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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地下水监测是日常工作。

“路上你可以留意，过了保定以后小
麦会越来越少。”在前往中科院栾城农业
生态系统试验站之前，沈彦俊给记者发了
一条短信。

中科院栾城农业试验站位于河北省石
家庄市栾城区，距离石家庄市中心 27 公里、
距北京 270 公里。这里是华北平原北部的太
行山山前冲积扇平原，总面积 4.98 万平方
公里，耕地 3800 万亩，属暖温带半湿润季
风气候。其土壤类型以潮褐土为主，代表
华北平原北部典型潮褐土高产农业生态
类型，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

不过，近年来，正如记者收到的短信
内容一样，华北平原的种植结构正在发生
变化。作为栾城站站长，沈彦俊研究员以
栾城站为圆心，常年在华北平原奔走。诸
多在栾城站进行科学观察与试验的科学
家也和他一样，正在探索华北平原农业的
未来出路。

三十年奠定基础

栾城试验站建于 1981 年，1988 年加入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1999 年
成为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观测网络（GTOS）
成员，2005 年成为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
网络（CNERN）台站。

进入栾城站内，记者的第一印象就是地
大、墒情好。试验田一块块整齐排列在阳光
之下，像一幅优美的油画作品。正值深秋，试
验田里收获的玉米晒满了整个园区，金灿灿
的一片，很是耀眼。

栾城站拥有完全产权土地 417 亩，按照
CERN 和 GTOS 监测规范，建设了标准规

范的观测场与长期观测采样地，配置了先进
的监测仪器，有完善的、专业配置齐全的监
测技术队伍，采用监测任务责任到人的管理
机制和“田间监测人员→专业质量控制组控
制→数据管理员和主管站长”三级数据质量
控制制度。近年来，栾城站在公共监测平台、
试验研究平台、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都有了
长足的发展，为逐步成为国际水平的长久性
农田生态系统观测与研究基地奠定了基础。

根据农田生态系统水分、土壤、气象和
生物监测规范和野外田间试验要求，栾城站
配备有国际先进的仪器设备，运行良好，为
区域生态评估和科学研究提供了稳定、可靠
的数据支撑。

据中科院遗传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副
研究员程一松介绍，栾城农业试验站的定
位，是瞄准农业生态学的国际前沿和国家粮
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的需求，围绕华北平原
地下水超采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展区域农
业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其演变过程的长期
综合观测及对全球变化与集约化过程中的
响应机制研究；探索农田生态系统界面能
量、水分、养分传输过程及其内在调节机制
和农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优
化调控机制；重点研发、集成现代节水农业
技术、清洁施肥管理技术、分子育种技术和
精准农业应用技术等资源节约高效利用与
管理技术；发展华北平原可持续农业生态系
统管理的理论体系和区域优化示范模式。

路在前方

目前，栾城站围绕华北平原地下水严重
超采和农田面源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在农

田水分循环过程与节
水农业、农田养分循环
过程与农业环境、区域
信息技术与精准农业、
全球变化生态学与分
子育种技术领域开展
了系统的研究，积累了
大量的科学数据，取得
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
贡献。

栾城站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开
始了以减少灌溉次数为

目标的优化灌溉制度研究，确立了节水灌溉
制度；90 年代中期开始了“四水”转化过程试
验研究，建立了区域蒸散估算模型；90 年代初
在国内率先开展 SPAC 系统水热传输机理的
实验研究，提出了界面调控理论；90 年代中期
开展了农田蒸散结构的研究，提出了减少无
效蒸发的覆盖节水理论与技术；90 年代末以
后加强了农田节水的作物生态生理基础研
究，创立了综合节水农业模式。

过去 30 年，华北平原的农业生产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农业投入、产出水平达到新
的历史水平，然而，高强度的灌溉和施肥已
经在区域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地下水超采
和包气带土壤污染。

由于降水量不足，这里的农业高产主要
依赖抽取地下水灌溉和大量施肥，地下水严
重超采。

栾城站内有一口深达 85 米的井，用于
观测地下水变化。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地下水位以每年 1 米左右的速度下降，目前
埋深已在 47 米左右。

以城市为中心的地下水复合漏斗逐渐
扩大，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成为限制区
域发展最重要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农业水资
源的高效利用成为本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核心限制要素。

“小麦—玉米一年两熟的高强度农业必
然不能持续发展。华北平原农业的未来出路
在何方是诸多科学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沈彦俊告诉记者，华北平原现阶段面临的困
境是世界各主要粮食生产区的共性问题。

