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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参考 

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习近平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

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习近平指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

惯养成。要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

要开展广泛的教育引导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

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习近平十分关心垃圾分类工作。2016 年 12 月，他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会议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

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习近平还多次实地了

解基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情况，并对这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全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

成效初显，46 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推进垃圾分类取得积极进展。2019 年起，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 2020 年底 46 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

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 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

统。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59782-1.html 

 

 

生物质能源产业化发展势在必行 

初夏，麦浪飘香，遍地金黄。5 月 30 日，记者来到阜阳市临泉县的临泉庐阳产

业园，总投资亿元以上的国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生物天然气工程试点项目就坐落在此。

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象。 

“这是年产 720 万立方米生物天然气工程，项目总投资 10800 万元，占地约 51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5978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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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临泉国能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波告诉记者，项目所需原料为牛粪、猪粪

及玉米秸秆等有机废弃物。 

穿过巨大的进料车间，记者来到工地，六座圆柱体的大型厌氧发酵罐映入眼帘。

“每座发酵罐都是 5000 立方米的，罐体扁平化，散热面积更小，能效更高。里面置

有高效卧式搅拌器，可充分破除浮渣，基本不留死角。 ”杜波说，发酵罐低速节能，

使用寿命更长。同时为了节省项目用地，采用了发酵罐和储气膜一体化设计。待项

目投产后，能够年处理牛粪约 2.3 万吨、猪粪 3.2 万吨、玉米秸秆约 5.5 万吨，共 10.97

万吨，年产并销售沼渣肥 3.1 万吨，沼液肥 3713 吨。同时，为广大农村地区的大型

沼气工程建设提供有价值、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 

我国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资源，每年有大量的生物质废弃物产生，如果不处理或

处理不当，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生物质废弃物形式多样，能

源用途广泛，其中最重要的能源利用方向就是沼气，生物天然气是沼气脱水、脱碳、

脱硫后的高纯度甲烷气，也是高热值能源气体。 

“农村沼气工程是生物天然气产业发展的基础，生物天然气是农村沼气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的产业发展方向，生物天然气作为通用产品进入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关

键。从沼气进入产业市场的主要方式可以看出，大、中、小型沼气工程都可以走产

业化的道路，向生物天然气产业化方向发展。 ”省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颜培兵表示，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每年产生的秸秆、畜禽粪便等废弃物数量巨大，但目前大多只

有堆肥、还田等传统简单的处理方式。作为国家农村沼气的重点支持区域，实现废

弃物的综合利用，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拓宽再生能源新空间，推动生物质能源产

业化恰逢其时，势在必行。 

完善政策激励措施 加大产业扶持力度 

“生产出来的生物天然气主要有两个消化途径，一个是在园区拟建加气加油联

合站，另一个是为整个产业园区的企业供气。目前园区招商引资来的企业用气量已

经达到了每天 20 万立方米，这个项目生产的生物天然气供不应求，不用担心没有市

场和销量。如果不够用的话，还要从母公司引入部分液化天然气填补空缺。 ”杜波

告诉记者，当地天然气用气的政府指导价在 3.5 元到 4.5 元之间，按照这个价格来计

算，企业能够实现盈利。 

管道建设对天然气推广应用至关重要。结合临庐现代产业园区整体规划，该产

业园将投资 9000 多万元进行燃气管道的铺设。 “整个园区的管网由华东规划设计

院规划，一期 5 平方公里，远景规划 15 平方公里。 ”杜波说，在天然气工程建设

中，争取了国家补贴 4000 万元。 

对生物质能的支持，国家采取了多种补贴手段。 “由于成本问题，在短期内生

物质能源作为商品的经济效益都不会很好。但鉴于其突出的社会效益，需要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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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完善政策、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补助、加强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持续有

力扶持。 ”省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前，社会各界对生物质能认识不够充分，一些地方甚至限制成型燃料等生物

质能应用，导致生物质能发展受到制约。 

近日，全国生物质能行业组织产业发展研讨会在阜阳举行，围绕沼气、生物质

供热产业发展、生物质发电和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等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从 2012

年到 2017 年，全球可再生热力增长 18%。预计未来全球三分之二的可再生热力增长

来自中国、欧盟、美国和印度等可再生热力消费大国和地区。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

心产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窦克军表示，对于生物质供热发展，建议因地制宜推广、

多能互补，构建生物质固体燃料交易市场和数据统计平台，将生物质固体燃料标准

和激励政策机制关联，建立生物质能行业监测管理平台，加快供热热价机制改革。 

提升行业技术水平 降低生产运行成本 

国祯亳州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于 2018 年 5 月建成投产运行，年发电能力 2.4 亿

度，年供蒸汽能力 40 万吨，锅炉烟气排放远远低于国家现行标准。 

当前生物质发电面临一些困难亟待突破，比如生物质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环保

投入大、运营费用高，发电成本居高不下，补贴电费不能及时到位等。 “针对生物

质收储运体系不健全，我们积极扶持培育生物质收储运体系建设，建立属地化的秸

秆供应体系。对于环保投入大、运营费用高等问题，我们采用低温燃烧循环流化床

锅炉，使用超低排放装置。针对发电成本居高不下，我们提高机组参数，实行热电

联产。”安徽国祯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杨宗启说，目前公司在运和规划总装

机规模 120MW，年发电能力近 10 亿度，年供热能力 780 万吉焦，年消耗农林废弃

物量 150 万吨，年产土壤修复剂、土壤调理剂 10 万吨。 2018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30889 万元，利润总额 6220 万元。“目前已经建成投运供热主管网 30 多公里，解决

了阜阳市 110多家工商企业用热需求。移动供热覆盖阜阳市宾馆、浴池用户 80多家。 ”

杨宗启介绍。 

 “要进一步促进生物质能产业发展，需要加强交流合作，增强信息交流和技术

共享，如提高农作物秸秆掺烧比例做法、秸秆发电超低排放环保技术、秸秆燃料快

速分析、秸秆燃料 APP 等，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减少单打独斗，降低生产运行

成本。 ”省能源局副局长曹越方表示，目前我省已建成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 41 个，

合计装机规模 117 万千瓦，居全国第 2 位，其中投运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11 个，

装机规模 29 万千瓦，约占总装机规模的 1/4。 

 “秸秆发电企业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不仅要作出不掺烧煤

炭的承诺，并且在项目生产运营过程中严格自律，杜绝掺煤，建立完善防治掺煤的

制度措施，建立运行台账。同步公开燃料、污染物排放等情况，主动接受各界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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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越方告诉记者，技术创新是重中之重，按照农林生物质发电全面转向热电联产的

要求，鼓励集中供热、低真空循环水供热、生物质气化多联产供热、沼气发电供热

等多种供热方式，提高生物质电厂整体能源转化效率，提高产品附加值，减少对国

家补贴的依赖。 

链接 生物质能是唯一可转化成多种能源产品的新能源，通过处理废弃物直接改

善环境，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根据《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我国生物质能产业新增投资约 1960 亿元。其中，生物质发电新增投资约

400 亿元，生物天然气新增投资约 1200 亿元，生物质成型燃料供热产业新增投资约

180 亿元，生物液体燃料新增投资约 180 亿元。生物质能产业年销售收入约 1200 亿

元，提供就业岗位 400 万个，农民收入增加 200 亿元。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0880-1.html 

