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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是中国革命的红色圣地，黄土地养育中国共产党人从这里走向北京。
麦黄时节，行走在广袤的陕北黄土高原，经历十多年退耕还林工程的治理，沟壑纵横的大地已披上葱葱

郁郁的植被，一排排红色竖式采油机散落其间，分外醒目，日夜不停地抽取着大地深处的黑色石油。
今天从延安黄土地抽出的天然气、石油气输送给北京等城市，再次为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和新中国的

高速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但是，陕北油气田每年仅钻井废弃泥浆池所占用土地达 5000多亩。不仅每个废弃钻井泥浆池所产生的

废弃钻井泥浆固化深埋费用约 5万～10万元，而且由于固化处理后污染物仍然存在、未被降解，严重污染
土壤和地下水源，将给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黄土高原带来生态灾难，影响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对废弃钻井泥浆污染源进行生物无害化处理，治理和恢复土壤功能已势在必行。陕西省科学院酶工程

所要为圣地老百姓未来的生存做些事！

近年来，陕西省科学院酶工程所与西北大学生命学院以及陕
西源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 4年多的科技
攻关，在油气田钻井废弃泥浆污染的生态修复技术方面已取得突
破，成为黄土高原既要油气票子富裕、又要绿色永驻泽福子孙的希
望光点。

钻井废弃泥浆微生物无害化原位处理技术，具有无害化及资
源化特点和成本低，易于大规模推广应用的特点。解决了美国、前
苏联、加拿大、德国和国内许多研究部门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钻井
废弃泥浆研究难题。

试验处理的 58个油、气井场的钻井废弃泥浆池 30～60天后
完全达到生物无害化处理效果，均通过当地环保部门和油田相关
部门按国家环保标准和油田工程管理规定的现场达标验收。

2009年，课题研究团队建成日产 10吨规模的固体菌剂生产厂
房和相应的生产线，共生产专用固体菌剂 1300余吨，完成了国内
长庆油田、大庆油田 3000余口各类钻井的废弃泥浆池的微生物无
害化处理应用推广，及 2010年在中海油海上钻井废弃泥浆、四川
普光含高硫泥浆及辽河油田、胜利油田、新疆油田等国内主要油田
的各类泥浆进行的无害化处理研究试验与示范工作，效果显著。

创新成果之花在油气井架之处盛开，广袤的黄土高原将驻绿
色。

经历多年的研究所文化建设，特别是近十年来在中科院西安
分院陕西省科学院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陕西省科学院酶工程所已
逐渐形成一种创新文化，即：勇于挑战、开拓进取、势在必夺的创新
精神。研究所的各个研究团队勇于直面承担或寻找制约或影响区
域经济发展的科技难题，而且这些项目的研发往往是在艰苦环境
中执行完成为前提的；一些大型专业研究机构或大学，因其条件艰
苦或貌似科技含量不高而不愿承担的课题。

上述只是陕西省科学院酶工程研究所创新文化风貌的一个典
型案例。

回眸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由研究所首任所长刘涛研究员牵
头，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西出阳关，跟随玉门油田的钻
井队，在采油井研究试验纤维素酶作为降解石油压裂液的作用，历
经反复试验，努力攻关，终于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完成了用生物方
法降解石油压裂液。随后，刘涛研究员与吐哈油田、玉门油田的科
技人员进行深入合作，又将纤维素酶应用于石油的三次采油上，天
道酬勤，通过大规模的中试应用，又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数年间，科研人员与石油工人一起，
在戈壁荒漠上，迎来日出送走晚霞，总计进行了 120井次中间试
验，增产原油 34万多吨，企业获得直接经济效益 3亿多元。

骊山云树郁苍苍，历尽周秦与汉唐。每当夕阳西下，
骊山辉映在金色的晚霞之中，景色格外绮丽，有“骊山晚
照”之美景。但 6月 22日，连绵细雨下个不停，记者站在
骊山脚下陕西省科学院酶工程研究所不大的园区内，无
法欣赏到这一美景，而是园内小场地筑起的平台上竖立
的一座高近 3米，宽 3米多的金色拓荒牛，显得格外苍劲
威猛。

