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新闻热线：010—58884112

E-mail：zhangym1203@163.com

■责编 张玉曼 2016 年 1 月 14 日 星期四
绿色家园 LV SE JIA YUAN

■绿色风采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
爱平）近日，从中科院获悉，

“第二粮仓”STS (科技服务

网络计划)预研项目“淮北

科技增粮县域技术集成与

示范”初传捷报，已初步形

成“百亩试验、千亩示范、万

亩辐射”格局，项目区安徽

省涡阳县提前一年进入吨

粮县。

我国的高产田只占三

分之一左右，进一步增粮的

空间有限，且增粮需要再度

加大化肥、农药的使用量，

有带来环境污染的风险。

而占我国耕地三分之二的

中低产田，自然条件差、投

入少，以中低产田改造为目

标的“第二粮仓”计划，将是

我国未来粮食安全的“希望

工程”。

2015 年 1 月，中科院联

合地方率先在皖北启动“第

二粮仓”STS 预研项目“淮

北科技增粮县域技术集成

与示范”。项目区安徽省涡

阳县原计划于 2016 年实现

吨粮田县目标，通过各方不

懈努力，加快玉米高产高效

种植，加速涡阳县吨粮田推

广步伐，2015 年推广吨粮

田 60 多万亩，提前一年实

现吨粮县。

项目总协调人中国科

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技术生物与农业工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吴丽芳介

绍：项目在技术研发和示范方面进行了砂姜黑土改

良、水资源有效利用技术与应急灌溉和水肥一体微喷

灌技术产品示范推广；培育了抗逆适机收玉米品种、

抗（耐）赤霉病小麦、耐储藏水稻品种、脆秆水稻品种

（适合秸秆还田）；推广控失复合肥、控失尿素、化肥增

效剂等系列环保化肥产品和高效省工施肥技术；推广

高效减施农药技术产品；研发示范了喷药机器人等智

能农业装备；在龙亢农场建立了全国物联网平台展示

窗口，建立了我的农场、供销市场、庄稼医院、大田物

联网系统；研发了害虫自动检测、水质监测等技术及

产品。中科院遗传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化榜

育成的“科育 186”玉米品种，产量潜力达 800 公斤以

上，该品种后期籽粒自动脱水快，比当地玉米品种早

熟 7—10 天，可进行机械化一次性籽粒收获，将是淮

北地区推广应用的热门玉米品种。

据了解，该项目以皖北中低产田科技增粮为目

标，进行周年农业全产业链高新技术集成和示范，分

别以安徽省龙亢农场和涡阳县为基地，打造绿色高效

集约化经营的现代农业发展转型和县域科技增粮示

范样板，提供现代农业发展的系统解决方案,为在全

国范围内“第二粮仓”的全面启动和实施奠定了基

础。同时，“第二粮仓”项目与科技部粮丰工程、农业

部高产创建、安徽省小麦高产、水稻提升和玉米振兴

等科技计划紧密结合、优势互补，在皖北现代农业发

展中起到重要推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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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

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

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

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

亲河永葆生机活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的。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后，南昌航空

