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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志



▲19T／年6R，在原莱阳县召开的全省小麦收割机现场会上，省委书记自如冰(前右二)，

副书记苏毅然(前左二)等领导亲临现场视察指导工作，我所王铎书记(右一)汇报介

绍收割机性能j

▲1984年"月．省委书记梁步庭(前左三)、省长李振(前左二)等领导视察我所研制的犁



▲1984年TI,EJ，省委书记梁步庭(前左二J省长李振(左哪)、省委副书记姜春云(前左

尊领导参观我所成果展览

▲1965年，部农机试骀鉴定总站有关领导在轻型t铧犁试验现场与主要设计试验人员禽影

4荔帔够幺—工少．

寒来珥I往光阴荏苒．五十年弹指一挥闻



▲1975宰6月，省垂书记自如球(左二)省机械工业局李光照(左五)等领导在手扶拖拉机配套小麦收割机

试验现场

▲1964宰7R，农机试验场全体职工欢送下放干部回机关工作台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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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 我所科研人员讨论拖拉机设计方案

▲1989年6月刘竹兰所长(右二)在试制车间查看产品试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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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来暑往光阴荏苒五十年弹指一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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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T0月．省科委副主任翟鲁宁(前右二)省机械工业厅王和先

厅长(前右一)与房世义副厅长(前左一)等领导参碗建所四十周年成

就展

▲2008年T1月，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陈志院长(左四)一行到我所中试基地参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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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山末农业机械学会山东农业工程学会

在青岛联台举办玉米收获机械技术发展学术研讨会

▲2005车9月在济南召开华东及南方片农机院(所)长 ▲2005年-10FJ，期祈技术人盎与演大利亚卦商挤讨
工作会议 拖拉机勃装载机曩拇控方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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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车TD月．来自加纳、津巴布韦、蕞古 澳大利亚 罗马尼亚 缅甸

摩洛哥等田的外宾参理我所中试基地研制的新产品。

▲2006年，0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山东省分会副会长连佳军(前右六)山东省外办

王俊杰处长(前右七)山东省机械工业协盒副会长刘卫东(前右五)与我所承办的首

期农机综台实用技术国际培训班学员合影



▲1988年TO月我所老年I]球队获厅直老年11球赛冠军

▲2004年9月第十t届职工运动会

v 2005年7月全所职工长岛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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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已经走过了半个

世纪的历程，迎来了建所50周年华诞。

过去的50年，是一部山东农机所艰苦创业的历史。50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和上级主

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我所广大职工始终牢记使命，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服

务“三农”为宗旨，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建设现代农业为己任，发扬团结务实、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自强不息、励精图治，在广袤的齐鲁大地上辛勤耕耘。曾经有多少农机科技工作

者为了农机科研和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试验而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又曾经有多少职工

为了农机所的建设与发展殚精竭虑、彻夜不眠。正是几代农机人的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

书写了山东农业机械科技事业发展的不朽篇章。并铸就了山东农机所和谐发展的物质基

础和精神家园。

过去的50年，是一部山东农机所事业发展、成果丰硕的历史。50年来，农机所从小到

大、由弱到强，各项事业获得了全面发展，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在我国农业机械科技领

域具有较大影响，集应用基础研究、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试验检测和信息服务等多种功能

为一体的综合性省级农机科研机构。全所科技工作者刻苦钻研、协作攻关，致力于科技创

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在各专业领域先后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这些成果多数填补了省内

空白或国内空白，达到了国内领先或先进水平，其转化应用覆盖了山东省绝大多数农机制

造企业，辐射和带动了农机行业和农机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很多成果在全国得到了广泛

地推广和应用。同时，还承担了大量行业质量管理与标准化、信息与信息化服务等任务，在

推动山东农机工业和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科技支撑作用，为山东乃

至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过去的50年，是一代代山东农机所科技工作者不断成长的历史。50年来，我所广大

职工在服务“三农”、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务实严谨、勇

于创新的优良传统，创建了奋发向上、团结互助、宽怀至诚的单位文化，一代又一代的科技

工作者根植这片沃土茁壮成长。事业发展与实践磨砺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

管理团队和一支技术精湛、执着坚韧的专业技术队伍。正是这支素质优良、作风过硬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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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队伍，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骄人成绩，支撑起我所事业发展的未来和希望。

过去的50年，是一部思想解放、自我超越的历史。50年来，山东农机所在一波又一波

的经济、政治大潮中跌宕起伏、几经风雨。在风雨中锤炼了广大职工的坚强意志，也催生了

农机人锐意改革、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本所先后通过几轮的改革．进一步优化了内部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了单位的造血功能和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能力。全所职工解放思

想、转变观念，变革管理模式，调整组织结构和专业布局，积极拓展新领域，不断构建和完

善具有科研院所特点的科技创新体系与科技产业化体系，同时争取各方面支持，加强科研

试验手段和基础条件建设．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努力提升科技实力和面向行业的服务能

