有临床意义，因为钠依赖

性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抑制药物在临床糖尿

病的治疗中已经应用，此类抑制药物很有潜

力开发成保护耳朵不受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

伤害的药物，以挽救病人的听力。

据悉，斯特格实验室得到了美国国家卫

生研究院分支机构——国家耳聋和其他沟通

障碍研究所的资金资助，姜美燕和导师斯特

格正进一步研究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耳毒性和

肾毒性的精确分子机制。姜美燕称，虽然这

些研究还处于动物实验阶段，随着基础研究

的深入，将开发出新的更加有效的药物来阻

止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药物引起的听力丧失和

肾脏功能损坏。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导致耳聋和肾功能损坏将有“解药”

新规格膨胀套管国内首次现场补贴应用成功
科技日报讯 （梁子波 吴柳根）近日,胜

利油田钻井院应用自主研发的膨胀套管在中

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 YB1-6H 井顺利完成

套管补贴应用,标志着Φ194×245mm 规格膨

胀套管实现国内首次现场补贴应用成功。

膨胀套管技术是将管柱下入井底，用驱

动头以液力或机械力的方法使管材永久形

变，从而达到增大采油管柱或井眼内径的目

的。应用膨胀套管补贴技术可为油井套管破

损处“打补丁”，解决套管破损问题,确保油井

正常工作。

-6H 井是中石化西北分公司雅克拉采

气厂的一口高产油井，位于新疆和田市境内

沙漠地区，周边环境恶劣复杂。由于该井直

径 244.5 毫 米 套 管 1992 米 处 漏 失 ，被 迫 停

抽。甲方优选各种方案后决定采用钻井院

研发的直径 194 毫米型膨胀套管进行套管

补贴。

由于该井是Φ194×245mm 规格膨胀套

管国内首次现场补贴应用，存在未知风险。

为圆满完成该井施工任务，胜利钻井院选派

现场经验丰富的膨胀管技术人员，精细制订

施工方案，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严格执行操

作规程和技术方案，规范实施技术标准，完善

技 术 措 施 ，补 贴 膨 胀 管 位 置 1989.4 米 至

1999.4 米，内径 192 毫米，经试压 15 兆帕，20

分钟不降，标志着膨胀套管补贴作业取得圆

满成功。

胜利钻井公司再中标30口高难度井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徐红梅 李梦妍）近

日，从墨西哥国际市场传来好消息，胜利钻井

工程技术公司凭借“一趟钻一口井”技术实

力，与墨西哥 DCM 公司 EBANO 区块的 PE-

MEX638 钻井队签订了为期一年的 30 口小

井眼短半径水平井技术合同，这是继 2013 年

与斯伦贝谢控股公司签署的 200口短半径水

平井之后的又一效益增长点。

这家公司与墨西哥 DCM 公司所签订的

30 口 6 英寸小井眼短半径水平井，技术施工

难度相当大，该区块所钻遇的油层为石灰碳

酸岩裂缝油层，所钻探的方位十分不稳定。

善于攻坚啃硬、敢于挑战极限的胜利钻井工

程技术公司积极应战，抢抓一切市场先机，一

举中标签订了 30 口小井眼短半径水平井技

术施工权，目前已优质高效成功完成了所承

钻的第一口 6英寸小井眼短半径水平井施工

重任，深受甲方好评。

截止到目前，这家公司已在墨西哥市场

成功完成了 170口短半径水平井的技术施工

任务，实现了口口井一趟钻、口口井中靶率

100%，口口井合格率达 100%。

胜利钻井公司土库曼定测技术创佳绩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徐红梅）近日，从土

库曼斯坦石油市场传来好消息，由胜利钻井

工 程 技 术 公 司 提 供 技 术 施 工 的 土 库 曼

B-P-102D 井，历时 638 天终于攻克完成了

第一口钻探施工要求高、地层压力大、井斜难

以控制、目的层漏失严重等高难度大斜度定

向井，实现了甲方预期要求和好评，提升了

“胜利定向测量技术”品牌核心竞争力。

胜利钻井工程技术公司定向井土库曼项

目所承担的 B-P-102D 井和 B-P-109H 井

高难度大斜度定向井，位于土库曼阿姆河右

岸的别列克特利－皮尔古伊气田带区域。据

悉，由于该气田浅层发育有多条断裂带，目的

层钻井中易发生严重井漏等复杂情况，以至

在 B-P-102D 井的钻探施工中，导致钻至目

的层时造成 7 次严重漏失，钻探生产只有停

工组织堵漏。

针对这一技术施工难题，这家公司土库

曼项目部全体职工迎难而上、集智攻关，针对

钻进过程中的严重漏失和地层油气上窜速度

快等施工难题，积极与钻井队密切配合，科学

调整施工方案，24 小时密切监控井上运行数

据，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为降

低井下施工风险，这家公司项目部大胆提出

采用“盲打”探索施工，摘掉工程人员的“眼

睛”——随钻无线测斜仪，将导向钻具改为最

简单的常规钻具向目的层钻进。

在施工中，这家公司项目部通过反复摸

索总结和反复进行地面模拟分析实验，最终

形成了三套不同钻井参数相对应的常规钻具

组合施工方案，成功实现了“增、稳、降”可靠

的技术施工工艺，并在这一区块得到了广泛

的推广应用。据悉，B-P-109H 井投产后，测

试日产天然气 200 万立方米，创该区块单井

天然气日产量最高纪录，赢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重汽华威公司获评“中国质量诚信企业”
科技日报讯 （王建梁）中国重汽集团湖

北华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自成立开始，特别

注重国际市场的开拓，积极开展出口贸易工

作，参与国际市场竞争。2013 年经公司申

报，随州市检验检疫局筛选，并参考商务、海

关、税务、工商、环保、工业、银行、保险、统计

等多个部门信息，省检验检疫局认同，报国家

工作委员会专家终审，向社会公示后取得“中

国质量诚信企业”称号，成为是湖北省 2013

年取得该光荣称号的三家企业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