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录治霾践行者公益活动启动
科技日报讯（记者何晓亮）由新华社全媒体联合北京清新环境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E20环境平台共同发起的“清新环境纪录治霾践行者

公益活动”，近日在北京启动。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中国工业环保促进

会会长杨朝飞，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熊跃辉等出席了启动仪式。

据悉，此次活动是新华社全媒体“治霾在行动”系列活动的重要

分支。活动将通过拍摄纪录片的方式，纪录在治霾领域以科技研发、

实业创新、技术实践不断贡献力量的优秀案例，以优秀人物激发全社

会的治霾热情。

作为活动发起方之一，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开元表示，清新环境参与发起这项公益活动，是希望用多年的技术创新

成果推动国家环境事业发展。为协助电力及非电领域的更多工业伙伴

进行节能环保改造，清新环境将公开分享公司的核心专利技术——清新

环境单塔一体化脱硫除尘深度净化技术（简称“SPC-3D技术）。

据了解，SPC-3D技术是清新环境于2014年底自主研发成功的超

低排放新型技术，集清新环境多项专利技术于一体、创新性强，具有单

塔高效、能耗低、适应性强、工期短、费用低、不额外增加场地、操作简

便等特点，适用于燃煤烟气SO2和烟尘的深度净化，尤其为我国燃煤电

厂实现烟气的超低排放提供了解决方案。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

山西云冈电厂、河南孟津电厂、重庆万州电厂、安徽安庆电厂等各类大

型燃煤电厂机组，助力我国数十台大型燃煤机组实现超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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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荒漠化是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问

题，也是我国最严重的生态问题。6 月 17 日

是第 21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在国家

林业局和共青团中央共同举办的主题为“绿

化荒漠、守护家园”宣传活动上，国家林业局

副局长张永利就我国荒漠化现状、面临问

题、解决措施等热点问题接受了采访。

荒漠化是“心腹之患”

被喻为“地球癌症”的荒漠化，导致土地

生产力下降，威胁粮食安全，加剧农村贫困。

“它不仅是一个生态问题，也是一个民

生问题、发展问题。”张永利强调说。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将荒漠定义

为，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区，由

于人类活动或气候变异引起的土地退化。

据了解，全球共有 110 多个国家、20 亿

人口受到荒漠化影响。在 1981—2003年间，

由于荒漠化影响，全球每年有 12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失去生产力，相当于每年损失粮食

2000万吨。

同时，还直接导致文明的终结。两河流

域古巴比伦王国的乌鲁克城邦、尼罗河畔古

埃及的“地中海粮仓”、古印度河口草木繁茂

的塔尔平原，以及古丝绸之路上曾繁华无限

的楼兰古城，如今都湮没在了黄沙之下。这

些古老文明的消亡，无不揭示出“生态兴则

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人类文明发展

规律。

“荒漠化也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其根本原因则是人类对自然索取的强度超

出了生态系统的承载极限和自我恢复能

力，破坏了干旱地区脆弱的生态平衡。”张

永利介绍，人口的快速增长往往成为直接

的驱动因素，过度开垦、过度放牧、过度樵

采和不合理利用水资源，加剧了荒漠化的

形成。

据统计，我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 262.3

万平方公里，分布在 18 个省（区、市）的 500

多个县，4 亿人受到影响，流沙埋压农田、牧

场、村庄，损毁铁路、公路、水利设施等现象，

屡见不鲜。

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先后实施三北防护

林体系建设工程、全国防沙治沙工程、建立

全国荒漠化监测体系，并开展了京津风沙源

治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六大林业重

点工程，实施了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同时，

还颁布了《防沙治沙法》，出台了《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快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从制

