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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市南区紧抓城市更新建

设契机，聚焦“空间+产业+运营”发展

模式，跑出了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速度”。

市南区拉动增量、优化存量，拓

展产业空间、集聚优质企业、完善区

域功能、提升城市品位。智慧化会议

室、创意交流中心……近期，位于市

南区的创联工场新项目“联合办公空

间 ”亮 相 ，引 领 城 市 未 来 办 公 新 潮

流。据介绍，创联工场运营府都大厦

项目以来，实现了老旧楼宇的焕然一

新 。 现 阶 段 ，运 营 场 地 合 计 面 积

10412平方米，配备了 209个标准化办

公空间，入驻企业 200余家。

依托区位优势，市南区将商务楼

宇视作“立体园区”，持续激发城市“垂

直”发展、向新向上的动能。以楼聚

产，培育特色楼宇。以香格里拉、华润

中心、华通中联产业园等楼宇（园区）

为重点，针对楼宇产业集聚情况、税收

情况开展特色楼宇培育，助力楼宇集

聚新产业、新项目。推动华通中联云

芯、云智产业园提前招商，目前入驻率

均超 90%。省内头部跨境电商服务机

构翠鸟跨境电商产业园签约落地，盘

活闲置载体3000平方米，基本实现“开

园即满园”。

30.01 平方公里的市南区有 135

座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商务楼宇，“亿

元楼”达 26座。

海天中心发挥“跨国公司（山东）

区域总部基地、总部招商基地”效能，

搭建“以商招商”中枢平台，与市南区

共同成立海天中心招商专班，协同推

进招商引资高效开展和优质企业落

地。近年来，吸引了欧力士、华为、远

东宏信以及金杜律所等行业头部、优

质企业落地。

高层楼宇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载

体，同时也是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的

重要“战场”。近 3 年来，市南区在推

进老旧楼宇升级转型、提升楼宇商业

业态和品质上下大力气、下实功夫，

更新改造老旧楼宇 35座、总面积达 95

万平方米，盘活闲置载体 50余万平方

米，大批老旧楼宇和闲置厂房重新焕

发活力，推动楼宇经济“拔节生长”，

不断攀登区域能级跃升新高度。

（文字及数据来源：山东省青岛
市市南区委宣传部）

青岛市市南区：打造楼宇经济“升级版”

最近，“这种高仿板栗千万别吃”的话题成为网络热搜。这段

时间，许多地方的街头和路边都出现了一种与板栗非常相似的果

实，误食这种“高仿”板栗可能会导致中毒甚至死亡。那么，“高仿”

板栗究竟是什么植物？

陕西省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祁云枝告诉记者，“高仿”板栗其实

是七叶树的果实。霜降前后，在七叶树的脚下，常常会看到许多果

子。这些果子的外壳是褐色的，外壳包裹的种子一般有一到两粒，

近球形，表皮黑黑地泛着亮光，形似板栗。

祁云枝介绍，七叶树全株有毒，其嫩芽和成熟的种子毒性最大。

虽然猴子可以食用七叶树的果实，但是人畜误食可能会引起中毒甚

至死亡。若是在路上捡到长得像栗子的东西，千万不能直接食用。

七叶树是一种高大的落叶乔木，树体高大，树冠茂密，花朵洁

白，叶形雅致；叶子春夏绿色，秋天变黄甚至变红。七叶树与悬铃

木、榆树和椴树一起，被誉为世界四大行道树。

那么，如何分辨七叶树果实与板栗？

祁云枝介绍，首先看体量。“高仿”板栗个头大，最大者有小孩

拳头大小。板栗和它相比，要小很多。其次看叶子。七叶树的叶

子是掌状复叶，一枚复叶由五到七片小叶构成，以七片叶子居

多。栗树的叶子是单叶，叶子一片一片单生在枝条上。

“高仿”板栗千万别吃

“双十一”购物节刚过去不久，“买买买”带来的“剁手”

