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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在展示晶状海藻酸钠（11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一棵海藻的产业进阶之路
 深耕20多年，明月海藻从濒临破产逆袭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海藻生物制品企业 

技术创新
努力突破价值天花板

“海藻”出海
以品质赢口碑

  明月海藻集团研发中心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内工作（11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上接第一版）张国防先从“老三
样”中的甘露醇做起。
  作为海藻中的活性物质，甘露醇
被广泛应用于食品领域，但此前，其
蒸发结晶的工艺却很“原始”，能源消
耗大——— 1吨海藻只能提炼出80公斤
甘露醇，而生产1吨甘露醇要消耗100
吨煤炭。
　　如何降低能耗和成本？怎样提高
产品纯度？那段时间张国防一直在
思考。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国防听闻有
一种反渗透膜工艺，可以让制备过程
中的煤炭消耗降低70%。每每谈至此，
张国防难掩喜悦：“当时已经有企业
在使用这种技术了，我们也一定要把
这种技术带回来！”
　　此后，在张国防的多方协调下，
一条用反渗透膜分离技术制备甘露
醇的生产线在明月海藻投入使用。
　　“制备效率不够，还不够！”张国
防说。在他看来，不进则退，小进也
退。在摸索中，研发人员关注到一种
新的制备技术：通过葡萄糖转化，人
工合成甘露醇。
　　当时这种技术还处在实验室中
试阶段，有诸多风险因素——— 反应器
的放大、物料传输、热量交换等过程
都会带来新问题。然而一旦成功应
用，则会大幅减少成本，提高产品
纯度。
　 　 到 底 干 不 干 ？张 国 防 决 定 搏
一把。
　　这一次，他成功了。伴随着一次
次的工艺进阶，明月海藻的甘露醇制
备效率和产量大幅提升，具备了低能
耗、低排放、高产能等优势，年产能比
最初扩大18倍、达1万余吨，国内市场
占有率25%。
　 　 产 业 有 了 起 色 ，又 要 面 临 新
抉择。
　　2010年，由于产能持续扩大，公
司在青岛老城区占地82亩的厂区面
临搬迁改造。不少地产开发商看中了
这块地皮，纷纷抛出橄榄枝，想一起
合作开发。
　　那时，正是明月海藻发展的关键
时期，产能拓展、科技研发等需要大
量资金。
　　站在十字路口，明月海藻内部产
生了激烈的争论。
　　不少员工至今都对多年前公司
会议室里的一幕记忆犹新———

　　“房地产赚钱快，机会难得！”
　　“有钱不赚是傻子，等赚了钱再
投入研发。”
　　……
　　“如果错过技术研发的黄金阶
段，与国内外同行的差距一旦拉开，
十年之内难以追赶。”经过深思熟虑，
张国防拒绝了“赚快钱”的诱惑。
　　26年来，明月海藻始终心无旁骛
干主业，从基础的海藻酸盐、功能糖
醇等传统原料产业，转型向更多终端
产品领域布局，从一棵海藻延伸出海
洋功能食品、海洋生物医用材料、海
洋化妆品等多个前景广阔的产业线。

　　在明月海藻集团的海藻科技馆
内，一小瓶白色粉末看似不起眼，却
是企业的核心技术产品——— 超纯海
藻酸钠。
　　这种从海藻中提取的天然高分
子材料，价格昂贵，每克售价超过
1000元；医疗价值巨大，可用于开发
治疗肿瘤、糖尿病、心衰等重大疾病
的高端医疗器械。
　　但在2020年之前，这项技术一直
被国外垄断，国内企业购买10克以上
超纯海藻酸钠至少要等待3个月。
　　“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张国防
不甘心，国外企业能做，我们凭什么
不能？
　　2016年以前，企业以生产工业级
的海藻酸盐为主业，业绩很不错，很
多员工不理解：“保持原状也能稳赚
不赔，何必花钱搞没把握的创新。”
　　但从危难中接手企业的张国防，
居安思危是一种本能。“如果固守老
思路、老产品，企业难免再度陷入危
机。”
　　张国防力排众议，将手头资金全
部投向产品创新研发。
　　2016年，明月海藻集团引进高端
人才张德蒙和他的团队来承担这个
艰巨任务。
　　海藻酸钠中杂质种类多样、溶液
黏度高，提取难度极大，“就像过滤掉
蜂蜜里的灰尘”；国外企业一直严密
封锁技术信息，设备配置、技术参数
等关键环节毫无可参考的资料。
　　随后便是1000多个艰苦研发的
日夜。

