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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树工程”再加速！
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开园
记者 王心怡 通讯员 王虎羽

12月5日，大连理工
大学宁波研究院正式开园。

从去年1月10日签署
合作协议至今，这所由宁
波市人民政府与大连理工
大学共建的新型研发机
构，再一次刷新了我市推
进科技创新“栽树工程”、
加强校地合作的速度。

目前，该研究院已引
进13支共计百余人的科研
团队，与宁波11家高新技
术企业和2家行业协会签
订合作协议，3家共建联
合实验室，共同在技术研
发创新、研发平台共建、
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
与培育等方面展开合作，
形成了“边建设、边科
研、边产出”的良好发展
态势，有效弥补了宁波研
发能力和创新人才不足的
发展短板。

大连理工大学建校于1949年 4月，是新中国成立前
夕，面向新中国工业体系建设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等都是该校的优势学科。

这次在宁波建设研究院，实际上也依托了本部的强势资
源。

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惠晓丽告诉记者：
“大连理工大学科教资源与宁波地方产业高度契合，双方合
作是科教与产业的互补融合。我们在17个一级特色优势学
科之上，不仅建设了研究院的5大创新中心，还设立了3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分支机构。”

这5大创新中心分别是精细化工与生物医药技术创新中
心、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中心、新材料与成型技术
创新中心、信息软件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中心以及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中心，与宁波“246”万千亿级产业集
群中的10个产业集群高度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信息软件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中
心还在物色首席科学家之外，其他4个创新中心已与两院院
士和行业大咖牵手，像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孝军、中国工程院
院士郭东明、中国工程院院士蹇锡高等都成为研究院的智囊
团。

围绕5大创新中心，研究院还依托本部的优质科教人才
资源，采取专兼职结合的人才队伍建设模式筑巢引凤，以大
连理工大学领军人物、核心人物为先导人才，打造本土化的
高水平人才团队，使大连理工大学的技术优势、技术积累在
宁波生根开花。

其中，海洋装备强度分析与创新设计团队在阎军教授的
带领下，多年来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在复杂海洋环境下针对以
柔性管道、海洋电缆/脐带缆、浮式平台系泊系统、抗冰平
台、海洋风电等为代表的海洋工程装备进行结构设计、实验
验证、工程应用的技术，正好与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精耕的领域相契合。

事实上，两者的合作在2009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
东方电缆承接的国家863计划课题“水下生产系统脐带缆关
键技术研究”项目，也是他们第一次与中海油研究总院、大
连理工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接触。

据东方电缆海洋创新中心副总经理陈凯介绍，脐带缆集
电力、液压动力、化学注入、通讯数据传输于一体，还需满
足复杂海况的动态响应要求，其材料的强度、抗腐蚀和抗渗
透性要求极高，是海底油气勘探、深海生产必需的一种特殊
电缆，我国长期来一直被国外产品所垄断。

“多方合作下，我们历时3年终于成功研发出了适合于
1500米水深的脐带缆。脐带缆国产化不但让我国的海洋资
源开发和利用摆脱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也可为今后我国
海洋资源开发提供大量可替代进口的国产电缆。”

不过，陈凯也坦言，受制于地理空间，那时候每一次合
作都不容易，不是他们飞到大连去，就是阎军教授飞到宁波
来。如今，研究院在宁波的落地不仅拉近了交流的距离，企
业的需求得以快速响应，更拓宽了双方下一步合作的模式。

对此，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
永如也有同样的感受。在他看来，过去他们和大连理工大学
本部科教资源的联动大多是以项目形式开展的。如今，双方
的合作进一步上升到了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协同创新、成
果转移转化上，不仅助推了公司的转型升级，更能提高产业
整体发展水平，有助于将我市铜合金与应用产业这一特色优
势产业，打造成为宁波新材料产业的新名片。

研究院还着力建设一流科技成果服务运营平台，已引进
华杨科学仪器(宁波)有限公司、宁波新冠联机电有限公司、
拓中教育OMO创新研发中心等15家企业入驻孵化，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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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