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准法令发展循环经济
积极推动实施低碳交通

2024 年，俄罗斯在垃圾处理、企业环保改

造、绿色出行等方面，加快了计划实施的步伐。

5 月，普京签署总统令，批准《俄罗斯 2030

年前及未来 2036 年前国家发展目标》，即新版

“五月法令”。清理违规垃圾场被认为是目前

俄罗斯在环境治理方面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此

次新版法令就包括合理处理城市垃圾的具体

任务：计划到 2030 年，俄城市生活垃圾须全部

分类处置；发展循环经济，确保至少 25%的生

产和消费废弃物可再利用；改善大气环境，计

划到 2036 年，将空气污染严重城市中对环境

和人类健康影响最大的有害污染物排放量减

少一半等。

降低大气污染也离不开企业环保改造，尤

其 是 俄 罗 斯 冶 金 企 业 需 要 及 时 更 换 过 时 设

备。俄铝集团（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拉茨克

和新库兹涅茨克有电解铝厂）安装并使用了

“环保索德伯格”技术新电解槽，该技术几乎阻

绝了氟化物和苯并芘的排放。在布拉茨克，该

集团正开发自主设计的干式气体净化装置，这

些装置将使氟化物排放量减少九成，并完全阻

绝苯并芘排放。

同时，俄罗斯也在低碳交通方面积极推动

绿色转型。俄罗斯已计划购买 451 辆电动公交

车，并在大环线建设 21 个地铁站，这将帮助俄

罗斯每年减少近千吨污染物排放，减少约 4.2万

吨温室气体排放。俄罗斯还在建立统一的电动

汽车充电站服务体系。根据计划，未来 6 年，俄

罗斯充电站的数量将增加 10 倍以上，且充电服

务将覆盖俄大部分地区。

电池研发与回收成果多
冰盖消融再敲气变警钟

2024 年，美国新型电池开发和电池回收项

目取得多项成果；美多家机构对气候变化的研

究更是给全球敲响警钟。

在电池技术领域，哈佛大学开发出一种新

型锂金属电池，不仅可充放电次数远超其他软

包电池，且能在几分钟内快速充满电。康奈尔

大学也研制出一款新型锂电池，充电速度同样

迅速，且历经数千次充放电循环后性能依然稳

定，有望缓解电动车驾驶员的“里程焦虑”。加

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制出全球首个无阳极钠固

态电池，这一成果为开发廉价且能快速充电的

大容量电池提供了可能，有助降低电动汽车和

电网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在废旧电池回收方面，莱斯大学利用微波

辐射和易于生物降解的溶剂，开发出一种能选

择性回收锂的方法，快速、高效且环保。这种工

艺可在短短 30 秒内回收废旧锂离子电池阴极

中多达 50%的锂，突破了锂离子电池回收技术

中一个重大瓶颈。莱斯大学还研制出一种新型

电化学反应器，能从天然盐水溶液中提取锂。

这种方法不仅实现了 97.5%的高纯度锂提取，还

大大降低了传统提取方法带来的环境风险，对

推动可再生能源储存和电动汽车技术发展大有

助力。

在气候变化与地球科学领域，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研究发现，格陵兰冰

盖自 1985 年至今已损失约 5091 平方千米的

冰。这种冰损失可能对大洋环流和全球热能分

布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对全球气候和生态系统

造成重大影响。美国史密森学会和亚利桑那大

学则发表一项关于地球表面温度在过去 4.85亿

年间变化情况的研究。研究发现，地球平均温

度在最低点时降至约 11℃，而在最高点时则飙

升至约 36℃。这一研究不仅让人们对过去的气

候有了更深入了解，而且为理解当前的气候变

化提供了关键背景。

更新气候变化数字指标
开发长期供电钻石电池

2024 年，英国科学家研究并更新了全球温

度上升和冰川减退等气候变化的数字指标，并

努力推进多项旨在减碳的研究项目；为应对全

球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科学家们还开发

出多项新技术和新产品。

利兹大学牵头编写的第二份年度《全球气

候变化指标报告》显示，在过去十年（2014 年—

2023年），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地表温度较工业

化前水平高出 1.19℃，高于 2013 年—2022 年

（2023 年报告中所述）的 1.14℃。研究团队呼

吁，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减至净零，减缓全球