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院长罗旭彪备受鼓舞。

他日日与水打交道，所从事的水污染的改善与

治理，就是为了让“水不藏奸”，用“水滴石穿”的精

神，一点一滴的付出，最终还水以洁净。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文公布了 2015

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名单，罗旭彪入选，并获

“有突出贡献青年专家”称号。这对他而言，更是一

种肯定和激励。

罗旭彪，出生于湖南郴州市桂东县一个普通

的农家。2006 年博士毕业后，进入南昌航空大学

工作。

近年来，废水污染日益严重，破坏生态，危害人

体健康，其中重金属污染尤为突出。罗旭彪着眼于

此，致力于水污染控制技术的研究。治理废水，若是

仅仅停留在去除、转移各种污染物的层面，是远远不

够的，罗旭彪锁定了目标：从废水中去除污染物的同

时，最大限度回收各种有用之物，做到资源再利用。

2009年，南昌盛华有色金属制品厂找到罗旭彪，

因为氰化银钾化学生产工艺存在能耗高、污染严重、

安全隐患大等问题，公司将面临停产、关闭。罗旭彪

立刻投入了研究。多少个夜晚，他与月亮、星星为

伴，实验室成了他第二个“家”。很快，电化学隔膜法

新鲜“出炉”，一步法制备氰化银钾的新工艺研发成

功。这个工艺流程简单，产品纯度高达 99.5%，产品

产出率大于 98.5%，降低原料成本 30%—50%，有效地

降低污染、能耗。濒临停产的企业也因此盈利，焕发

生机。

接下来，罗旭彪又带领着他的课题组，通过近三

年的研究，在废弃锂离子电池回收上，取得了突破性

的进展。而这一次的发明，效果作用于上饶鼎鑫金

属化工有限公司，将使得企业每年减排废水 4.7032

万吨，回收锂 94.064 吨，为企业增加利润 1806.5 万

元/年，节约水费 6.1142万元/年。

含硫含氮有机废水中硫系物难以有效去除和

资源化等，作为主要完成人，罗旭彪发现了微氧条

件下促进单质硫生成以及异氧细菌可以脱硫的非

常规生物脱硫方式，发明了硫化氢生物氧化制备单

质硫的两级生物滴滤装置，创建了高效生物脱硫一

体化设备，并共同研发了碳、氮、硫污染物同步脱除

新技术。

罗旭彪说，该污水处理工艺已经在江西新瑞丰

生化有限公司等 3家公司中使用，与常规污染处理工

艺比较，节省工程投资 2512 万元，节省运行经费

4305.1万元。

“只要能为江西的绿色发展尽点微薄之力，就感

觉很充实。”罗旭彪说。

一路走来，他研制了一系列强亲水性分子印迹

与高选择性的离子印迹微纳吸附材料，创建了选择

性多级去除与回收新工艺，在废水处理中进行应用

和尝试。

作为鄱阳湖流域污染物控制与资源化协同创新

中心理事，罗旭彪推动了南昌航空大学牵头与国家

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金达莱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和科研院所成立了“环

鄱阳湖流域环保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并于 2014

年 9 月获批成立了江西省环鄱阳湖流域污染物控制

与资源化协同创新中心。

迄今为止，罗旭彪已在国际重要 SCI收录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 89 篇，申请发明专利 29 项，授权发明

15 项。2014 年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

金,2015 年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其研究成果

还获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 1项。

罗旭彪：水本洁来还洁去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科技日报讯 （方昊 胡利娟）森林吸收二氧化

碳，“无形变实”，值钱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日前透

露，本市林业碳汇交易实现零突破，两个项目共“卖”

二氧化碳 2697 吨，获得 8.8 万元交易资金，其将用于

碳汇林的开发与养护。

据了解，此次林业碳汇交易项目是在北京环境

交易所完成，分别为顺义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和房

山区石楼镇碳汇造林项目。其中顺义项目第一监测

期所产生并获签发的 1197 吨二氧化碳当量，由联华

林德气体（北京）有限公司以 36元/吨的价格购买，而

房山项目第一监测期产生并获签发的 1500吨二氧化

碳当量则被履责单位益海嘉里（北京）粮油食品工业

有限公司以 30元/吨的价格购买。

所谓林业碳汇交易，就是绿化实施单位通过种

植碳汇林，测定可吸收的二氧化碳总量，经过严格的

审核认定后，将其在交易场所挂牌出售，而碳排放单

位则通过购买二氧化碳量来抵消其工业碳排放的过

程。这种碳排放交易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又可以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民增收提供便捷的融资渠

道，具有减排和生态补偿的双重意义。

北京市林业碳汇工作办公室主任周彩贤说，

两个项目的成功交易，不仅是北京市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建设的里程碑，同时也是充分利用碳交易

