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主编：黄明明 副主编：张思玮 编辑：李惠钰 校对：王心怡 E-mail押energy＠stimes.cn2013年 6月 19日 星期三 Tel押（010）51949389

社址院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猿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19园 新闻热线院园员园原51949392 51949387 广告发行院园员园原51949411 82614588 传真院园员园原愿圆远员4609 广告经营许可证院京海工商广字第 8037号零售价院1援5园元 年价院288元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

能源

■本报记者 李惠钰

如果把石油和煤炭称为“黑金”，那么取
材于农林废弃物等生物质资源的新燃料就可
以称之为“绿金”。在安徽丰原集团，“绿金”的
地位就被放在了最高的位置。

作为国内较早涉足生物化工的企业，丰原
集团目前已经突破了农作物秸秆转化为燃料
乙醇的关键技术。不仅如此，他们还将继续深
度挖掘这一从土地里“种”出来的绿色宝藏。

“纠结”的纤维素乙醇

因“与民争粮”，以玉米等粮食作物为原
料的燃料乙醇，争议一直不断。近年来，生物
燃料工业界继而把研究热点集中在开发商业
上可行、由木质纤维素制造的纤维素乙醇。

纤维素乙醇所使用的生物质原料通常是
玉米秸秆、玉米芯、小麦秆、甘蔗渣等农林废
弃物。与传统汽油相比，纤维素乙醇可减少
90%的温室气体排放。
“我国每年约产生 1.5亿吨秸秆，如果全

部转化为新能源，则可以产生相当于 4500万
吨石油的价值。”在丰原集团董事长李荣杰看
来，面对充足的原料供应，纤维素燃料乙醇无
疑面临着巨大的产业空间。
不过，虽然原料充足，但国内的纤维素乙

醇产业却一直未能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开发。
丰原集团总工程师薛培俭表示，尽管木

质纤维素原料本身非常廉价，但是将其转化
成乙醇的工艺过程却非常复杂，需要消耗大
量能耗，因此该工业一直徘徊在大规模商业
化的大门之外。
“目前，纤维素乙醇不能产业化是由各种

综合因素造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木质素
不能得到高效利用，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又
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薛培俭说。
在他看来，纤维素乙醇行业就像一个嗷

嗷待哺的婴儿，拥有美好的将来，但迫切需要
实实在在的哺育。

好在，丰原集团已经意识到，面对纤维素
乙醇这一意义重大但又非常复杂的系统工
程，关键技术的突破才是成功产业化的前提。

攻关发酵技术

多位专家曾对记者表示，秸秆能源化的
瓶颈主要有两处：一是没有找到或组合出可
高效水解纤维素的酶，从而无法使廉价的秸
秆一次完成预处理；二是没能培育出高效转

化由半纤维素转变而来的木糖的发酵菌种。
为了破解上述技术难题，丰原集团联合

天津大学、江南大学和中科院等离子所共同
出资建立了国家级发酵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加大对菌种技术、发酵技术、分离提取技术等
方面的研究力度。
作为该研究中心的主任，薛培俭表示，他们

采用廉价培养基并通过酶制剂菌株的诱变、驯
化与筛选以及工艺条件的优化等各种手段，已
经大幅提高了纤维素酶的活力，并降低制酶成
本。目前每生产一吨纤维素乙醇，酶成本约为
1000元，完全是产业化可以承受的生产成本。
另外，研究人员还选育出既能利用五、六

碳糖混合发酵生产乙醇，又可分别利用五碳
糖和六碳糖单独发酵的菌株，混合发酵生产
乙醇的糖转化率达到 42%，半纤维素和纤维素
的利用率分别达到 70%和 80%以上。

通过优化预处理工艺，他们还将酶解糖
浓度提高到 12%以上，每吨玉米秸秆可产糖
450公斤，其中可发酵糖占 90%。

不仅如此，针对半同步糖化发酵过程中
流体变化特征，研究人员通过改造现有设备，
研制出半同步糖化发酵耦合生物反应器，实
现发酵液由非牛顿流体状态到牛顿流体状态
的有效过度，并高效生产燃料乙醇。
薛培俭称，丰原集团在以碱法预处理为

