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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绿叶
前不久，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

对外公布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成果。森

林所蕴含的巨大价值让人们震惊。那么，森

林资源核算指标选取的依据是什么？这些

指标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对国家政策有何影

响？对此，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项目总负责人

江泽慧做了相关解读。

科学认识
“过去，公众对森林价值的认识，基本停留

在提供木材资源等朴素的感性认识上，对森林

具有什么样的生态效益、这种效益到底价值几

何，它与个人、社会又有何关系等，均没有明确

的认识。”江泽慧说，森林资源核算的目的，就

是对森林的功能和价值有一个科学、客观、量

化的认识，让人们明确看到森林在生态、文化、

美学、休闲等诸多服务领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价值，从而牢固树立起生态保护意识，自觉把

森林当做财富加以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

同时，开展森林资源核算，还是量化森

林资源资产和生态服务质量、健全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

重要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

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而开展森林

资源核算，不仅可以有效地反映森林资源资

产的存量和变动情况，也为森林资源资产化

管理奠定基础，可以说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两项考虑
众所周知，森林具有多种功能、多种效

益。在提供生态服务上，种类多样、核算复

杂。该如何科学评价这些服务功能和效益，

一直是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但

截止到目前，在国内外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

善、权威的方法体系。

江泽慧称，该研究项目核算指标的选取

其实是在借鉴美国、日本、联合国等较为先

进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主要考虑两个

方面：一是基于林业行业标准。通过十多年

的研究探索，国家林业局于 2008年发布了行

业标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确定了 8 类 14 个主要服务指标的评估方

法。二是立于目前研究与计量基础。综合

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依据目前科学研究

水平、技术手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的。

同时，还结合我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和国家森林资源清查现状，重点核算了森

林资源存量中的林地林木资源和森林产出

中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

江泽慧介绍，在林地林木资源核算中，

将森林资源资产分为培育资产和非培育资

产。培育资产指人工培育为主的森林资产，

包括人工林、苗圃、四旁树等。非培育资产

指非人工培育为主的森林资产，即天然林。

在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核算中，按照森林生

态系统当期提供的服务流量进行核算，选择了

森林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净化大气环境、森林

防护、森林游憩等7类13项服务指标。

“这些指标反映的仅是森林生态系统所

提供的主要服务，还有很多服务功能。”江泽

慧举例说，森林的防护功能，不仅仅体现在

农田防护和防风固沙方面，对农田、房屋、道

路、动物栖息地等，也有重要的保护作用。

另外，还净化大气环境、降低噪音、滞雾霾

等。“这些功能都是真实存在的，并惠益人

类，但由于监测、计量方法、基础数据、技术

手段等限制，现在还无法进行准确评估。”

江泽慧相信，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

提高、评估技术的不断进步，评估的内容、指

标也将不断充实和丰富。

绿色财富
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森林提供了涵养水源、保育土

壤、固碳释氧等主要生态服务，在改善生态

环境、防灾减灾、提升人居生活质量方面发

挥了显著的正效益。

江泽慧强调，这次核算的结果显示，森林

蕴育着巨大的自然财富，除了为绿色发展提

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外，也提供了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作出了突出贡

献。同时，还提出了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的理

论框架，在国内外该领域都具有明显的先进

性、适用性，为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提供了重要参考。

据了解，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我国森

林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的主要生态服务价值达

12.68万亿元，相当于森林每年为每位国民提供

了0.94万元的生态服务。全国林地林木资产总

价值为21.29万亿元，如果按照2012年末全国

人口13.54亿人计算，相当于我国国民人均拥有

森林财富1.57万元，5年增长了38.9%。

尽管林地林木资产稳步增长，但森林资

源消耗形势依然严峻，我国缺林少绿的总体

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局部地区征占用林

地、改变林地用途、滥采滥伐林木等问题依

然突出。

江泽慧建议，国家林业局与国家统计局联

合先行开展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工

作，完善并推行生态问责制度，通过森林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鞭策各级领导干部践行绿色发

