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沪家庭厨房水耗差异较大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中华环保联合会近日对外公布了北京、

上海两地家庭厨房水耗研究监测结果。其监测表明，北京居民每

天厨房用水量少于上海居民厨房用水量。这是由于两地居民在冲

洗与盆洗、清洗间隔关龙头等厨房用水行为习惯上有较大差异。

据监测结果显示，上海居民每天厨房用水范围在32.632升—

288.11升，平均用水量为130.940升。而北京居民每天厨房的用水

量差异比较大，范围在4.567升—157.692升，平均值为62.604升。

当前，住宅建筑因其私密性不易对住户行为习惯和用水耗能

关系等进行监测，为指导家庭水耗的研究带来挑战。为此，中华

环保联合会自 2013年起，联合北京工业大学等，共同研发了中国

水耗实时监测设备，以记录瞬时流量、累积流量等相关信息。

中华环保联合会透露，今后随着监测设备的普及和数据库

的搭建，公众将可通过在线查询相关数据，来了解家庭节水潜力

数据，为践行可持续消费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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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的前身是为承建三峡工程而组建的中国

葛洲坝集团公司三峡指挥部，成立于 1991

年。2008 年，葛洲坝集团以三峡指挥部为

核心，聚合优质资源，重组成立了三峡分公

司，并于 2013 年改制成为三峡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中国葛洲

坝集团公司核心成员单位之一，以大型水

利水电建筑承包施工为主，同时在铁路、公

路、机场、桥梁、隧道、风电、市政、房建等领

域具有一流实力的建筑施工企业。主要承

建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向家坝、溪洛渡、

张河湾抽水蓄能电站等水电站达 50 余座；

承接杭州至瑞丽高速公路等路桥工程项目

20 多个；参与机场、风电及新能源、市政等

项目施工近 100 项；在国际建筑市场，先后

中标承建了印尼 ASAHAN 一级水电站引水

系统工程、柬埔寨额勒赛下游水电站上下

电站大坝等一大批工程项目。单位承担的

“大型地下水电站混凝土高效施工技与装

备”项目荣获 2014 年度中国水力发电工程

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大型地下洞室混凝

土施工关键技术”项目荣获 2013 年度中国

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公司在三峡工程建设中，创造了两度

长江截流、三期大坝浇筑无裂缝、右岸厂房

上下游墙“镜面工程”、五级船闸闸门滴水

不漏、世界最大升船机高精度施工等“三峡

品牌”；在向家坝水电站建设中，创造了大

型沉井群、大坝混凝土优质快速浇筑等施

工奇迹；在溪洛渡水电站建设中，创造了左

岸地下厂房等特大洞室群施工的“典范工

程”。公司目前是乌东德、白鹤滩等大型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的主力军。

截至 2014 年底，公司共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项，省部级科技进

步奖 58 项，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 379

件，主编和参编国家和行业标准各 2 项，获

得国家级工法 6项、省部级工法 17项。

近年来，公司经营规模保持高速增长，

预计 2016 年营业收入突破百亿元。公司秉

承“诚信、合作、务实、创新”的宗旨，坚持

“水电主导，多元拓展、世界一流”的发展战

略，充分发挥“三峡品牌”、特大型工程项目

管理经验和良好的资源优势，打造世界一

流的水电工程公司！ （刘阳）

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目前，能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以及我