度上保证了依法治理、科学治理、综合治理，

使荒漠化防治步入了快速推进的发展轨道。

张永利称，我国用事实证明了“地球癌

症”是可以治愈的，并向世界兑现了“绿色奥

运”的承诺。京津风沙源区，沙尘暴、扬沙、

浮尘天气分别比 2000 年减少了 18%、43%和

22%。塔里木河、黑河下游的胡杨林重新焕

发生机，青海湖水位上涨了相当于 6 个西湖

的水量。饱受风沙危害的三北地区粮食亩

产提高了 200 多公斤，粮食产量由“低而不

稳”转变为“稳产高产”。

“但是，我国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全国

还有 53 万平方公里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和 32

万平方公里具有潜在沙化趋势的土地，近 10

年亟须封禁保护的沙化土地有 28 万平方公

里，防治荒漠化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治理任

务依然十分艰巨。”张永利如此说。

用智慧绿化荒漠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前不久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为荒漠化防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京

津风沙源工程治理范围扩展、沙化土地封

禁保护区试点启动，以及森林、湿地和荒漠

植被生态红线的划定，还有正在全面禁止

的全国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等，这一系列重

要举措的推出，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

了新阶段。

“《意见》中明确指出，到 2020 年，全国

50%以上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这就

要求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以推进，让荒

漠化防治为生态文明建设增光添彩，为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加油助力。”张永利强调，而青

年人则是国家的未来，社会的希望；是创新

的源泉，行动的先锋。

推进荒漠化防治，必须始终坚持生态优

先的方针，守住荒漠植被生态红线。并牢牢

把握“科学防治”的发展理念，不断完善荒漠

化监测技术方法和指标体系，建立健全相关

标准，开展科技攻关，推广适用技术，强化科

技培训。同时，作为公益事业，防治荒漠化

要最大限度地吸引社会力量投身其中。

最后，张永利诚挚邀请青年朋友和大学

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到沙区开展社会实践，

去更多地认识和了解荒漠化，用你们的智慧

和热情，行动起来，实践创新，为“绿化荒漠、

守护家园”，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中国

梦”，做出新的贡献。

绿化荒漠 守护家园
——访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

□ 胡利娟

见缝增绿 美化环境
科技日报讯 （方昊）“见缝增

绿”大讲堂前不久开讲。“低碳饽饽”

等适合阳台、露台、屋顶生长的低矮

地被花卉，在新颖别致、操作简便、

立竿见影的“见缝增绿”体验活动

中，又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进行互动，

使众人受益颇深。

当天的大讲堂中，深受大家喜爱

的“低碳饽饽”，有“天然氧吧”之称，

以垂盆草为例，与其他植物相比，释

放氧气高出30多倍，并能吸附二氧化

碳、减少噪音，滞留和吸附尘埃的能

力为 8.5倍。另外，还有上百名小朋

友也亲自动手栽花种草，在绿色的簇

拥中，感受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

据了解，作为华北地区占地面

积最大、品种最多的乡土野生花卉

示范园，绿普方圆乡土野生花卉示

范园占地 55 亩，现有花卉品种达

120 多种，并且是北京市“增彩延

绿”重点工程七大苗木基地之一。

北京首家实景互动景区亮相
科技日报讯（白贤策）北京首家

实景、互动体验式景区于近日亮相。

据了解，此景区是八达岭国家森

林公园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通过线

上线下联动的设计，打造“互联网+旅

游”平台，让游客利用智能手机扫一

扫、摇一摇、查找附近的人等功能，除

了可与景区及其他游客沟通、对话、

交流外，还能通过页面查看景点介绍

和动植物知识，让单一游览变为互动

体验，大大增加参与性，从而使游客

获得更好的体验效果。

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相关负责

人称，实景、互动、体验式景区，就是

要让公园“活”起来，不仅会说话，还

能陪游客玩，加强双方互动性。

在我国,有这样一支科研团队，他们在中间相

沥青碳纤维产业化道路上艰难前行，他们打通了中

间相沥青的纺丝、氧化、碳化连续化工艺，他们就是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迟伟东率

领的科研团队。

中间相沥青碳纤维除具有轻质、高强特性外，

还具有超高模、高导热、高导电、低热膨胀系数等特

性，适用于昼夜温差大的太空环境，用它作为增强

体可以制备出热膨胀系数为零的各种结构型和功

能型复合材料，已成为解决外层空间结构和功能复

合材料不可或缺的增强体。

1986 年，由北京化工学院牵头，北京煤炭化学

研究所和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联合承担“863”超高

模量石墨纤维的研制任务，项目由北京化工大学教

授沈曾民负责，作为沈曾民的学生，迟伟东参加了

项目的研究工作，1996 年,“863”项目顺利完成，但

由于任务调整没有进一步开展后续的研究工作。

2006年，迟伟东率领科研团队重新展开了中间

相沥青基碳（石墨）纤维连续化生产工艺的研究。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该团队打通了中间相沥青

