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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黄明明 实习生 李勤
有件“的确良”的衣服，在 30年前的那个时

代是件时髦的事。凭着耐穿、易干、免烫、不褪色
等优良特点，涤纶（“的确良”的材质）可谓化纤
产业发展的奇迹。
“化纤行业应该争取在下一个 30年创造一个

生物质纤维发展的奇迹。”在近日召开的中国纺织
工程学会化纤专业委员会年会上，业内专家呼吁。
印证这一呼吁的还有来自国家的布局，《中国生物
质纤维及生化原料科技与产业发展（30年）路线图
（“十二五”版）》（以下简称“路线图”）日前发布，展
现了一个清晰的生物质纤维路线图。
在全球石油等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生物

质纤维代表化纤的未来。而摆在眼前的现实是，目
前我国的生物质纤维研究多处在实验室或工业化
试验阶段，离真正的产业化还有一段距离。

生物质代表化纤的未来

早晨，张女士从睡梦中醒来，穿上了生物聚

酯纤维的裙子，亲了一口 5个月大的小女儿，
小宝贝穿着由牛奶蛋白纤维制成的婴儿服装。
张女士突然不小心碰到了滚烫的牛奶，医生给
她缠上了一层用壳聚糖纤维制成的纱布。
这是“生物质纤维”走进人们日常生活的

理想化场景。
原料一直是化纤发展的瓶颈。为了突破这

样的瓶颈，一些有实力的大企业向上游走，选
择开采石油作为原料。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化纤生产国。随着能替

代石油的可再生、可降解的新型化纤原料的经
济性日益显现，以生物质工程技术为核心的生
物质纤维及生化原料取得快速发展，有媒体曾
把“生物质纤维”誉为化纤产业里的又一个“的
确良”。
从类别上，生物质纤维包括生物质原生纤

维、生物质再生纤维和生物质合成纤维。其中，
生物质原生纤维是衣服的主要原料，也是我国
的传统优势品种，主要来自于麻棉以及动物纤
维。生物质再生纤维则是利用棉花、木材加工
后的废弃物及植物秸秆经化学、生化方法处

理，再生而成的纺织和产业用纤维。生物质合
成纤维来源于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能够解决
合成纤维过度依赖石化原料的问题，目前
PTT、PLA、PBS、PHA 等生物质合成纤维已突
破关键技术。
“从现在下手推动生物质纤维和生物原料

的发展有三个目标：缓解资源压力、解决环境
约束问题和实现低碳、绿色的可持续发展。”中
国化纤协会名誉会长郑植艺对《中国科学报》
记者表示。

原料和技术是关键

而翻阅上述路线图设定的目标，与再造一
个生物质“的确良”的愿望相比，路线图略显保
守，如在原料替代、过程替代、生化改性等方面
在 2020 年达到行业平均替代水平目标仅为
5%。
对此，山东华兴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周家村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这份路线
图是国家基于对生物质纤维进行细分，并对每
一小部分作了详细的调研，根据实际情况提出
的新发展要求。
据郑植艺介绍，路线图是以国内国际生物

制造发展情况为基础编制的。它的思路是围绕
生物质纤维及生化原料，对化石原料资源、化
工加工工艺路线实施替代，以及生化方法改
性，实现生化差别化发展。
实现上述目标，最关键的是要破解技术和

原料瓶颈。
“生物质纤维中的生物质再生纤维已经发

展得比较成熟，因为原料就是生物质，但是现
在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改进生化的方
法和扩大生物质的使用范围。比如，要想生产
粘胶纤维，就不能过多地依赖棉短绒。而且从
长期发展来看，需要提高秸秆的使用比例，或
者扩大竹浆、麻浆的来源。”郑植艺说。例如，
合成纤维中的 PLA（聚乳酸纤维）虽然已经具
备了产业化的基本技术条件，但是在原料来
源上还存在一定问题。“为了避免和人‘争’
粮，它的产业化发展应该从秸秆的方向切入，
但是生物秸秆也有问题。”郑植艺分析，“产业
化生产需要的秸秆量很大，而秸秆的收集成
本不能过高；也要解决好清洁生产的问题。”
山东华兴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内为

数不多的以生产壳聚糖纤维为主的企业，周家
村也表示了对原料问题的担忧，“小龙虾壳固

有品质较低，在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质量波
动。壳聚糖纤维的原料可循环再生，虽然中国
每年有几十万吨的虾、蟹壳原料，但能提取纺
丝原料的产量还是有限的”。
郑植艺再三强调，路线图中，重要内容是