 

 

专家:2025 年，我国光伏发电将逐步成为主力能源 

“从 2025 年开始,我国光伏发电将逐步成为主力能源。”中国电源学会副理事长、阳

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曹仁贤在会上如是表示。“SNEC2019 国际太阳能光伏

与智慧能源（上海）展览会暨论坛”6 月 3 日在上海开幕，与会专家聚焦全球光伏

发展展开讨论。 

  “2019 年将成为光伏发展史上里程碑的一年，全球光伏都将快速走入全面平价

的新时代。”全球太阳能理事会联合主席、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理事长高纪凡表示，随

着国内政策发布，国内市场将会出现恢复性增长。据悉，5 月 30 日，国家能源局发

布了《关于 2019 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优先推进无补

贴的平价上网项目建设，再开展需要国家补贴项目的竞争配置工作，这对风电光伏

行业来说，将是一个重大转变。 

  由于光伏成本快速下降，2019 年海外市场全面增长，欧盟市场快速复苏，美国

市场的需求在去年的基础上大幅度反弹，东南亚、拉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势头非常迅猛。光伏市场多样化的趋势愈加明显，预计今年，海外市场将从去年的

60GW 大幅增长到 85GW 左右。 

  与此同时，我国光伏产业在经历了去年“531”补贴政策退坡的背景下仍然取得

了不错的成果。高纪凡介绍，在制造端，我国多晶硅产量超过 25 万吨，同比增长超

过 3.3%；硅片产量达到 109GW，同比增长 19.1%；电池片产量 87.2GW，同比增长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08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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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组件产量约 85.7GW，同比增长 14.3%，连续 12 年位居世界第一。 

  在应用端，国内装机超过 44GW 连续六年保持中国光伏第一大装机市场的地位。

中国累计装机量超过 147GW，到去年年底，连续四年保持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全

国光伏发电，气光电量同比减少 18 亿 kw/h，气光率同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实现了

气光电量和气光率双降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光伏能源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目前，

中国的装机容量光伏是全球第一，2018 年统计达到 1.4 亿千瓦。但是，发电量与装

机容量的匹配性还不够。”中国能源研究会特约副理事长钟俊表示，储能是新能源发

展需要解决的一个很大问题，储能是我们发展光能以及清洁能源的可靠保证。“同时，

远距离的输送，补贴不到位等造成发电的造价高、成本高。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是储能技术。”他说。(侯树文 记者王春) 

 

  信息来源：http://www.nea.gov.cn/2019-06/05/c_138118203.htm 

 

美国立法机关批准华盛顿州氢能法案 

据外国媒体报道：立法机构已经批准了第 12 区州参议员布拉德霍金斯提出的法

案，该法案将赋予道格拉斯县 PUD 和华盛顿其他公共事业区生产和销售新型清洁能

源的权力。5588 号参议院法案将授权道格拉斯县 PUD 生产，分销和销售可再生氢

气。  

 

众议院以 97-0 投票通过该提案。参议院同样已于 2 月份以 47-0 批准。该提案

现在由州长杰伊·英斯利（Jay Inslee）进行最终审议。  

道格拉斯县 PUD 计划利用电解将氢分子与水中的氧分子分离，生成可再生的氢

气。可再生氢在生产或消费时不会产生碳排放。道格拉斯县 PUD 和可再生氢能联盟

的官员在 3 月 14 日众议院环境和能源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支持该法案。  

http://www.nea.gov.cn/2019-06/05/c_1381182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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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州的水电设施在哥伦比亚河流量较高，这一特点在太平洋西北地区风力

和太阳能发电量很大的春天时会带来困扰：在水坝储水过多会对鱼类造成不利影响，

但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产生额外的电力会对华盛顿州造成经济影响。道格拉斯 PUD 希

望利用剩余电力制造氢气，然后将其出售。这项法案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信息来源：http://www.china-hydrogen.org/content/?8851.html 

   

日本提出二氧化碳零排放目标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提出 2070 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降至零。

这一新目标明确提出将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并使用低成本制造氢气技术和二氧

化碳回收再利用技术。此举使日本成为七大工业国（G7）中第一个提出二氧化碳零

排放的国家。 

日本政府计划 6 月份将此次提出的目标提交给联合国，同时在 G20 峰会上公布。

因受到 2011 年福岛第 1 核电站事故影响，核电站停运，二氧化碳减排受到影响。日

本政府认为有必要提出长期、明确的目标。 

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框架《巴黎协定》提出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与工业

革命前水平相比不超过 2 摄氏度的目标，要求各国制定削减碳排放量的具体目标。

联合国提出，要达成将全球气候升温控制在 2 度以内的目标，需要把全球的碳排放

量在 2070 年之前降至零。日本政府着眼于这一目标，力争 2070 年前后实现二氧化

碳零排放。 

此次的政府目标明确提出，2050 年之前将氢气的制造成本降至目前的 1 成以下，

比天然气更便宜以促进普及。此外，还计划把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再利用，从

而实现实质性的零排放。同时，还提出将推进事故危险性低的新一代核反应堆研究

工作。 

 

  信息来源：https://www.most.gov.cn/gnwkjdt/201906/t20190603_146976.htm 

  

 

 

 

  

http://www.china-hydrogen.org/content/?8851.html
https://www.most.gov.cn/gnwkjdt/201906/t20190603_1469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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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 

新微生物高效利用生物质 

  2019 年 6 月 6 日《自然-通讯》报道，浦项科技大学（POSTECH）和首尔国立

大学的研究者开发了一种新的微生物，命名为 Vibrio sp. Dhg，可以作为棕色大型藻

类生物精炼的微生物平台，有助于提高生物质的发酵效率和经济可行性。  

  棕色大型藻类比淀粉作物生长快两到三倍，只需要阳光和海水就可以生长，而

且仅在少数国家（如韩国）被食用，不会引起关于粮食安全的争论。然而，之前并

没有哪种微生物能够轻易地代谢藻类中的藻酸等多糖，并且开发利用藻类作为生物

质的方法也非常困难。  

 

Vibrio sp.DHG 图|POSTECH，首尔国立大学 

  此次，研究者成功研发出一种新的微生物，它可以快速代谢藻类中的海藻酸。

研究者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对该微生物进行了优化，开发出生物精炼工艺，通过人工

操纵工程菌的代谢途径，可以生产乙醇（生物燃料）、2,3-丁二醇（塑料原料）、番茄

红素（生理活性物质）和其他化学产品。  

该工程菌还可以比传统工业微生物（大肠杆菌、酵母）更有效地利用其他类型

的生物质，并且它们的生长速度比常规微生物也快两倍，可以更快地转化生物质。

因此，该工程菌也可以用于藻类之外的生物质，提高发酵效率和经济可行性。  

 

  信息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1f1UX3pNNGgmBi8DCGgXfQ 

 

 

https://mp.weixin.qq.com/s/1f1UX3pNNGgmBi8DCGgX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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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化物所生物质催化转化研究取得新进展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航天催化与新材料研究室研究员王爱琴、

中科院院士张涛团队在生物质催化转化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发展了一种多功能

Mo/Pt/WOx 催化剂，首次将纤维素“一锅”高效转化为乙醇。相关工作发表在《焦

耳》（Joule）上。 

纤维素作为自然界最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可大量来源于农林废弃物，其不可食

用的特征使其成为理想的可再生碳资源用来生产燃料和化学品，纤维素乙醇是最重

要的生物燃料之一。然而到目前为止，利用生物发酵的技术生产纤维素乙醇仍然面

临各种技术经济上的挑战。有鉴于此，探索非生物转化路线生产纤维素乙醇具有重

要的意义。 

张涛和王爱琴团队一直致力于生物质中 C-C 键和 C-O 键选择性断裂制备重要小

分子醇的研究。该团队首创了纤维素氢解制乙二醇的催化转化反应（Angew. Chem. 