的纺丝、氧化、碳化连续化工艺。

他们首先解决了纺丝连续化的难题，由于沥青

纤维的强度极低，接近于 0，使其连续化纺丝极为困

难，掌握中间相沥青连续纺丝技术的美国和日本对

这一技术严格保密。

“为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创新性地提出了新的

纺丝工艺，这一新工艺的特点是，纤维直径的可控

好，断头率很低，一束纤维中包含的单丝数量可

控，利用这种工艺，可生产 1K、2K、3K 的系列沥青

纤维产品，纤维的连续长度均在 1000 米以上。”

迟伟东说。

在中间相沥青连续纺丝成功的基础上，迟伟东

团队继续开展了沥青纤维连续氧化、碳化工艺的研

究，解决了沥青纤维在氧化、碳化过程中的加张力

问题。

迟伟东说，通过设计了一种特殊结构的沥青纤维

加张系统，可在沥青纤维上施加所需张力，同时对连

续氧化的走丝速度，各氧化炉、碳化炉的温度场分布

对制品性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突破了沥青纤维连续

氧化、碳化工艺，制备出连续长度大于1000米的中间

相沥青基碳纤维，2008年，在国内建成了第一条中间

相沥青连续碳纤长丝试验生产线。

2013年，迟伟东科研团队与山东瑞城宇航碳材

料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发展”成为这次合作的重

心，目标是把中间相沥青碳纤维技术转化发展成产

品，尽早投入我国航空航天等方面使用。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已建成一条具有年产中间

相沥青碳纤维 300 公斤生产能力的中试生产线，可

生产出 1K、2K、3K，连续长度大于 1000 米的中间相

沥青基碳（石墨）纤维，这成为国内第一条中间相沥

青碳纤维中试生产线。

迟伟东说，2014 年 10 月，生产线开始调试；

2014 年 11 月，开始试运行；2014 年 12 月 28 日，生产

出第一批中间相沥青碳纤维产品，并送相关制造厂

试用，这标志着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间相沥

青碳纤维产品已经问世，我国中间相沥青碳纤维的

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截至目前，迟伟东在中间相沥青及其碳（石墨）

纤维的结构、性能及制备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基础研

究，终于在国内率先突破中间相沥青连续纺丝技术

和连续氧化、碳纤维技术，建成一条百公斤/年中间

相沥青基碳纤维连续化生产线，可制备出连续长度

大于 1000 米，规格为 1K，2K 和 3K 的多种截面形状

如中空、三角、三叶形的中间相沥青基碳纤维产品，

打破了美国、日本等国家对中间相沥青碳（石墨）纤

维产品和技术的封锁和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

在 产 业 化 路 上 逐 梦 前 行
——记北京化工大学中间相沥青碳纤维研究团队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首届北京百合文化节开幕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6 月 26