中国生物质纤维及生化原料发展中必须着重
解决的 10项共性的课题、技术和工程。其中，
生物质纤维和生化原料的最大来源是秸秆，高
效、低成本的秸秆预处理技术是基础技术。秸
秆要达到木质素、纤维素和半纤维素这三素的
分离与综合利用。

在实际生产中，周家村也表示国内在技术
方面遇到了同样的瓶颈，“我们虽然在这方面
做了许多试验，掌握了一定的提取技术和较
先进的纺丝工艺，但小龙虾壳、虾米壳制备的
国产原料的纺丝工艺与外国蟹壳原料制备的
纺丝工艺有明显差异，有待进一步完善优
化”。

缺行业龙头企业

郑植艺认为，吸引大企业的参与，是加快
生物质纤维行业发展的最有效手段。如壳聚糖
纤维，其产业化进程加快，技术获得了突飞猛
进，正是得益于大企业的加入。

以奥地利兰精公司研发的 Lyocell 纤维为
例：2008年全球总产能达到 13万吨，2010 年投
资 1.2亿欧元，受溶剂成本等因素的影响，目前
的年产量为 15 万吨。
而遗憾的是，目前行业内的大企业并没有

将精力转移到生物质纤维上。当然，这是一个
过程，需要时间和条件。

郑植艺表示，为了扭转此种局面，业界在
做好基础技术研发工作的同时，在战略层面，
有意识地调整行业结构，强调依靠成熟的生物
质纤维技术才能取得行业发展的关键性突破。
据悉，“十一五”之后，化纤行业关注的重

点已经逐渐从量的发展转到行业结构调整、品
种发展和高新技术应用。

郑植艺指出，企业以前遵循的是“别人创
造，我搞产业化；别人发明，我搞规模化”。
“这种情况迟早会造成被动，技术是发展

的核心。出于种种原因，国外对生物技术出口
设置很多壁垒，因此，国际合作的空间相对狭
小，所以生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应更多地依靠
自我创新。大企业参与到创新中来，这是行业
成熟的一个标志。”郑植艺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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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纤维盼重塑“的确良”奇迹

CRO（合同研究组织），即主要提供医药研发服
务的公司。传统意义上的 CRO一般仅限于向客户提
供药物临床前和（或）临床阶段的研发服务。

然而，随着 CRO行业竞争加剧，以及新药研发
逐渐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传统服务模式正在面临转
变。

业内领先的 CRO 已不满足于仅仅从事研发阶
段的工作，而是为客户在研发、咨询、资本等方面提供
更全面的服务。

在咨询方面，传统的 CRO难以提供战略意见，
而传统的咨询公司又缺乏多年的行业实战经验，优秀
的 CRO却可以两者兼顾，在市场准入、产品商业化、

市场情报与分析方面给制药公司更多支持。
在资本方面，传统模式的 CRO通常根据研发服务

来向制药公司收取费用，而随着新药研发越发困难，制
药公司研发风险和资金压力也在大幅增加，CRO传统
收费模式正在向共同平衡风险 /回报的创新型合作模
式转型。这也是传统 CRO需要注意的地方。

目前，全球 CRO行业翘楚昆泰公司已经成为这
种综合性新药研发服务提供商，商业、咨询、资本与研
发服务，成为该公司的四大支柱。

尽管国内 CRO行业兴起时间不长，但不应满足
于传统服务模式。昆泰等 CRO巨头正在加快在中国
布局，本土 CRO面临的将是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传统 CRO模式面临转型︻
主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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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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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干细胞临床应
用犹如开启潘多拉魔
盒，虽然福祸未知，好奇
心还是驱使人们充满遐
想和期待。近年来，干细
胞移植技术十分盛行，
据传干细胞美容可以让
人“返老还童”。

据美容机构介绍，
干细胞美容可达到除
皱、美白、祛疤等神奇效
果。那么，干细胞究竟是
何方神圣，到底能否帮
人们实现青春不老的美
丽夙愿呢？

干细胞与
人体衰老之谜

干细胞是具有自我
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的
原始细胞群体，是形成
各种组织器官的起源细
胞。蜥蜴的尾巴被切断
后可以重新长出，就是
由于体内保留着一些非
常原始的干细胞在发挥作用。“干”，译
自英文“Stem”，意为“树干”和“起源”，
类似于一根树干可以长出树杈、树叶、
开花并结果等。干细胞具有三方面迷
人的特征：首先，干细胞恰似睡美人，
一般情况下 95%以上的干细胞没有活
性，而当组织受到损失时，这些干细胞
便苏醒过来开始增殖。第二，干细胞非
常聪明，像天空中的小鸟知道如何归
巢，能够自行向目标组织迁移。第三，
干细胞非常能干，一旦身体需要，这些
干细胞可按照发育途径分化出不同的
功能细胞。
人可以活到 100岁或更长，而单个

