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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汪清甜到馥郁酒香，传承千百年的白酒酿造

工艺是取自水和粮食，再经历蒸煮、发酵等多道工序而

成。而伴随着酒的酿造，又会产生二氧化硫、粉尘、氮

氧化物，还会有大量的废水。

如今，在劲牌公司，这些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都已成了“过去时”。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劲牌已

实现各类可回收物资的充分循环利用。在一些企业

被环保部门逼着“环保”的时候，劲牌是如何主动走上

绿色之路的？最近，记者走进劲牌，感受到“绿色”的

强大能量。

清洁生产从源头抓起

在 劲 牌 ，生 产 未 动 ，环 保 先 行 。 据 公 司 生 产 运

营中心主任朱志勇介绍，公司从“源头削减—过程

管控—末端治理”，已形成了贯穿全程的管理和运

营模式。

对所有新、改、扩建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选

择节能环保的新材料，能耗低、排污少的生产新工艺，

处理效率高、运行稳定的污染物治理手段，将源头减排

和环保监管措施落实到项目建设的方方面面。

对 原 酒 厂 燃 煤 锅 炉 脱 硫 除 尘 系 统 进 行 升 级 改

造，实现二氧化硫低于 400 毫克/立方米，优于国标排

放；2010 年出台企业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要求废水

主要污染物 COD（化学需氧量）排放浓度小于 50 毫

克/升 ，部 分 生 产 厂 排 放 浓 度 等 于 或 小 于 30 毫 克/

升。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明显优于国标规定的每升

100 毫克……

早在 2009年劲牌公司便自愿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并

被认定为湖北省清洁生产审核标杆企业。截至 2016

年，公司清洁生产总投入 1.72 亿元，共实施各类中高费

清洁生产方案 60 项，无低费清洁生产方案 4100 余项，

节约能源近 6100万元。

废弃物摇身变“宝贝”

近年来，酒糟主要作为喂养饲料，已实现资源化利

用总计 50 万吨，同时创造经济收益 3700 余万元，可满

足约 4万头肉牛的饲料需求。

公司循环经济事业部肖翔谈到：“刚开始推广鲜酒糟

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也吃了很多闭门羹。为了引导客户

将鲜酒糟用于肉牛喂养饲料，跑去客户的养牛场帮他们喂

牛，住在牛棚里面，凌晨三点起床，四点多进行拌料喂牛。

经过两个月的试验，牛不仅长得壮实，还降低了养殖成本，

养殖户就对劲牌的鲜酒糟产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解决药渣、环保泥废弃物的处置问题，并实现资

源化利用，2013年，劲牌开始规划筹建有机肥车间。历

时 2 年多，总投资 2700 多万元建设的资源再生有机肥

生产车间于去年 9 月正式运行投产，将环保泥、药渣制

成有机肥，年产规模达 1万吨。

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公司循

环经济事业部总经理邹玉竹介绍，劲牌目前已实施的

循环经济项目还涉及废水、废气、废包装、煤灰等生产

废弃物，甚至每一张废纸、每一个废电池等办公废弃物

都能做到物尽其用。

创新让绿色更“绿”