日，为期 36 天的首届北京百合文化

节将在世界最大的百合主题公园开

幕，第四届荷兰百合日（中国区）活

动也将同期举办。

位于占地 3000 余亩世界葡萄

博览园内的该百合主题公园，种植

有 237 个品种、150 万粒百合种球，

花海总观赏面积达 1000亩。

本届文化节由北京市园林绿化

局、北京花卉协会、北京市延庆县人

民政府主办，期间，还将举办百合新

品种 Top10评选、模特 T 台秀、国际

顶级大师百合主题花艺专场，以及

婚纱摄影基地揭牌和“种下梦想的

种子”种球发放等活动。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称，通

过举办百合文化节，能够改变延庆

的旅游业、花卉业，尤其是球根花卉

业的产业格局，有效带动生态旅游

经济发展。

另悉，6月 25日，世界百合科普

馆在北京世界葡萄博览园正式对外

开放，这是国内首次对百合球根花

卉进行分类搜集整理，并予以场馆

展示。

铜电缆更具节能环保优势
科技日报讯（记者宋莉）近日，

由城市电网研究会组织的“城市配电

网铜铝电缆应用媒体沟通会”在京举

行。会议就铝合金电缆应用中的问

题、铝合金电缆的标准问题和铝合金

电缆和铜电缆对环境的影响问题与

与会记者进行了深度的沟通。

与会专家认为，从节能、环保、

资源角度看,铜电缆比铝合金电缆

在城市配电网应用方面有优势。铜

材质和铝材质在电气与机械性能上

均有明显区别。铝合金电缆导电性

能不如铜电缆，铝合金导线在电导

率和电阻率方面与纯铝相近，只有

采用加大截面的方法才能达到铜电

缆的电气性能。金属铝在生产和使

用过程中的能耗约为铜的 3 倍，能

耗大于铜电缆，金属铝的二氧化碳

排放是铜的两倍。铝合金电缆对环

境的影响（酸化潜势）也高于铜电

缆。建议铝合金电缆不宜在城市电

网中使用，可使用在桥架、企业及低

压供电场所。

专家表示，从铜铝电缆的全生命

周期成本分析，铜与铝的成本几乎没

有什么差别，而与铝合金电缆比较，

铜电缆生命周期成本更优于铝合金

电缆。并提出中国的铜资源相对铝

资源而言，较为丰富，到2020年中国

铜矿可以满足全部内需。

低覆盖度治沙喜获进展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6月 24日，国家林业局科学技术司在北京

召开的“低覆盖度防沙治沙的原理与技术”项目科技成果鉴定会上，

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该科技成果达到同类研究国际领先水平，并建

议加大推广力度，为我国荒漠化防治和生态建设发挥作用。

据了解，“低覆盖度防沙治沙的原理与技术”项目是由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荒漠化所杨文斌研究员主持完成的，自2003年起，针对干旱、