Int. Ed.，2008；Acc. Chem. Res.，2013），发现了含钨（W）化合物在催化纤维素 C-C

键选择性断裂反应中的独特作用，并提出了纤维素可以经由先氧化酯化、再加氢还

原制备乙醇的二步法（ChemSusChem，2017；Green Chem.，2018）。 

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甘油氢解制 1,3-丙二醇（ChemSusChem，2016；

ChemSusChem，2017）的催化剂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 Mo/Pt/WOx 多功能催化剂，

将纤维素氢解制乙二醇和乙二醇氢解制乙醇巧妙地耦合起来，实现了纤维素直接氢

解制乙醇的过程，乙醇碳收率达到 43.2%。同时该催化剂还表现出了优异的稳定性

和抗 CO 中毒性能，使其在未来的实际应用中具有较大的潜力。通过多种光谱表征，

该研究团队提出了如图所示的 5OMo-Pt-WOx 活性位结构，其中 MoO5 呈现配位不

饱和的单分散形式，通过与纳米 Pt 表面的相互作用，进而调变 Pt-WOx 的电子相互

作用，促进乙二醇氢解为乙醇的反应。 

上述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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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化物所生物质催化转化研究取得新进展 

 

  信息来源：http://www.cas.cn/syky/201906/t20190618_4695769.shtml 

 

  

将光与生物质“变成”氢能和柴油 

 柴油和氢属于人类赖以生存的能源基础。近日，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研究

员王峰团队提出并在实验中实现了以一种利用光能（太阳能或人造光源）和生物质

下游产品为原料，制备柴油和氢气的设想。相关论文发表于《自然—能源》杂志。 

生物质（包括秸秆、林木废弃物等）是自然界中产量最大的可持续碳资源，可

以替代化石资源并提供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作为利用光能分解水生产氢气的替换

方法，光催化分解生物质原料通常可以获得更高的光能利用率和产生氢气速率。但

生产氢气后的生物质废弃物附加值降低，不仅浪费了资源，还污染环境。因此，发

http://www.cas.cn/syky/201906/t20190618_46957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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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种既生产氢气，又能将生物质转化为有用化学品或者燃料的技术十分重要。 

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利用光能来驱动生物质下游产品（甲基呋喃类化合物）同

时生产氢气和原柴油两种能源的过程。该反应在常温常压下进行，获得组分丰富的

原柴油。脱除该原柴油中的氧，可以得到更接近目前石油柴油的可再生高品质油品，

并副产氢气。该过程在利用光能和生物质制氢后，产生的生物质产物还可以进一步

加工成高品质柴油。 

该过程实现了光能和生物质能向氢能和柴油的定向转化，为实现只利用地表以

上可再生碳资源和太阳能生产洁净能源提供创新的方法。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0855-1.html 

 

 

DOE宣布 7900 万美元资助生物能源研发 

2019 年 5 月 3 日，美国能源部（DOE）宣布将为生物燃料、生物产品和生物能

源等开发提供超过 7900 万美元的经费。该笔经费将用于达成 DOE 为消费者和企业

提供价格合理、可靠且安全的国内能源选项的目标。此次资助的主题包括：  

1、藻类培养过程强化：开发室外藻类系统技术，提高藻类的产量、可靠性和质

量。  

2、生物质成分可变性和原料转化界面：研究降低成本，提高生物质加工和预处

理的可靠性。  

3、高效木材加热器：开发减少排放并提高住宅供暖的木材加热器效率的技术。  

4、碳氢化合物生物燃料技术系统研究：在实验原型系统中集成新技术和新工艺，

以改善和验证实际性能并降低嵌入式生物燃料生产成本。  

5、优化生物质衍生的喷气燃料混合物：识别并开发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可再生喷

气燃料，提高能量密度和降低颗粒物排放。  

6、来自城乡废弃物的可再生能源：支持学术研究和教育计划，重点关注从城市

和郊区废物原料生产生物能源和生物产品的战略。  

7、先进生物加工和灵活生物铸造厂：通过使用合成生物学、低成本密集方法和

连续生产系统，减少生物燃料等产品制造过程的时间和成本。  

8、循环碳经济中的塑料：开发具有高性能和循环性的生物基塑料，并通过提高

可降解性来降低回收现有塑料的成本和能源的消耗。  

9、厌氧消化再研究：开发厌氧过程或替代策略，以提高碳转化效率，降低小规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085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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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湿废料系统的成本。  

10、减少生物能源中的水、能源和排放：开发相对于现有常规燃料或产品更有

可能减少水消耗、能源消耗和/或碳排放的生物燃料或其他生物产品的技术。  

 

  信息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JO-7fyTloa6CiQJ3Uy5oBQ 

 

 

我国研制出世界目前最薄钙钛矿二维材料 

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于近期发表了南京大学科研团队与国外研究机构合

作的一项成果，他们成功制备了原子层厚度的氧化物钙钛矿二维材料。该成果开启

了一扇通往具有丰富强关联二维量子现象的大门。 

这种二维材料具有非凡的电子特性，例如高温超导性。这些材料非常珍贵，因

为它们有望成为在能源和量子计算等领域中应用的多功能高科技器件的潜在构建模

块。 

该项研究成果由南京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和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

研究人员合作完成。 

2004 年，俄裔英国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从石墨薄片中

剥离出了石墨烯。从那时起，以石墨烯为代表的二维材料，凭借其优异的电子特性

和广阔的电子应用前景而引起了科学家的极大兴趣。在石墨烯出现后，各种单层二

维材料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但是，原子层厚度的超博二维材料仍是没有攻克的

难题。 

据研究团队带头人潘晓晴教授介绍，自石墨烯被发现以来，以其为代表的各类

二维原子晶体材料由于在信息传输和能源存储器件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前景而受到人

们极大的关注。其中，钙钛矿氧化物由于过渡金属离子中的电子-电子相互作用，展

示出多铁性和巨磁电阻等多种特殊的物理效应。但是，原子层厚度的超薄二维材料

仍有待攻克。 

2016 年，斯坦福大学 HaroldHuang 课题组利用脉冲激光沉积技术在水溶性材料

过渡层上生长钙钛矿氧化物薄膜，通过溶解过渡层的方式获得了自支撑的钙钛矿薄

膜，为制备二维材料提供了新思路。然而，他们在尝试制备只有原子层厚度的超薄

二维材料时碰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使得钙钛矿氧化物二维材料的探索又陷入了困

境。 

聂越峰教授（团队成员之一）课题组采用了一种分子束外延的薄膜生长技术，

https://mp.weixin.qq.com/s/JO-7fyTloa6CiQJ3Uy5o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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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原子层厚度的高质量氧化物钙钛矿二维材料。王鹏教授课题组利用多种先进球

