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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大王” 出产学研新路
青农大尚书旗团队20多年独辟蹊径搞科研，引来国际协会总部

紧紧盯住地下作物

花生、马铃薯、胡萝卜、甜菜、葱、
姜、蒜……20多年来，尚书旗和他的团
队已俨然成为国内地下农作物机械化
设备的研发大王。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青岛农业大学

还是莱阳农学院。当时，整个山东省的
农业机械化程度还比较低，尚书旗最早
把目光投向的是玉米收获机，因为玉米
是那个时代很重要的粮食作物。
1997年，尚书旗确定了他的目标农

作物，那就是花生。“在山东省，当时花
生是除了玉米和小麦之外的第三大农
作物，有1000多万亩的种植量，而且因
为花生在地下，看不见，机械研发有难
度，当时国内做得很少。”从一开始，尚
书旗对于自己的科研方向就有着很清
晰的定位。
花生的机械化播种、收获装备研发

并不容易。比如花生的播种机械，就必
须充分考虑花生的易伤特性。花生的种
子很大，而且只有一层红衣包着，很脆
弱，稍微受到一点儿外力，就容易裂开，
然后种子就废了。
科研的价值就在于解决难题。尚书

旗和他的团队一点点攻克难关，他们研
发的花生机已经历了四五代，现在的花
生播种机已同时具备起垄、播种、施肥、
除草、覆膜等11项功能。青岛的莱西、平
度等市90%以上的花生播种都会用到
花生播种机，河南等花生种植大省也是
主要客户，另外还出口柬埔寨、印度等
国家。
在花生机的研发基础上，尚书旗团

队把研发目标扩展到其他地下农作物
上，如马铃薯、胡萝卜、葱、姜、蒜等，最
近还开始涉猎西洋参等中草药以及芝
麻等特色农作物。

研发产品超接地气

既然国外的农业机械化设备已经
那么发达，直接引进不就可以？为何还
要费力自己研发？
“国外的各种农业机械，成本、材
料、种植模式等，和我们国内都有很大
不同。”尚书旗告诉记者，欧美农业机械
基本都是大型的，价格相对较高，而且
种植模式和我们差别很大。
而且，一方水土一方农作物。拿花

生来说，我们的花生是直立式的，籽粒
比较大，而美国的花生是爬蔓的，籽粒
很小。另外土质也不一样，这些都对农
业机械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记者采访时，在青岛农业大学机电
工程学院的院子里，看到近百台大大小
小、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设备，很有一
种“杂牌军”的感觉。学院的实验室正在
重新装修，这些机器不得不先移到院子
里。
对于尚书旗团队研发的过程和意

义，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其使用者。
近日，平度市农机局和尚书旗团队

联合开展的胡萝卜机械化收获装备研
发，完成了一次关键性的田间试验。
从2012年开始，尚书旗团队着手研

究胡萝卜的机械化收获，和平度市农机
局的合作也有两年。
“从我们合作开始，光地里面的试
验，十次八次也得有了。”平度市农机局
主任董道鑫告诉记者，这个设备的研发
不是容易的事儿，一次次试验，一次次
调整，最近的这次试验有了重大突破，
再完善几个地方，预计秋天时就能成型
了。
在董道鑫看来，尚书旗他们的研发

绝对接地气，像平度这边的农业种植，
一个村子里的种植模式都不一样，比如
李家行距十几厘米，张家可能就二十几
厘米，“和尚书旗他们合作的弘盛公司，
都可以提供定制业务，量身打造。”

校企合作实现双赢

在2017年青岛科技奖的申报中，尚
书旗的申报项目为“根茎类作物机械化
生产技术与装备”，而项目的完成单位
多达5家。除青岛农业大学外，还有中机
美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洪珠农业
机械有限公司、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青岛弘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我们的研发从一开始，就没有离
开过企业。”尚书旗表示，农业机械搞研
发，投入挺大，学校没有那么多加工能
力，必须要和企业合作。“学校合作的基
本都是中小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最了解
农民需要什么，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生
产第一线的问题，不接地气就没有效
应。”
和尚书旗团队合作的企业，都比较