　　试验一次次失败，海藻酸钠溶液
和活性炭常常四处喷溅，张德蒙和同
事身上经常黑一块白一块，他们自嘲
就像“大熊猫”；
　　过滤过程很漫长，近百升的液体
有时要经过数天时间才能完成一道
过滤工序，团队成员必须24小时轮
值 ，时 刻 盯 着 压 力 表、流 量 计、集
液罐。
　　2019年，在过滤掉数万升溶液
后，试验团队首次完成了实验室公斤
级超纯海藻酸钠的制备。第二年，明
月海藻建成年产200公斤体内植入用
超纯海藻酸钠生产线，成功实现产业
化，也成为全球第二家具备超纯海藻
酸钠生产能力的企业。
　　对明月海藻来说，每次创新突破
的背后都是“九死一生”。
　　“为了生产海藻酸丙二醇酯，我
们专门收购了一个工厂，耗费大量人
力、资金，却迟迟拿不出合格产品。”
明月海藻党委副书记杨晓菁说，试验
过程中还曾遭遇粉碎机起火，大家都
吓出一身冷汗。
　　总结失败教训，反复改进技术方
案。2016年7月，一条行业内自动化程
度领先、年产1000吨的海藻酸丙二醇
酯生产线顺利投产，产品迅速打开
市场。
　　“创新有可能找死，但不创新肯
定死路一条！”这是张国防常常挂在
嘴边的话。
　　正是这样的理念，让海藻生物制
品价值一路攀升：每吨8000元的海带
经过提取变成每吨价值1.6万元的海
藻酸盐，再加工成每吨价值8万元的
海藻酸纤维，做成海藻酸盐伤口敷料
价值提高到每吨240万元，而纯化得
到组织工程级海藻酸钠每克超过
1000元……
　　近年来，明月海藻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奖4
项，先后取得国家级科研项目22项，
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30余项。

　　立足国内，面向海外，始终是明
月海藻的发展路径。20世纪90年代，
面对海外市场的巨大商机，明月海藻
也不甘落后，第一次带着工业级海藻
酸盐的产品走向海外。

　　之后一段时间，企业开始向食品
级原料和化妆品等精细化高端产品
转型升级，从秘鲁和智利采购原料，
成立明月爱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而，产品进入欧洲市场时遇到
了瓶颈。
　　在业内，欧洲同行当时的技术发
展要比中国早二三十年，凭什么选明
月海藻？
　　“我们要‘先挤进去，再走上去’，
先成为欧洲制造业供应链体系的一
部分，然后再逐步扩大知名度。”明月
海藻集团总裁助理李雪飞说。
　　面对看似无解的题目，李雪飞带
领团队一点一点破题。
　　他们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后发
现，欧洲同行的产品价格高、服务效
率低、研发反应慢，如果订单量不够
大，甚至都不会搭理。
　　找到了痛点，就找到了卖点。物
美价廉、有求必应，正是明月海藻的
竞争力。
　　明月海藻开始为意大利代理商
提供小样，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遭遇
了3次“差评”。
　　“第一次是说我们的产品黏度不
合格，企业很快找到了解决办法，后
来两次的反馈就比较笼统，比如说口
感不行。”李雪飞说，这种感性条件没
有硬性标准，一度让人挠头。
　　李雪飞回忆，客户认为用明月海
藻的海藻酸钠作为添加剂生产出的
饮 料 产 品 口 感 不 行 ，主 要 是 指 不
爽滑。
　　围绕这个问题，团队首先根据专
业经验，列出了pH值、黏度等影响爽
滑的因素，然后查阅大量资料，反复
实验，改进相关指标，最终达到了客
户想要的爽滑标准。
　　如今，他们已经与这家意大利公
司合作8年多，企业也由此成功打入
了欧洲市场，在德国、法国等国家也
受到青睐。
　　今年5月，李雪飞带领团队去拜
访意大利客户，客户表示明月海藻的
产品质量很稳定，还想试试明月海藻
的其他新产品。
　　建立智利海藻原料基地，产品远
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众多国际
知名企业形成长期的良好合作关
系……明月海藻的国际化之路正在
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新华社青岛12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