差校正透射电子显微镜结构分析技术，直接观测到钙钛矿 BiFeO3（铋铁氧体）薄膜

在二维极限下出现若干新颖现象。 

据聂越峰介绍，电子在材料中的运动形式决定了材料的性能。在石墨烯等传统

二维材料中，电子的运动相对自由，不太受其他电子的影响；而在很多氧化物钙钛

矿材料中，电子之间存在很强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电子间的强关联作用促成了包

括高温超导在内的各种新奇的量子态。制备钙钛矿二维材料，在二维体系中加入这

种电子间的强关联作用，有望发现更丰富而有趣的强关联二维量子现象。 

本科研项目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江苏省“双

创人才”等项目的资助，以及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

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功能材料设计原理

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的大力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故闵乃本院士对量子材料

微结构研究中心的建立与发展给予鼓励和支持。 

 

  信息来源：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0179-1.html 

 

 

检测工程代谢途径的新方法 

细胞工厂可以被用于创造复杂的分子，合成生物学家通过重新设计细胞使这些

分子满足特定需求，包括药物和能量应用。但是，试错过程既困难又耗时，并且还

要与细胞的其他产物和过程竞争。 

2019 年 6 月 5 日《科学进展》报道，美国西北大学结合无细胞蛋白质合成和自

组装单层解吸电离质谱（self-assembled monolayer desorption ionization，SAMDI）两

种最先进的研究方法，创建一种快速、有效的方法来设计和分析代谢途径。研究者

表示，通过这两种方法，可以在一天内建立数千种潜在混合物生产路径并对其进行

全面测试，为合成生物学家提供新的见解和设计规则。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6017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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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C0 Public Domain 

无细胞蛋白质合成  

细胞通过酶制造复杂的分子。研究者模仿这个过程，需要先确定代谢途径，弄

清楚需要的酶，再通过设计细胞（通常是细菌细胞）来制造酶从而产生目标分子。

这个过程需要数天时间来设计并测试结果。此次，研究者开发了一种无细胞蛋白质

合成过程，它只产生制造目标分子所需的酶，不必使用整个细胞。无细胞系统基于

鸡尾酒的方法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设计自由度，扩展了天然生物催化剂的能力。  

SAMDI 快速分析  

创建蛋白质合成解决方案，如果手动测试其有效性将耗费大量时间。SAMDI

质谱仪可以快速而廉价地测量生化反应，可以在一天内轻松测试 10,000 个反应混合

物，以确定合成了哪些分子以及分子的产量。此外，该方法允许观察反应中存在的

所有分子，包括不在预期设计范围内的分子。这是一个强大的科学工具，可以提示

这些反应是如何在细胞中达到平衡的。  

创建细胞工厂  

为了证明这种方法，研究人员合成了羟甲基戊二酰辅酶 A（HMG-CoA），这是

一种常用的代谢产物，被用于合成许多复杂分子，包括一类称为类异戊二烯的重要

分子（包括类固醇和抗癌药物），并映射超过 800 个独特的反应条件。 

    由于 SAMDI 方法为每个测试创建了多个数据点，研究人员将进一步采用

更多的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法，帮助分析和理解所有数据。  

 

  信息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IdV0tmk7lNtE8TMHafL91A 

https://mp.weixin.qq.com/s/IdV0tmk7lNtE8TMHafL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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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动态 

白城市新能源与氢能产业发展规划介绍 

5 月 29 日是白城能源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白城市新能源与氢

能产业发展规划》对外发布，标志着白城正式开启“氢能经济”新时代。下面，把

《规划》情况，从三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规划背景 

氢能作为清洁、高效、可存储的二次能源，在 21 世纪能源体系中将占据重要地

位。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把发展氢能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我国将其列入《能

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等重大规划，并写入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白城市委、市政府抢抓先机，从 2018 年 4 月起，谋划利用可再生能源制氢，发

展氢能产业，打造“中国北方氢谷”。这一战略的提出，是基于我市富集的风、光等

清洁能源优势。了解白城的朋友知道，白城是全国首批千万千瓦风电基地、唯一的

风电本地消纳示范区，还是全国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新能源示范城市。目前，

全市风电、光伏并网装机 465 万千瓦，还有 3000 万千瓦容量可开发。随着建设成本

的不断降低、发电效率的不断提高，完全可以为制氢提供充足的低成本电力。吉林

省委、省政府对白城氢能产业发展高度重视，在全省“一主、六双”产业发展空间

布局中，把建设“白城国家级高载能高技术基地”，打造“中国北方氢谷”，上升为

省级战略决策。 

我们坚持高起点、高层次、高标准编制规划，委托国内工程技术领域最高智库

中国工程院牵头，组织氢能产生联盟成员单位中国钢铁研究总院、有研工程技术研

究院、同济大学、国网经研院华建所，历时半年多，编制了《白城市新能源与氢能

产业发展规划》。在编制过程中，中国工程院干勇院士、清华大学毛宗强教授、同济

大学于卓平院长等国内外著名专家，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规划》更臻

完善，在这里向社会发布。 

二、规划内容 

《规划》主体共有 8 个部分：一是新能源产业面临形势与氢能发展机遇，二是

新能源与氢能产业总体规划思路，三是新能源电力开发，四是氢能生产，五是氢能

储运，六是氢能利用，七是投资估算与综合效益评估，八是保障措施。《规划》以

2018 年为基期，提出了到 2020 年、2025 年、2035 年近中远期发展目标，力争到 2035

年，白城风电装机 2000 万千瓦、光伏装机 1500 万千瓦，年生产氢气能力达到百万

吨级，产值近 2000 亿元，累计投资可达到 2000 亿元，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能

源与氢能区域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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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彰显生态理念。《规划》以风能、光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制氢为主要技术路

线，从生产到应用，整个过程都是零排放、零污染、可持续的，体现了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要求。 

二是贯穿全链发展。《规划》围绕构建“产业树”，着眼从制氢到储氢、运氢、

加氢、用氢全链条发展，从交通到工业、农业及居民生活全领域应用，突出氢能装

备、氢燃料电池及整车产业发展，谋划了一系列项目。 

三是注重实操落地。《规划》既有发展目标、发展路径，也有重点任务、建设内

容，还有效益分析、政策保障。可以说，这既是一个宏伟蓝图，更是一本操作手册。 

三、规划实施 

白城将以《规划》为纲，成立专项推进工作领导小组，聚合各方力量、整合各

方资源，推动氢能经济加速崛起。具体工作中，突出三个关键： 

一是强化政策支撑。4 月 24 日，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支持白城国家级高载能高

技术基地建设的若干政策》，提出了产业引导、财税支持、金融支持、基础设施、行

政审批、电力政策 6 个方面举措。我们将用足用好国家和省各项扶持政策，让来白

城投资的企业有可预期的发展前景。 

二是狠抓项目招商。《规划》开列了 13 个方面近中期重大项目引进清单。我们

将深度谋划一批体量大、质量高的好项目，大张旗鼓开展招商引资。这次新闻发布

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目前，我们正在筹备 6 月下旬举办首届“中国北方氢谷”