快感还未完全消散，堆积如山的快递包装已经需要“扔扔

扔”了。

近年来，随着网络购物订单量激增，快递包装产生的

废弃物也随之增加。为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许多企业

纷纷采用可循环包装或设立废旧包装回收点，以多种方式

减少垃圾废弃物的产生。

除了人们常见的废旧纸箱，还有许多东西，如废弃塑

料、旧轮胎、废玻璃等，都可以被回收利用。如今，在科技

的助力下，许多废弃物“改头换面”，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

到我们身边，使日常生活更加绿色、可持续。

塑料瓶也能做衣服

据统计，一个塑料瓶的平均使用时间只有 15 分钟，但

要完全降解它，却需要花费数百年。但如今，塑料瓶除了

被当作垃圾掩埋、焚烧以外，又多了一个新的归宿——成

为制衣原料。

塑料瓶通常以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为原料，该物

质主要提取自石油。而人们生活中常穿的涤纶面料，其

原材料聚酯纤维也来自于石油。二者实际上是同根同源

的“亲戚”，这也决定了它们之间可以借助科技手段实现

相互转化。

不过，要将废旧塑料瓶变成可以穿上身的衣服，中间

过程并不简单。

塑料瓶被回收至工厂后，工作人员首先会将它们进行

分类、清洗。清洗过后的塑料瓶经过干燥、粉碎，变成细小

的塑料颗粒，这便是供后续加工的原材料。这些细小的塑

料颗粒会被送进熔炉，进行高温熔化，变成黏稠的聚酯溶

液。然后便是关键一步，该溶液会变成比头发丝还细 5 倍

的细丝，这些细丝就是聚酯纤维。随后，工作人员会对聚

酯纤维进行编织，让它们变成涤纶“面条”，此“面条”经加

工后可作为做衣服的原料。

这种由废旧塑料回收制成的纤维，被称为再生聚酯纤

维。它拥有与原生聚酯纤维一样的物理化学性质，用它制

成的衣物同样具有抗皱、不易褪色、不易变形、结实耐穿、

洗后速干等优点。在衣物的穿着感受上，这类衣服与以原

生聚酯纤维为原料制成的衣服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别，甚至

在弹性上还优于后者。

除了废旧塑料，废旧衣物本身以及在衣物生产环节产

生的大量边角料，也能够被回收利用。

废旧纺织品中常见的氨纶与涤纶，二者化学结构相

似。在传统回收方式中，催化剂只能将二者同时降解，无

法进行有效的分离，造成相关材料回收困难，降低了回收

率。仿生物酶靶向催化技术的出现，则解决了这一难题。

该技术能够在温和条件下将聚酯材料解聚成单体，并将氨

纶成分完整分离出来。而分解出的氨纶经过进一步提纯

后，能够再聚合成聚酯纤维，用于纺织。

上述技术研发单位青岛阿脒诺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毛德彬介绍道，氨纶生产成本高，而且在生产

过程中会使用大量高毒性异氰酸酯，对生态环境有较大影

响。此项回收技术能够替代部分氨纶生产，从而减少有毒

化学品使用。此外，传统氨纶生产会耗费大量水资源，而

该回收技术采用无水工艺，大大节约了水资源。

旧轮胎掺入沥青铺路

和塑料一样难以降解的还有废旧轮胎。由于强大

的 抗 热 、耐 摩 擦 及 耐 腐 蚀 性 ，传 统 的 废 旧 轮 胎 处 理 方

式 多 为 掩 埋 、焚 烧 等 。 无 论 采 用 哪 种 方 式 ，都 会 对 环

境 造 成 不 同 程 度 的 负 面 影 响 。 不 过 ，在 科 技 的 助 力

下，如今即使是令人棘手的废旧轮胎也能成为可利用

的资源。

废旧轮胎的主要成分是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添加剂

中还有炭黑、氧化铁、氧化钙等成分。

对于废旧轮胎的无害化处理，目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是将其制成橡胶粉，然后再对其进一步利用。