曾几何时，酿酒车间一年到头热气腾腾，工人大汗

淋漓。而现在，走进劲牌枫林酒厂的酿酒车间，整个酿

酒生产过程从蒸煮到发酵都实现了机械化，所有粮食

物料全部不沾地……

劲牌研究院副院长杨强说：这要归功于公司耗时

近 5 年、累计投入 10 亿元开发的“固态法小曲白酒机械

化酿造工艺”。该工艺实现了酿造过程的机械化和信

息化融合，标志着白酒酿造告别传统作坊式生产，迈向

现代工业化。

数据显示，小曲酒新工艺实施后，每吨原酒的耗水

量降幅达 41％；原煤消耗量降幅达 39％；废水排放量降

幅达 20％。同时，白酒优质品率从 20%提高到 80%，粮

食出酒率高出 4%，人力成本降低 75%，吨酒综合能耗降

低 33.27%。

在劲牌，减量化、集约化生产和经营大行其道，落

实在产品研发、工艺设计、物流配置等各个方面。以公

司推行的“减量化”产品包装为例，劲牌采用“200 克 A

级箱板纸+140克 A级瓦纸+170克 A级箱板纸”的“低克

重、高强度”外箱，最大程度减少纸张消耗。同时从材

料、结构、包装方式等入手“减”化，实现 10 款产品包装

减重，提高资源利用率。

劲牌公司董事长吴少勋认为，企业承担起绿色发

展责任并不是额外负担，而是企业尤其是食品企业保

证产品品质、彰显和提升自身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

因素，也是企业被赋予的时代使命。

劲牌绿色之道：让土里来的回到土里去！
本报记者 刘志伟 通讯员 沈 莉

江苏省扬中市三茅街道营房村渔乐园

内，200亩水域上，2500余根9米长的水泥管桩

支撑着 22848 片太阳能电池板。在它们正尽

情沐浴着“日光浴”时，源源不断的光能被太阳

能电池板吸收后转化成电能，日均发电 20000

多度，一年就可产生700万元的经济效益。

9月 15 日，国际绿色能源发展大会选择

在扬中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

书处执行秘书埃斯·皮 诺 萨 女 士 称 赞 说 ，

“扬中将为全世界展现一个不可比拟的绿

色能源案例”。

扬中是长江岛城，面积仅为 332 平方公

里，土地资源匮乏，环境承载力弱，决定了必须

要走节约集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机器高效运转，工人精神饱满。荣德新

能源公司车间内，百余台金刚线切割机“手脚

麻利”地忙碌着，今年，公司投入 1.5 亿元分步

进行车间金刚线切割工艺改造，生产效能显

著提升，上半年，企业实现总产值 5.08 亿元，

增幅 16.57%。

在扬中，荣德这样的绿色能源企业多达近

百家，其中光伏及配套企业就有近 50家，种类

齐全，生产单多晶铸锭、切片、电池片等 20 多

种产品，形成了硅料提纯—铸锭切片—组件

封装—集成应用等较为完成的产业链条。来

自扬中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 1—7月，该

市 新 能 源 产 业 总 产 值 173.14 亿 元 ，增 长

13.76%，销售 163.01亿元，增长 11.21%。

目前，该市拥有国家级光伏产业接入系

统研究所、江苏省首家“新能源产业园”、镇江

市首家新能源院士专家工作站，大全集团、太

阳集团等企业参与全国行业标准制定，环太

集团多晶硅电池平均转换效率国内领先，荣

德新能源成硅片行业“单打冠军”。

“扬中的装备制造业，特别是光伏的装备

制造是一个能够吸纳产业工人和创造很多税

收的产业。在扬中光伏产业创造了近 400 亿

的产值，同时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问题。”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原主任、研究员李俊峰说，只要走对方向，新

能源的发展不仅对环境有很大的改善，对促

进就业和经济发展也有显著的贡献。

如果仅仅是发展新能源制造业，消耗了

自己的能源，优化了别人的环境，这就偏离了

发展的初衷。早在 2015 年，扬中市就率先启

动了全国首个“绿色能源岛”建设，计划统筹

应用太阳能、风电、生物质等清洁能源，努力

把全市电网打造成为集能源开发、输送、配

置、使用为一体的能源系统。2016 年 11 月，

扬中市被批复建设“国家高比例新能源示范

城市”，探索绿色能源发展与应用的实践。

如今，绿色能源应用案例在扬中已遍地开

花，无论是企业、居民还是政府单位，各类场所

的屋顶上，太阳能电池板的身影随处可见。仅

用 2年左右的时间，全市已建成屋顶光伏项目

近180个，装机容量约140兆瓦，居民屋顶安装

光伏发电2000余户，占江苏省总量的9%。

全市万元 GDP 能耗 0.3257 吨标准煤，仅

为全省平均值的一半左右，二氧化碳排放

量、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均低于全省平均水

平……2016 年，扬中交出了一份靓丽的节能

降耗成绩单。

扬中市市长张德军表示，“十三五”期间，

扬中计划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岛”、光伏新能

源知识产权特色小镇，投资 18 亿元用于电网

改造，重点实施“金屋顶”工程，实现工业厂

房、公共机构、示范小区居民屋顶分布式光伏

发电 100%全覆盖，打造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高比例新能源生产和消费示范城市，全

岛近零碳排放。

实习生 何彩俪 本报记者 张 晔

从造光伏到用光伏从造光伏到用光伏
——江苏扬中借低碳经济打造江苏扬中借低碳经济打造““绿色能源岛绿色能源岛””

东莞，曾经的制造业“世界工厂”。当

世界经济都出现了制造业颓势之际，东莞

毅然转身创新路。“世界工厂”正在从跟随

模仿式创新向源头创新、引领式创新跃升，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新兴的科技创新中心。

