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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自主创新

近 5 年来，青岛开发区不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坚
持“把握关键点、拨亮闪光点、瞄准攻关点、立足基本点”的
工作思路，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实现
年均 20%以上的增长。

把握关键点

青岛开发区把自主创新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
内容，把“双十高工程”实施作为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

“关键点”，即每 3至 5年建设 10家国内外知名研发机构、重
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孵化器，培育 10 家技术居国内领先地
位、达产后年销售收入 3亿元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

紧紧围绕主导产业集群建设，按照“引进一批、培育一
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的思路，培育壮大优势企业，大幅
度提升了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全区累计引进建设油气加工
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汽通用五菱汽车发动机、海信
LED 液晶模组生产线、船用柴油机曲轴等“双十高工程”项
目 73 个，大大促进了产业链向两头提升、价值链向高端攀
升，加快了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完善。

拨亮闪光点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是开发区充分发挥企业
的主体作用，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又
一个“闪光点”。

按照“挖潜存量、扩展增量、壮大总量、提高质量”的思
路，集中谋划一批代表未来方向的高新技术项目，依托区内
大企业、大项目的牵引拉动作用，通过实行大项目和配套企
业的协作攻关机制、科技计划专项资金重点扶持等多种形
式，推动产业化基地建设，培育壮大特色化高新产业集群。
现在，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已达 57 家。2012 年，高新技术产
值达到 1927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60%。

瞄准攻关点

青岛开发区把重点领域的关键技术突破和知识产权战略
实施作为科技创新的“攻关点”，积极整合科技资源，搭建产学
研合作平台，实现科技创新能力向实际成果转化。

以开展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为契机，为突破一批对
产业规模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严重制约的技术瓶颈，
重点加大八大领域 48 项关键技术的攻关力度，推动了高
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形成了
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科技成果。以实施知识产
权战略为主线，以“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创建为契机，完
善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近年来共奖励专利成果
5300 余项，下达奖励资金近 500 万元，大大激发了全社会
自主创新的积极性。2012 年，全年专利申请达 4539 件，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 1606 件，同比增长 195%；专利授权量达
4154件，位居全省第一。

立足基本点

为营造科技创新氛围，优化科技发展环境，努力提高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和科技服务水平，是开发区依靠科技进步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点”。

针对企业不同时期发展需求的不同，开发区及时进行
科技政策调整，不断保持科技政策着力点与企业发展需求
的紧密结合。区财政连续 5 年每年拿出 1000 万元，设立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项用于鼓励扶持科技创
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的
带动下，全社会研发投入（R＆D）总额达 106 亿元，占 GDP
的 2.4%，为区域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朱建明）

在建筑市场的外墙涂料取得成功
后，晨阳集团全力开始向金属防护涂料、
木制工艺品涂料、柳编供应涂料、水性醇
酸树脂等领域进攻，开发出水性醇酸系
列产品、水性丙烯酸防护漆产品、水性丙
烯酸装饰漆、水性环氧系列等系列产品，
其中水性金属防护漆、水性木制工艺品
漆、水性柳编漆、水性醇酸树脂等 20 余
项产品的技术水平分别达到国际、国内
领先，其中水性树脂的研发填补了国内

空白。近 3年，晨阳集团独立研发完成科
技项目百余项，申报发明专利 25项。

风电设备的主要部件风电塔筒、风
扇叶片等装备不仅受力巨大，而且长期
裸露在恶劣自然环境中，要求所用涂料
必须符合耐久性、耐水性、耐腐蚀等指
标。为此，科技部将这一防腐涂料开发
列入了 863 科技攻关计划。晨阳集团通
过与国电集团结成战略联盟，承担了这
一 863 计划项目，全力开展风电装备涂

