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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站概况 

农业部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西部科学观测实验站（以下

简称西部实验站）位于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现有固定人员 22 人，

其中高级职称 17 人，中级职称 5 人；博士学位 13 人，硕士学

位 9 人；客座人员 26 人，已形成了一支年龄、学科、职称结构

合理的科研观测团队。在农业部和依托单位的支持下，西部实验

站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建成了占地 10 亩的“西北农村沼气科技

创新与示范基地”，实验室面积 2000 m2 的“生物能源与生态环境

研究平台”，拥有 100 多台（套）国内外先进仪器设备，价值 1000

余万元,在西部地区建有多处农村可再生能源示范基地。 

二、主要成效 

（一）发展定位与学科建设 

1.发展定位 

立足西部，放眼全球，以国家能源和生态环境战略需求为目

标，以农村可再生能源科技创新为核心，紧密结合学科建设和产

业发展，进行农村可再生能源相关基础数据的观测与采集；通过

对生物质厌氧消化、热解干馏、生态农业等新技术的研究观测与

示范推广，构建符合西部地区特点的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体系和

产学研结合平台，为农村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2.学科建设 

依照《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制定了《西部实验站

学科建设方案》，实行开放、流动、竞争、联合的运行机制，进



 

行规范化管理。学科建设重点和内容为： 

（1）生物质能源转化工艺与技术观测基地 

根据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需求，对区域内的生物质厌

氧消化、热解干馏、生态农业工程运行参数进行观测与数据采集，

为学科群相关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科学规范的基础数据。 

（2）智慧型循环农业模式创新研究平台 

根据学科群的分工，以西部区域为尺度，探索农村可再生能

源与智慧型循环农业相结合的技术体系和生态模式，重点开展智

慧型循环农业工程技术等研究，为不同区域提供不同类型的智慧

型循环农业技术与模式，促进行业的科技进步。 

（3）农村可再生能源产学研结合平台 

根据学科群发展需求，发挥技术整合和体系建设的作用，向

上承接综合实验室和专业实验室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扩散，

向下为农村可再生能源业务部门、管理单位、建设单位提供技术

培训与技术服务，构建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产学研结合平台。 

（4）人才培养与合作研究及交流平台 

通过科学观测、科学实验、技术集成、示范应用等全程运作，

成为农村可再生能源人才培养和科技交流的基地。积极引进、消

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使其成为“学科群”对外交流的窗口。 

（二）产出贡献与效用影响 

1.获奖成果 

获得国家能源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 项，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陕西省农业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1 项。 

2.论文、标准、著作等知识产权 

发表学术论文 46 篇，其中，SCI / EI 学术论文 25 篇，中文

核心学术论文 21 篇；出版科技专著 8 本；获得国家专利 19 项，

其中，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 16 项；制定农业行业标准 4 项。 

3.科企合作与技术培训 

西部实验站与陕西亿鑫生物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

合作，在西部地区建立了多处农村可再生能源创新示范基地，通

过“实验站出技术、企业出产品、政府出服务”的方式，将“沼肥-

生物炭-木醋液-木焦油”耦合增效研究成果应用于苹果、小麦、玉

米产业，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主持完成国家《沼气生产工》5 个等级、《沼气物管员》3

个等级的职业标准、5 本共计 160 多万字的培训教材和共计 1 万

多道题组成的国家鉴定题库的研发，并被应用于全国 38 万名沼

气生产工和沼气物管员的职业培训及鉴定。 

（三）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 

1.学术带头人 

邱凌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农业

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

国农牧渔业丰收贡献奖和全国农业科技推广标兵获得者。担任中

国沼气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沼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陕西

省农村能源协会副会长等职。 



 

邱凌教授在农村可再生能源领域内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良

好的科学道德和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团结和凝聚西部实验站研

究团队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50 多项，获得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等 12 项，在实验站建设和发展中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 