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同时，建立健全森林

资源及服务的市场价格体系，完善森林资源有

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使森林资源真正成为

林农的绿色财富，让林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此外，完善林地征占用补偿和森林植被

恢复费征收制度，从而调动各方面造林、育

林、护林的积极性。

森林资源到底值多少
——解读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成果

□ 胡利娟

张守攻：创新助推林业建设
科技日报讯 （王建兰 胡利

娟）日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

长张守攻在该院 2015 年工作会议

上强调，今年是全面深化林业改

革、加强林业法治建设的关键之

年，林科院将大力加强林业科技创

新，逐步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力争在生物育种、森林资源培育、

困难立地造林、重大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生物质新能源等领域取得重

大创新成果，以助推生态林业民生

林业建设。

张 守 攻 称 ，重 点 围 绕 生 态 修

复工程、应对气候变化、林业体制

机制改革等开展专项调研，发挥

生态定位观测网络中心、全国油

茶科学中心、木竹联盟等平台的

作用，加强干旱半干旱地区造林

绿化、特色经济林、林业防灾减灾

体系建设、治污减霾等研究，为国

家重大林业决策、国际履约谈判

提供智力支持。

同时，积极探索科技成果产业

化模式、提高示范基地建设水平，

加强新技术、新产品、新品种转化

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

略新兴产业培育。并创新院地合

作新模式，科学实施院省合作项

目，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林农致富

增收。

此 外 ，还 将 拓 展 国 际 科 技 交

流合作，继续实施推动高层次人

才引进，学科领军人才、优秀团队

培养，以及青年科研骨干学习培

训等工作。

据了解，2014 年，该院科学研

究取得新突破，选育出杨树新品

种 30 个，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正式发布的 2 项国际标准，实

现我国林业国际标准零的突破。

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通

过科技部建设验收，林木基因工

程育种团队入选科技部重点领域

创新团队。

科技日报讯 （王开忠）1月 20日，宋子奎收到国家

知识产权局寄来的“增色洗衣液”《发明专利证书》。这

项成果的问世，为我国服装洗涤节能环保闯出了新路。

1990年，30岁的宋子奎辞掉在通化市粮食局工作的

“铁饭碗”，成立吉林省亨泰服装洗染科学技术研究所。

当时,他并不懂服装洗涤技术，只是看到衣服洗了十几次

甚至几次就因褪色、发旧不再使用而惋惜。同时也深感

棉布和化纤布料需要大量的棉花加工和石油提炼，只因

洗涤技术的落后就缩短服装寿命，从而造成资源浪费、

环境受损。我国是服装消费大国，而棉质和化纤布料的

服装要经过纺织、印染、成品三大环节、近百道工序，每

道工序都是密集型劳动，并形成了高碳、高耗、高污染的

“三高”产业链。服装的穿用设计寿命一般为10年，而颜

色这个生命基因先天性缺陷造成褪色变旧，使用寿命仅

有2—3年，便萌发了革新洗涤技术的念头。

他摒弃化学洗涤老办法，要发明一种既节能环保、

清洁生态，又不易褪色的洗衣液。他便买来几十本洗

涤和光学等方面的书籍，经过几千个日日夜夜的艰苦

论证、1800多次的筛选试验，选择了硅油和树脂等生态

物质作为原料，对其合理配制和“改性”后，洗涤效果超

出想像，颜色不仅丝毫不褪，反而增深增艳。以后，又

经过多年研究、500 多次筛选、试验，采用稀土、甲壳素

等生态物质代替传统化学固色剂，攻克了“去污力下

降”“固色”等一道道难关，于 2013年底，成功研制出“增

色洗衣液”。

这种“增色洗衣液”与传统洗衣液相比，不仅摒弃

了化学洗涤方法，天然环保，而且可使衣服常洗常新，

每次洗后，颜色又深又艳，穿用寿命提高 2 倍左右。经

国家洗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增色洗衣液”