变暖，阻止野火、干旱、洪水和热浪造成的破坏

成为新常态。纽卡斯尔大学团队利用历史记

录、航拍照片、3D 地形图和卫星图像重建了朱

诺冰原在过去 250 年里的冰川行为，结果显示，

阿拉斯加朱诺冰原自 2005 年以后的冰流失速

度急剧加快。

污染也成为人们亟须关注的问题。兰开斯

特大学开展的一项长期研究显示，在过去 50 年

中，土壤中的微塑料污染急剧增加，肥料是农业

土壤中微塑料污染的主要来源。英国科学家还

发现，不起眼的蛋壳垃圾能从水中回收稀土元

素，这为提取稀土元素提供了一种环保新方法。

英国 Seratech 公司利用橄榄石制造出一种

负碳水泥，能吸收并利用二氧化碳，从而显著减

少水泥生产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纽卡斯尔大学

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学家发现，蓝藻中有一

种关键酶，可“吞噬”二氧化碳。

牛津大学利用生物相容性水凝胶液滴，成

功研制出一款微型柔性锂离子电池。该电池不

仅具备光激活、可充电特性，还能实现生物降

解。布里斯托大学和英国原子能管理局科学家

则研制出全球首款碳-14 钻石电池，有望为设

备供电数年。

资助碳捕获项目
研发新能源技术

2024 年，德国在减缓气变、氢能研究、生物

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农业等方面取得诸多进

展，特别是在绿色能源和生态技术研究领域投

入较大。

在减排创新技术方面，德国继续推动碳捕

获和储存技术研发，通过试运行项目，评估其在

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德国政府宣布

到 2030年将提供 33亿欧元资金，用于资助相关

项目使产业更加气候友好，其中包括二氧化碳

的捕获、储存和利用。

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德国继续推动电池

技术的开发，成功研制出效率达 31.6%的钙钛矿

硅基叠层太阳能电池，固态电池研究也获得进

展。德国还在推进智能电网技术的整合，以优

化能源分配和消耗，确保更具弹性的能源基础

设施。此外，德国还研发出气候中性的卡车燃

料，提出利用生物质或二氧化碳生产燃料的合

成路线。

氢能研究方面，德国持之以恒的大量投入

开始显出成果。例如以二维材料 MXene 为基

础开发的一种催化剂，可高效催化电解水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化学反应；研制出一种独特的拓

扑手性晶体，并将其用作水解制氢过程中的催

化剂，可将水解制氢效率提升 200 倍；创新绿氢

电解系统的膜电极组件生产技术，有助大幅减

少铱和铂等昂贵原材料的使用；研究回收原材

料的使用，制成合金进行环保储氢。

此外，德国启用了先进的绿色氢气电解槽

测试台，首次成功将高效碱性膜电解槽投入实

验室运行。德国还正式批准了氢能核心运输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该核心网络包括总长度

达 9040 公里的管道和 13 个通向欧洲邻国的边

境交接点。预计到 2032 年整个氢能运营网计

划将投资 189亿欧元。

2024年，德国政府优先资助以可持续技术、

气候适应力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重点的生态研

究项目。研究人员积极探索促进生物多样性和

土壤健康的农业生态实践；研究利用数据分析

和物联网设备的精准农业技术，以优化资源利

用和减少浪费；关注改善水资源管理实践、解决

污染源问题和增强水生生态系统的恢复力。这

些领域的创新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还可以减少

农业对环境的影响。

德国科学家积极研究生态系统如何适应不

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例如发现气候变化威胁海

洋重要浮游生物群，原因是二氧化碳含量的增

加和水的酸化使这些单细胞生物难以形成外

壳。科研人员还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海滩

收集样本，对海滩微塑料污染进行了研究，警示

人们关注海洋微塑料污染问题。

聚变反应创造新纪录
AI助力预测物种风险

2024 年，法国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创下新纪

录；法国研究人员使用人工智能预测并发现鱼

类灭绝风险远高于预期。

5 月，法国的超导托卡马克装置“WEST”