陕西省科学院酶工程研究所现任所长马齐研究员
说，首任所长刘涛研究员属牛。

问渠哪得清水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971年底，中国
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微生物研究室开门
办科研，到临潼县食品公司蹲点进行发酵饲料研制，和临
潼食品公司共同成立的“糖化饲料组”，开展中曲发酵饲
料研究。

1973年，由刘涛牵头申请陕西省科技革委会项目经
费 1万元，开展“纤维素酶菌剂中间试验”，经过几年的艰
辛努力，发酵饲料研制成功，在临潼县食品公司饲养场应
用，当时每头猪每天节约粮食 1斤，共节约粮食 250万
斤。这也是纤维素酶应用到生产实践中的第一个成功范
例。同时也由于这个项目的成功，农业部、陕西省分别在
临潼召开发酵饲料现场会和研讨会，与会代表充分肯定
了这一应用成果。

1975年，临潼县食品公司糖化饲料组更名为临潼食
品公司纤维素酶研究基地。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发酵饲料研制并成功应
用，陕西省拨给纤维素酶基地给 7万元经费，定制和购买
了中试设备，批准成立独立机构并定名为“陕西省纤维素
酶中试研究基地”。

1984年，陕西省科技厅批准纤维素酶研究基地与食
品公司就地分家，后更名为陕西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纤维素酶研究基地。

1986年，全国纤维素酶学术讨论会在临潼召开，全
国约有 20家研究单位参加，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还在搞纤
维素酶的研究工作。就连当时的陕西省科委有关部门也
对是否支持该项工作产生了疑虑，因为世界上科学界的
主流观点认为纤维素酶只有研究价值，没有生产应用价
值。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陕西省纤维素酶中试研究基地
主任、国家级突贡专家刘涛研究员，根据发酵饲料研制并
成功应用的基础工作，坚信能够取得突破，能够把纤维素
酶应用到中国的生产中去。研究人员埋头做各项试验，扎
扎实实地继续推进科研工作。同时，刘涛牵头组织陕西省
纤维素酶中试研究基地同陕西卫生防疫站、畜牧兽医总
站、西安市酿造公司及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军事兽医研究
所等单位参加试验工作，最终在世界上首次证明纤维素
酶生产菌种———木霉 10－木霉菌种属无毒菌种，可以广
泛应用到食品、饲料等领域，得到各级部门领导的重视和
支持。

1993年，陕西省科学院批准纤维素酶研究基地正式
与陕西省微生物所分离，成立“陕西省科学院酶工程研究
所”。刘涛研究员任第一任所长。

在“九五”期间，国家级突贡专家、刘涛牵头组织的
“酶洗纺织品专用酶的研究开发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项
目，被国家计划委员会列为重点项目。

经过多年的科技攻关形成了酶洗纺织品专用酶的三
大类产品：主要用于棉纺织品和服装，也可用于棉混纺织
品的 A号酶系列；主要用于真丝面料和服装酶洗的 G号
酶系列；主要应用于麻纺织品和服装的 XR号酶系列。

通过对 100多种纺织品的酶洗试验研究，提高了酶
洗棉布、酶洗真丝纺织品、酶洗麻纺织品及针织品酶洗产
品四大类产品的性能。如：真丝纺织品一直存在着缩水，
抗皱能力差等缺点。用酶洗技术使缩水率小于 1%，抗皱
能力提高了 16%，悬垂度提高 30%，真丝色泽更柔和、淡
雅，手感更为滑糯，稠面丰满，更为华贵，飘逸。

项目的完成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
酶洗纺织品专用酶的体系和我国第一个拥有完全知识产
权的“酶洗棉、麻、丝纺织品和服装”的酶洗完整技术体
系。