力，这为我所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0年风雨兼程，50载岁月如歌。50年的建设与发展，凝聚着几代农机科技工作者的努

力、智慧和心血，铭刻着我所历届领导班子、广大职工、离退休老同志的历史功绩。值此建

所50周年庆典之际，我们谨向为山东农机所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领导、老同

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对于长期以来一直关心呵护、大力支持和帮助山东农机所发展

的各级领导、兄弟单位、广大的农机企业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

是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黄金时期，置身于这个伟大时代我们倍感自豪。当前我国农机工

业和农业机械化事业已进入快速发展的历史新阶段．面临农机行业科技创新与发展的新

机遇、新挑战，我们信心百倍。今天我们编撰这本所志，旨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鼓舞斗

志，继往开来。我们坚信，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我们全所职工一定会更

加团结、更加努力地工作，肩负重任、不负使命，用我们的汗水和智慧去创造更加辉煌的业

绩，以新的姿态去迎接农业现代化的美好明天!

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

所长熬珠
2009年4月1 1日



目 录

j}8je 2兄·································································································-····3

第一篇发展历程⋯⋯⋯⋯⋯⋯⋯⋯⋯⋯⋯⋯⋯⋯⋯⋯⋯⋯⋯⋯⋯⋯⋯⋯⋯⋯⋯⋯5

第一章创建与发展⋯⋯⋯⋯⋯⋯⋯⋯⋯⋯⋯⋯⋯⋯⋯⋯⋯⋯⋯⋯⋯⋯⋯⋯⋯7

第一节创建初期(1959～1965年)⋯⋯⋯⋯⋯⋯⋯⋯⋯⋯⋯⋯⋯⋯⋯⋯⋯7

第二节“文革”及整顿恢复时期(1966～1978年)⋯⋯⋯⋯⋯⋯⋯⋯⋯⋯⋯8

第三节改革初期(1979—1993年)⋯⋯⋯⋯⋯⋯⋯⋯⋯⋯⋯⋯⋯⋯⋯⋯⋯12

第四节深化改革与调整(1994—2001年)⋯⋯⋯⋯⋯⋯⋯⋯⋯⋯⋯⋯⋯⋯17

第五节科技创新与发展(2002～2008年)⋯⋯⋯⋯⋯⋯⋯⋯⋯⋯⋯⋯⋯⋯21

第二章组织机构沿革与人事变动⋯⋯⋯⋯⋯⋯⋯⋯⋯⋯⋯⋯⋯⋯⋯⋯⋯⋯27

第一节隶属关系变化⋯⋯⋯⋯⋯⋯⋯⋯⋯⋯⋯⋯⋯⋯⋯⋯⋯⋯⋯⋯⋯27

第二节机构设置与调整⋯⋯⋯⋯⋯⋯⋯⋯⋯⋯⋯⋯⋯⋯⋯⋯⋯⋯⋯⋯27

第三节组织机构状况⋯⋯⋯⋯⋯⋯⋯⋯⋯⋯⋯⋯⋯⋯⋯⋯⋯⋯⋯⋯⋯32

第四节人事变动与人员统计⋯⋯⋯⋯⋯⋯⋯⋯⋯⋯⋯⋯⋯⋯⋯⋯⋯⋯36

第二篇科技立业⋯⋯⋯⋯⋯⋯⋯⋯⋯⋯⋯⋯⋯⋯⋯⋯⋯⋯⋯⋯⋯⋯⋯⋯⋯⋯⋯53

第一章科研工作⋯⋯⋯⋯⋯⋯⋯⋯⋯⋯⋯⋯⋯⋯⋯⋯⋯⋯⋯⋯⋯⋯⋯⋯⋯56

第一节科研工作开展情况⋯⋯⋯⋯⋯⋯⋯⋯⋯⋯⋯⋯⋯⋯⋯⋯⋯⋯⋯56

第二节科技成果⋯⋯⋯⋯⋯⋯⋯⋯j⋯⋯⋯⋯⋯⋯⋯⋯⋯⋯⋯⋯⋯⋯··65

第二章行业工作⋯⋯⋯⋯⋯⋯⋯⋯⋯⋯⋯⋯⋯⋯⋯·⋯⋯⋯⋯⋯⋯⋯⋯⋯··142

第一节产品质量检测与标准化⋯⋯⋯⋯⋯⋯⋯⋯⋯⋯⋯⋯⋯⋯⋯⋯⋯142



第二节科技信息与信息化服务⋯⋯⋯⋯⋯⋯⋯⋯⋯⋯⋯⋯⋯⋯⋯⋯⋯146

第三节继续教育与培训⋯⋯⋯⋯⋯⋯⋯⋯⋯⋯⋯⋯⋯⋯⋯⋯⋯⋯⋯⋯150

第四节学会建设与学术交流⋯⋯⋯⋯⋯⋯⋯⋯⋯⋯⋯⋯⋯⋯⋯⋯⋯⋯151

第五节山东农机工业协会及工作情况⋯⋯⋯⋯⋯⋯⋯⋯⋯⋯⋯⋯⋯⋯155

第三章 科技代表人物O O O O QI O O⋯⋯⋯⋯⋯⋯⋯⋯⋯⋯⋯⋯⋯⋯⋯⋯⋯·156