料开发，通过上百次的配方试验，终于获
得成功，去年 8月顺利通过国家级科技成
果鉴定。

民用建筑节能是国家最近致力推行
的一项工程，如果按照传统工艺进行施
工，不仅施工程序繁琐，而且还会浪费大
量财力物力。晨阳集团近三年的倾向性
开发，研制出一种保温调湿型的膏状腻
子——全能漆伴侣，具有保温隔热、调节
湿度、防霉抗菌、净化空气等特殊功能，
尤其是保温效果极佳。在严冬天气里，
使用全能漆伴侣的建筑的室内温度比没
有使用的建筑高 6摄氏度左右。因此，一
经投产，就被专家们称作为“利国利民的
一种高科技产品”。

青岛开发区

创新启动发展引擎

科技助推新区跨越

青岛开发区

创新启动发展引擎

科技助推新区跨越晨阳：弃“油”向“水”开拓市场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王新平

顺应绿色发展趋势

2012 年 6 月，一起盛大的国际涂料
展在上海开幕，璀璨的碧蓝色灯光折射
下，晨阳集团蓝色多瑙河梦幻展台愈发
夺目，陈列的是无毒无味的“绿色”产品
——晨阳水漆，因其倡导健康、环保的生
活理念，吸引了中外众多观展人士围观、
洽谈。就是这样一个展会，晨阳与客户
签订意向合同上百份，订单销售总额达
到 3万多吨。

为什么水漆如此受欢迎？这是因
为当今人们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所带来
的变化，水漆系列产品相对于我们使
用数十年的油漆而言，它以水作稀释
剂、不含有机溶剂，不含苯、甲苯、二甲
苯、甲醛、游离 TDI、有毒重金属等物
质，产品无毒、无害、无刺激性气味，对
人体不造成伤害，同时还不燃不爆，具
有 节 约 能 源 、杜 绝 污 染 等 特 点 ，是 国
家“ 十 二 五 ”规 划 中 重 点 支 持 和 鼓 励
的产业。

早在 1997 年，当油漆还在涂装市场
畅销的时候，紧跟时代潮流的晨阳集团
已经认识到了今后社会的发展主流应该
是绿色、生态、环保；而传统油漆中 50%
的含量为有机溶剂，这些溶剂从石油或
煤炭中提炼出来，只是在涂料的成膜过
程中起作用，最终会挥发到空气中，不仅
浪费了资源，还污染了环境。油漆产生
的有害气体是除汽车尾气之外的人类第
二大杀手。

水性油漆替代油性漆势在必行！于
是，晨阳集团大力开展了水性油漆的开
发创新工作。几年间，公司不仅引进了
科研人员 156 名，其中博士 2 名，硕士
10 名，高级职称 5 名，本科以上人员占
70%；同时还建立了国家 863 产学研合
作工作站、分别与中国涂料工业协会、
北京化工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建立了
合作研发平台，并成立了院士工作站。
同时还建成了河北省水性涂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使得水性油漆开发走在全
国前列。

2008 年，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北京
召开，北京全城进行大规模改造美化。
当时，有上万家涂料厂家参选竞争，而晨
阳集团凭借水性油漆优异的环保性能和
企业良好信誉脱颖而出，成功入选“08
奥运外立面粉刷工程材料的最大供应
商”。至此，北京长安街、人民大会堂、北
京站、北京西站等处装饰工程都留下了
晨阳水漆的光彩。

网上看病不是梦
本报记者 殷立春

本版编辑 陈建辉 殷立春

晨阳决策者非常重视科研成果的转
化工作，尤其重视尽快形成规模。为此，
他们以生产扩能和标准认证为突破口。

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把初级产业化
推向规模化是一道门槛。晨阳集团广泛
听取工艺专家，机械专家的建议，并参考
国际国内生产线特点，通过博采众长，优
化组合方式建成了年产各类水性漆 12.5
万吨的 DCS 集散控制系统自动化生产
线，生产能力虽然比原有生产能力提高
了数十倍，但所用人力则与原生产线相
差无几，更重要的是因为计量、分析、监