半干旱区荒漠化治理修复中水分利用效率与植被密度的稳定度等相

关问题，开展了高覆盖度植被在干旱沙地稳定度难以维持与低覆盖度

植被生长潜力提升的对比研究，其基本解决了防沙治沙中多年来“中

幼龄林”衰败或死亡问题，建立了 15%—25％的低覆盖度固定流沙新

技术体系，丰富了荒漠化沙地治理的生态学理论，具有创新性。同时，

该项目还揭示了土壤“水库”中水量的渗、贮、供等水分利用循环机理，

将人工造林固沙与自然土壤、植被、微生物的修复作用有机结合，建立

了灌、草、乔等合理配置的“行带式”荒漠化治理新模式。

据悉，此成果已在内蒙古毛乌素、浑善达克和科尔沁沙地等多地

进行了人工造林科技示范，并成为《国家造林技术规程》旱区部分修

订(2015修订版)的重要内容。

马铃薯当主食已初具规模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获悉，目前，全

国年种植面积超过 10万亩的马铃薯品种有 82个，超过 50万亩的品种

有30个。专家预计，到2020年40%以上的马铃薯将作为主食消费。

在我国，马铃薯多限于鲜贮、鲜运、鲜销、鲜食。在传统的膳食结

构中，95%以上的马铃薯作为蔬菜鲜食，很少作为主食直接食用。近

年来，马铃薯加工食品在我国备受欢迎，马铃薯食品将逐步成为我国

城乡调剂和丰富人民日常食物结构的主食之一，在日常膳食结构中

占有一席之地。

专家指出，马铃薯主食产品及产业开发将坚持“一不三坚持”的

推进原则：“一不”就是不与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抢水争地；“三

坚持”就是坚持主食开发与综合利用相兼顾，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决

定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

专家解释，推进“马铃薯主食产品及产业开发”，一是顺应大家

“吃饱吃好吃的健康”的需求。马铃薯营养丰富全面，脂肪含量低、蛋

白质品质高、热量低，有利于小康社会人们吃饱吃好和要吃健康的主

食需要。二是可以因地制宜推进种植结构调整，科学进行食物资源

开发利用。我国耕地资源严重短缺，水资源分布不均，生态环境压力

不断增大，在水资源短缺的西北、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华北和冬闲田资

源丰富的南方等地区，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种植结构。马铃

薯生产节水、节地、节肥、省药效果好，可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替

代作物。三是推进“马铃薯主食产品及产业开发”战略，是保证口粮

绝对安全的重要补充。马铃薯过去对解决人们温饱问题起到过重要

作用，在粮食安全重要性更加凸显的今天，推进马铃薯主食产品及产

业开发成为必然选择。四是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内部产

业优化。马铃薯产业链长，推进马铃薯主食产品及产业开发，发展马

铃薯深加工，有助于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碧海,蓝天,松柏,绿竹。青岛涵碧楼以其独特

的建筑风格，呈现出美的建筑与自然景观的融合。

刚刚开业半年多，这座文创度假酒店，如同从

自然景观中“生长”出来的一样。原木、花岗岩、玻

璃和金属四种材料，融合自然环境的造景设计，别

具一格。似集装箱的酒店外观，用铜网围裹起来，

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美轮美奂。在占地面积 15

万平方米的酒店内外，从泰山引种的 3000 棵黑松，

全部是历经 2 至 3 年的时间才挑选出来的，每一颗

松树的种植非常讲究，树枝舒展的方向都要严格测

量考察，每棵松树恰似一位好客的主人，挥展双臂，

热情欢迎宾客的到来；果实累累的石榴树、挂满枝

头的柿子树、世纪红枫树，给人绿意盎然之美。“每

年种树不少于 2万棵，通过代代相传，以种满 100万

棵树为目标。”台湾乡林集团董事长赖正镒倡议推

动“守护地球·植树百万棵”公益活动，承担企业的

社会及公民责任。

坐落于青岛黄岛开发区凤凰山麓半岛的酒店

选址眼光独到，依海而造。它伸入海洋腹地，三面

环海一面靠山，在半岛两翼，有两处洁白沙滩，就像

只展翅而飞的凤凰，从海岸延伸至黄海上。酒店设

有 161 间全海景套房、国际会议中心、温泉等。跟

大海接触，与自然融合，聆听海天的呼唤，极致的亲

海性让客人徜徉于无边的海天之中。

面积 100 平方米的房间，有着 180 度的无敌海

景，躺在床上能看到从黄海海平面跳出的曙光。站

在 10 米长超大的露台上，没有任何柱子的遮挡，一

望无际都是海。一阵阵海风吹来，伴着海浪声，海

天一色的悠然美景，令人愉悦。

青岛周边海域环境优美，位置优越，纯净无污

染的海水清澈纯洁，深度、洋流和温度都很适合鲍

鱼、刺参、海胆等优质海产生长。涵碧楼所在地薛

家岛，是北方鲍鱼养殖著名区，涵碧楼北沙滩附近

养殖的鲍鱼鲜活质嫩、适合现捞现料理。对大自然

情有独钟的赖正镒，每到一个地方开发投资建设，

一定会尽量保持当地的原始风貌。赖正镒不断提

醒设计师，一定要把岩盘、沙滩、海岸线都保留下

来，当地原有的鲍鱼池也不能打掉，为的就是要让

到涵碧楼的人，可以看到当地最自然的情景，可以

体验下海捞鲍鱼，抓海参的海洋体验乐趣，享受舌

尖上的快乐。

为保护海洋，发展蓝色经济，涵碧楼还在周边

三公里海岸线边定期举办海洋公益活动——“增殖

放养”各种鱼苗，进行资源性投放，以保护水域环

境，修复渔业生态……

海 边“ 长 出 ”涵 碧 楼
□ 本报记者 宋 莉

近年来，河北省文安县着
力建设生态幸福乡村，大力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打造精
品村庄、精品景观，将生态乡村
建设和发展乡村旅游结合起
来，发展农家生态观光旅游，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

图为 6月 28 日，一位家长
带着孩子在文安县东营村荷塘
近距离感受荷花。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打造生态幸福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