国生物质资源优势都在召唤着生物燃气产

业的发展。

东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教授李文哲团

队在“十二五”国家支撑计划课题“寒冷地区

干湿耦合发酵气、热、电联供技术集成与示

范”的资助下，进行了干湿耦合厌氧发酵工

艺技术的研究，该技术就是将湿法厌氧发酵

与干法厌氧发酵相结合。

李文哲介绍，畜禽粪便采用湿法厌氧发

酵；农作物秸秆等含水量低，采用干法厌氧发

酵。利用湿法发酵的沼液沼渣对干法发酵补

水、补氮和接种。干法发酵过程中液体缓慢

渗滤，对沼液沼渣进行了固液分离，分离后沼

液中的干物质含量低，有利于后续利用。并

根据寒区冬季粪便可收集量减少而秸秆多、

夏季秸秆少的特点调整耦合比例，以满足寒

区大型沼气工程发酵原料的稳定供应。

据了解，该技术主要创新点是提出了干

湿耦合发酵工艺思想并探明了其最佳工艺

路线，研制了包括发酵罐体、搅拌装置、进料

装置、出料装置的罐式连续干法发酵系统，

研制了沼肥田间机械化暗灌施肥机械，构建

了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

该课题在黑龙江省双城市杏山镇建设了由

一站、两区、三基地构成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园

区。李文哲说，一站是分布式新农村资源站，包

括沼气、有机肥、秸秆致密成型燃料生产。

沼气工程将村屯产生的生活垃圾、人畜

粪便、秸秆、农产品加工剩余物等转化为沼

气和沼肥，沼气作为农户炊事用能和发电，

电力用于秸秆成型燃料和有机肥生产，沼液

沼渣一部分直接灌溉农田，一部分固液分离

生产有机肥，秸秆致密成型燃料用于农户冬

季取暖和沼气工程增温。

据介绍，两区是有机农产品种植区和奶牛

养殖区，利用资源站提供的有机肥进行有机农

产品和畜产品生产。三基地是有机农产品加

工基地、东北农业大学实验实习基地、市民生

态农业观光基地，将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旅

游观光融为一体。从而实现分散式资源分布

式利用，利用当地的废弃资源满足当地高品位

需求，在局部区域实现生态良性循环。

分布式新农村资源站是李文哲团队首次

提出，并率先实施建设，是生态农业循环经济

的重要环节。“这是利用自主研发的新型厌氧

发酵沼气生产、沼液沼渣肥料化和田间机械

化施肥、秸秆有效利用等技术与设备，将农村

污染源的废弃生物质资源化。”李文哲说，资

源站不但从源头上解决了面源污染的复杂问

题，减排温室气体，而且在处理畜禽粪便的同

时，带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有机农业等的

发展，为创建“美丽乡村”提供优质资源。

据悉，分布式新农村资源站计划投资

3200 万元，到 2013 年为止已完成投资 2650

万元。其每年处理畜禽粪便及生活垃圾 1.8

万吨，减少排放 COD（化学需氧量）55.8 吨、

TN（总 氮）78.7 吨 、TP(总 磷）21.2 吨 、CO2

1512吨。2014年，其获得了哈尔滨市重大科

技成果转化优秀项目奖。

一站 两区 三基地
——东北农大加速生物燃气成果转化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云南财经大学物流学院拥有物流管理、物

流工程两个本科专业，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硕

士点，设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物流管理方向）

博士点，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下的物流工

程博士点在建，其中物流管理为国家二类特色

专业、云南省重点专业、云南省特色专业；物流

管理硕士点入选云南省研究生联合创新培养

基地，蝉联两届中国物流科技进步一等奖。物

流学院将物流、商流、信息流三流合一，形成独

特的物流管理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物流学

院现有教育部物流管理与工程类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 1人，云南省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 1

人，云南省中青年技术带头人 2 人，云南省教

学名师 2人，云南省高层次人次特殊支持计划

高校教学名师 2人，云南省教学名师工作室 2

个，云南省经济管理类创新团队和云南省高校

科技创新团队各一个，云南省级教学团队 1

个，多名教师获得省级“优秀教师”称号。

云南财经大学物流学院秉承“好学笃行、厚

德致远”的云南财经大学校训，全力致力于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凸显“智慧物流”的人才培养

特色，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在多项全国竞

赛中成绩斐然，学生考研通过率和就业率名列

学校前茅，感恩教育、学生社团、贫困大学生能

力提高中心等项目，在全国竞赛中成绩斐然，全

力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社会的

广泛认可。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公布的

《2014—2015年度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

告》中，云南财经大学物流管理和物流工程专业

名列全国第八。

云南财经大学物流学院“现代物流管理”课

程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国家精品课程、国家

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议立项课程，编著出版了20

多部物流专业相关教材，其中，《现代物流管理》

为国家精品教材和“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

材，《物流管概论》《物联网技术》为云南省“十二

五”规划教材；学院承担完成了 24项国家教学

质量工程项目。学院还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一项、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

育部人文社科、省级重点科研课题等项目多项，

近五年完成了横向课题 42项，发表了 SCI、EI、

CSSCI等学术论文100多篇，获得了22项国家

专利技术，学术、技术研究特色鲜明，成绩显著，

在物流自动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专利成果的转化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有