第三篇国际交流与合作⋯⋯⋯⋯⋯⋯⋯⋯⋯⋯⋯⋯⋯⋯⋯⋯⋯⋯⋯⋯⋯·177

第四篇条件建设⋯⋯⋯⋯⋯⋯⋯⋯⋯⋯⋯⋯⋯⋯⋯⋯⋯⋯⋯⋯⋯⋯189

第一章科研试验手段建设⋯⋯⋯⋯⋯⋯⋯⋯⋯⋯⋯⋯⋯⋯⋯⋯⋯⋯⋯⋯⋯191

第一节实验室建设⋯⋯⋯⋯⋯⋯⋯⋯⋯⋯⋯⋯⋯⋯⋯⋯⋯⋯⋯⋯⋯⋯191

第二节办公设备、测试仪器与试验设备⋯⋯⋯⋯⋯⋯⋯⋯⋯⋯⋯⋯⋯⋯194

第三节科研中试及生产设备⋯⋯⋯⋯⋯⋯⋯⋯⋯⋯⋯⋯⋯⋯⋯⋯⋯⋯198

第四节交通工具⋯⋯⋯⋯⋯⋯⋯⋯⋯⋯⋯⋯⋯⋯⋯⋯⋯⋯⋯⋯⋯⋯⋯198

第二章基础设施建设⋯⋯⋯⋯⋯⋯⋯⋯⋯⋯⋯⋯⋯⋯⋯⋯⋯⋯⋯⋯⋯⋯⋯199

第五篇党群工作及文化建设⋯⋯⋯⋯⋯⋯⋯⋯⋯⋯⋯⋯⋯⋯⋯⋯⋯⋯⋯⋯⋯205

第一章党组织及党的建设⋯⋯⋯⋯⋯⋯⋯⋯⋯⋯⋯⋯⋯⋯⋯⋯⋯⋯⋯⋯⋯207

第二章群团组织及活动⋯⋯⋯⋯⋯⋯⋯⋯⋯⋯⋯⋯⋯⋯⋯⋯⋯⋯⋯⋯⋯⋯209

第三章文化生活⋯⋯⋯⋯⋯⋯⋯⋯⋯⋯⋯⋯⋯⋯⋯⋯⋯⋯⋯⋯⋯⋯⋯⋯⋯210

第六篇优秀团队与先进人物⋯⋯⋯⋯⋯⋯⋯⋯⋯⋯⋯⋯⋯⋯⋯⋯⋯⋯⋯2ll

第一章建所50周年“突出贡献荣誉奖”十佳人物⋯⋯⋯⋯⋯⋯⋯⋯⋯⋯⋯⋯213

第二章厅局级以上奖励⋯⋯⋯⋯⋯⋯⋯⋯⋯⋯⋯⋯⋯⋯⋯⋯⋯⋯⋯⋯⋯⋯220

第三章所内表彰⋯⋯⋯⋯⋯⋯⋯⋯⋯⋯⋯⋯⋯⋯⋯⋯⋯⋯⋯⋯⋯⋯⋯⋯⋯235

第七篇大事记⋯⋯⋯⋯⋯⋯⋯⋯⋯⋯⋯⋯⋯⋯⋯⋯⋯⋯⋯⋯⋯⋯⋯⋯⋯241



概 况

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始建于1959年4月11日，是一个在农业机械科技领域从事应用

基础研究和集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试验检测和信息交流为一体的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是山东省

唯一的省属农机科研机构。现所总部位于济南市桑园路19号。

目前．全所占地总面积26．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其中办公楼4栋(一栋在建)，

建筑面积12233平方米；职工住宅楼15栋(两栋在建)，建筑面积34609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原

值3400万元。

全所人员编制332人。截止2008年底全所在职职工234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77人，占

76％：高级专业技术人员60人(含研究员11人)、中级专业技术人员56人，共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

的66％。工勤人员56人．行政管理人员20人(其中19人有专业技术职务)。离退休职工216人，其

中离体职工16人，退休职工200人。

现全所共有16个部门、单位。技术研究开发部门有：现代农业装备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收获机

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畜牧机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农副产品加工机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仪器设

备与机电一体化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行业服务机构有：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农机信息中心(山东省装

备制造业继续教育培训中心)及山东华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山东省装备制造业信息化技术发展中