为此，酶洗纺织品项目于 2001年获陕西省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国家科技部也将酶洗纺织品成果列为国家重
大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2002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陕西省科
学院酶工程研究所”，为隶属于陕西省科学院的社会公益
性事业科研单位。

记者再次瞩目这座金色拓荒牛雕像，似乎不完全像
拓荒牛，还有些斗牛的凶狠神态。
“近日，又再次给这头牛刷上金粉！”马齐讲。

当时间的指针迈入 2000年前后，陕西省属的一些科研单位
一样面临科研经费以及人才的流失和短缺的发展困境。而此时
的高等学校迎来合校整合资源，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等
系列计划的大发展期。三四年后，省属研究所无论从科研平台和
人才队伍上与高校同学科研究单元相比差距较大，已无争取项
目的优势。而新成立的陕西省科学院酶工程研究所，只有 20多
人，实验条件、基本建设等底子薄的状况更是处境艰难。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陕西省科学院领导及
时依据国家科技态势的变化，依据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的
科技和产业发展规划，调整办院方向，积极争取省上一些部
门项目和专项资金的支持，为研究所的发展又一次赢得生存
空间。

近年来，历经千辛万苦，研究所领导班子与全所职工同心同
德、直面区域经济主导产业中的科技难题，发扬在其他单位或人
不愿长期工作的地方寻找项目的传承精神，一边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和培训一边跑项目争资源的同时，节省有限经费新购置了
原子吸收仪、原子荧光光度计、气相色谱仪、50L菌种培养器、全
自动灭菌锅、生物显微镜等仪器设备，基本完善了开展酶学、酶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发酵工程、食品安全、微生物检测等方面工
作必备的仪器设备。

研究所目前有各类大中型科研分析仪器设备 70多套（台），
搭建起发酵中试技术服务平台。其包括液体发酵中试系统、固体
发酵系统、冷冻干燥中试系统。如，DX-5型全自动冷冻干燥系
统，主要进行低温干燥发酵制品，酶、氨基酸、维生素、酵母、生物
活性物、血液、奶液、蜂王浆、各种素食产品的冷冻干燥，主要特
点是保持物质雾化生理性能，残余水分小于 5%，常温贮存 1至
数年。该设备系统采用电脑全自动控制，自动化程度很高，设备
技术和技术指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多年来，给来自山西、河北、
山东、上海以及陕西省本地的用户提供冻干技术服务，得到了用
户的好评，树立了较好的品牌和知名度。

据悉，近年来，研究所承担的诸如“苹果早期落叶病生物综
合防治研究及其应用”、“复合微生物及生物酶制剂饲料添加
剂”、“新型果酒生产工艺及葡萄酒乳酸菌多样性研究”、“毛织物
生物防毡缩剂的开发应用研究”等 30余个科研项目，也取得重
要突破或获奖项等。

其中，“苹果早期落叶病生物综合防治研究及其应用”项目
的团队，经过 4年多的研究攻关，在研发生物膜取代苹果套袋应
用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开发成功的具有安全无毒、抗
菌、防虫、使用方便，且喷施果面后能够迅速形成具有良好成膜
性、膜通透性和延伸性的保护膜层的新型生物膜技术具有良好
的经济和社会生态效益。与此同时，还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选

育和研制出各类能够有效促进果树营养吸收、防病增产、防治各
类果树病害的生物拮抗菌剂和生物有机肥，与生物膜液配合使
用，可取代化学农药的使用，降低化肥使用量，获得农业部生产
许可证。目前，基本建成了复合微生物菌剂 100吨规模的中试生
产线，而在陕西白水、蒲城、洛川、眉县、阎良县和山东威海、乳山
及成都等地，针对苹果、猕猴桃、梨、桃、红提、大棚甜瓜、大棚黄
瓜、西红柿、甜叶菊、茶叶等进行了数千亩大田试验，取得显著性
效果。
“复合微生物及生物酶制剂饲料添加剂的产业化开发”项目