主的木质素高效脱除工艺、高活力纤维素酶
的规模化制备、新型生物反应器的开发等方
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新工艺不仅能

够高效利用纤维素，而且还大大降低了秸秆
转化为能源的成本。
试验显示，依照目前的转化技术，每 4吨

秸秆（玉米秸秆、麦草秸秆等）就可生产一吨
燃料乙醇，如果每吨秸秆按 400元计算，其全
部生产加工成本比每吨玉米转化成燃料乙醇
的成本低 300多元。
据了解，“十一五”期间，丰原集团联合合

肥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研究团队，承担
了国家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农作物秸秆生
物转化制备燃料乙醇”课题，并建立了以玉米
秸秆为原料年产 3000 吨燃料乙醇的中试装
置，目前已成功进行了试运行。
现阶段，丰原集团还与中科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广西科学院共同申报了科技部“十二
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蔗渣水解液态发酵生
产燃料乙醇关键技术与示范”，该课题也正在
进行当中。

“吃干榨尽”降成本

“国内外采用的秸秆预处理工艺多为酸
法、碱法、蒸汽爆破等，均不能有效将秸秆中
的木质素、半纤维素和完全纤维素分离。”薛
培俭说，丰原集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科技成
果，但是经济性距离大规模化、商业化生产还
仍有一定差距。
这种差距的原因就是，所采用的高温低

浓度的预处理工艺，不能将木质素、纤维素、

半纤维素分离彻底。特别是将半纤维素降解为
五碳糖，纤维素降解为六碳糖，然后混合发酵
生产燃料乙醇，发酵周期长、乙醇浓度低、能耗
高，因而不具备经济性。
在薛培俭看来，利用木质素组分特别是含

木质素废渣、废液制成的高附加值化学品，是
降低纤维素乙醇工业成本的经济环保的根本
办法。

丰原集团也正试图将秸秆等原料“吃干榨
尽”，除了开发燃料乙醇，还将利用木质纤维素
开发更具高附加值的产品。

据他介绍，对于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和生
产，丰原集团目前已经形成了五大类系列产
品，包括色氨酸、谷氨酸等氨基酸类产品；木糖
醇、阿拉伯糖等糖醇类产品；柠檬酸、苹果酸等
有机酸系列产品；透明质酸、唾液酸等多糖类
产品；古龙酸、维生素 C等维生素系列产品。

而对于纯度较高的木质素，也可以改性开
发出酚醛树脂、橡胶涂料染料化工等化工产品。
可以说，利用秸秆不仅可以生产出燃料乙

醇，还可转化生产出生物基乙烯、聚乳酸生物
可降解塑料、纺织品原料聚乳酸聚酯、无毒增
塑剂、油漆涂料的无毒溶剂等新型生物能源和
生物材料，具有极高的经济社会价值和极好的
开发利用前景。

薛培俭表示，未来 3到 5年，丰原集团还
将利用自身研发中心的技术优势和项目储备，
对现有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实现高技术产品的
产业化。

日出东方开启“大光热”思维
姻本报记者 李惠钰

丰原集团：生物质资源里淘“绿金”

纳米粒子打开清洁能源替代品大门
更多廉价的清洁能源的出现可能将归功

于一种新技术———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雷
蒙德·奇科（音译）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近日
发明了一种新型催化剂。这种由镍、磷纳米颗
粒组成的催化剂能有效地促使水分解出氢气，
而镍与磷是地球上常见且廉价的化学元素。这
一研究结果已经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期刊上。

奇科表示，使用磷化镍纳米粒子的目的是
为了从水中生产氢气，这对于许多能源生产技
术而言是重要的，其中就包括燃料电池和太阳
能电池。“水是一种理想的燃料供应者，因为它
是廉价且丰富的，但我们需要的是如何从中提
取氢气。”