体细胞往往没有那么长的寿命，例如，
上皮细胞每 27~28天更换一次，肠黏膜
细胞每 2~3天就要换一次。机体成熟体
细胞会因衰老或受伤死亡，这些干细胞
随时生产它们的替代品来维持各种的
细胞更新和组织修复。在理想的情况
下，这些干细胞可以维持我们一生的需
要。可惜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中
的干细胞族群增殖和分化的能力会严
重减弱，新生的细胞补充不足，衰老细
胞不能及时被替代，全身各系统功能下
降，让人一天天老去。
从这个角度看，通过某种方式干预

和恢复干细胞的活力就有望修复组织
功能，达到延缓衰老的效果。近年来科
学界在干细胞研究上取得的突破性进
展使细胞治疗疾病正在成为可能。

危险的干细胞美容

所谓的干细胞美容术，一般都是直
接注射所谓的干细胞美容针，而根据目
前的医学水平，干细胞研究主要用于治
疗血液病等疾病，还没有到美容这个层
次。而且，目前干细胞研究更多是在实
验室的研究阶段，在我国还没有一种干
细胞产品真正推向了市场，利用干细胞
进行美容完全是一种概念炒作。
首先，只有活的干细胞才有作用，

干细胞必须养在培养液中，或超低温冷
冻保存才会有活性，普通条件下放置的
干细胞原液或冻干粉制剂很快就成了
死细胞，不再有干细胞的特性。其次，即
使这些制剂中真的有活的干细胞，那么
把干细胞注射到体内，体内的免疫系统
将会攻击这些外来的异物，产生有害身
体的排异、过敏反应。直接注射早期的
胚胎干细胞很容易发生癌变，并且在这
些细胞发育成熟后会变成体内的“定时
炸弹”，不知几年后会爆发，攻击受者的
组织器官。第三，干细胞组织来源多样，
供者遗传背景复杂，体外分离、培养等
过程漫长，很容易引起干细胞的遗传特
征和生物学行为改变，从而带来免疫毒
性和致瘤风险，而且还会带来多种外来
物质，甚至污染病毒等病原体。在缺乏
有效的控制手段的情况下干细胞应用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无法实现，在非专业
机构进行的干细胞移植是极不科学，也
是极其危险的。
干细胞技术无疑将为改善人类健康

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带来崭新的变革，但
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开发人员都应该对这
项新技术的应用保持必要的谨慎和耐
心，不可急功近利。相信在科学的指导下
规范、有序地开展研究，干细胞技术在不
久的将来终将走入我们的生活。
（作者系细胞产品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副主任）

“大家都希望农业持续增产，但再施多少化
肥，产量也不会再增加多少，化学肥料使用效率
下降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
源与农业区划所研究员范丙全一语道出了我国
农业“八连增”背后的隐忧。

不仅如此，在增产的压力下，农田负荷过重
而引发的土壤退化、干旱甚至荒漠化等问题也
越发凸显。

生物肥料因此被寄予厚望。近年来，生物肥
料也确实表现出了对提高化肥利用率、合理减
少化肥施用量的显著作用。

然而，部分企业片面强调生物肥料对化学
肥料的替代作用，夸大宣传，影响了生物肥料的
科学推广与应用。

就此，多位业内人士希望通过《中国科学
报》呼吁：避免片面强调生物肥料的替代作用，
应注重生物肥料与有机肥料、化学肥料以及生
物农药的融合，这样的“组合拳”当是生物肥料
推广之道，亦是解决土壤退化、干旱加剧等问题
的有效途径之一。

增产靠化肥 化肥逼极限

“以前农业上大家都在讲‘增产靠化肥，治
病靠农药’，化肥也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但现在化肥的有效使用量几乎要达到极
限。”易健兴农（大连）生物制剂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明在肯定化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对
《中国科学报》记者表达了对化肥过度使用的担
忧。
化肥被认为是现代农业的革命性发明，它

使有限的土地产出了更多的粮食，化肥至今已
经成为我国农业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
“没有化肥投入则意味没有高产，也就意味