不过，近年来还有一种新方法，即在加工后的废旧轮

胎中掺入沥青，经过加工后作为原料用来铺设路面。

用废旧轮胎铺路，先要将废旧轮胎变为橡胶粉。使用

常温粉碎法（通过外力拉扯使其断裂）生产的橡胶粉，其断

裂表面会形成一些“触角”。这些“触角”后续在吸收沥青

中的轻质组分后会膨胀。当沥青的掺入量达到一定程度

后，这些膨胀的“触角”就可以连接在一起。“触角”之间相

互连结会形成稳定的立体空间网络结构，可提升沥青的多

项性能。

例如，加入橡胶粉后，可大大提高沥青的黏度，从而明

显提高其抗高温变形能力。除此之外，橡胶粉的加入还能

降低沥青的低温脆性，使其低温断裂形变能力比普通沥青

提高近 7倍。

因此，将经过处理的废旧轮胎掺入沥青，不但能够有

效解决废旧轮胎处理的问题，还可以显著改善沥青路面材

料的使用性能、降低改性沥青成本，具有较强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南京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王家庆团队成员

介绍，该团队在连徐高速（G30）模拟路段开展的试验显示，

将废旧轮胎橡胶粉掺入沥青，铺设 200 公里路面能够减少

碳排放近 3000吨。

废玻璃代替砂子造房

玻璃是生活中的常见材料，小到玻璃瓶，大到玻璃幕

墙。无处不在的玻璃材料在为生活增添便利的同时，也制造

了大量难以处理的玻璃垃圾。合理利用这些废旧玻璃，不仅

可以获得经济效益，还能够解决废旧玻璃造成的环境问题。

近年来，废弃玻璃磨粉因其低成本和良好的力学性能

而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混凝土领域。

作为一种高频使用的建筑材料，混凝土中掺入了大小

不同的颗粒物质。此前这些颗粒物质通常是砂子，如今也

可以是废弃玻璃磨粉。

玻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而砂子同样由二氧化硅

组成，这让玻璃有了替代砂子的可能性。研究人员将玻璃

废料粉碎成 5 种大小不同的碎片：粗、中、细、超细和尘埃

状，用来代替通常用作混凝土骨料的砂子。

实验结果表明，掺入玻璃粉可以提升混凝土的工作性

能，使坍落度（混凝土的塑化性能和可泵性能）增加。掺入

玻璃粉后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较未掺玻璃粉的普通组混凝

土抗压强度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研究人员还将包含了废

旧玻璃磨粉的混凝土装入 3D 打印机，并成功打印出一个

40厘米高的混凝土物件。在整个打印过程中，该种混凝土

可以轻松流过打印机喷嘴，没有出现堵塞等现象，并且这

种混凝土在固化前都没有出现变形或塌陷。

用玻璃粉代替砂子掺入混凝土还有一个好处。由于

玻璃的吸水性远低于砂子，因此掺入玻璃粉的混凝土在生

产过程中需要的水也更少。用玻璃粉代替砂子制造混凝

土，不仅让大量无处安放的废弃玻璃有了用武之地，也节

约了日益紧缺的砂子资源，带来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废物改头换面 服务衣食住行

“ 双 十 一 ”已 过 ，“ 双 十 二 ”在 招

手。年底购物节密集，许多手机厂商

也趁此推出了新款产品，激发了人们

的消费热情。

然而，最近法国国家频率管理局发

布的一项检测结果，却令一些手机用户

坐立难安。该局检测出国外某知名品

牌手机辐射超标，由此电磁辐射影响健

康的话题热度再次升高。

那么，电磁辐射到底是什么？为什

么某品牌手机辐射超标没有在上市前

被查出来？手机电磁辐射超标会不会

对人体造成危害？

带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了相关专家。

与电离辐射有本质区别

电磁辐射是一种自然现象，电场和

磁场的交互变化会产生电磁波，电磁

波向空中发射或泄漏的现象就是电磁

辐射。

“人们常说的电磁辐射、电离辐射，

是人为界定的，实际上无论是高频率的

辐射还是低频率的辐射都在地球上自

然存在着。”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通

信专业博士张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电磁辐射与令人谈之色变的电离