心)、山东农业机械工业协会；科技产业实体有：试制工厂(农业装备工程技术公司)、山东双佳团结

激光技术有限公司、山东科苑种植有限公司；后勤服务机构有：物业服务中心。职能管理部门有：综

合管理部(离退休职工管理科、保卫科)、科技与产业发展部(行业工作部)、财务资产部。同时建有

《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杂志社、科研试验基地、试验农场、山东装备制造业信息网和农业装备技术

信息网网站。国家机械工业农用运输车鉴定试验山东检测站、机械工业农副产品加工机械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济南)、山东省农业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山东省工程机械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山东

省泵类产品质量检测中心5个省、部级专业质检机构及山东农业机械学会挂靠在我所。

建所50年来．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所始终坚持正确的科技与服务方向，以服务农业、农

村和农民为宗旨．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己任，致力于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山东乃至全

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和重要的贡献。至2008年底，在各专业领

域取得科技成果500余项。其中90余项获国家或省、部级科技成果奖。这些成果多数填补了省内

空白或国内空白，达到了国内先进或领先水平。其转化应用覆盖了山东省绝大多数农机制造企业，

辐射和带动了农机行业和农机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在小四轮拖拉机、农用运输车、播种与

收获机械、各种水泵与排灌机械、小型制粉设备、淀粉加工工艺及成套设备、大马力拖拉机多功能

配套技术与装置、农机试验机电一体化系统及设备等优势专业和特色领域取得的一大批优秀科研

成果．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同时，还承担了大量行业科技发展规划、决策咨询与政策

研究任务；为全省农机行业提供标准化、质量检验与质量管理、信息与信息化服务；开展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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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及产品展览展示。在推动山东农机工业和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科技支撑

作用．奠定了其在全国优势地位的基础。

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建设，拥有先进的科研手段和较为完备的产品试验检测条件，在产品研发、样

机试制、试验及设计改进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硬件基础和系统化配套设施。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配有先

进的CAD、CAE、PDM等计算机设计研发系统：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建有9个试验室(台)，一个建设

面积1．9万平方米的拖拉机、工程机械专用试验场．配有各种测试仪器设备145台套，装备与设施具

有国内先进水平，中心于2000年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科研试验基地占地44亩，建筑面积1．1万平

方米，配有大型激光切割机、五轴数控折弯机、数控车床、仿形切割机等加工设备共75台；试验农场

占地251亩。拥有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管理团队和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技术队伍。先后有3人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人获得“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1人获得机电部“有突出贡献专家”

称号、1人获得机电部“优秀科技青年”称号、3人获得机械部“中国机械工业青年科技专家”称号、7人

获得“山东机械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1人获得“全国星火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1人获得“全国

三八红旗手”称号、2人获得“山东省三八红旗手”称号、1人获得“山东省省直机关三八红旗手”称号、

2人获得“山东省省直机关‘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称号、1人分别获得“全国农机行业十大女杰”及

“‘东方红杯’中国拖拉机工业50年5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荣誉称号。

我所是山东农业机械学会的理事长单位．是本届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的常务理事单位．全国拖拉机、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山东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协会等23

个国家、省级学术团体和行业组织的理事或委员单位。现与国内农机行业多数国家级与省级科研

院所、大专院校及众多农机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形成了覆盖面较宽的业务体系。同

时。我所通过派员赴国外考察、培训以及承担国际培训班、举办展会、与国外相关机构进行技术与

产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技术交流与经贸活动，先后有7人次出国进修、学习，46人次出国考察，

国外友人23人次来访，中试基地产品销往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等欧美国家。与山东理工大学

共建了“人才培养基地”，我所有2位应用研究员兼任研究生导师。由我所和山东农业机械学会主

办的学术期刊《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杂志自1963年创刊以来(原名《山东农机》，2005年更为现

名)发行范围逐步扩大，现向全国公开发行。该刊是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等5大数据库的收

录期刊，曾多次被中国农机学会评为优秀期刊。

在当前我国农机工业和农业机械化事业进入快速发展的历史新时期。面临农机行业科技创新

与发展的新机遇，我所在巩固和加强原有研发领域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山东省农业区域发展特色

及需求，加大力度调整专业布局、拓展新领域，并努力构建和完善具有科研院所特点的科技创新体

系与科技产业化体系，同时争取各方支持，加快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努力提升科技实力和面向行

业的服务能力。2006年经省科技厅批准组建了“山东省现代农业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7

年作为三家全国重点省级农机科研院所之一加入了国家科技部批准的由全国十五家重点企业、科

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共同组建的国家“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08年经省经贸委批准

组建了“山东省现代农业装备行业技术中心”。

长期以来．我所十分重视单位的文化建设。自1999年至今连续十年被评为省直机关精神文明

单位和省机械系统文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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