“在华北平原压缩高耗水冬小麦的播种
面积，控制化肥施用水平，同时通过单季玉
米品种和栽培技术的改进，将会大力补偿因
缩减冬小麦种植引起的产量损失，可望有效
缓解华北平原地下水资源面临的困局。”他
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站在栾城站的试验田里，土壤松软、田
垄整齐。试验员们蹲点田间，细心采集样本
资料和监测数据，心无旁骛地记录。此情此
景给人一种安心之感：华北平原农业的未来
出路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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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冰聊专利

11 月 11 日，已经成功从“光
棍节”转型为“剁手节”，成为全球
网民疯狂的一天。2012 年 11 月
11 日，阿里巴巴平台的销售额为
191 亿元，2013 年增长为 350.2 亿
元，2014 年增至 517 亿元。2015
年，这一数字则突破 912 亿元。

销售数据能达到今天这样的
鼎盛状况，自然离不开被热炒的

“创新”。因为阿里巴巴的商业模
式创新，使电子商务在全球变得
如火如荼，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
迹。而“创新”自然离不开专利，各
大创新公司也都为自己储备了大
量的专利做后盾，而一些创新公
司的创始人，则很多缘于一个或
几个专利技术起家，逐步成为行
业大咖。

2015 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排
行榜，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
宏和小米的雷军分别以 161 亿、
153 亿和 132 亿美元位居中国内
地富豪第 4、5、6 位。他们还有个
共同点：都是技术出身，技术起
家。笔者比较李彦宏、马化腾和雷
军，将他们的公司的最近情况和
专利情况分别作对比，看看以技
术起家的这几家公司的最新动态
以及这几位技术大咖们的专利情
况是怎样的。

百度是很多网民离不开的工
具之一，甚至很多人将“百度”当作“搜索”的代
名词，足见百度公司深入人心的程度。近日，主
题为“索引真实世界，连接 3600 行”的百度世界
大会在京举行，机器人助理度秘（duer）和脸优

（Facelt）两大产品火了，其与 Uber 的战略合作也
吸引了广大公众的眼球。

而国产手机中，小米俨然是家喻户晓的明
星。2013 年，小米销售手机 1870 万台，增长了
160%；2014 年，小米售出 6112 万台手机，增长
227%。小米的新机也成了众多米粉的期待。

手机里的 Ａpp，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微信。
截至 2015 年第一季度，微信已经覆盖中国 90%
以上的智能手机，月活跃用户达到 5.49 亿，用户
覆盖 200 多个国家、超过 20 种语言。马化腾自己
都说：如果没有微信，腾讯就玩完了。

再看看这三家公司掌舵人的专利情况。以
李彦宏作为发明人的中国专利申请有 40 件，
最早的专利申请于 2000 年，最近申请的年份
为 2014 年，有效专利数量为 15 件，失效专利
11 件。

以马化腾作为发明人的中国专利申请有 21
件，最早申请于 2001 年，最近申请的年份为
2013 年，有效专利数量为 9 件，失效专利 3 件。

以雷军作为发明的中国专利申请仅为 10
件，最早申请于 2012 年，最近申请的年份为
2013 年，有效专利数量为 1 件，失效专利 1 件。

不难发现，李彦宏参与申请的专利数量最
高，参与发明的专利申请最多，马化腾次之，雷
军最少。最早有专利保护意识、申请专利的是李
彦宏，仍在技术研发、参与到发明人队伍中的也
是李彦宏，至今仍保有 15 件有效专利，且有 3
件专利已维持了 9 年。百度的情怀，李彦宏的技
术之心，百度在研发上的投入，均不容小觑。近
几年，百度的专利申请也突飞猛进，看来李彦宏
津津乐道的“技术是超越对手的决定力量”“技
术是一种信仰”都不是信口开河。

虽然马化腾申请的专利数量不是最多，但
是唯一一个 PCT 专利的发明人。细心的人不难
发现这件维持时间最长的 PCT 专利，正是风靡
全球的 QQ 产品的相关专利，说明马化腾的国
际市场意识比较强。很多人说腾讯擅长抄袭，其
实也从另一方面表现出了腾讯商业嗅觉敏感和
专利运用手段高明。腾讯以 7000 多件专利被誉
为是中国互联网公司专利最多的公司，强大的
专利网络让腾讯在互联网领域的话语权非常
大。一个有专利战略意识的 CEO 才能引领腾讯
强大的专利阵容。