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建设和学科的发展。

云南财经大学物流学院应用多项专利技

术，建成了国内财经类院校最先进的现代物流

创新实验中心，搭建了引领理论和技术研究的

创新基础实验平台，促进教师教学科研水平提

高，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具有良好理论知识和

实际操作能力具有国际视野的有创新意识、有

专业技能、有团队精神、有实践体验的经世致用

的物流管理人才和物流工程的复合型高技术创

新人才，为云南经济各领域培养了3000多名高

级物流师和物流师。近五年，教学成果获得了

一项云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一项教学成果二

等奖；科研成果两项获中国物流科技进步一等

奖、两项获得中国物流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获

中国物流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获中国物流宝

供物流一等奖、一项获宝供物流科技创新二等

奖；两项科研成果获全国商业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成果的推广应用，有效解决了行业难题：

（1）2009年，应卷烟商业领域的发展需要，

学院创新地应用 N+1技术开发了“FJ15000新

型超高速自动化单元物料分拣线”，这是一种

自动化高新技术生产装备，主要应用在书籍、

音像制品、卷烟、化妆品、医药等行业物流配送

中心。其包含了一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三项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技术，还具有“混合道”、“预

排程”、“动态任务间隔”、“分拣品牌动态自动

管理”、“动态实时补货”、“订单动态缓存”等多

种先进技术，具有能力大、效率高、运行可靠稳

定、用人少，节能等技术特点，是目前世界上速

度最快的单元物料自动化分拣线。

（2）为了解决电子商务多品种、大流量、

小包件、规模化的自动分拣难题，学院创新团

队历时三年，专门从事针对性的创新工作，

2012 年成功开发了“高效节能型动态立体仓

储系统”系列专利技术产品，具有出入库流量

大、效率高、节能等特点的“高效节能型动态

立体仓储系统”系列专利技术产品，成功解决

了电子商务背景下的仓储与分拣难题，项目

荣获 2013年度中国物流科技进步一等奖。

（3）针对粮食、白糖、化肥、棉花、茶叶等袋

装物料的现代化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需要，学

院创新团队再次研究开发了出“高柔性组合式

自动化立体仓储系统”技术及其成套装备，并引

入“框篮”这种新介质，将袋装物料集装化，再用

自动化物流装备去处理框蓝，不用货架，使用

“框篮”应用“龙门式直角机器人”和“重型AGV”

等自动化物流装备灵活搭建自动化立体仓储系

统，项目具有实施灵活、吞吐能力大、效率高等

特点，再次荣获 2014年度中国物流科技进步

一等奖。

（4）为了促进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学院创

新团队应用物联网技术，开发实施了“基于物联

网技术的花卉产业园区数字一体化精准管控系

统”，在花卉产业基地的土壤、大棚环境中，合理

布局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水分传感器、养

分传感器、土壤成分传感器等多种传感器，基于

总线技术集成，由统一的上位计算机管理信息

系统集中管理和统一调度，实现智能化识别、定

位、追踪、监控和管理，实现智能感知、智能浇

灌、智能施肥，以保证作物有良好的、合适的生

长环境，从而构建完全数字化的花卉产业基地，

根据不同花卉在不同时期的生长需要，科学、合

理地实现智能感知、智能浇灌、智能施肥，种植

高端的花卉产品，满足社会的需要。该项目荣

获2014年中国物流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外，云南财经大学物流学院在 AGV 及

AGVS、穿梭车、机器人、环保工程设备以及工

程集成技术等领域，也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

效的研究工作。

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立足于解决生产

难题，研究项目根植于实际需要，科技成果就

地成功转化，服务和引领产业发展，这是云南

财经大学物流学院教学科研团队所坚持的原

则，“发展生产力是评价教学和科研水平的唯

一标准”，云南财经大学物流学院学术带头人

之一的冉文学教授如是说。多年来，学院与

政府各级部门、众多社会企事业单位，建立长

期合作关系，积极参与技术咨询、科研论证、

课题研究、技术开发、教育帮扶等社会服务工

作，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促进产业的发展，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学

