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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耕地土壤贫瘠化严重。据初步统计，

耕地有机质平均含量仅为 2.08%，不但达历史

最低点，并已接近生态“警戒线”。更让人担忧

的是，耕地有机质还在以每年 0.05个百分点的

趋势在下降。

福建绿洲生化有限公司技术带头人、高工

李瑞波说，发达国家对耕地有机质含量的要求

超过 3%。我国土壤有机质“失血”如此严重，

是由于 20多年来农田基本上不搞物质循环，沃

土肥田的优良传统被丢弃。本应撑起沃土肥

田重任的有机肥料工业又因标准科学性等问

题，市场乱象丛生，农民难以买到优质肥。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田有国、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王敬国等专家一致表示，福建

绿洲生化有限公司等自主研发的“富含活性有

机碳的肥料”已获得多项发明专利，水平达到

国际先进。开发的系列富含活性有机碳的水

溶及生物有机肥料配方先进、适用性强，经福

建、江苏、河北、河南、广东和海南等地多家用

户使用，反映良好。

给土壤“定向”补充有机碳分子

碳元素是土壤有机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如果碳与氧合成二氧化碳进入空气中，就成为

重要的温室气体。在去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

我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 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

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比 2005年下降 60%—65%。

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畜禽

养殖业粪便产生量 2.43 亿吨，尿液产生量 1.63

亿吨。畜禽养殖、食品工业产生了大量的固

体、液体有机废弃物，当前多数是乱弃直排，污

染了环境和水资源。这也是我国水体富营养

化，蓝藻频发的重要因素。

李瑞波说，畜禽养殖、食品工业产生的大

量固体、液体有机废弃物中，富含碳元素。而

植物的碳养分来源是“二通道”。即叶片吸收

二氧化碳经光转化是“主通道”；根系吸收有机

碳养分是另一“碳通道”，并对光合作用效率起

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当前，土壤板结和贫

瘠，使土壤中的微生物得不到碳能源而不能正

常繁殖，这使植物根系衰弱，并引起农作物患

上“缺碳病”。

“作物缺碳病是造成我国农业损失的最重

要病害，而农业重大的提升空间也是在补碳。”

李瑞波说，传统化肥的利用率低是由于植物缺

碳，离子态的矿物质养分无法在足够的碳框架

下“组装”，大量滞留在细胞外液中，阻斥了后

续矿物质养分的进入，并使农作物口感变差、

质量下降。

李瑞波说，福建绿洲生化有限公司专业

研发生物腐植酸（BFA），在与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开展的联合

研究中发现，BFA 里最具活性的水溶物质是

小分子有机碳；实践也证明，长时间低温寡照

农作物严重缺碳时，用这种物质对农作物冲

施能迅速治愈缺碳症状。“于是，我们找到了

一种可水溶、能速效、植物根系能直接吸收的

有机质养分——小分子水溶有机碳。这是一

种在水溶液中分子粒径小于 800 纳米的云团

状物质，能随水流进入孔径小得多的根毛吸

收孔。”

土壤有机质低使农作物患“缺碳病”