测等新型科学技术的运用，使得产品质
量得到了切实保证。

为了使产品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畅
通无阻，晨阳集团狠抓标准认证。在企业
管理上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在质量方面通过了CCCF中国消
防产品质量认证、中国船级社认证、CTC
中国建材认证；在健康环保方面通过了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欧盟 SGS、德国
TUV 环保检测认证、GB/T28001 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与此同时，晨
阳集团还积极参与行业及企业技术标准

制定，牵头制定了水性柳编涂料的行业
标准及国家标准，参与了水性汽车涂料、
水性聚氨酯地坪涂料、水性丙烯酸涂料、
水性环氧涂料、水性聚氨酯涂料等标准
的制定。

在形成规模效益的同时，晨阳集团
节能减排的社会效益也得到充分体现。
与同等规模传统油漆厂相比，晨阳集团
每年在生产过程中可减少 6.875 万吨石
油化工品溶剂量，在施工过程中可减少
3.125 万吨溶剂量，共计减少溶剂量 10
万吨，相当于节约石油 20 万吨，以每公
斤石油折合 1.428 公斤标准煤计算，可节
约 28.6 万吨标准煤，折合减排二氧化碳
71.5 万吨，相当于 10 万辆小轿车一年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减排二氧化硫
2.2万吨，减排氮氧化物 1.1万吨。

面向市场开发产品

找准产业化突破口

盛夏时节,正是各种颜料助剂高挥

发的季节,一般涂料油漆生产企业难免

会出现各种熏人的气味。然而记者走

进坐落在河北徐水县的晨阳水性油漆

厂,却发现这家正在开足马力生产的工

厂里，车间内干净整洁、空气清新，车间

外草木青翠，鸟语花香。

晨阳集团董事长刘善江告诉记者：

“晨阳集团通过科技创新开发的水性漆

涂料是一种绿色无污染的环保涂料，目

前企业生产规模已经达到 12.5万吨，为

全国生产总量最大的生产厂家。”

“2012 年 12 月 6 日，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安贞医院影像科主任张兆琪通过远
程医疗系统平台，为山西晋城市人民医院
的一名病情复杂的心脑血管病患者会诊，
最后提供了准确的诊断意见。”海纳医信

（北京）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及
CEO崔彤哲回忆道，成就感溢于言表。

这一平台是由海纳医信与山西省晋
城市卫生局共同搭建的。如今，海纳医信
自主研发的这套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已经
被许多医院采用。

“我们的目标就是研发全球领先的医
学影像信息管理系统（PACS）及远程诊断
会诊系统，让老百姓可以网上看病，缓解基
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崔彤哲
如是说。

第一桶金留下遗憾

谈起他们的创业故事，崔彤哲从他两
次辍学的经历说起。

1997年，崔彤哲在清华大学本科保送
读硕士期间，获得美国马凯特大学的博士全
奖，于是决定辍学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1999年，留学两年后，硅谷的创业大潮感染
了他，他又一次辍学，加入当时在硅谷的初
创企业Stentor。他作为核心研发人员，帮

助 Stentor 研 制 了 三 代 PACS 产 品 ，在
2003年和 2004年被美国权威机构 KLAS
评选为PACS类产品第一名。这家公司于
2005年被飞利浦以2.8亿美元并购。

早期参与 Stentor 的工作经历激发了
崔彤哲的创业冲动，2002 年，与在国外医
学影像领域工作多年的胡晖和孙毅两位
博士回国，在北京上地国际孵化器创立了
海纳维盛。经过两年的技术攻关，海纳维
盛自主研发了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网络化三维医学影像处理软件系统，2003
年在美国发布，引起行业震动。2004 年 2
月，海纳维盛被美国上市公司 Vital Im-
ages以 1800万美元并购。