院被中国物流学会授予“中国第一批产学研

基地”、被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授予“中国物流

人才培养基地”。 （刘森 赵迟明）

以高新技术推进“智慧物流”科研与教学
——记蝉联两届中国物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云南财经大学物流学院

我圈养大熊猫达394只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国家林

业局日前透露，截止目前，我国人工

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达到 394 只。

同时，还将于近期发布 2015 年大熊

猫繁育配对计划，继续以稳定数量、

提高质量为目标，指导全国大熊猫

人工圈养种群繁育工作。

据了解，2014 年，全国大熊猫

人工繁育工作继续稳步推进、再创

佳绩，全年共繁育 24 胎 36 只，成活

32只。

国家林业局称，尤其是成功繁

育大熊猫三胞胎并首次全部成活，

创造了大熊猫人工繁育历史新纪

录。同时，还新建华蓥山野化培训

基地和栗子坪大熊猫野化培训放归

基地。

首家当年粮店开业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近日，当

年粮店“百城千店”在北京启动。同

时，建于北京的首家当年粮店正式

开业。

据了解，当年粮店建在吉林省

白城市的大型生态水稻种植基地，

已通过引水洗碱、作物还田等方法，

将盐碱地改造成永久性稳产高产生

态有机农田。其计划在全国 100 个

城市建 2000 家高端有机养生粮店，

采取全产业链运营，由基地直供大

米等产品。

当年粮店负责人表示，此举既

积极应对了社会对食品质量安全的

关注，也满足了部分客户对品牌安

全食品的需求。它将在全国 40 个

城市设立各地分公司，建立上千家

高端东北农品店，并结合线上电商

渠道和线下超现代的物流与商超模

式的双渠道优势，逐步开拓覆盖全

国市场。

周村努力解决异味扰民
科技日报讯（孙德志 王倩）近

日，山东淄博周村有 35 家加油站建

设油气回收系统和处理装置，完成

油气二级回收治理。市民在加油过

程当中再也闻不到汽油味。这只是

当地解决异味扰民，治理化工异味

的一个缩影。

周村区家具喷漆企业较多，分

散广，喷漆异味治理难度较大。为

此，周村环保分局采用不同方法有

针对性的进行治理。对于规模较大

的机械喷漆企业采取焚烧技术，对

于规模较小的家具厂目前正在实验

光催化处理技术、等离子技术来处

理有机废气。如山东三金玻璃机械

有限公司引进喷漆废气治理技术，

采取活性炭纤维吸附—脱附—焚烧

的技术，对有机废气进行彻底分解，

对喷漆生产线产生的有机废气进行

彻底处理；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投

资 100 多万元，对污水厂产生的恶

臭气体进行全部收集，采取光催化

氧化技术对异味进行处理。

据了解，去年 1—11 月份，周村

区环境空气质量良好天数为 87 天，

同比增加 30 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PM2.5、PM10 等主要污染物的

平均浓度均有不同程度改善。

今年将新增1000万亩退耕还林地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今年国家拟安排退耕还林任务 1000

万亩，并启动严重沙化耕地和重要水源地坡耕地退耕还林。这

是 1月 5日从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获悉的。

据了解，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是林业改善生态、改善民生、

服务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体现，2014年，中央林业投入 1517亿元，

全年完成造林 9041万亩，新建一批国家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沙

漠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林业产值达到 5.26万亿元。

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称，今年，在加强工程建设质量管

理、巩固好退耕还林成果的同时，林业将重点通过扩大生态绿

线、守生态红线，主动适应新常态，全力服务新常态。尤其是扩

绿线，全年力争完成造林 9500 万亩，突出抓好干旱半干旱地区

造林，完成中幼林抚育 1.05 亿亩，扩大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范

围，新增湿地保护面积 50万公顷。

这是一个“实力+情怀”的年代，四季沐歌

有着为健康人居生活代言的情怀，更有立足

“阳光（太阳能）、空气（空气能）、水（净水机）”