氢具有高密度的能量也是一个巨大的能力
载体，但它需要一定的能量才能从水中产生。奇
科指出，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廉价的催化
剂来触发这种化学反应。目前这一过程通常由
铂充当催化剂，但由于铂昂贵且稀少，奇科和他
的团队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替代品。

奇科说：“曾有预测指出，磷化镍纳米颗粒可
能是很好的‘候选人’。事实证明，磷化镍纳米颗
粒确实是用来制备氢以及替代铂的最佳人选。”

团队成员开始是通过市售的金属盐研制磷
化镍纳米粒子，先将这些盐在溶剂中溶解再加

入其他化学成分，加热后形成了纳米粒子。研究
人员创建出一个准球形的纳米———但不是完美
的球，球的表面比较平以及有暴露出的边缘。
“纳米粒子的小尺寸可以创造出一个很大

的表面积，暴露出的边缘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催化产生氢气的化学反应。”奇科解释道。

接下来，团队成员在加州理工学院为催化
剂进行了相关的性能测试。在加州理工学院弥
敦·路易斯、乔治·阿吉罗斯教授领导下，研究人

员将纳米粒子放在一片钛箔上，并将其浸泡在
硫酸溶液中。接下来，研究人员采用测量了所产
生电流的电压，他们发现不仅有所期望发生的
化学反应，而且其效率也非常高。

奇科说：“纳米技术可以带来更便宜、清洁
的能源，这打开了一扇有效的大门。现在我们的
目标是进一步提高这些纳米粒子的性能以及理
解它们的功能。同时，我们相信团队能够铺平磷
化镍最终成为催化剂的道路。” （郭湘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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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一些代表表示，
他们试图打造的全球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框
架，正遭到严峻的挑战。

6月 14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最新气候
协商会议已经结束。白俄罗斯坚持将一项涉
及气候谈判决策机制的内容作为单独项目列
入议程，但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

国际能源机构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
2012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 1.4%，达
到创纪录的 31.6亿吨———即便美国公布的排
放量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最低的一
年。中国是去年排放量增长最多的国家，不过
增幅是近 10年来最低。

许多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代表认为，
在联合国气候谈论中应达成共识，他们担
心各种问题可能会阻止谈判的进行，现在
应是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的
重要时刻。

来自塞舌尔的罗纳德夫妇说：“一旦我们
不小心，整个谈判系统将会崩溃。”

在近年来举行的几次气候会议中，经过
一夜的辛苦辩论和无尽的干预所最终达成协
议，都会遭到个别国家的反对。

比如在 2010年墨西哥坎昆，玻利维亚是
否决者；去年在卡塔尔，俄罗斯反对一揽子决
议，包括 1997年排放协定指《京都议定书》扩
展协议。

出于被冷落的愤怒，俄罗斯在乌克兰和
白俄罗斯的支持下，在波恩会议期间呼吁对
程序规则进行讨论。

在气候谈判期间举行的《公约》附属履行
机构会议上，上述三国提议坚持将“发展中国
家所遭受的气候灾害损失”的机制纳入会议
讨论议程。其他国家认为，在附属履行机构会
议中不适合讨论这一议题，但这三国拒绝作
出让步，从而导致会议被迫中止。

联合国气候变化首席代表菲格雷斯表
示，她觉得讽刺的是，即使所有国家同意该决
策机制的过程需要讨论，但他们根本无法弄
清楚，自己要如何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在气候谈判中，关于程序上的争议往往盖过了拯救
世界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和其他潜在灾难性气候
变化影响的目标。

一些谈判代表说，在波恩举行的全球气候协议的框
架将在 2015年被采用，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许多人士
指出，在今年年底华沙气候会议前，俄罗斯等国的阻挠必
须得到解决。