辐射有着本质的区别。电离辐射频率

高、能量大，会破坏人体化学键，影响人

体健康。核辐射就是电离辐射。

“相比电离辐射，电磁辐射的频率

低 、能 量 弱 ，它 不 会 打 破 人 体 的 化 学

键。”张弛表示，如果电磁辐射足够高，

它的加热作用就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但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人 们 所 接 触 到 的 手

机、路由器、基站等，它们的频率较低、

能量较弱，远达不到对人体造成伤害

的强度。

是否造成影响与辐射量有关

手机上市前需经过辐射检测，但当

时的检测结果不超标，不意味着以后也

不会超标。张弛介绍，手机厂商通常会

为了优化用户使用感受，通过升级软件

把发射功率调高，借此增强信号，这也

解释了为什么手机在上市后才被查出

辐射超标。

电磁辐射是否对人体健康产生影

响的关键在于辐射量。目前，我国与

电 磁 辐 射 相 关 的 国 家 标 准 主 要 有 两

个，一个是于 2014 年发布的国家标准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另外一个是与手机辐射更为相关的标

准——《移动电话电磁辐射局部暴露

限值》（GB21288-2007），其中规定“任

意 10 克生物组织、任意连续 6 分钟平

均比吸收率（SAR）值不得超过 2.0 瓦/

千克”。

国家在制定电磁辐射相关标准时，

通常会把“红线”设在比安全值更高的

位置。资料显示，《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国际非电离辐

射防护委员会标准为制定基础，该标准

采用了 5倍以上的安全系数。

同时，张弛补充道，手机的辐射值

即使稍稍超标也无需担心，因为其本身

最大发射功率也达不到对人体造成危

害的程度。

科学实验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张弛表示：“实验中研究人员把手

机的发射功率调到最大值 2 瓦（现实中

手机不可能连续在 2 瓦功率下工作），

再将此手机对模拟人脑的实验设备连

续照射 6 分钟。实验结果显示，这一照

射只是让大脑组织液温度升高 0.392 摄

氏 度 。 这 也 是 手 机 对 人 体 危 害 的 极

值，而打一次篮球人体体温就能升高

0.5 摄氏度。”

某品牌手机辐射超标引消费者担忧某品牌手机辐射超标引消费者担忧

手机辐射会不会危害健康手机辐射会不会危害健康

图① 在位于上海的低碳科普公园内，工作人员正在装
饰刚刚铺设的跑道。该条长达百米的跑道是用废橡胶轮胎
粉末铺设的。

图② 在石家庄市赵县范庄镇秀才营村一家再生资源
回收公司，工作人员在粉碎回收的梨树枝。这些废弃树
枝将被回收加工成生物质颗粒燃料、板材、种植食用菌
栽培料。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摄

图③ 工作人员展示用回收塑料瓶制成的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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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七叶树的果实图为七叶树的果实。。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钱铮钱铮摄摄

11 月 17 日，在日本川崎市，空中索道机器人在面向媒体的试

验说明会上演示将商品放入取货柜。

日本松下公司、东急公司和国土交通省下属都市再生机构

11 月 18 日在东京附近的郊区启动试验，探索依靠空中索道运行

的机器人配送服务，以解决物流从业人员不足、成本上升和郊外

居民尤其是老年人购物不便等问题。试验于 11 月 18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期间在神奈川县川崎市一个住宅区进行。居民通过

专用手机程序订购商品，大约 30 分钟，空中配送机器人就能把商

品送到住宅区内，并自动存入取货柜。居民凭手机程序发送的

二维码提取商品。

空中索道机器人

把快递空投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