各项指标全部达到国家 A 级标准。2014年底，“增色洗

衣液”获得国家专利。

“增色洗衣液”的问世在我国服装洗涤领域引起广

泛关注，有关领导和专家称赞宋子奎为“中国服装颜色

返新之父”。宋子奎继研制“增色洗衣液”以来，相继研

制出“服装干洗增色技术”“服装功能修复洗涤技术”等

多项服装洗染新技术，其中有5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革新洗涤促环保

宋子奎研成增色洗衣液

科技日报讯 （记者冷德熙）600℃超超临界火电机

组钢管是我国钢铁行业一项关键核心技术，它为火力

发电用户节约大量燃煤，同时为国家创利近百亿元。

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已成为燃煤发电技术领先国

家。日前该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这项由宝钢集团、中国钢研科技集团等多家国内

单位组成的联合攻关组攻克的重大科技成果，围绕

600℃超超临界火电机组锅炉管开展的科技攻关，历经

10 年，实现了我国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关键锅炉管从无

到有、从有到全、从全到优的历史性跨越。10 年来，采

用这项先进技术的国产高压锅炉管的国内市场占有

率，从 27%跃升到 86%，国外市场占有率从零跃升到

25%，同时已成功出口日本和欧美国家，改变了世界锅

炉管的市场格局。项目组已实现销售收入 455.76 亿

元，创造利润 97.51 亿元，税收 19.95 亿元，出口创汇 48

亿元。

据了解，我国电力的 80%以上来自燃煤发电。长期

以来，我国火电机组蒸汽参数低，导致热效率低、煤耗

高、污染物排放严重。制约蒸汽参数提高的“瓶颈”是

火电机组的锅炉管。600℃超超临界机组是迄今最先

进商用燃煤发电技术，本世纪初我国开始发展该机组，

但关键锅炉管全靠进口，国外技术垄断，价格略高，供

货不及时，威胁我国能源安全。

锅炉管须在高温、高压、多种腐蚀环境中长期稳定

服役，研发难度大、周期长，且国外关键锅炉管在世界

各地电站使用中，尚有许多技术难题急待解决。

在此情况下，国家科技部在 2003 年和 2007 年分别

设立国家重点项目，组织有关行业龙头单位围绕 600℃

超超临界锅炉管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在多个技术领域

取得了重大突破。迄今已制订了国际上第一个锅炉管

蒸汽腐蚀评价行业标准，形成 80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31项），和 38个企业技术秘密，修订国家标准 2项，制订

行业标准 2项，出版专著 4部、发表论文 134篇。

超超临界机组锅炉管创利近百亿
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近几年来，每年冬季从西伯利亚等地飞来
府河越冬候鸟的种群、数量逐年增加，数量达到
3万多只，其中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鸟类达 21
种。自 2011 年起，武汉市加大对府河湿地的
保护力度，每年候鸟来临时，多个相关部门共同
组建护鸟队，每天 24小时巡湖监控，为候鸟提
供安全的越冬环境。上图为近日，在武汉府河
湿地，巡湖队员在大堤上观察候鸟。左图为越
冬候鸟在武汉府河湿地嬉戏。

新华社发（史伟摄）

“奥吉娜凭借自主研发、国内独一无二的 PAO全合

成油制造技术，勇闯风电润滑天地，欲与美孚、壳牌试比

高。”1月31日，在2015奥吉娜首届（北京）风电自主创新

高峰论坛暨风电机组摩擦、润滑、诊断、预警学术研讨会

上，奥吉娜集团公司董事长魏国平博士充满自信。

截至 2014 年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容量实现

9581 万千瓦，同比增长 26.1%。与此同时，国产风机品

牌的飞速发展，2013年全球风机 15强里中国企业过半，

在 10 兆瓦级研制上，中国已与世界强者比肩。更为可

喜的是，国产风机已占全国风电总装机量的 90％。

PAO,世界公认的性能最佳的主力合成润滑油，在

军事、汽车、钢铁、航空、医药领域应用广泛，更是当今

世界风电机组润滑的首选。美孚是该技术的原研者，

从不申请专利，一直处于高度机密状态。奥吉娜从零

开始，历时 39 个月，经过 159 次四级放大试验获成功，

从此填补了我国在此领域 30 余年的空白。依托 PAO，

奥吉娜 SHG Extratrans风电增速箱齿轮油于 2009 年 10

月获西门子 SIMENS—弗兰德 FLENDER 技术认证，成

为国内首家获得弗兰德认证的风电润滑油。

由于奥吉娜自主研发并掌握 PAO合成润滑油的核

心技术，成本上的优势也十分明显。然而，物美价宜的

自主创新品牌在国内却备受冷落。有些人以为不同厂

家、不同型号的齿轮箱只能使用“私人定制”润滑油。

其实，这是跨国风机“图纸制造商”和润滑油寡头合伙

给中国润滑油品牌设置的一道篱笆墙。而奥吉娜要做

的，就是捅破这道篱笆墙，竭尽全力为风机保驾护航，

让越来越多的风机厂商体验奥吉娜产品的魅力。

魏国平博士大胆提出对风电机组“抽血体检”理论

的设想，与相关的军事院校、军区装备部合作，成功开

发出互联网上的《风电机组润滑与磨损诊断预警平

台》，该项目获得国家能源局“2012 年度国家能源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预报机组潜在重大机械故障，降低运

营成本，为风机保驾护航。

奥吉娜：勇闯风电润滑天地
□ 本报记者 宋 莉

国燃新能源一期项目奠基
科技日报讯（张国芳）近日，中国国燃集团所属国燃

新能源（湖北）有限公司项目在湖北当阳市举行一期工程

奠基仪式，科技部、商务部、当阳市委市政府等相关单位

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

据了解，中国国燃新能源集团以“发展新型能源，打

造碧水蓝天”为宗旨，以“新能源、新发展、新常态、新起

点”为发展理念，立足于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目

标，持续自主创新，企业研制的低硫车用轻质燃料汽油，

经国家相关权威部门检验，18 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家

标准，经过大量用户的使用，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国燃新

能源（湖北）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利民表示，公司成立是中

国国燃集团进驻湖北市场的一大战略布局，也是当阳市

招商引资的新能源项目，项目占地面积 20 万平方米，产

品节能环保，生产环节不排废液、废渣、废气，不产生噪

音。使用该产品，必将降低汽车尾气对空气的污染。

2020年全国湿地将达8亿亩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2 月 2 日是第 19 个世界湿