研发的产品是采用现代生物技术把饲用酶制剂与多种有益菌及
矿物质微量元素相配伍，加工成复合型动物饲料添加剂。为几类
养殖物提供一个合理的添加剂配方，新型产品分牛羊、育猪、鸡
鸭等专用型。本项目相关技术已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和 2005年
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及在 2007年列为国家星火计划项目。目
前，研究所已建立年产 500吨 4PCA新型生物饲料添加剂的生
产线和产业化的技术评价体系和产品保障体系。其产品在省内
及广西、福建、四川、重庆等部分饲养场及养殖户推广，经济效益
2813.6万元。
“羊毛防毡缩的整理方法”获得了陕西省知识产权局专利奖

励一等奖。
这个至今才近 40人的小研究所已获得地市级以上各项科

技奖 2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21项；及近年出版
专著两部，发表重要核心期刊论文 80余篇；制定沙棘籽胶囊标
准 QB/SMY002-2007、木聚糖酶制剂等多项企业标准。

陕西省科学院酶工程研究所为了充分发挥专业、设备资源、
技术服务功能，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在 2004年，与陕西省微生
物研究所共同申请，由陕西省科学院批准设立，陕西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授权成立了“陕西省酿造发酵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该
站有独立的组织管理机构，属非营利的社会公益性技术服务单
位。

该质检站主要开展酶制剂、酵母、酿造产品及制品、食用菌
菌种、食用菌、饲用菌、材料的生物降解性能测试等七大类 56种
产品和项目的市场监督、产品检验服务及相关质量认可方面的
工作。

6月 26日，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陕西省酿造发酵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站进行了 2011 年度监督现场评审，通过查阅了
2009年以来的记录，和现场试验安排产品检测与 52个参数核对
比较，评审组对陕西省酿造发酵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开展的工
作完全满意，顺利通过验收，

将继续为陕西省的食品安全把好关，为保障老百姓的福祉
作出应用的贡献。

近日，马齐在与记者交谈时说，这近七八年来，陕西省科学
院领导对研究所的发展定位可以说是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
行性，同时在省上一些部门也为研究所发展争取来了可贵的各
类专题项目和进人指标等资源，经过近 10年的攻坚克难，研究
所目前的各个研究室的平台建设基本成型，一批年轻科技人才
队伍也正在培养形成之中，已进入发展的新一个机遇期。

陕西省科学院酶工程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徐升运谈到，在
陕西省科学院、西安分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作
为基层党组织将更有效地支持研究所行政班子，并协调推动

以科研为中心各项工作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前辈艰苦探索和
不懈努力创造的成绩基础上，以“地方研究所应该全力为陕西
省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为目标，以创先争优活动为载
体，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把党的工作与科研工作、
行政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保障研究所“多出成果多出人
才”。

采访结束，离开雨中黛绿朦胧的骊山，记者感慨到：陕西省
科学院酶工程研究所从孕育、发展、成长经历了近 40 个春秋，历
经沧桑岁月，不由感慨万千，是伟大的时代成就了她，是一批科

学家的默默奉献培育了她，更是创始者刘涛研究员以艰苦奋
斗、执著追求的精神发展了她。同时也感到，一个省属研究小所
发展的艰难，研究所人获得的各种待遇很有限，是需要一份事
业心的坚守方能到今天。

记者坚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时，陕西省科学
院酶工程研究所人一定能作出更有显示度的富民大成果。因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年及执政 60多年的历史表明，今天中
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人民群众对党领导
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充满信心。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并重视发展科技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坚定政
策，科教兴国已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奇迹的重要因素，
并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支撑点。

创新征程路远 砥砺求索不断
———记陕西省科学院酶工程研究所创新风采

□本报记者 张行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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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玉门油田进行纤维素酶石油压裂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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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的陈宗兴（中）、陕西省科
技厅副厅长唐俊昌（右）到参加陕西省科技成果展览会的省纤维素
酶中试研究基地展板前与刘涛研究员亲切交流，检查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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