这 一 市 场 手 段 推 进 首 都 园 林 绿 化 生 态 效 益 价 值

化，实现园林绿化行业可持续融资与发展的有益

探索。

据介绍，“十二五”时期，北京市完成建设林业碳

汇技术试验示范区 1000 多公顷，形成了比较完善的

林业碳汇技术支撑体系，并在全国率先发布了《碳排

放权抵消管理办法(试行)》，大力普及林业碳汇理念，

通过购买碳汇履行植树义务等途径，募集碳汇资金

总计 1700 余万元，参与人数达 6500 余人次，位居全

国首位。

北京林业碳汇交易实现零突破

桉树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人工林树种，种类多

达 900余种。它用途广，不仅可用于园林绿化和生态

防护，还可作为实木用材和化工产品等。

目前，全世界超过 120 个国家种植桉树，中国面

积居第三。截至 2014年底，全国桉树种植面积达 450

万公顷，桉树全产业链总产值超过 3000 亿元。仅占

我国森林总面积 2％的桉树，年产木材却超过 3000万

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 25％，大大减缓了天然林的砍

伐压力。

“桉树是个好东西！”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开发

中心主任谢耀坚强调，它不仅为我国木材安全作出

巨大贡献，更重要的是还间接保护了天然林和生态

林。可以说，桉树是林业产业和生态建设的功臣。

绿化树种 固碳放氧

“七分优点，三分不足。”广西林业厅如是评价

桉树。

桉树作为我国南方速生丰产林的战略性树种，

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江西等 10 个省份。在

广西，“十五”期间营造的 1000 万亩速丰林，其中 50%

是桉树。

作为一种特殊的以生产木材为主的人造森林，

桉树同样具有生态作用。

“一片桉树林就是一个碳库。”谢耀坚介绍说，首

先，桉树的光合作用能力强，能够吸收大量的二氧化

碳，释放氧气。据统计，每亩桉树人工林每年可吸收

二氧化碳 1.62吨，释放氧气 1.17吨。

其次，桉树适应能力强。是先锋绿化树种，可用

于工矿区和污染地区的防污绿化，并在华南沿海一

带，是重要的农田防护林和沿海防护林树种。

第三，由于桉树生长快、周期短等优势，和其他

人工林树种一起承担了我国木材生产的主要任务，

从而间接地保护了天然林和生态林。

十年轮伐 效益最好

与其他树种不同，桉树生长极快，在迅速创造经

济效益的同时，对土壤水分和肥力需求较多，总的用

水量可能会多一点。但由于桉树分布于雨量充足地

区，并不会构成危机。

“任何植物和树木在生长过程中，都要吸收水分

和肥料，而桉树生长快，吸收水肥多，这并不奇怪。”

谢耀坚如是说。

除此之外，为了更多更快获得经济效益，很多地

方都采取高密度种植，短周期轮伐。

“就是这样的种植方式，致使桉树种植地区水土

流失严重、水质遭受影响、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降

低，‘抽水机、抽肥机、绿色沙漠’等一系列‘恶名’由

此而生。”谢耀坚称，无论哪种人工林，大面积、单一

种植都是不科学的，都会造成土地肥力下降等情况

出现。

针 对 此 ，林 业 部 门 的 共 识 是 ：桉 树 产 生 的 生

态 问 题 ，是 种 植 者 耕 作 方 式 和 经 营 管 理 方 式 所

致，由商品林的属性决定，与桉树本身无关。“人

祸，非树祸”。

事实证明，在我国种植桉树的地方，年降水量

均超过 1200 毫米。就像桉树在雷州半岛的水分蒸

腾只占降水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蒸腾加蒸发量为

1000—1100 毫米，远远小于该地区的年降水量 1500

毫米。

据了解，只要降水超过 1000毫米，种植桉树就不

会造成水分亏缺。

“此前木材市场效益好，种植户拼命种拼命砍赚

钱，全国超过八成的桉树在 5年内砍伐。”谢耀坚介绍

道，国内桉树的种植密度过大，一般每亩 150 棵以

上。加上种植户不科学施肥，每棵树施肥多的达 1公

斤。其实并非越多越好，科学施肥是关键。

谢 耀 坚 推 荐 桉 树 种 植 者 ，每 亩 种 植 密 度 为

80—110 株；延长轮伐期，5 年左右轮伐期太短，地

力 消 耗 大 ，木 头 也 细 小 ，仅 能 做 胶 合 板 材 和 纸 浆

材，附加值低。“桉树轮伐期如能延长到 10 年左右，

培育大径材可做家具、木构房屋，附加值高，经济

生态效益都好！”