李瑞波说，企业在大量研究和实践后决

定，研发富含小分子水溶有机碳的有机碳肥，

来替代传统“粗、重、慢”有机肥。

但其主要技术难点有三。一是对小分子

水溶有机碳的微观分析。“在华东理工大学周

霞萍团队的协助下，我们得到小于 800 纳米的

小分子水溶有机碳分子粒径数据，以及这种小

分子在水溶液中呈现的云团状特性，明确了其

随水流进入根毛吸收孔的原理。”李瑞波说。

第二个技术难点是，探寻把浓缩有机废水

的有机大分子“打碎”的最佳办法。福建绿洲

团队，通过多种配方比对，找到了最佳的强氧

化催化法、冲击波氨化法两种工艺配方。

“利用强氧化裂解法或冲击波氨化法，把

浓缩有机废液中的大分子有机物分解为小分

子的活性有机碳化合物，耗能低、效果好又不

产生新污染物”，王敬国说。

第三个技术难点是，在生产工艺中对物

料温度的控制。固体有机碳肥各品种均必须

经过干燥才能成为产品。由于小分子水溶有

机碳在高温状态下会出现两种变化，即在富

氧环境会氧化成二氧化碳挥发掉，在贫氧环

境会缩合成大分子失去“小分子”的亲水性、

生理活性。“我们经反复多次试验，掌握了各

品种有机碳肥产品适宜的最高工艺温度，即

固体小于 65 摄氏度、液态小于 90 摄氏度，并

通过自建或外购合适的工艺设备来保障工艺

要求。”李瑞波说。

解决微观分析等技术难题

近年来，福建绿洲生化有限公司创新生产

了一系列有机碳肥产品。2014 年，其中的“液

态有机碳肥”产品获得福建省技术发明三等

奖。据测算，有机碳肥单位面积用量是传统有

机肥料的 5%—10%，即单位用量的肥力相当于

传统有机肥的 10—20倍。

李瑞波说，一般优质有机肥中含小分子水

溶有机碳约 1%，每亩地需要 10 公斤的小分子

水溶有机碳，需投入 1 吨有机肥，用量太大，难

以适应精细化农业。有机碳肥将小分子水溶

有机碳含量提高到 5%—15%，那么相同面积的

土地，对比传统有机肥，用量减少了 80%至

93%，这就大幅减少了肥料运输与施用成本。

其中的液态有机碳肥是全水溶肥料，更是解决

了水肥一体化设施农业中，有机营养无法通过

管道输送施入的难题。可用于山地梯田、大棚

作物、滴喷灌、无土栽培甚至航洒等传统有机

肥到不了的领域。

据海南省莺歌海利农哈密瓜种植专业合

作社出具的用户证明，在海南板桥镇的 85亩哈

密瓜上，每亩用液态有机碳肥 25 升、固态有机

碳肥 220 公斤。每亩减少有机肥 800 公斤、减

少人工投入 8工/天；85亩产同比增产 55250 公

斤，产品质量同比增加 5.8%；每亩每茬增收

3654元。

“有机碳肥以畜禽粪便、工业有机废渣、高

浓度有机废水为原料。全国 18 亿亩耕地每年

需要有机碳肥约 7000 万吨，按此计算，每年可

减排化学需氧量（COD）800 多万吨、减少化肥

流失约 900 万吨。”李瑞波说，突出的环保功能

除了体现在原料上，还表现在生产过程中。

据悉，用裂解法把浓缩有机废水中的大分

子有机物分解为小分子有机碳，加工 2 吨液态

有机碳肥仅用不到 50分钟，耗能仅 10度电；用

生物腐植酸为发酵剂，采用免翻堆半厌氧发酵

法和高堆焖干工艺，生产高碳有机肥。比传统

的好氧高温发酵、多次翻堆和高温烘生产有机

肥生产工艺，设备投资、单位产品耗能均减少

2/3，而产品的有机肥效提高 50%以上。

在日前举行的“首届中国富碳农业高峰论

坛”上，国务院参事徐锭明等专家表示，将工农

业生产中产生的固液有机废弃物，通过生物发

酵和化学裂解等技术，生产富含活性有机碳的

有机碳肥，创造了国际先进水平的向耕地和农

作物补碳的新技术，开创了富碳农业的“地补”

渠道。

单位肥力提升十多倍，增产环保

9000公里
河北2020年打通京津交界高速公路断头路

为加快京津冀地区交通互联互通，河北将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到

2020 年全部打通与京津交界的高速公路、干线公路断头路和瓶颈路，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增加 3000公里，达到 9000公里。

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中，河北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弱，建设任务艰巨，

交通“短板”问题仍然突出。高速公路密度仅为北京的 1／2、天津的 1／

3，民航吞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也与京津差距悬殊，快速铁路、地铁发

展落后。

河北将加强与京津合作，加快高速公路、快速铁路对接，城际铁路、公

共交通取得突破。河北将立足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到 2020年实现全

省快速铁路达到 2000公里，较“十二五”末实现翻一番。京津冀区域内铁

路路网结构将更加完善，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

将实现“四网融合”，区域内快速铁路覆盖所有地级城市，形成北京中心城

到周边新城及区域内相邻城市间的“1小时交通圈”。

56％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超过56％

2015 年我国农业科技在稳粮增收、农业调结构、转方式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有望超过 56％。

据了解，农业部门推进农业创新驱动，强化科技装备人才支撑。共有

33项农业科技成果获得了国家奖。

农业科技为粮食持续增产提供有力支撑。今年因单产提高增产粮食

约 221 亿斤，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为 76.9％。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稳定

在 96％以上。

农业科技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做出贡献。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稳步

推进，今年三大主粮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分别比 2013 年提高 2.2 和 1.6

个百分点。全面普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达到 14亿亩。设立国

家级绿色防控示范区 150个，陆续淘汰高毒农药 33种，实施畜禽养殖废弃

物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和农田残膜污染治理等试点。

81476条
21707家律师事务所入驻最高法律师服务平台

截至目前，最高法律师服务平台已收集全国律师事务所信息 21707

家，录入律师信息 81476条。

据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律师信息库系统于 2015年 11月

16 日正式上线。为配合上线工作，保证律师最大范围的知晓该平台，

2015 年 11 月 13 日，最高法立案庭向各高院发出了《关于完善最高法院律

师服务平台律师信息库数据的通知》，请各高院协调当地司法厅或律师协

会，通知各律师事务所登录该平台，完善信息。若律师信息不全，需根据

律师服务平台的要求，完善信息后才能提供诉讼服务。

据悉，律师服务平台的功能主要包括，网上立案、网上阅卷、案件查

询、电子送达、联系法官等。

7.27％
我国版权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增至7.27％

国家版权局 2015年 12月 30日发布了中国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最新

调研报告。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版权产业继续

健康发展，实现较快增长。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已达 7.27％，创造了

42725.93亿元的行业增加值，提供了 1643.81万个就业岗位。

报告显示，我国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增长较快，核心版

权产业增长显著。中国核心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在 2013年突破 2.5万

亿元人民币，占全部版权产业行业增加值的 59％。其中，软件和数据库、

新闻出版、设计、广播影视等版权产业中的主要行业发展势头迅猛，是版

权产业中比重较大、增长最快的几个产业组。

岁末年初，各种神奇给力发明纷纷问世。Disney 和 ETH Zurich 联
合研发的 VertiGo 喷气车称得上上墙入地无所不能，不依赖黏性脚掌或
吸盘，通过螺旋桨产生的推力将小车牢牢地贴到墙上，据称，只要电池够，
它会始终赖在墙上不走，不管角度多么陡峭、墙面多么坑坑洼洼。