然而，雷军的专利却少得可怜，让人不得不
想起发生在雷军身上的陈年故事。大学时候，雷
军和同学创办了三色公司，当时的产品是一种
仿制金山汉卡。可是，随后出现一家规模比他们
更大的公司，把他们的产品盗版了，而且这家公
司可以把同类的产品做得量更大，价格也更低。
虽是仿制金山汉卡产品，但如果注重技术挖掘，
注意专利保护，相信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从那时候起，雷军在专利上就吃过亏。但显
然雷军并没有及时醒悟，这从小米在印度市场
上的遭遇可见一斑。但是，从专利申请上可以看
出，雷军 2012 年和 2013 年分别申请了一件专
利，可能是醒悟的一个见证。

而且，专利已经成为小米发展的刚需。因为
小米想进入美国市场，对于知识产权制度比较
完善且擅长专利游戏的美国市场而言，小米必
须过专利这关。2014 年 12 月，小米和金山软件、
北京智谷等成立投资基金，规模为 2 亿元，主要
用于开展知识产权相关的投资活动，以进一步
提高自己的专利壁垒。2015 年 7 月小米请来了
牛人雨果·巴拉，称已经申请了 2000 多项专利。
小米试图通过多种途径弥补自己的专利短板，
提高小米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

创新分很多种，对于技术型创新公司，利用
专利保护好创新技术，是创新技术公司建立技
术壁垒、争取市场话语权的有效手段。李彦宏、
马化腾和雷军的专利情况，以及三个创新型公
司的现状，提醒我们：创新和专利结伴而行才能
走得更远。 （作者系专利执业代理人）

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矿床普
遍存在成矿地质条件复杂、演化历史长、成矿
期次多、叠加—改造—破坏严重的特点。随着
勘查工作向浅覆盖区和深部进军，找矿难度日
益加大。要想打破这种不利局面，我国地矿从
业者必须加强对固体矿产资源成矿作用和成
矿规律的准确把握，从而进一步发展深部资源
预测理论和探查技术。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拥有的矿产资
源研究重点实验室定位于应用基础研究，突出
地质与地球物理紧密结合的学科优势，开展基
础成矿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着力解决矿产勘
查中的重大与共性科学技术难题，已成为我国
矿产资源领域一支重要的科技力量。

应用研究要有“啃硬骨头”精神

作为一名兼具科学家与国科大教师双重
身份的地矿工作者，中科院矿产资源研究重点
实验室主任秦克章身上既有学者般的儒雅，又
略带师者的严慈。在谈及实验室成绩与进步
时，与矿床打了三十年“交道”的秦克章脸上不
时露出欣慰的笑容。

“我们实验室的特点是从理论研究到技术
方法，再到综合应用，全方位解决实际问题。从
找矿靶区选择、方案设计到验证施工再到解释
和建立模型，我们将地质与地球物理进行紧密
结合。”秦克章告诉记者。

作为一支开展矿产资源应用基础研究的
精锐力量，近些年实验室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
具体矿产勘探任务。

据秦克章介绍，在 2009 年至 2013 年期间，
实验室在前寒武纪地壳演化与成矿、增生造山
与成矿构造背景、内生金属矿床成因和成矿规
律研究、矿床模型和成矿预测、地球物理探测技
术方法和仪器装备、软件研发等领域承担了科
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国科学院以及矿山企业课题共计 200 余项。

秦克章特别向记者列举了近些年实验室

所取得的重大科研成就。他首先介绍了由翟明
国院士团队担纲的“华北克拉通早期陆壳形成
与演化”研究，2013 年团队成功摘取了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此外，2012 年由翟明国院士
任首席科学家，张连昌、范宏瑞等作为课题负
责人，成功申报的“华北克拉通前寒武纪重大
地质事件与成矿”“973”项目，在 Precambrian
Geology、Ore Geology Reviews 等国际权威刊物
上出版系列专辑，大大提升了我国前寒武纪地
质学的国际地位与影响。

秦克章告诉记者，在我国最大的黄金产地山
东胶东地区，实验室帮助山东黄金公司成功判断
出了金矿藏的构造控制与富集规律和矿化最大
延深，并总结了胶东地区能够形成大规模金矿化
的根本原因，对我国黄金矿藏的深部勘探和开采
具有非同一般的勘探实践指导意义。