尊重规律 合理经营

当前，随着我国木材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

在天然林禁伐和生态林保护的形势下，对木材资源

特别是原木的需求大幅上升。

据测算，到 2020 年，我国木材需求量可能达到 8

亿立方米。而进口木材的对外依存度接近 50%，已达

到警戒值。

面对如此缺口，该靠什么来解决木材的供应？

“天然林已经枯竭，只有靠人工林。”谢耀坚表

示，用少量的土地生产大量的木材，才是唯一可行的

途径。

桉树、杨树、松树是世界公认的三大速生树种。

据研究，桉树的木材生产效率是杨树的 1.78 倍，杉木

的 2.27倍，马尾松的 3.57倍，落叶松的 5.88倍。

“科学发展桉树，关键是合理规划布局，只要通

过适地适树、科学整地、合理施肥、密度适当，按照可

持续发展规律来经营桉树，就可以在生产木材的同

时保护好生态环境。”谢耀坚如是说。

不仅如此，发展桉树还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是

民生林业的典范。

“桉树从种苗、造林、营林，到木材采伐、加工利

用全过程，均可提供就业机会”。谢耀坚估算，每公

顷桉树人工林可产生就业机会 4人。

据了解，桉树人工林培育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

业，基地建设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力，能够解决农村富

余人员的就业问题，加上加工利用下游产业，全国桉

树全产业链大约可提供就业岗位 1000万个。

桉树是个好东西
——访国家林业局桉树研究开发中心主任谢耀坚

□ 胡利娟

首次冬季鸟类同步调查启动
科技日报讯 （王晓圆 胡利娟）为了解候鸟

种群在我国越冬情况和数量变化，更好的保护鸟

类资源，1 月初，我国首次大规模鸟类冬季同步调

查启动。

据国家林业局介绍，此次调查不仅是全国第二

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还

是我国首次开展这样的野生动物专业资源同步调

查，届时将在全国 1000 多块水鸟重要栖息地，鹤

类、鹭类、鹳鹮类、雁鸭类等 70多种鸟类中开展。

据了解，鸟类同步调查是指按照统一的调查方

法和技术标准，多人多点同时对不同区域或同一区

域不同地点的鸟类的数量、地点和环境进行统计和

记录的专业调查。预计 3 月前将会得到此次同步

调查的最后结果。

鸟类是构成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灵和展示美

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

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使候鸟栖息地和重要迁飞

通道得到良好保护，并已成为多个省区市生态教育

和物种保护的重要内容，一些区县更是把保护候鸟

繁殖地或越冬地和创造优美环境吸引更多候鸟作

为建设美丽乡村的典型做法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的主要手段。

第二届中国肥料产业科技发展峰会召开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1 月 9 日，“‘根力多’

第二届中国肥料产业科技发展峰会”在京召开。会议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和中

国农村科技杂志社主办。

据悉，中国农业科学院资划所所长王道龙作了

题为“联盟平台助推肥料产业跨界融合协同创新发

展”的报告。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任贾敬敦作

了“实施科技创新，共促肥料产业转型升级”的主题

发言，他强调科技创新在肥料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

要性，呼吁与会各方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在农业生产中努力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的结合。与会嘉宾还分别就化肥零增长背景

下肥料产业发展建议、国家农业大数据应用展望、

努力推进我国氮肥行业技术升级等议题作了专题

报告。

会议还举行了“中国肥料产业科技创新企业奖”

颁奖仪式。

大批候鸟宣化洋河湿地越冬
近年来，河北省宣化县立足京津冀生态涵养区的

功能定位，不断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功能修复力度，
使洋河水库及周边湿地成为天鹅、大雁、野鸭、灰鹤等
多种鸟类南北迁徙中的栖息地。图为 1月 11日，一
群天鹅在宣化县洋河湿地嬉戏。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一片绿叶

英威腾牵引系统获安全评估证书
科技日报讯 （记者冷德熙）与传统公共交通相

比，城市轨道交通具有安全、绿色、节能、环保的特

点。作为轨道车辆动力之源的牵引系统是列车系统

最核心的子系统，被誉为轨道交通车辆的“心脏”。记

者从日前在广州召开的“深圳英威腾自主化轨道交通

车辆牵引系统载客运营考核评审会”上了解到，深圳

英威腾城轨车辆牵引系统通过了由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协会技术装备专业委员会主持的专家评审，正式进

入产业化和工程化推广应用。

据悉，在国内牵引系统生产厂商中，该系统首次

获得中铁认证中心颁发的“安全评估证书”,是国内在

中车集团之外唯一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轨道交通车

辆牵引系统供应商，在研发过程中积累了 50 多项知

识产权，其中已获授权的有 37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