能上墙的“壁虎”车

贴身的医疗设备应该像人皮肤一样柔软

而有弹性，这样才有利于药物的输送和伤口的

痊愈。日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

发出一种具有黏性的凝胶状材料，可随意拉

伸，被用在身体任何部位，而且在整合温度感

应器及药物输送系统之后，可以根据体表的温

度变化释放药物，内嵌的 LED 灯甚至可以在药

量不足时提醒医生和病人。

可延展凝胶创可贴
ViKC 是一款带有虚拟键盘的智能手机

壳，可将键盘投影于距离手机 10cm 处，随时随

地可以使用键盘进行手机文字输入。其文字

识别速度可达 1分钟 180字以上，可支持 1秒钟

3 个文字，使用手机也可以拥有超高的打字效

率。苹果与安卓手机皆可使用。

投影虚拟键盘手机壳

当一些百年老店在时代的发展中渐行渐

远时，传统中药现代化却让“中华老字号”云南

白药华丽转身，实现了传统中医药融入现代健

康生活的成功转型，品牌价值位居医药行业第

一。尤其是在医药行业增长势头明显减缓的

今年，白药依然保持两位数增长。

在云南白药集团位于昆明呈贡新区的产业

基地，年产量超8000万瓶的气雾剂生产线、质量

控制完善的膏药产品包装线快速运转，一盒盒产

品检测后打包装箱，物流中心的货车往来有序。

云 南 白 药 是 中 华 老 字 号 中 的“ 金 字 招

牌”。1902 年，云南名医曲焕章创制出具有止

血止痛、活血化瘀的“曲焕章百宝丹”，即“云南

白药”，一经问世就被誉为“伤科圣药”。

谈及这家百年老字号“返老还童”的秘诀，

云南白药集团总经理尹品耀说，依托“传承不

泥古，创新不离宗”理念，云南白药创建“内部

创业、超额分享”机制，以药为本、跨界发展，对

传统中药进行现代化改造。

百年白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云南

白药 1979年参与了青蒿素研究项目，主持研发

出 30多个原创新药，并在集团内部形成全员参

与创新的浓厚氛围。

尤其近年来，云南白药在传统单一产品的

基础上，创新推出云南白药牙膏、气雾剂、创可

贴为代表的六大族群 390 多个健康产品，在与

跨国巨头的竞争中节节胜出。

其中，白药牙膏已成为民族品牌转型升级

的代名词。云南白药副总经理、健康产品事业

部总经理秦皖民说，从诞生到冲出外资品牌的

包围、跃居行业第二，白药牙膏只用了 10来年。

当时，消费者的故事给白药集团带来很大

启发：一些消费者在牙痛时，经常把白药粉涂

抹在牙膏上来刷牙，止血止痛的效果竟然非常

好。2005 年，云南白药正式进入牙膏市场，率

先撕开由佳洁士、高露洁和中华 3 大品牌构建

的国内高端市场 60％的竞争壁垒。

到 2010年，白药牙膏已经成为本土品牌第

一名，销售收入突破 10 亿元，位列牙膏行业第

五位。到 2013 年年中，白药牙膏进入前三名。

“今年 1 到 3 季度云南白药牙膏销售额接近 30

亿元，预计全年销售额（含税）接近 40 亿元，再

创新高。”秦皖民说。

在企业发展中，通过推行“四全”管理模式，

云南白药实现了从传统中药品牌向现代健康消

费品牌的成功跨越。统计显示，自 1999 年至

2014年的 16年间，云南白药集团净利润复合增

长率 32％，连续 10 年净资产收益率超过 20％。

2014年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大数据研究结果

显示，云南白药的消费者口碑位列榜首。

回顾创新之路，尹品耀说，云南白药以

“药”为本多元拓展，让传统中药融入现代生

活，以医药科技提升健康品质，为健康产业提

供了可借鉴发展模式，构建覆盖了三产融会贯

通、互为支撑的全产业链经济生态圈，为医药

行业的升级之路提供了示范。 （据新华社）

云南白药：传统中药现代化助推百年老字号突围

文·本报记者 李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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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滕继濮

作物缺碳病是造成我国农业损失的最重要病害，而农业
重大的提升空间也是在补碳。

▲有机碳肥技术建立
大物质循环示意图

▶产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