产业发展论坛，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及企业惠临。希望大家继续给予关注。 

三是创优营商环境。白城连续两年荣获吉林省软环境建设“标兵单位”，还被中

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评为“中国企业营商环境十佳城市”。我们将坚持项

目至上、客商至尊，以高质量服务换取高质量项目，让企业在白城安心投资、舒心

创业，共同推动、加快建设“中国北方氢谷”，助推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59471-1.html 

 

 

IRENA：2018 年可再生能源成本跌至新低 

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满足新发电需求的一种竞争日益激烈的方式。2019 年 5 月 29

日，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发布题为《2018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

（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Costs in 2018）的报告，利用 IRENA 的成本数据库，

其中包括约 1.7 万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以及 9000 个可再生能源拍卖和购买协议，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594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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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可再生能源主要技术发电成本的最新趋势，指出 2018 年可再生能源成本跌至

新低。    

2018 年，全球所有商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电成本都有所下降，其中，集中太

阳能发电（Concentrated solar power，CSP）的加权平均平准化发电成本同比下降 26%，

生物质能下降 14%，太阳能光伏（PV）和陆上风电下降 13%，水力发电下降 12%，

地热发电和海上风电下降 1%（表 1）。 

 

报告指出，成本的持续下降，突显出可再生能源是一种低成本的气候和脱碳解

决方案。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的成本下降趋势将持续到 2020 年甚至更久。在 IRENA

的全球数据库中，超过 3/4 的陆上风电和 4/5 的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光伏项目产能将

于 2020 年投入使用，它们提供的电力价格应该低于任何燃煤、石油或天然气发电。

其他结论包括：①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目前陆上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比所

有现有的化石燃料发电都便宜。②新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陆上风力发电的成本将越

来越低，低于现有燃煤电厂的边际运营成本。③不断下降的低技术成本使可再生能

源成为能源脱碳的竞争支柱。④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始终高于此前的预期，随着新数

据的出现，将继续修订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能的成本预测。   

 

  信息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a0zCDFZ70q3MCw7Y4gZ0XQ 

 

https://mp.weixin.qq.com/s/a0zCDFZ70q3MCw7Y4gZ0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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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能源的主角会是“氢”吗？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能量 

●如果制氢实现清洁环保可持续，那么氢能的生命周期将是一个清洁环保闭环 

●氢能可将太阳能、风能等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储存起来，是一种优秀的储能

介质 

●氢燃料电池系统是目前已知的氢能最佳利用方式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能量，是一种绿色、高效、安全、

可持续的二次能源，被视作 21 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 

按照能源的发展趋势预测，氢能将是重要的能源形式。从人类能源的发展史梳

理，从不发达的牲畜粪便、秸秆茅草到石油、煤炭、天然气能源，我们可以看到能

源的形式是由固体逐渐向气体转变，可以预见未来氢气将和天然气一样，成为重要

的能源形态。 

氢能具备清洁优势。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氢能的来源就是氢气，那么只要

有太阳能、光能、核能等绿色清洁的一次或二次能源就可以制成氢气，最后通过反

应产生氢能。如果制氢的来源实现了清洁环保可持续，那么氢能的生命周期将是一

个清洁环保的闭环。另一方面，氢能在储能方面，可实现持续供应、远距离输送、

快速补充，氢能可以将太阳能、风能等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储存起来，是一种优秀

的储能介质。再从利用应用端来看，氢能既可以通过燃烧产生热能，在热力发动机

中产生机械功，又可以作为能源材料用于燃料电池直接产生电能，其发电效率普遍

高于目前其他能源转化率，可为燃料电池车、分布式发电设施提供动力，或转换成

固态氢用作结构材料。优质的储能特性和高效利用让氢能成为未来重要的能源形式。 

氢能产生的方式主要是燃烧和燃料电池中的电化学反应，其中燃料电池系统，

具有高效、安全、清洁等优势，被誉为是氢能最佳利用方式。并且随着技术不断突

破和成熟，氢燃料电池技术已大面积普及，并在多个应用领域进入商业化运营阶段，

为氢能的利用运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保障。 

全球氢能开发已进入商用阶段 

●交通领域是全球氢能技术应用的“领头羊” 

●今年我国首次将氢能源发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我国已基本掌握氢气制备、储运、加注等环节的部分关键技术 

全球多数发达国家，都将氢能看作战略性能源，从支撑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推

进氢能产业。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就成功地将燃料电池应用于双子星五号太

空船和阿波罗号宇宙飞船上，成为第一个实现氢能源技术应用的国家。不过，20 世

纪末期至 21 世纪初期，因成本问题，氢能源技术的发展近乎停滞，直到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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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氢燃料电池技术上取得突破，实现了氢燃料电池乘用车商业化运用。加上石

油、煤炭等一次能源的储量逐渐减少导致能源紧缺，各国构建“氢能社会”的愿景

又掀起了一股热潮。 

目前，氢能产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全球发达地区重要发展战略规划有：

美国计划 2030 年部署超过 10 万辆燃料电池货车，2040 年全面实现“氢经济”目标；

欧盟以实现 2050低碳经济战略为目标，计划 2025年基本实现燃料电池商业化应用，

建立相对完善的分布式氢能基础设施体系；日本致力于打造“氢社会”，计划 2020

年拥有 4 万辆燃料电池汽车，2025 年燃料电池在家庭发电、汽车出行等领域实现商

业化应用；韩国政府 2019 年发布氢能经济发展路线图，计划到 2040 年氢燃料电池

汽车累计产量由目前的 2000 余辆增至 620 万辆，等等。 

从全球氢能产业发展看来，氢能开发利用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已在交通、发

电、军事、航天等领域实现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产业化突破，其中燃料电池电堆成

本、功率、可靠性、耐久性及环境适应性等指标已达到商业化应用水平。从国家层

面来看，日本是氢能源发展最为积极的推动者；从市场实践层面来看，交通领域是

全球氢能技术应用的“领头羊”。 

我国的氢能开发和利用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12 年，国务院发布《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明确提出“燃料电池汽车、车用氢能源产

业与国际同步发展”的战略目标。近年来，国家从战略、产业结构、科技等方面相

继发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 年）》《汽

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将氢能的综合利用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引

导并鼓励发展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同时，包括山东、江苏、武汉、张家港、如皋

等省、市、县，也纷纷发布了氢能发展规划，促进氢能产业的差异化发展和快速推

进。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首次把氢能源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我国氢能发展具备产业基础，具有较大发展潜力。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链包括

制氢、储存、运输、氢燃料电池以及应用环节。从技术积累方面看，我国已基本掌

握了氢气制备、储运、加注等环节的部分关键技术。其中，天然气重整制氢和电解

水制氢技术具有一定优势；燃料电池膜电极、双极板等零部件已实现国产化；燃料

电池商用车具备较强研发制造能力。而产业基础方面，我国产氢规模全球第一，全

球最大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发电项目投入示范运营，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累积销

量已超 2000 辆……政策的导向，已有的技术和产业储备，为国家发展氢能及燃料电

池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或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市场，具

备较大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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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氢能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国内将氢气作为危化品管理，尚未纳入能源产品管理 