“范宏瑞研究团队结合胶东地区晚中生代
以来的隆升剥蚀历史和超深部金成矿规律研

究成果，认为胶东西北部地区金矿床最大埋深
可至地表以下 3500 米，而且经超钻孔控制，在
地表以下 2500 米范围内我们发现仍有连续、稳
定的矿体发育，据此我们在三处矿带 2500 米以
浅开展资源预测工作，向山东黄金集团提交的
三条主干断裂，总计预测金资源储量达 3175
吨。”秦克章补充道。

据介绍，实验室还作为核心研究力量，参与
了我国最大铜矿（西藏驱龙）、最大钼矿（黑龙江
岔路口）、最大钾盐进口地—老挝呵叻盆地钾盐
的勘探评价与勘探报告的编写。对于诸多已经取
得的成绩，秦克章则将其归因为实验室成员从实
践中找出关键科学问题、“啃硬骨头”的精神和集
成攻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较强。

谈及未来，秦克章信心满满。他给记者看
了一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建议
书》，文中明确了“承担项目者是一支具备多学
科学术专长、活跃在国际地学研究的前沿领
域，也在中亚成矿域造山与成矿有着重要国际
性成果的队伍”。

以实验室高俊研究员作为首席科学家、实
验室作为主力承担的这一“中亚成矿域斑岩大
规模成矿”重大项目现已启动实施。该项目将
有力促进我国学者在中亚成矿域斑岩大规模
成矿研究中获取国际领军地位，为落实“用好
境内、境外两种矿产资源”和“建设‘为我所用’
的周边国家资源基地”的国家战略提供重要的
理论支撑。

注重学生的野外能力与显微镜功夫

众所周知，野外观察能力和岩矿鉴定能力
是矿床学家最重要的两项基本功。当谈及如何
教导和培养研究生时，秦克章告诉记者，如今
实验室的教师整体呈现出队伍年富力强、人才
构成情况年轻化的趋势，并且他们都十分强调
野外工作能力的重要性。“作为研究石头的人，
我们更强调基本功和野外实践。我们以学生在
未来学习和工作中能帮助地质队与矿山企业

解决实际问题为培养出发点，在日常的人才培
养中既强调野外工作与显微镜观察，又强调论
文的写作。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自己要学习得
更深、更透，才能培养好实际应用型人才。”

谈及如何让学生不受野外枯燥和乏味的
环境困扰，秦克章将兴趣看作“钥匙”。“我认为
兴趣是学生愿意坚守野外学习的重要方面，兴
趣使然就会产生更多的领悟，就会督促学生对
野外的学习有更充分的观察和理解，所以我认
为兴趣的激发与培养是很重要的方面。我就经
常督促学生要把需要了解的东西了解清楚，需
要观察的东西观察到并看明白，而这些都需要
有一颗对学科热爱的心。”秦克章说，“特别是
作为学习矿床的学生，重要的钻孔岩芯要自己
编录，所有的坑道都要观察仔细。我告诉他们
需要帮别人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自己了解清楚，
自己必须像‘活地图’一样才能‘庖丁解牛’。我
经常说‘顶天立地’四个字，‘顶天’就是跟上国
际前沿，‘立地’就是要接地气去解决勘查实际
问题，而不能悬空。”

为了让记者看到实验室对学生培养的用
心程度，秦克章专门请记者看了一份由实验室
设计的“研究生调查表”。“‘老师带学生的方法’

‘和同龄人比自己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等问
题都被反映在了表格里。调查表反馈给教师后
会让教师对学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也有助于
未来我们对人才培养模式和方式、方法的调
整。”秦克章说。

此外，秦克章强调搞应用地学的人成才周
期长，目前还比较难被认可，但如果努力，相信
一切问题都能解决。“老师言传身教，对学生培
养是要花大力气的。近几年，实验室培养出了
数十名出站博士后和毕业的博士研究生、硕士
研究生，这其中有获‘中科院、北京市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奖励的，也有获‘李四光优秀博士生
奖’、中国科学院‘院长奖优秀奖’以及‘香江学
者’等奖项的，还有毕业生入选了‘优青’和青年

‘千人计划’。”面对人才培养上的累累佳绩，秦
克章在谈笑风生中显露出了别样的自豪感。

华北农业的“探路者”
———记中科院栾城农业试验站

本报记者 王晨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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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

打造矿产地质应用研究“国家队”
———记中科院矿产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

本报见习记者马卓敏

科研人员在进行试验。

水分试验场

秦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