创新创出四年来最高增速

今年上半年东莞实现生产总值 3525.4

亿元，同比增长 8.1%，分别高于全国和广

东 1.2 个和 0.3 个百分点，也创下近四年来

东莞的同期最高增速。东莞市科技局的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莞先进制造业、高

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

别达 51%和 39.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

增长 25.6%。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东莞经济转型的

主力军，新动能已逐步挑起东莞经济的大

梁。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正将东莞导向一

个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模式。

一系列创新指标中，东莞的成绩单也

是格外的亮眼。2016 年，东莞新增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1042 家，总量达 2028 家，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 2003家，国家高企

总数和入库数均居全省地级市第一。全市

累计引进省市创新科研团队58个，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55个，其中，省创新科研团队数量

稳居全省地级市第一。今年 8 月，央视《新

闻联播》再次聚焦东莞，东莞大量经济发展

最新成果、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机构的生

产研发画面一一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报

道中，东莞被打上了一个新的标签——创

新基地，这也是东莞一个时期以来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最佳注解。

打造创新驱动发展升级版

近日，东莞印发了《关于打造创新驱动

发 展 升 级 版 的 行 动 计 划（2017—2020

年）》，强化“升级”意识，紧扣“发展”主题，

提出力争用三年时间，将东莞打造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的创新高地和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产业名城，迈入国家创新型城市行

列。

东莞，作为制造业领域科技创新领先

城市，升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以更大

的力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其次，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作为国家战略，是国家

建设世界领先城市群的谋划。东莞谋划科

创新局，升级科创动作，聚焦创新带建设、

核心创新项目攻关，无疑就是迎接大湾区

战略实施。因此，东莞打造创新驱动发展

升级版，不单单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需要，也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继续

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根本出路。

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护航

没有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就无从依

附。对此，东莞深有体会。因此，东莞在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时，就十分注意制度

创新，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东莞市委

书记吕业升对记者说，要以珠三角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加快构建

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科技创新的

体制机制，营造集聚创新资源的良好环

境。尤其要制定新的招商机制，进一步

完善统筹招商政策，依靠整体力量、平台

支撑和个案定制等，招引一批有规模、有

科技含量、有研发团队、有带动能力的优

质项目。要更加注重科技金融结合，充

分用好贷款贴息、科技保险等政策，推动

产业引导资金、创投机构等进入相关项

目 ，积 极 运 用 市 场 机 制 支 持 科 技 创 新 。

要加快建立完善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

奖励制度，探索完善科技成果转让转化

以及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充分激

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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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9月18日电 （记者张蕴）青

海盐湖工业重大科技专项“年产 5000 吨

电池级碳酸锂产业化关键计划研究”实现

年新增产值 3.15 亿元；青海绿草地新能源

重大科技专项“镁基（锂电）储能电池研发

及产业化示范”实现新增销售收入 1.24亿

元……今年以来，青海省不断加大对科技

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

培育力度，引导资金、技术、项目、人才等创

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领军企业，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成效显著。

按照青海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以供给侧

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推进“四个千亿

元”和“四个百亿元”产业发展要求，青海省

科技厅着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促进青海省高新技术产业健康发

展。重点围绕打造千亿元新材料、新能源

产业集群和新材料、新能源产业技术体系

建设需求，安排部署重大科技专项，为光电

材料产业链和多晶硅产业链条延伸、多元

熔盐体系的开发和产业化以及生态畜牧业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围绕打造百亿元畜禽养殖产业和现代

农牧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需求，青海组织

实施了“1020”科技支撑工程，不断提升农

牧业科技创新能力。今年，重点支持高原

现代种业生产、生态循环农牧业发展、农畜

产品精深加工、农牧业标准化生产与智能

化管理技术示范、农业机械化生产标准研

发及推广等“1020”科技支撑工程项目 21

项，实现新增产值 8.65亿元。

青海多项举措
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

复方丹参滴丸（T89）是全球首个进行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 FDA）三期临床

试验的复方中药，中药闯关 FDA，引发媒体关

注。最新进展如何？三期临床数据效果怎

样？科技日报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采访。

FDA肯定临床试验价值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复

方丹参滴丸（T89）FDA 三期临床试验结果统

计已经正式公布。从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

FDA 肯定了复方丹参滴丸的临床试验的价

值，临床试验第六周时复方丹参滴丸的高、低

剂量治疗组相对安慰剂组和三七组，对提高

平板运动时间在 p<0.05统计学水平上具有显

著意义，临床试验实际统计结果 p 值为 0.02，

而且运动时间提高的趋势和速率的临床意义

显著；第四周的点对点比较结果统计学临界

显著（p=0.06）。

为什么二期临床试验时，四周临床试验

结果临床意义显著（p<0.05），而三期试验四

周临床试验结果仅达到（p=0.06）临界显著

呢？天士力方面解释说：三期临床试验遍布 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7个临床中心，特别是乌克