●氢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管理体系有待清晰和完善 

●制氢和加氢成本高，经济效益差 

近年来，随着政策的引导、技术的更新突破、产业构建的逐步完善，我国氢能

及燃料电池产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特别在核心关

键部件、性能参数指标等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社会认知和发展理念亟待统一。当下，社会各界对氢能的认知程度差异较大，

部分政府、企业和群众对氢能还没有客观、全面的认识，在产业导入初期，政策导

向和发展方向还不明确，导致落地项目的产业发展阻力较大，制约着氢能的广泛利

用。目前，国内将氢气作为危化品管理，尚未将氢气纳入能源产品管理，导致制氢、

加氢和加氢站建设等环节相关标准和管理办法还不够明确和统一，产业的发展制度

保障还不完善。 

顶层设计和管理体系有待清晰。目前在国家层面，还没有专项的氢能发展规划，

缺乏专职机构统筹管理，关于氢能发展和推进时间进度表还不清晰，相关配套标准

和管理办法还未发布，如氢气价格、燃料电池补贴等相关政策还迟迟未出台，氢能

发展的顶层规划和设计亟待完善。 

氢能产业发展多数处于示范阶段，基础数量严重不足和区域分布不均衡。加氢

站数量是衡量产业发展的重要参考指标，目前国内运营和在建的数量还不多，而且

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配套设备也还处于示范阶段。另一方面，对

于氢燃料电池的应用多数处于商用车的领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数量分布不均衡，

区域均衡发展的难题还需跨越。 

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亟待改善。从产业链来看，氢气的价格成本还居高不下，

氢能产业处于商业化前期，尚难通过规模化降低制氢成本。同时，加氢站建设成本

也较高，投入回报率低，不具备经济效益，推行难度较大。并且在燃料电池环节，

产业化尚处于早期，经济性短板突出，主要是氢能及燃料电池部分关键零部件、核

心原材料环节上国产化缺失，进口依赖度高，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在应用环节，氢

燃料电池车辆主要还依靠政府补贴，应用端生命周期的购置成本、运营成本和处置

成本也亟待降低。 

构建氢能美好未来的几点建议 

●加快制定完善发展规划，细化落实支持政策 

●加速推进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示范应用 

●重点培育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企业 

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规范氢能管理和运营，鼓励引导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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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发展。建议成立专职机构负责推进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加快氢能基础设施建设

总体规划，完善加氢站建设的审批管理办法等支撑性政策，破除制约氢能及燃料电

池发展的政策壁垒。 

加速推进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示范应用。产业初期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政

府的支持，从全球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加大扶持力度，合力破解发展难题，

是加快产业化进程的重要措施。建议大力推广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在交通运输、储

能发电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推动氢能及燃料电池装备制造业发展，让更多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企业参与到示范项目中来，让示范项目规模更大，覆盖面更广，促进技

术落地和升级，推动产业从示范阶段快速过渡到商业化阶段。建议加快制定配套扶

持政策、专项奖励等办法，完善相关规定，杜绝骗补行为，让产业健康良性发展。 

合力攻破成本难题。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解决成本的路径主要有规模化和国

产化。而规模化与产业发展之间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只有产业良性发展，才能

规模化大幅降低成本，进而推进快速市场化。建议重点培育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企

业，支持其攻克关键零部件难题，加快产业国产化，将核心技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

中，同时也加强对外合作和技术人才引入，实现开放发展。 

做好氢能科普工作。以论坛、峰会、氢能主题日、氢能展厅、科普讲座等多种

形式，让社会各界认识氢能并理解发展氢能的重要性。建议多层次、高频率宣传氢

能产业，让更多的人理解并参与到氢能发展中来。 

  信息来源：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59393-1.html 

 

氢燃料汽车产业化尚需时日 

 

一辆国产商用氢燃料电池物流车驶入上海嘉定区江桥镇加氢站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虽然氢燃料汽车小批量产品试点示范已经初见成效，但要实现大规模产业化、

全面市场化尚需时日，而且时间可能较长。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5939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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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8 年虽然日韩部分燃料电池车型销量下滑，但我国燃料电池车产

量达 1619 辆，同比增长 54%，2019 年 1 月至 4 月我国燃料电池车产销量同比分别

增长 154.8%和 289.8%。 

“这个数据增长比较明显，与基数小也有关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叶

盛基表示，氢燃料汽车在产业化推进中，仍处于起步和培育阶段。 

“氢燃料汽车发展是国家战略。”叶盛基说，现阶段国外有关国家特别是日本在

重点研究氢燃料和推进燃料电池车产业化，我国对发展燃料电池汽车的政策支持力

度较大，国家有关部委对氢燃料汽车从国家战略层面也正在积极制定顶层设计，开

启燃料电池车产业化推进计划。“但目前行业内外关注度持续攀升，相关话题讨论热

度极其高涨，确实火过头了。”叶盛基说。 

谈论氢燃料汽车产业，需要了解该产业的全球发展情况。据介绍，从国际上来

看，日本在氢燃料汽车方面的进度比较领先。但即便是多年来持续投入巨大的资源

推进建设，目前也只是在小批量范围内试点示范。 

有外媒消息显示，5 月 23 日，丰田欧洲市场销售推广负责人表示，丰田预测燃

料电池车型发展到第三代在价格方面可与混动汽车相比肩。丰田预计在 2020 年初期

推出第二代 Mirai 氢燃料电池车，一系列重大的技术改进将得到武装。但即便拥有

深厚的技术储备，丰田也不敢冒进，该公司计划到 2025 年，才为旗下的 SUV、皮

卡、商用卡车系列陆续配备更加成熟的氢燃料电池车型。 

叶盛基表示，日本在氢燃料汽车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值得国内学习。中国

在创新研发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此前也有小批量的示范

运行，比如上海世博会期间，一小批氢燃料车辆示范运行，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实

事求是地讲，氢燃料汽车产业化的推动和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 

“技术的发展、成熟和突破需要积累，产业化准备更需要时间。”叶盛基表示，

作为氢燃料汽车这种需要持续研发和投入巨资的项目，应当在国家层面整合资源重

点投入，不是一般机构或者地方政府可以主导为之。“当前，社会上对投资和发展氢

能源、氢燃料汽车有些过热，地方政府和企业不要盲目跟风。”叶盛基说。 

对于市场上关心的“氢燃料汽车何时能够走进百姓生活”，叶盛基表示，虽然小

批量产品试点示范已经初见成效，但要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全面市场化尚需时日，

而且时间可能较长。新兴产业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产业化推进要循序渐进，让

技术和产品逐渐成熟，培育好产业链，构建好基础设施，才能逐步实现氢燃料汽车

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 

  信息来源：http://www.nea.gov.cn/2019-05/31/c_138106278.htm 

 

http://www.nea.gov.cn/2019-05/31/c_1381062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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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最受关注的五家合成生物公司 

合成生物学领域融资有望在 2019年再创佳绩，第一季度 25家公司共筹集 6.52

亿美元。2018年该领域创纪录筹集了 38亿美元（98家公司）。合成生物学被认为将

颠覆现有行业并创造全新的行业。 

2019年规模最大的融资主要集中在平台上而非具体应用。通常，单个生物技术

创新可以在不同行业以多种不同方式应用。今年，大部分资金投入到提供全新技术

能力的平台上，这使得合成生物学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并获得成本效益。  

 

