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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梁军：产学研相结合，让创新永无止境

5万起家，

如今公司净资产已超亿元

梁军曾下过乡当过工人，“文
革”后考上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
校。用梁军的话说，他们这代人经
历的事情比较多，很珍惜来之不
易的学习工作机会。

上世纪90年代初，梁军和同
事申请并承担了山东省教育厅的
一个研究课题：数字式故障录波
器。“当时国内还没有成熟的数字
式的录波器，都是胶卷光感式，缺
点是保存不了数据还容易曝光。
那时国外数字式产品要三十多万
一台呢，价钱昂贵。我们用了将近
两年的时间研发出样机，并在胜
利油田的一个220kV变电站挂网
运行。”梁军介绍，当时也曾想将
成果转化，也曾找过几个企业合
作，因种种原因不甚理想，“现在
想起来，当时企业的条件、基础也

不是很好，技术完全依赖于我们，
而我们因为学校的工作又没有足
够的时间进行成果的转化。”

后来，梁军所在的学院成立
了山东工业大学电力高新技术开
发公司（山大电力公司的前身），
在他看来，校办企业既适合产学
研究，又有企业化的经营模式，于
是就带着产品和课题组的老师加
入进来，开始了创业。

梁军说，其实刚开始真的很
难，公司只有5万块钱，产品比较
单一，一年才卖出10多台。而且多
家公司也在做，竞争非常激烈，压
力也非常大。对比以前在学校只
要教好书就行了，加入企业可就
不能光“纸上谈兵”，得真正靠实
力说话。而如今，公司的净资产已
经超过一个亿。

产学研结合，

创新赢得市场

梁军将其项目研发出的产品
称为“电力故障录波监测装置与
分析处理系统”，听起来名字有点
长，但很好理解。用梁军的话说，
就是电力系统的黑匣子。“它主要
是针对电网出现故障进行记录，
然后快速分析故障的原因，找出
是哪条线路出现了故障、故障发
生的位置在哪里，及时地进行抢
修处理，迅速恢复送电，减少因停
电给用户带来的巨大损失。”

如今，梁军团队研发的录波
装置产品，凭着技术性能先进、运
行可靠稳定、故障分析全面、故障
定位准确，赢得了用户的欢迎。现
在产品遍布全国，有8000多台录
波装置在电网上运行，为电网的
安全站岗放哨，并成为国家电网
重大工程建设的首选产品。

说起产品取胜的法宝，梁军
认为永无止境的创新，加上产学
研相结合，才是赢得市场的关键。
据了解，与梁军团队竞争的有许

多厂家，现在有些已被淘汰，有些
则停滞不前进入了发展的瓶颈
期，而梁军团队的产品现在已经
位居行业龙头，故障录波产品也
更新到第八代。“基本上两、三年
一代，每一代都用了当时最新的
技术、最新的器件。这就是我们一
直大力提倡的创新永无止境。”梁
军举例说，他们为国家柔性直流
输电示范工程项目提供录波装
置，但是由于这一项目对技术的
要求非常高，难度也很大。“我们
通过这个平台仅用了三个月的时
间就开发出了用户满意的产品，
而其他厂家用了近一年还没开发
成功。因此我们还成了国内电力
系统柔性直流输电工程项目的唯
一指定产品。”

回首一路走来，梁军说，他最
大的感悟是，“做技术做产品，就
是要别人有的我比你强，别人没
有的我能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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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乡工人到参
加高考，从大学教授到
企业兼职，从最初的5
万块钱起家到现在公
司净资产一个多亿。20
多年来，梁军一直在进
行着角色变化，但坚守
的却是自己的老本行，
对他来说做事业，创新
才是永无止境的。

本报记者 修从涛
通讯员 毕亚奇

城市的哮喘病

与大多数北方城市无异，上
世纪80年代的济南，一到冬天，就
是“家家烧煤、户户飘烟”的景象，
刺激整个城市的呼吸道。而这时
候，方肇洪的嗓子就开始“季节
性”咳嗽。

到了1990年代，从每户单独
采暖过渡到城市集中供热，供暖
方式虽变了，但城市的脸色没变。
随着雾霾天的多发，方肇洪的“季
节性”咳嗽更加严重，而像他一样
的人也越来越多。

“能不能有一种清洁能源替

代燃煤？”生理上的不舒服刺激着
时任山东建筑大学热能工程学院
教授的方肇洪。

“在地下一百米深处，土壤
温度常年保持在18℃左右，能否
通过管道把土壤温度输到地面
上的建筑内部，被排挤出来的空
气能量又回输到地下，维持‘能
量守恒’，从而达到冬暖夏凉的
效果？”这套“地源热泵”设备的
原理开始在方肇洪的脑中不断
遐想。