欧洲联盟代表大卫·沃尔什说：“时间很短，我们不能
让这种程序上的困难，浪费有限的时间。”

岛国图瓦卢的谈判代表伊恩·弗莱担心，自己的国家
很快将被上升海平面所淹没。但他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那 3个国家表示担忧某一程序而正在使用的程序，
使事态变得更糟糕。这就像有人故意撞毁汽车，只是为了
证明安全带不起作用。” （郭湘编译）

尽管面临欧洲“双反”等诸多挑战，但
我国太阳能行业依然充满巨大的想象空
间，因为太阳能的另一产业———太阳能光
热，正迎来转型升级的发展良机。

在 6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七届中国新能
源国际高峰论坛上，日出东方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日出东方）董事长徐新建提出
了“大光热”产业升级的思维，号召光热企
业积极拓展发展路径，以开放融合的大产
业思维，突破现有产业边界，以光热为核
心，融合相关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光热产业面临挑战

一提到太阳能，首先想到的是“太阳能
热水器”和“太阳能光伏”，前者已经走进千
家万户，成为大众生活必需品；后者则因去
年以来接连遭受到的国外“双反”措施而备
受关注。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
表示，与其他新能源的发展路径不同的是，
中国的太阳能光热行业一开始就进入到市
场机制当中，拥有较好的市场基础，行业的
发展前景广阔。
因市场化程度较早，中国太阳能光热

从默默无闻到全球第一，只用了 20 余年时
间。

据徐新建介绍，太阳能光热产业是中
国人自主创新创造出来的，中国掌握真空
管太阳能核心技术，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是
我国少有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之一。

数据显示，中国太阳能集热器的保有
量占世界的 76%以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太阳能热利用制造和使用大国。毋庸置疑，
太阳能光热产业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产业在
国际竞争中的典范。
不过，徐新建表示，光热行业发展前景

虽然广阔，但早期的野蛮生长致使行业进
入门槛低，使太阳能光热的市场化进程变
得容易，同时也产生了行业市场集中度不
高、市场竞争无序等问题，行业中仍有巨大
的整合创新空间。

徐新建认为，光热市场竞争主要集中
在低温领域，中高温尚未产业化，产业技术
迫切需要升级；城市市场品类竞争激烈，如
与燃气、电热水器的竞争；经过 2009 年以
来的快速增长，目前部分华东地区城镇市

场由于此前家电下乡的推进程度较深，但
增长潜力受限。

他指出，中国光热行业需要经历更大、
更多的变革、创新和洗礼，才能够上升到更
稳健、殷实的阶段。目前行业处在升级转型
阶段，市场面临农村、城镇、城市多元化特
征，产品从单机到热水系统、多能源复合系
统等多类型化，商业模式也由简单向多元
化转变。

产业亟待升级

为迎接挑战，徐新建提出了“大光热”
产业升级思维，即国内光热产业融合和集
群化的蓝图。
徐新建称，首先要突破现有光热产业

的边界，不仅有“从低温到中高温应用”的
技术扩展路线和“热水热能热电”的应用领
域延展，更要有开放融合的产业化思维，如
将太阳能、空气能、节能生活电器等产业打
通，横向扩展。

另外，还要重新定义产品模式和商业
模式，如打造多能源复合系统、成套产品
（太阳能、空气能与电、燃气等能源形式结
合），采用 BOT等商业模式运作，从卖热水
器转化为销售热水。

同时，也要运用全球化的市场定位。他
表示，未来产业更大的发展空间是基于国
外市场的开拓与创新，借助海外技术、人才
等资源推动，从而形成完整的万亿级“大光
热”产业发展升级方向。

而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徐新建也充
满了信心：“未来世界的发展看中国，中国
的发展看民族产业，民族产业看光热。”

目前，日出东方正以引领者的身份带
领行业向万亿级市场空间转型升级。在此
次会议中，徐新建透露，日出东方还将推广
1 亿平方米太阳能，并辅导行业内 3~5 家
企业实现上市，形成 A 股市场的太阳能光
热板块。1 亿平方米太阳能每年节省的能
源消耗如果折算成电力，相当于一个三峡
电站每年的发电量。