图|techcrunch 

基因组编辑巨头在第一季度占主导地位  

Beam Therapeutics 3 月份以 1.35 亿美元 B 轮融资领先其他企业。该公司由

CRISPR 先驱张锋创立，Beam 正在使用其突破性的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开发精准基

因药物。单碱基编辑技术通过化学反应直接修饰单个碱基，而不是通过剪切和替换

DNA 片段。单碱基编辑疗法的潜在市场是巨大的。大多数与疾病相关的遗传错误来

自于基因组的单碱基变化。在其他情况下，单碱基变异可以预防疾病。通过精确修

改基因组以消除错误或进行保护性更改，Beam相信它可以为多种疾病创造新的治疗

方法。该公司还在开发技术，为不同的组织和细胞类型提供基因编辑器。  

2019年，合成生物企业 Precision BioSciences 公司于 3月份 IPO上市，共筹

集 1.26亿美元。Precision BioSciences 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它正在建

立基于“归位核酸内切酶（homing endonuclease）”的下一代基因组编辑平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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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真核细胞 DNA 切割酶提供了一种有前途的方法来编辑复杂的基因组，降低脱靶副

作用的风险。这种酶可以精确识别多达 40个碱基对的长 DNA序列，这种长序列通常

仅在基因组中出现一次。该公司正在开发用于医疗和农业应用的基因编辑技术，与

行业领军者开展合作。例如，他们与爱尔兰制药企业 Shire Pharmaceuticals 公司

合作，通过敲除已知的会导致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基因来创建通用 CAR-T 供体细胞；

与美国 Gilead Sciences 公司合作开发一种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药物；与美国农业

巨头 Cargill公司合作培育油菜籽，其饱和脂肪含量只有普通品种的一半左右。  

合成生物初创企业获投资者青睐  

2019年，投资者不仅青睐于成熟的合成生物公司，对初创公司也是如此。今年

首次获得融资的公司数量有望超过去年的 22家。  

第一名 Motif Ingredients 公司获得 9000 万美元的 A 轮融资，它是 Ginkgo 

Bioworks 旗下专注于食品行业的独立公司。Motif 旨在帮助其他公司（包括创业公

司）利用植物蛋白或细胞培养技术制造肉类、乳制品和蛋类。它得到了包括

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 Louis Dreyfus Company 和 Viking Global 

Investors 在内的投资者的支持。Motif 将与 Ginkgo 合作识别天然成分，包括牛奶

或肉类等食物中的维生素和蛋白质，然后使用工程酵母和细菌生产这些成分。如果

特定蛋白质不能提供人类饮食中所需的所有氨基酸，Motif 可以添加一种互补蛋白

质，使最终产品具有更丰富的营养成分。生物工程和生物制造对初创公司来说很难

完全依靠自己研发。Motif 具有 Ginkgo自动化和软件平台的优势，可以快速基因组

测序并从微生物中生产所需成分。创业公司推出无动物汉堡或鸡块等新产品时，只

需要专注于建立产品和品牌，而不用担心蛋白质设计问题。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是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 SNIPR BIOME，该公司筹集了 5000万

美元的 A轮资金，用于将基于 CRISPR的微生物组药物推向人类临床试验。人体微生

物组由细菌、病毒和真菌组成，已被发现在各种疾病和健康状况中发挥重要作用。

该公司使用 CRISPR选择性地靶向和杀死含有特定 DNA序列的细菌。从医药到食品质

量控制都将是该技术的潜在应用领域。该公司将首先关注控制复杂感染的精准药物，

以及自身免疫和癌症的精准微生物调控。  

今年 3月，张锋等联合创始的 Sherlock Biosciences筹集了 A轮 3500万美元，

用于开发比现有分子诊断更快、更便宜、更容易使用的 CRISPR测试诊断技术。该技

术在肿瘤学、食品安全、家庭检测和现场疾病检测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

CRISPR足以作为一种诊断工具，这对脱靶编辑要求并不高。Sherlock希望将快速测

试设计和部署作为医疗保健的标准部分，以解决耐抗生素细菌等问题。它将采用选

择性合作和直接产品开发的战略，将其技术推向市场。  

  信息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63P7ICNJfr760tlVfd7rDQ 

https://mp.weixin.qq.com/s/63P7ICNJfr760tlVfd7r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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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家杰出欧洲工业生物技术公司简介 

欧洲的工业生物技术部门正在推动从石化过程到更可持续的替代品的巨大变革。

工业生物技术以生物学为基础，使化合物的生产更有效、更可持续。在欧洲，工业

生物技术部门正在迅速增加，以改善目前所有行业使用的化学生产方法对环境的影

响。以下是欧洲顶级工业生物技术公司，致力于使每个行业向更加环保发展。  

1、生物塑料 

Avantium 

成立时间：2000 年 

地点：荷兰阿姆斯特丹 

Avantium 是从壳牌公司(Shell)剥离出来的一家公司，正在利用植物糖中开发

可再生材料。其最引人注目的应用之一是开发 100%可再生生物塑料。该技术已成功

吸引了大品牌，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为可口可乐(Coca Cola)生产瓶子，为达能

(Danone)生产酸奶杯。该公司在荷兰开设了两家试点工厂，利用林业和农业副产品

作为糖源，以避免与用于粮食生产的作物竞争。 

Global Bioenergies 

成立时间：2008 年 

地点：法国埃夫里 

这家法国公司利用农林废弃物经微生物发酵生产异丁烯。异丁烯通常从石油中

提取是石化工业的主要原料，用于燃料、天然气、橡胶、塑料、润滑油和化妆品等。

在许多其他应用中，Global Bioenergies 公司正与奥迪公司合作生产可持续的汽油。 

Carbios 

成立时间：2011 年 

地点：法国 St-Beauzire 

Carbios 试图使 PET 这种最常用的塑料完全可回收利用。该公司开发了一种酶

技术，可以分解 97%的 PET废物。由此产生的组件可以用来制造 100%的回收塑料瓶。

2019年下半年，Carbios 计划开设一个示范工厂，使其技术更接近商业化。 

Metabolic Explorer 

成立时间：1999 年 

地点：法国 St-Beauzire 

Metabolic Explorer 是奥弗涅大学(Universite d’auvergne)的衍生公司，其

目标是为所有行业提供石油化工产品的替代品。该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旨在取代蛋氨

酸的石化生产。该公司还尝试用生物方法生产纺织品和包装材料。 

2、蛋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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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ilk 