地日。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在 2015 年世界湿地

日活动启动仪式上称，多年来，我国湿地保护取得了

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共有 2324 万公顷湿地得到了不

同形式的保护，湿地保护率由 10 年前的 30.49%提高到

现在的 43.51%，力争到 2020 年，全国湿地保有量达到 8

亿亩以上。

“虽已取得这些成绩，但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国

湿地仍面临着湿地面积不断萎缩、生态功能持续减退、物

种多样性日渐减少等多种威胁。”张永利指出，当前，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全国湿地保护工作要采取最

严格的保护措施，划定落实湿地保护红线，确保红线区湿

地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退化。同时，大力实

施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对功能退化的沼泽、河流、湖泊、滨

海湿地进行综合治理。并将针对湿地退化机理及修复关

键技术、湿地合理利用模式等，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推

广，健全湿地保护的法规制度，强化湿地保护的科教宣

传，从而形成珍爱湿地、保护湿地的良好氛围。

活动由国家林业局、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中

国履行湿地公约国家委员会同期举行了第六次会议。

采用领先技术 减少水与能耗

百事武汉食品工厂增资扩建
科技日报讯（记者唐先武）1月 29日，百事公司宣布

其武汉食品工厂将增加投资 5300万美元，在现有工厂内

增设全球产能最大的薯片生产线，全面提升薯片生产的

国际化水平。该厂是百事公司大中华区第六家食品工

厂，投资新生产线是百事公司推动在华业务持续发展、进

一步拓展中西部市场的举措之一。

百事武汉食品工厂现拥有 25000 平方米的厂房，配

备了全球最先进的“乐事”薯片生产线。新投资的生产线

采用土豆自动分选，包装自动化及其他世界领先的最新

技术，年产能为 23000 吨，较目前的生产线可以增加 25%

的产能，是目前全球产能最大的“乐事”薯片生产线；投产

后该厂的年产能将达到 48000 吨，以满足中西部广大消

费者不断增强的消费需求。

该厂新增的生产线将提供约 200 多个直接就业机

会，并在周边地区创造数以千计的间接就业机会。这是

武汉东西湖经济技术开发区近年来的最大的投资之一。

2012 年 7 月，百事公司武汉食品工厂投产运营。该

厂是百事公司按照国际权威绿色建筑 LEED 标准，在中

国建成的第一家绿色食品工厂。2012年 12月，百事武汉

食品厂获得 LEED 金奖认证，相比 2006 年百事中国食品

工厂的基线，百事武汉食品工厂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工序，

节水达 30%、节能达 20%，可以减少长期运营成本。百事

公司在华运营系统中已有六家获得 LEED 认证的绿色工

厂及设施，除武汉食品工厂外，其他绿色工厂和设施为郑

州百事、重庆百事、南昌百事、昆明百事和百事公司设在

上海的亚洲研发中心。

首个矿业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科技日报讯 （方祖烈）我国矿

业领域第一个协同创新战略联盟 1

月 27 日在京成立。作为中国科协

指导下的矿业领域创新驱动助力工

程的重要组织，中国矿业科学协同

创新联盟由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

高新技术制造企业构成创新载体，

由行业重点企业和行业大型企业组

成驱动载体。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作为

联盟的组织与协调平台，推动创新

载体不断提供高新技术与装备，驱

动载体利用创新载体提供的技术与

装备，创造出更高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两个载体相互交流，协同创新，

实现共赢。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矿业大

学（北京）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岩石力

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何满潮，被

推选会联盟理事长。

新食品资源健康产业迎来发展机遇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近

日，“国家新食品资源健康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第一届理事会一次

会 议 暨 2015 年 工 作 会 议 在 京 召

开。联盟理事长中国食品发酵工业

研究院院长蔡木易做了联盟发起工

作报告；联盟副理事长中国农村技

术开发中心主任贾敬敦做大会总

结。会议通过了联盟章程、协议书

和组织架构；审议了联盟 2015 年工

作计划。

据了解，该联盟由致力于促进

新食品资源健康产业发展的重点企

业、科研院所、大学和事业单位组

成。来自联盟 19 家发起单位和 37

家理事单位的企业家、科研专家、管

理者代表参加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