除了在太阳能光热主业之外，日出东
方已在加速践行“大光热”战略，如在洛阳
建成全球最大的全产业链光热基地，横向
布局的广东顺德空气能产业基地亦已初具
规模，进入大批量产阶段。

“纤维素乙醇行
业就像一个嗷嗷待
哺的婴儿，拥有美
好的将来，但迫切
需要实实在在的哺
育。关键技术的突
破才是其成功产业
化的前提。

前沿点击

ABB荣膺自动化学会三项年度大奖

本报讯 在日前举行的第 8 届“中国自动化
产业世纪行”年度评奖中，ABB 集团一举囊括了
“2012年十大年度企业”、“2012 年最具竞争力创
新产品”和“2012 年十大年度优秀论文”三项大
奖。
“中国自动化产业世纪行”年度评选由中国自

动化学会主办，自 2005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 7
届。本届评选从 2012年 12月开始，经过近万名网
络用户投票以及知名专家、行业协会与用户企业
评议，历时 4个多月，最终选出各个奖项。
自 1992 年成立第一家在华合资企业以来，

ABB 始终坚持“在中国，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战
略，为客户提供本地化的全价值链自动化服务和
解决方案。2012年，ABB推出“中国 2017计划”，加
快 ABB在中国的发展步伐，推动从“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并更加贴近中国市场和本地客
户。近十年间 ABB在华投资额已超过 16亿美元，
目前拥有 36家本地企业和近 1.9万名员工，产品
覆盖电力和自动化所有工业领域。 （贺春禄）

我国东北首个核电基地正式投入商运

本报讯近日，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
沿河核电有限公司在红沿河核电基地宣布，辽宁
红沿河核电站一期 1号机组已经完成 168小时试
运行试验，经辽宁省电力公司确认合格，正式投入
商业运行。
至此，红沿河核电站成为中国第五个、东北首

个投入商运的核电基地。据测算，该机组日发电量
达 2400万千瓦时，可满足大连市四分之一的用电
需求，减排效应相当于 1.65万公顷森林。
据悉，红沿河核电站由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和大连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按股比 45%45%10%共同投资。一
期 4台机组预计 2015 年全部建成投产，总投资
535亿元。
随着该机组实现商运，辽宁省清洁能源比例

由 18.44%提高到 20.83%。红沿河核电站一期 4台
机组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超过 300亿千瓦时，
相当于 2012年辽宁省社会用电总量的 1/6，大连
市社会用电总量的 104%。 （达文东）

中盛光电为智利光伏电站提供组件

本报讯 近日，中盛光电对外宣布已向智利
EPC公司 Perihelioy Afelio所承建的商业电站项目
提供 3.3兆瓦高品质光伏组件。据悉，该项目为智
利首个使用固定支架建造的项目，同时也是智利
第三大商业光伏电站。

此次建设的商业电站坐落于智利北部 EnLa
Huayca，是智利第一个超过 3兆瓦的并网项目，为
当地一家铜矿企业所有，中盛光电是该电站的独
家组件供应商。目前，项目已经开工，预计将于今
年 8月实现并网发电，为当地矿业生产及其附属
设施供电。

中盛光电与 Perihelioy Afelio 的合作始于
2012 年，自双方合作以来，中盛产品已成功应用
于其多个 EPC 项目中，并持续得到客户的高度
认可。

中盛光电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佘海峰说：“我
们很高兴看到与 Perihelioy Afelio的合作又跃上了一
个新台阶，智利是全球光伏行业里最具发展前景的
国家之一，我们很看好这个市场。” （贺春禄）

图片来源：生物探索

一种由镍、磷纳米颗
粒组成的催化剂能有效
地促使水分解出氢气。

图 片 来 源 ：www.
scienc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