成立时间：2008 年 

地点：德国 Planegg 

AMSilk致力于利用工程菌生产的蛛丝蛋白制成高性能材料。该产品的应用前景

非常广阔。AMSilk正与阿迪达斯(Adidas)合作开发一款可生物降解的跑鞋，与空客

(Airbus)合作开发用于飞机制造的轻质材料。迄今为止，这些蛋白质的最大应用领

域是化妆品，2019 年上半年，瑞士公司 Givaudan 收购了该业务部门。其他正在开

发中的用途包括医疗植入物和疫苗递送。 

Jellagen 

成立时间：2013 年 

地点：英国卡迪夫 

受苏格兰海岸水母泛滥的启发，Jellagen联合创始人安德鲁·米尔斯·斯普拉

格决定用这种动物来获取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人体中最丰富的蛋白质，常用于医

疗和美容行业。从水母而不是牛或猪中提取胶原蛋白使产品更安全，因为它不太可

能携带哺乳动物疾病。 

3、纺织服装 

Algalife 

成立时间：2016 年 

地点：德国柏林&以色列 Beit Yizhak 

Algalife创始人蕾娜？克雷布斯(Renana Krebs)曾在时尚行业工作，在那里她

意识到这个行业对环境的巨大影响。她的公司使用藻类生产用于制作衣服的纤维，

以及纺织染料。其目标是减少水的使用，减少对有毒化学品的需求。Algalife 首先

着眼于家庭和运动服装市场，目标是到 2020年开始销售其独特的服装。 

PILI 

成立时间：2015 年 

地点：法国巴黎 

这家生物科技初创企业致力于染料的可持续生产。PILI利用微生物发酵生产用

于纺织品染色的化学物质。与目前印染行业使用的石化工艺相比，这可以减少 5 倍

的用水量和 10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它可以减少石油和有毒化学品的使用。 

4、污染治理 

Aquaporin 

成立时间：2005 年 

地点：丹麦 Kongens Lyngby 

Aquaporin 旨在使水净化过程比传统的反渗透更快、更有效。该公司使用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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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通道蛋白分子的膜，膜可以选择性透过水分子，留下所有污染物。这项技术一个

有趣的应用是在太空中回收水，Aquaporin正在与丹麦航空航天公司合作进行测试。 

Biomimetx 

成立时间：2013 年 

地点：葡萄牙里斯本 

Biomimetx 公司地处海边，开发了一种防污涂料添加剂，可以防止微生物附着

在船上并在船上生长。该公司使用细菌来生产一种环保涂料替代目前的有毒防污涂

料。该添加剂是生物可降解的，在浸入水中一个月内降解。 

Gene & Green TK 

成立时间：2013 年 

地点：法国马赛 

Gene＆Green TK正在开发用于降解有机磷酸盐的酶，有机磷酸盐被用作有毒杀

虫剂和化学战剂，包括用于杀死前朝鲜领导人 King-Jong Nam的 VX神经毒剂。这种

酶是从意大利火山池中的嗜极微生物 Sulfolobus solfataricus 中提取的。 

5、化妆产品 

Deinove 

成立时间：2006 年 

地点：法国 Grabels 

Deinove 筛选稀有微生物以发现有用的分子。该公司开发了一种抗衰老化妆品

成分，由极端微生物 Deinococcus geothermalis 产生，这种细菌生活在印度洋留尼

旺岛的火山温泉中。该公司还在开发其他几种化妆品，以及新型抗生素和饲料添加

剂。 

6、生物农药 

Agrosavfe 

成立时间：2013 年 

地点：比利时根特 

Agrosavfe 从大羊驼和骆驼等动物的抗体中获得灵感来开发杀菌剂。这些分子

只针对特定的害虫，避免了对其他昆虫（如传粉昆虫）的伤害。该公司的生物农药

也被证明对消费者和环境都是安全的，与传统农药相比，减少了 70%的食物损失和

40%的化学残留物。 

Micropep Technologies 

成立时间：2016 年 

地点：法国图卢兹 

Micropep 致力于开发天然的作物生长促进剂和除草剂，替代化学产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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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开发微肽，这些分子可调节基因表达而不改变植物 DNA，可以特异性刺激作

物的发芽、开花或生长，或者用于杂草控制。微肽只对目标作物起作用，不影响其

他植物或昆虫。 

Oxitec 

成立时间：2002 年 

地点：英国阿宾登 

Oxitec是牛津大学的衍生公司，利用基因工程进行昆虫控制。通过引入杀死蚊

子雌性后代的基因，该公司成功地大幅度减少了巴西、印度和巴拿马等地携带疾病

的蚊子数量。Oxitec公司还在利用这项技术控制攻击粮食作物的害虫，比如某些种

类的毛虫或飞蛾。2015 年以来，Oxitec成为美国 Intrexon的子公司。 

Biophero 

成立时间：2016 年 

地点：丹麦 Kongens Lyngby 

Biophero旨在用天然的信息素替代杀虫剂。在农作物上施用信息素可以掩盖雌

性昆虫用来吸引雄性昆虫的信息素，从而减少交配。此外，信息素对人体没有毒性，

随着时间蒸发，不会留下有毒的化学残留物。该公司已经开发出一种通过酵母发酵

生产这些分子的方法，使其工业生产成本低廉。 

7、清洁工艺 

Metgen 

成立时间：2008 年 

地点：芬兰 Kaarina 

Metgen开发定制酶，使造纸、化工和沼气的工业生产更加高效和可持续。这种

酶经过改造，能够适应恶劣的工业环境，提高效率。该公司还提供能够有效利用木

材废料的酶，减少处理这种原材料所需的成本和能源。 

8、高价值化学品 

Photanol 

成立时间：2008 年 

地点：荷兰阿姆斯特丹 

作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一家衍生公司，Photanol 致力于仅使用光和二氧化碳制

造化学品。技术核心是利用基因工程蓝细菌进行自然光合作用，生产所需的化学物

质。该公司的首要目标是生产高价值的化合物，如用于制造聚合物的有机酸。 

GF Biochemicals 

成立时间：2008 年 

地点：荷兰格伦和意大利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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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Biochemicals 称其是唯一一家直接从生物质而非石油生产乙酰丙酸的公司。

这种有机酸及其衍生物具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化妆品、溶剂、洗涤剂、涂料、香料、

香料、燃料和聚合物材料。该公司计划与 American Process 公司合作在美国开设最

大的生物炼制厂。 

Afyren 

成立时间：2012 年 

地点：法国 Saint-Beauzire 

Afyren利用微生物发酵从废弃的生物质中产生一系列有机酸。目前该公司已经

替代石化工艺生产了七种有机酸，应用范围从化妆品到香精和香料，还包括营养和

精细化学品。Afyren 目前正通过一个新的发酵工厂扩大生产规模。 

 

  信息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h0RXbX4pi3igPT5J1DQ8_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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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先进能源情报网简介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先进能源情报网是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学科情

报服务协调组的整体组织和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牵头组建，联

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能源领域相关研究所，共同搭建的情报研究资源共享及

协同服务的非营利性情报研究及服务团体。先进能源情报网将汇聚中科院文献情报

系统内与领域相关的战略情报研究人员、学科情报人员、研究所科研管理人员、研

究所文献情报人员，以及相关的管理和学科专家，通过“协同开展情报研究服务、

组合共建情报产品体系、促进情报资源交流共享、提升整体情报保障能力”的工作

方式，创新院所协同的情报研究和服务保障模式，促进情报资源的共享、情报需求

和情报供给的对接、情报技术方法的合作开发，实现情报能力的扩散和提升，进而

对中国科学院各个层面（院层面、所层面、项目团队层面及科研人员层面）的重要

情报需求提供坚实保障。 

先进能源情报网成员单位 

成员单位 单位名称 

组长单位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副组长单位

（排名不分

先后）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成员单位

（排名不分

先后）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联系人：牛振恒   电话：（0532）80662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