稳定，合作年头最长的，接近30年。
“很长时间以来，和企业合作搞研
发，我们只要理论成果，实际成果企业
就可以用了。”尚书旗说，小企业的技术
力量相对偏弱，科班出身的技能人才
少，所以给合作提供了可能。
今年6月30日，尚书旗团队的校企

合作模式又有了质的突破。当天，在青岛
农业大学承担的四个省农机装备研发创
新计划项目顺利通过鉴定验收后，其中由
王东伟教授承担的“秧果兼收联合收获关
键技术与装备研发”项目，现场以110万
元的价格成功转让给山东源泉机械有限
公司，创造了我国单项农机技术一经鉴定
即成功转让的历史。

牵头国家重点项目

研发伊始，尚书旗致力于寻找著名
高校院所的科研空隙，经过二十几年的
研发之路，尚书旗团队的研发已经非常
著名。
2016年和2017年，尚书旗连续两

届获得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在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花生
机械化播种与收获关键技术及装备”项
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习近平总书
记给颁的奖。

尚书旗团队也开始承担更重要的
角色。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
“种子繁育技术装备研发”由青岛农业
大学牵头主持，尚书旗任负责人。由青
岛农业大学联合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
院、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等3家
科研院所，以及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
学等6所高校和隆平高科等5家企业组
成的创新团队共同承担。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由原来的国

家“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及各部委科研专项等整合而成，
含金量相当高。
据悉，目前我国种子繁育技术受机

械化水平制约，新品种的推出周期、种
子品质均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因此，
亟须研究包括小区精量播种、去雄授
粉、高净度收获、精细选别、活性和健康
检测等关键技术装备，尽快提升种子繁
育的机械化效率与精度。

担任国际协会主席

尚书旗团队的研发妥妥接地气，但
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国际化。机电工程学
院的楼外墙上，有一块很醒目的牌子，
那就是国际田间试验机械化协会。
始建于1964年的协会，最早总部设

在挪威农业大学，协会的主要宗旨是帮
助各国农学家、育种工作者和有关人员
通过机械化手段，提高他们在田间试验
工作中的精度和效率。像奥运会一样，
协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大会，上次大会于
2017年6月在俄罗斯莫斯科举办，下一
次大会则将于2021年在韩国举办。
尚书旗自2008年起担任该协会主

席，是首位当选该协会主席的中国人。
由于中国分会的出色工作和巨大贡献，
2012年尚书旗连任主席，协会总部也由
俄罗斯圣彼得堡迁入青岛农业大学，
2017年尚书旗实现主席职务的“三连
冠”。
尚书旗表示，这个协会的会员国家

有130多个，其中联系比较密切的有十
几个。虽然协会会员之间的联系相对比
较松散，但协会总部进入青农大，对于
提升学校声誉、提升科研力量帮助很
大。
直接影响方面，有利于青农大的国

际合作研究，国外这一领域的最新信
息，了解很快，咱有些成就，也可以快速
传播到国外。“今年招了两个非洲的研
究生。就是农机专业。”
间接影响方面，对学生成长很有帮

助，一个国际组织的存在，有助于提升
专业档次，开拓学生眼界。尚书旗团队研发的部分机械设备。

□文/图 半岛记者 刘雪莲

对青岛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尚
书旗来说，最近可谓好事不断：“根茎类作物
机械化生产技术与装备”项目获青岛2017
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团队研发项目
刚通过鉴定验收，就被企业以110万元买
断；胡萝卜自动收获机田间试验获得重大突
破……
从花生到马铃薯到西洋参，20多年来，

尚书旗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适合中国农
村的地下农作物机械化设备研发，在一所普
通农业高校里，成功走出一条产学研之路。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