的扩张实力。作为清洁能源服务商，四季沐

歌不仅荣获 2014年联合国世界环保大会颁发

的“国际碳金生态实践奖”，并且成为行业内

唯一入驻 2014 中国最具价值品牌 500 强企

业。除了四季沐歌太阳能称霸业界之外，凭

借其净水领域的实力，成功晋级 2015 年米兰

世博会指定净水设备供应商。

2014 年可谓四季沐歌承上启下的一年，

以光热为原点的相关领域多元化正在谋篇

布局。营销体系更加完善，营销层级更加清

晰，渠道的扁平化，营销群体的互动化，营销

语言的年轻化呈明显趋势。随着四季沐歌

签约湖南卫视《我是歌手》顶级战略合作伙

伴，四季沐歌净水机将通过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的“台网跨屏”主打其“纯净”的态度营

销,四季沐歌净水机将在“台网跨屏”的互动

娱乐营销中“耳目一新”地呈现。事实上，四

季沐歌全媒体营销蓄力已久。线上，太阳

能、空气能、净水机已经在以天猫、京东、苏

宁易购各大电商平台进行矩阵销售；线下，

四季沐歌全国五个品牌旗舰店、168 个地区

全品类体验店已加入到 O2O 的阵营，四季

沐歌同品牌、多品类的“全渠道”建设势能在

不断聚集，在资金、渠道、品牌、人才等多方

面的合力作用下，2015 年将是四季沐歌“全

媒体”营销的落地之年。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浪潮席卷之下，当“客

厅、厨房”成为家电企业争夺和占领要地的时

候，太阳能领军企业另辟蹊径，为人居用水、

用能、用热打通了一条节能、健康、环保的通

道，四季沐歌太阳能、净水机、空气能产品不

仅包含了厨房、卫生间的用水、用热、用电，也

覆盖了整个家居环境的制冷和采暖。

净水机作为四季沐歌产品跨界的主要

突破口，其营销受众偏重于年轻化，营销路

线倾向于跨屏追踪。对此，中国太阳能行业

观察员庞国军表示，四季沐歌业务多元化已

先行一步，同品牌不同品类的多渠道跨界营

销将多点呈现。通过跨界经营、跨屏营销跟

踪和锁定潜在消费人群，通过深度互动营销

开发粉丝经济已经成为营销传播的“新常

态”，太阳能企业需要做的不仅适应，而是主

动迎合。

四季沐歌瞄准多元化布局
□ 本报记者 宋 莉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1 月 9 日，国家林业局副

局长刘东生在 2014年全国林地管理情况检查情况通

报会上透露，为切实加强林地管理、严厉打击破坏森

林资源行为，国家林业局决定挂牌督办重点案件，并

督促各地对存在的问题认真加以整改，以保障森林

资源持续稳定增长。同时，对林地管理问题严重的

县，在整改到位前除了取消所在省占用征收林地使

用国家备用定额的资格外，还将暂停所在市占用征

收林地项目审核审批。

刘东生称，当前，虽然多数地方重视森林资源的

保护管理，森林资源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一些

地方非法占用林地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林地保护管

理的形势依然严峻。

2014年，国家林业局利用卫星遥感影像和实地查

验相结合的方法，对29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49

个县的林地管理情况进行了检查，其结果显示，各类违

法违规占用林地项目比2013年增加了7.1个百分点。

“主要是土地整理毁坏林地面积大，区域生态破

坏严重。”刘东生说，还有一些地方对工业园区“开

绿灯”，违法乱占林地。另外，地方执法监管环节薄

弱，随意调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采石采矿及各类经

营性建设侵占林地情况，屡禁不止。

刘东生表示，今后将强化依法治林，落实最严格

的源头保护制度，严守林地和森林红线，严格执行林

地用途管制制度，实行森林资源保护管理责任追究

制度，建立健全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的长效机制。同

时，加大查处问责力度，坚决遏止非法侵占林地现象

蔓延的势头。对于涉嫌犯罪的要坚决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并跟踪最终处理结果，杜绝以罚代刑，对于负

有行政责任的相关责任人，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国家林业局将挂牌督办林地整改重点案件

甘肃张掖国家湿地保护区景色秀美
1月9日，金色的光芒洒在甘肃张掖国家湿

地保护区，芦苇和芦花在阳光照射下摇曳，水鸟
欢快的觅食、嬉戏，激流直下的飞瀑掀起涟漪，
为静悄悄的湖面增添跳跃的波澜。这一切为冬
日的甘肃张掖国家湿地保护区描绘了一幅美丽
的画卷。

新华社发（王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