然而在2000年前的中国，

很 少 有 人 愿 意 在 这 个 领 域 停
留。作为上世纪7 0年代的大学
生，方肇洪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
动力机械系锅炉专业，而1980年
代的硕、博学位研读师从中国
工程热力学家王补宣院士，从
事传热学研究，这让他在地源
热泵的研究方面有着知识储备
上的优势。

于是，在方肇洪的认识里，地
源热泵技术或许能够成为治疗城
市哮喘病的一个尝试，他决定走
下去。

五年时间布道

2000年，方肇洪作为高级访
问学者去美国学习，他专门带着
这个问题去了美国研究地源热泵
技术的中心俄克拉荷马州立大
学。这里有国际著名的地源热泵
专家，并且国际地源热泵协会就
设在该校。

回国的方肇洪要做一个实
验。2001年，从国外回来的方肇洪
成立了山东建筑大学（当时的山
东建筑工程学院）方州地源热泵
研究所，并在学校的学术报告厅
工程中建设了一个能够实际投入
使用的地埋管地源热泵空调系
统。该系统2001年5月投入运行，

成为当时国内少有的地源热泵示
范工程。

美国之行的学习再加上第一
个实践工程的应用，不仅解开了
他心中的“谜团”，更使他走出了
学术象牙塔。于是，他到处给人讲
地源热泵，2005年之前，方肇洪前
后做了不下100场宣讲报告，来普
及他的“地源热泵”技术，对象包
括政府的领导、设计院的工程师、
房地产开发商等。用他的话说，

“谁愿意做这个事，我就教谁”。
好的技术从来是不愁市场

的，到了2005年，方肇洪的布道迎
来了收获。在这一年，中国做地源

热泵的企业一夜间冒出了上百
家。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及政府的
鼓励和刺激让一些企业也嗅到了
商机，找方肇洪的人多了。说起地
源热泵技术，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方肇洪。

2005年的方肇洪正好60岁，
也就是这一年，他决定走出大学
校园。方肇洪先后与多个合伙人
企业开展了地源热泵项目的商
业推广，所在公司的产值一度达
到上亿元。如今，他所带领的团
队收获了不少荣誉，前不久也被
济南高新区评为海右人才创新
团队。

不算小账算大账

然而，如今的方肇洪与之前
见人就谈地源热泵的好处不同，
反而开始讲它的坏处。用他的话
说，“一项技术不可能万能，包治
百病”。这一点也可以从政府的
燃煤锅炉能源替代项目中找到
端倪。

2015年9月，济南市政府推
出城区燃煤锅炉能源替代计划。
按照该计划，2017年6月1日前，
134台燃煤小锅炉将从城区彻底
消失。但是在这项计划里，众多
燃煤锅炉能源替代方案中，有利
用工业余热方案，有低谷电蓄能
锅炉和空气源热泵等“煤改电”
方案，也有“煤改气”方案和生物
质锅炉方案，却并未见到地源热
泵方案。

“建筑密集的老城区尤其是
已经采用集中供暖的片区，不适
合采用地源热泵技术应用。”方肇
洪介绍，地源热泵需要埋设地管，
需要有一定的土地，老城区的容
积率比较高，有的地下开挖出车
库，这是困扰该技术广泛应用的
一些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方肇洪仍然认为，
地源热泵在容积率3以下的建筑
群仍有广泛市场，尤其是一些别
墅建筑以及厂区园区等项目的建
设上更是值得应用。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集中
供暖的开户费每平方在70-80
元，供暖管道的敷设每平米在50
元以上，这些费用都包含在了楼
盘开发商的售楼价格里了；此外

夏天安装空调的投资大概在每
平米150元，加起来总共是270元
以上。而采用地源热泵技术的投
入大概在每平米250元。而这还
不算集中供暖每年需要的采暖
费。

除了这个投入账，方肇洪还
有一个大账要算。在他看来，集中
供暖虽是一个比较节约的方式，
但是现行的“煤改电”方案改烧煤
为用电，貌似环保了，实际上这些
电大多数还是需要从别处烧煤发
电，再把电运送过来，雾霾产生在
别处，并未真正做到环保。相反，
地源热泵在消耗少量电能的同
时，可以与地下获得能量交换，能
够真正做到环保，用他的话说，“1
度电可产生4度热。”

一项技术创新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同时技
术的实际应用又有其限度。作为一名70多岁的创
客，方肇洪深谙其中的道理。这个故事要从上个世
纪的城市哮喘病说起。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通讯员 韩硕

方肇洪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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