2.团队建设 

西部实验站现有固定人员 22 人，其中：高级职称 17 人，

中级职称 5 人；博士学位 13 人，硕士学位 9 人；客座人员 26

人。通过 5 年的建设和发展，在生物质厌氧消化、热解干馏、生

光互补、生物柴油、生态农业等方向形成了一支年龄、学科、职

称结构合理的科研观测团队；通过主持和参加国家和省部级项

目，完成科学研究、示范推广和技术转移，造就了西部实验站专

业性强、实践水平高的科研和推广队伍。 

3.人才培养 

加强优秀青年人才引进与培养，先后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本校引进博士 3 名，结合学科发展和研究项目，培育其成为实验

站的学术骨干：来自清华大学的徐恒博士成为生物质厌氧消化原

位提纯的学术骨干；来自浙江大学的郭晓慧博士成为生物质厌氧

消化解抑增效的学术骨干；来自本校的石复习博士成为生物柴油

和厌氧生物纯化的学术骨干。 

积极开展基层技术骨干和职业农民的技术培训，先后举办农

村能源技术骨干和农村沼气阳光工程技术培训班 60 多期，累计

培训技术骨干及农民用户 5000 多人次，向社会培养和输送现代



 

农业新技术的人才。 

（四）资源共享与运行状态 

1.共享平台建设 

制定了《科研设施和仪器设备共享制度》，扫描电镜、差示

量热仪、有机碳分析仪、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等 13 套大型

仪器参与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型设备共享平台，先后为校内外

多名专家教授及其博士生开展检测服务。 

2.开放课题设置 

围绕主要研究方向设立开放课题，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开展

合作研究。五年内，先后设立课题 8 项，累计经费 212 万元，

吸引美国马里兰大学 Freddy 博士、埃及苏黎世运河大学

Hassanein_A.A.M 博士等一批国内外优秀人才开展合作研究。 

设立的开放课题有：生物质能源新技术与新装备研究，156

万元；基于生物炭的改良复合材料制备及其对厌氧消化氨抑制解

除功效研究，5.5 万元；体积粘度对生物柴油喷射过程影响的试

验研究，5.5 万元；生物质干馏与集中供气设备研发与示范，33.0

万元；农业生态工程与技术研究，3.0 万元；农村区域供热工程

与技术研究，3.0 万元；农业生物环境工程与技术研究，3.0 万

元；农村节能工程与技术研究，3.0 万元。 

3.运行状态 

西部实验站建立了人才培训和提升制度，先后选派 5 人次前

往美国和德国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考察，邀请美国、英国和日本



 

等国外著名专家 8 人次来实验站讲学，实验站有 30 多人次参加

学科群组织的学术交流和培训会议。 

围绕学科群建设目标，西部实验站的科研成果、观测数据和

培训教材实行群内共享，并对西部乃至全国农村能源行业进行了

技术分享和科技服务。 

（五）研发条件与制度文化 

1.实验条件 

在农业部和依托单位的支持下，西部实验站在杨凌示范区新

建了占地 10 亩的“西北农村沼气科技创新与示范基地”，包含 75 

m3 全混合厌氧反应器、75 m3 升流式厌氧复合床反应器、150 m3

一体化厌氧反应器、50 m2 槽式太阳能集热系统、0.8 m3 生物质

干馏系统、500 m2 的中试车间以及 3600 m2 生态农业试验田。 

建成了实验室总面积 1500 m2 的研究平台，拥有厌氧发酵、

沼气提纯、显微电镜、元素分析等 24 个专业实验室。购置了扫

描电镜、有机碳分析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液相气相色谱仪

等 100 多套国内外先进的仪器设备，总价值 1000 余万元。 

2.运行管理 

西部实验站自成立以来，依托单位就非常重视，除了加强基

础建设和人才引进，提升团队实力外，每年安排一定的运行费用，

支持实验站发展。西部实验站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建立

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岗位责任制和考核机制，

进行规范化的科学管理。并按要求，及时填报了实验站年报 5 份。 



 