着粮食安全没有着落。这对我们这样的人口大
国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范丙全说。
然而，化肥对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越来越

小，而且片面追求高产也带来了土壤退化、干旱
甚至荒漠化等一系列问题。
长期和农业打交道的他对土地感情颇深：

“我们对土地的掠夺太严重了。”
范丙全回忆，以前老家田地用不了多少化

肥小麦亩产就能有 800斤。现在亩产没有多少

提高，化肥用量却成倍增加。
高明则表示，长期、大量、不合理地施用化

肥，造成土壤当中有益微生物菌群和有益微量
元素严重失调，有机质不断减少，进而导致土
壤不断酸性化、板结化，土壤生产能力持续降
低。

生物肥助解化肥之忧

为解化肥过度施用之困局，不少农业工作
者将攻关重点放在了生物肥料的研发和推广之
上。
简言之，生物肥料就是含有特定微生物活

体的制品，通过其中所含微生物的生命活动，
供给或改善植物营养，促进植物生长发育，提
高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和农业生态环
境。

高明解释说，在自然界中，植物是生产者，
动物是消费者，微生物是分解还原者，只有三者
协调配合，才能形成生物圈的良性循环。微生物
在其中不可或缺。而生物肥料可以补充对土壤
和作物有益的微生物菌群。
据山西昌鑫生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玉锁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合理使用生
物肥料，能显著改良土壤，特别是对长期施用化
肥造成土壤板结的问题效果尤为明显。此外，对
一些地区的碱性、酸性偏重的土壤也能较好地
修复。
对于生物肥料为何可以起到这种作用，高

明表示，生物肥料中的微生物一方面可以作为
化肥“暂存库”减少化肥流失；另一方面可以分
解土壤矿物和有机物，为植物提供更为全面的
营养，从而显著提高土壤肥力。微生物在分解有
机物、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同时，还能合成大量微
生物多糖，这些物质均有利于土壤形成团粒结
构，改变土壤板结状况。
此外，范丙全表示，生物肥料可以提高化肥

利用率，减少化肥使用量，增加农作物产量。

“三个融合”施用理念

尽管生物肥料提高化肥利用率、合理减少
化肥施用量的作用日益明显，但也有业内人

士提醒：生物肥料不可能完全替代化肥的作
用。
“一些企业对生物肥料夸大宣传，本来不

能完全代替化肥，却偏偏说能代替。”范丙全指
出，这对追求高产的农民来说是一种伤害，“现
在农民知道生物肥料是好东西，但是一定要把
生物肥料的功能、能解决哪些问题都讲清楚”。
从长远来看，范丙全认为，片面夸大宣传也会
对生物肥料推广不利。
“修复土壤、提高土壤肥力是一项系统工

程：主要营养元素、多种有益菌群、多种有益微
量元素以及有机质，缺一不可。”高明表示，只
有这样，土壤长期保育的良好条件才能形成，
才能实现从源头改变。
他认为，生物肥料在推广施用过程中，应

倡导“三个融合”的理念，即“将生物肥与有机
肥融合，生物有机肥与化肥融合，生物农药与
前两者融合”。
“生物肥料主要补充有益菌群，有机肥料

用来补充有机质，与化学肥料配合使用，再加
以环保、低毒的生物农药。”高明解释道。
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合理地减少

化肥的使用量，提高肥料利用率，以便尽快摆
脱我国农业长期以来过分依赖化肥的局面，使
生物有机肥与化肥的使用比由现在的 19 逐
步地、科学地过渡到 46甚至到 55。
业内人士表示，若想早日达到这一目标，

则需要更多高效的生物肥料品种。
据统计，截至 2011 年 8 月，获得农业部正

式登记的微生物肥料品种有 621 种，临时登记
的品种有 648种。而事实上，我国生物肥料的
有效性和多样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微生物是非常脆弱的，容易受到化学肥

料、农药和外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范丙全
说。
高明表示，由于多年来在生物肥料开发方

面投入不足，目前我国一些生物肥料产品还存
在有效菌数不高、有效期短、由菌种多样化决
定的产品功能多样性不足等问题，因此，生物
肥料新品种的研发和产业化有待加强。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即将发布的生物产业
发展“十二五”规划中，生物肥料将是重点发展
领域之一，国家将进一步“强化生物肥料的研
发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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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肥料推广宜打“组合拳”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庆

施用生物肥料的果树。 山西昌鑫生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供图

秸秆是生物质纤维的原料之一 。 图片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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