兰的国内战争，让那里的试验遇阻，造成可统

计病人数下降，进而影响了四周临床试验统

计结果，让统计结果由（p<0.05）显著变成临

界显著（p=0.06），没有达到三期临床方案设

计预设规定的，在第四周首要观察终点指标

达到的统计学显著性的目标。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戴

小华主任说，从公开的数据看，天士力复方丹

参滴丸四周临床试验结果虽然仅达到了 p 值

0.06，但六周临床试验结果十分理想，p 值达

到了 0.02，这样的结果总体上是成功的。

增补试验稳步推进新药申请

从天士力公布的公告可以看出：天士力正

在稳步推进在美国的新药申请，根据FDA的要

求还需增补一个六周统计显著的验证性试

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天士力方面解释说，

FDA 认可复方丹参滴丸（T89）三期试验的第

六周试验数据所显示的良好疗效，但遗憾的是

第四周的统计结果临界显著（p=0.06），未能达

到临床试验方案中预先设置的第四周统计学

显著的指标（P<0.05）。按照美国 FDA 新药申

报要求，两个临床试验需同时满足p<0.05。公

司在已完成的三期临床试验的基础上,需要一

个再次验证六周统计显著的临床试验。

天士力方面告诉记者：“复方丹参滴丸美

国 FDA 研发将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向前推进。

从与 FDA 沟通的结果看，总体上对我们的三

期试验结果是肯定的，只是要求我们能够再

增加一个新的临床试验来验证已经取得的第

六周的试验结果。”

增加一个新的临床试验这在 FDA审批历

史上是否有先例？中国中医科学院江苏分院

研究员李松林表示：“在美国 FDA审批药物的

历史上，FDA 要求进行补充验证研究的例子

是很常见的。FDA 批准的治疗慢性心绞痛的

药物雷诺嗪，就是一款通过在 FDA 三期临床

试验之后，补充了验证性研究而最终批准上

市的药物。从 1997 年到 2001 年期间，雷诺嗪

开展了 2个三期临床试验，这两个试验均是以

运动平板为评价方法，第一个试验在治疗峰

值时体现出治疗效果，但第二个试验在谷浓

度时仅表现出临界有效。FDA 认可雷诺嗪的

有效性，但是因为只有一个研究在谷浓度时

治疗作用有统计学意义，所以还需要补充一

个验证性试验去证明雷诺嗪一天两次给药

时，在两次给药间隔中仍然有效。后续，雷诺

嗪的申报方 CV Therapeutics 补做了一个有

效性‘验证性试验’，该试验的主要临床指标

是心绞痛发作次数。试验结果显示雷诺嗪可

以显著地降低每周心绞痛的发作次数，FDA

最终批准雷诺嗪作为治疗心绞痛药物上市。”

中药国际化应获支持

中药国际化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战略。天

士力作为我国中药国际化的领军者，得到各

方面的肯定。复方丹参滴丸闯关 FDA，说明

中药和西药一样，能够经受欧美西方国家安

全性和疗效标准的严格考验，对推动国内更

多优秀的中成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具有积极

的示范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

学院院长张伯礼认为，通过美国 FDA 这样严

格的试验，证明了天士力中药现代化研究的

水平，能够让更多的人相信并接受中医药，为

中药的国际化迈出了有力的一步。

长期坚守在医疗一线的广东省人民医院

心内科的陈鲁原教授，9月 17日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复方丹参滴丸在我国临床应

用 20 多年，无论从疗效、安全性，还是科学数

据、机理等方面，能够做到这样严谨，在我国中

药品种中是不多见的。同一天，中国医大一附

院老年病科主任齐国先教授，在电话中对记者

说，我国中医药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潜力巨大，

复方丹参滴丸勇闯美国 FDA,经历最严格的检

验，这需要信心和勇气，也是中药国际化的一

个方向，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复方中药首次闯关美国FDA
复方丹参滴丸美国临床试验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冯国梧

扬中奥体中心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在扬中，绿
色能源企业多达
近百家，其中光伏
及配套企业就有
近50家。图为江
苏太阳集团的光
伏电池生产线。

在江苏扬中，无论是企业、居民
还是政府单位，各类场所的屋顶上，
太阳能电池板的身影随处可见。
2016年，该市万元GDP能耗0.3257
吨标准煤，仅为江苏省平均值的一半
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污染物
排放强度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