3.科研环境建设 

通过 5 年的建设和发展，西部实验站形成了有利于促进自主

创新、符合人才队伍发展的评价机制，营造了“团队协作、学术

民主、宽容失败、潜心研究”的学术创新文化，加速中青年科技

人才的成长。建立咨询委员会，提高管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加

强道德规范建设，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1）开展实验观测和研究的新型仪器设备不足，部分设备

出现老化，需要进一步加大实验站改造升级力度。 

（2）需要加大领军人才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引进，优化

人员专业结构，为中长期发展储备科技人才。 

（3）缺乏可支配运行经费，开放课题设置及执行存在较多

障碍，认可度有待提高。 

（4）西部实验站的优势在于生物能源与生态工程基础和应

用研究，以“农业部生物能源与生态工程重点实验室”开展工作，

更符合自身发展和客观需求。 

四、“十三五”建设思路与建议 

（1）农村可再生能源系统应与现代生态农业技术、智能化

控制技术有机结合，构建清洁、高效、环保、低碳的能源生态系

统，形成“多能互补、综合利用”的分布式农村区域能源供给模式，

缓解能源供需矛盾，保护自然资源，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提

升系统生命力，提高系统的综合效益。 



 

（2）建议将“农业部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西部科学观测

实验站”升级为“农业部生物能源与生态工程重点实验室”。理由是：

西北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干旱缺水和生态脆弱决定

了农村可再生能源资源特征和利用方式，为了深入探索西北旱区

农村可再生能源的高效转化及生态循环利用系统与模式，西部实

验站经过“2011～2015”的建设和发展，建立了生物能源与生态环

境工程研究平台，建成了生物能源与生态环境工程科技创新示范

基地，在农林废弃物厌氧消化、热解干馏、生物柴油和现代生态

农业等方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具备了开展“生物能源

与生态环境工程”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科学积累和持续发展能

力。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纵向和横向项目 31 项，获得国家和

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5 项，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于学科群，到达

扩展研究地域、创新科研方法、优化学科布局的目标。 



 

 

表 1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获得奖励情况 

类别 奖次 合计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国家自然 

科学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技术 

发明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科 

学技术 

进步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1 1     

省部 

级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2  1   1 

三等奖 1  1    

其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表 2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论文、标准、著作等知识产权 

类别 合计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学 

术 

论 

文 

SCI 13    8 5 

EI 12 2  2 3 5 

中文核心 21 5 3 7 4 2 

其他       

出版 

专著 
出版专著 

8  3  3 2 

专利及

软件著

作权 

发明专利 3   1 2  

实用新型专利 16 4  2 8 2 

外观专利       

软件著作权       

其他       

新品种 新品种       

新农药 新农药       

新兽药 新兽药       

标 

准 

国家标准 3     3 

行业标准 4 1  3   

地方标准       

企业标准       

 



 

 

表 3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人才培养情况表 

类别 合计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研究生毕

业及博士

后出站情

况 

硕士生 62 12 11 13 12 14 

博士生 20 3 3 4 5 5 

博士后       

固定人员

职称情况 

高级 —— 15 15 16 17 17 

中级 —— 3 3 4 5 5 

初级 ——      

 

表 4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开放课题设置 

类别 合计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项目数（个） 8    5 3 

课题经费 

（万元） 

212    45 167 

 



 

  

表 5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实验站）实验条件 

  

年度  

实验室

面 积

（平方

米） 

实验地面积

（亩） 

设 备

总 值

（ 万

元） 

10 万元以

上 设 备 总

台数（件/

台/套） 

10 万元以

上设备总

价值（万

元） 

新增台

数（件/

台/套） 

设备价

值（万

元） 小

计 

自

有 

租

用 

2015

年 
6000 210 10 200 520 13 247 8 26 

 

表 6 农业部(企业)重点实验室（实验站）研发投入情况表 

年度 
总产值

（万元） 

销售收入

（万元） 

其中：技

术性收入

（万元） 

其中：高新技

术产品销售

收入（万元） 

研究开发

经费投入

（万元） 

研究开发经

费占销售收

入百分比（%） 

2015 年 
 0  0  0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