创下聚变反应新纪录：该设备注入了 1.15 吉焦

的能量，将约 5000 万℃的热聚变等离子体维

持了创纪录的 6 分钟。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人

员测量了核心等离子体的电子温度。整个实

验中，电压维持在 4kV，而电子温度达到了近

5000 万℃。

9 月，法国一项研究表明，海洋鱼类的灭

绝风险远高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

初步估计，从 2.5%增加到 12.7%。研究人员结

合机器学习模型与人工神经网络，预测了数据

不足物种的灭绝风险。他们基于 13195 个物

种的生物特征、分类学以及对人类用途等方面

的数据，对这些模型进行了训练。结果显示，

濒危鱼类的种类数量增加了 4 倍，从原来的

334 种增至 1671 种。这些预测的濒危鱼类大

多具有共同的特征：地理分布狭窄、体型庞大

且生长速度缓慢。此外，浅水栖息地也成为导

致它们濒临灭绝的诱因。研究还表明，人工智

能为快速、广泛且经济有效地评估物种灭绝风

险开辟了新途径。

聚焦三大领域研究应用
推出微藻航空燃料计划

2024年，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重点

推动蓄电池、氢和生物制造三大领域相关技术

的研究与转化应用，这三大领域对经济增长和

碳中和极为关键。此外，还推出了微藻航空燃

料计划，以减少航空领域碳排放。

4 月 1 日，JST 启动了“革新性 GX 技术创造

事业”（GteX）项目，旨在推动日本经济增长并

实现 2050 年碳中和目标。该项目聚焦蓄电池、

氢和生物制造三个领域，汇集顶尖研究人员，致

力于使这些技术尽早进入社会应用。GteX 项

目强调团队合作，采用“阶段—关口评估”机制，

以确保研究进展顺利；通过与新能源产业技术

综合开发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加速技术的社会

应用。

在 JST 的产学共创平台联合研究促进计划

中，东京大学研究团队联合 14所大学、4家国立

研究机构和 24 家民间企业，致力于开发利用微

藻生产国产生物基航空燃料。该项目旨在通过

产学合作，拓展微藻的潜力，实现生物基航空燃

料的国产化，为减少航空领域碳排放作出贡献。

推进“绿色航运走廊”计划
实施气候变化监测预测法

2024年，韩国推出战略计划，旨在推动跨太

平洋海运绿色化；同时，韩国推出相关法律，大

力推进气候变化的监测和预测。

7 月，韩国海洋水产部在国务会议上发表

“绿色航运走廊”推进战略计划。根据计划，从

韩国釜山港、蔚山港出发，往返于美国西雅图

港、塔科马港，太平洋的“绿色航运走廊”将从

2027年开始运行。

10 月，韩国海洋水产部和气象厅表示将实

施《气候变化监测预测法》。根据该法律，韩国

气象厅将每年制订“气候变化监测及预测等相

关基本计划”，并实施具体的推进程序。为让相

关部门顺利制订气候变化监测及预测战略，韩

国政府将设立基本计划，调整相关部门各领域

计划，最终通过碳中和绿色增长委员会的审

议。韩国海洋水产部主要负责观测海洋、极地

环境及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对海水温度、盐

分、海流、海冰、海平面高度等气候要素，这些要

素在气候体系内的相互作用，以及冰川流失等

海洋与极地异常气候、极端气候相关监测信息

做统计。

能源转型持续发力
海洋研究不断扩展

2024年，南非继续在生态环保方面发力，可

再生能源、海洋技术及碳减排领域都取得了一

定进展。这些努力反映了南非在减轻气候变化

影响、促进能源安全、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创造机

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的承诺。

在能源转型方面，南非继续实施其“能源行

动计划”，旨在减少对煤炭的依赖，整合风能、太

阳能和电池储能等可再生能源。国家电力公司

Eskom 从 Komati发电厂开始将旧燃煤电厂改造

成可再生能源设施。这一转型是到 2050 年实

现碳中和目标的组成部分，其中新的可再生能

源产能和微电网正在建设部署中。

在立法方面，2024年南非颁布《气候变化法

案》，在法律上强制要求减排，并为行业引入碳

预算。该法律支持根据《巴黎协定》要求实现南

非的减排目标，强调“公正过渡”，以确保在向低

碳经济转型期间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平衡。

在推动国际合作和融资方面，向国际捐助

者寻求其承诺提供的 80 亿美元资金，为可再生

能源发展提供资金并支持公正转型。

在海洋技术和海洋保护领域，南非扩大了

海洋研究计划，专注于可持续海洋利用、能源生

产多元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拟在理查兹湾附

近推动海上风电项目发展，展示海洋利用和可

再生能源技术有机结合的综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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