凭借技术实力，几名创业者赚取了人
生的第一桶金。“很遗憾，我们没能把海纳
维盛做成一个民族品牌。”崔彤哲怅惋地谈
道。“当时实在是融不到钱，无力进行推广
工作。卖掉公司也许是最好的选择。”Vi-
tal Images并购海纳维盛后，公司的市值
由 1.8 亿美元连续增长到 5.8 亿美元，创造
了自身发展的一个高潮。

锁定目标二次创业

2008 年三人决定再次创业，在中关
村创建了海纳医信，目标锁定远程医疗系

统及面向大医院的全院级 PACS系统。
崔彤哲告诉记者：“很快，我们就有了第

一个客户。2009 年 7 月，北京安贞医院安
装上线北京第一台320排CT，急需一套高
性能 PACS 系统，以缓解大数据量存储的
压力。由于对于我们的创业经历和技术水
平非常了解，安贞医院邀请我们参与产品
的评估，结果很满意。可以说我们当时是
给安贞医院解了燃眉之急。”

随后，海纳医信的全院级 PACS 系统
正式上线首钢医院等医疗机构，早期的几
个案例坚定了他们在技术上不断突破的
信心和方向。结合中国医疗资源特点，他
们开发了集 PACS/RIS、网络化三维影像
分析和处理、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及移动医
疗影像平台为一体的高端综合医疗影像
信息平台——海纳医疗影像信息管理系
统，以满足从基层医院到三甲医院以及区
域医疗的全面影像信息应用需求。

在家门口远程医疗

5 年的努力，海纳医信从最初的四五
人、五六台电脑、90平方米的办公室起步，
到目前100多人，1200平方米的办公面积，
而且在天津、黑龙江等地设立了分公司和办
事处。公司的产品也获得了业界的认可，已

承建了多个医疗信息化及远程医疗项目，建
立了优秀的用户群体，让患者实现了在网上
请专家看病的梦想。

全军医学专科中心影像远程服务网
2009年底上线，至今已成功连接 120家下
游市县级医院。2010年4月17日，服务网
的专家在网上第一时间为玉树地震灾区的
50多名伤员提供了诊断服务。

2011 年 7 月，海纳医信承担了北大人
民医院支援青海“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
项目医学影像远程会诊平台的建设。依
托这一平台，北大人民医院不仅将远程医
疗服务带给更多的边远地区，同时在医院
内部建立了医学影像共享交互及发布平
台，以支持各科室的医生对患者影像进行
更便捷的交互会诊。

海纳医信牵头承担的国家级现代服务
业试点项目“远程手术急救及健康医疗服务
平台”项目于2012年正式启动，进行远程医
疗技术的推广应用及服务模式的探索。项
目实施一年来，他们建立了“慧影远程医疗
网”，联络北京26家三甲医院的数十名资深
专家，下联了近50家医院，开展远程会诊及
远程培训方面的试点工作⋯⋯

谈及未来的发展，崔彤哲说，做好中
国市场是我们的根本，要让更多的边远地
区民众实现网上看病。

新突破

可打印人体细胞的3D打印机

本报讯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的科学家近日自
主研发出一台生物材料 3D 打印机。使用生物医用高分子
材料、无机材料、水凝胶材料或活细胞，在这台打印机上成
功打印出比例较小的人类耳朵软骨组织、肝脏单元等。

据介绍，这台名为“Regenovo”的 3D 打印机具有打印
生物材料种类多、对细胞损伤率低、打印精度较高和操作
方便等特点。它支持活细胞打印，打印的细胞有着高达
90％的存活率。目前打印出来的活细胞存活时间最长为
4个月。 （柯 吉）

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 20 年成就展上，

一款由我国企业自主研制的能够感知身体重心而运动

的乐行体感车备受关注，除辅助出行外，它还能成为视

频、拍摄、玩乐的智能生活助手。图为一位观众在体验

这一设备。 本报记者 董碧娟摄

新产品

感知身体重心的乐行体感车

晨 阳 集 团

水性油漆厂生

产线。

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