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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加注我国自主
研发生物航空燃油的国产商
用飞机，在上海浦东机场和山
东东营机场完成首次飞行任
务，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绿色
航空技术应用取得重要进展。

一架国产 ARJ21 支线飞
机和一架国产 C919 大型客
机，分别从上海浦东机场和山
东东营机场起飞，在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飞行后，平稳着陆，
成功完成首次加注国产生物
航空燃油飞行任务。

“试飞所使用的航空燃料
主要是餐饮废油，也就是由我
们通常说的‘地沟油’提炼而
成，并以40%的比例与普通航
空燃料调和。这次成功试飞，

不仅验证了国产生物航空燃
料与国产商用飞机的兼容性、
安全性，也为以后生物航空燃
料进行商业化规模应用奠定
了基础。”国石化首席专家曹
东学介绍说。

生物航空燃油是一种以
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航空燃
油，原料主要包括椰子油、棕
榈油、麻风子油、亚麻油等植
物性油脂，以及微藻油、餐饮
废油、动物脂肪等。与普通航
空燃油相比，全生命周期可降
低85%的碳排放量。

我国是亚洲第一、世界第
四个拥有自主研发生物航空
燃油技术的国家。目前，我国
已初步形成了生物航空燃油

生产、认证、应用体系。我国
首套年产10万吨生物航空燃
油装置，在镇海炼化成功进行
规模化生产。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负责
人陈燕斌表示，依托中国首套
10 万吨每年生物航煤工业装
置，生产的生物航煤用于国产
大飞机 C919 试飞，这对可持
续航空燃料的推广应用具有
示范意义。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航
空燃油年消费量约 3000 万
吨，若全部以生物航空燃油替
代，一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55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5
亿棵，或者超过 3000 万辆轿
车停开一年。

知名无人机企业深圳市大疆
创新科技有限公司5日宣布，该企
业近期在其他机构的协助下，在
珠穆朗玛峰尼泊尔一侧完成了首
次民用无人机高海拔运输测试。
这也是全球首次民用运载无人机
在海拔 5300 米至 6000 米航线上
的往返运输测试，创造了民用无
人机最高海拔运输记录。

据介绍，大疆运载无人机测

试团队4月25日起在海拔5364米
的珠峰南坡大本营及以上海拔地
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无人机高海
拔飞行及运输能力测试，对无人
机悬停、空载飞行及载物飞行的
高原适应性进行了有效验证。团
队在珠峰南坡大本营到1号营地
之间“搭建”了一条无人机运输航
线，上行运输氧气瓶，下行运输垃
圾。测试显示，执飞的无人机

FC30在珠峰地区飞行海拔最高达
6191.8 米，6000 米海拔地区可稳
定载重15公斤。

据悉，测试成功后，尼泊尔当
地无人机运营公司已于5月22日
开启珠峰地区运载无人机的常态
化运输项目，主要包括清理珠峰
南坡上的残留垃圾。“这意味着不
久之后，无人机可以不分昼夜地
把设备运送到1号营地，还可以用

无人机把营地剩余垃圾、排泄物
运下来。我们不用晚上频繁穿越
冰川，它会拯救更多生命。”尼泊
尔登山向导明格马·夏尔巴说。

大疆高级企业战略总监兼新
闻发言人张晓楠表示，大疆运载
机在测试飞行中获取了针对超高
海拔地区宝贵的飞行参数，这将
为无人机在高原地区使用奠定更
扎实的基础。 文图据新华社

想象一下，我们涮完火锅的油，成了
您乘坐飞机的燃料，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神
奇？餐饮废油如何摇身一变成为飞机的
能源动力？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炼油四部技术员
朱刘津表示，与传统炼油最大的不同，“地
沟油”的炼制过程非常复杂，因为它杂质
含量很高，它的反应非常剧烈，对设备技
术要求非常苛刻。我们通过过滤、反应、
分离等一系列步骤，已经能够将“地沟油”
稳定地转化。目前，通过一整套国产化装
置，我们已经实现了生物航空燃油的批量
化生产。

据了解，2022年6月，中国首套生物航
煤工业装置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首次产
出生物航煤，意味着我国生物航煤可实现
规模化生产，向大规模生产及商业化应用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该装置年设计加工能力 10 万吨，一
年基本能消化掉一座千万人口城市回收
来的“地沟油”，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8
万吨，相当于近 5 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
一年。

该套生物航煤工业装置采用中国石
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研发的生产技
术。用使用过的烹饪用油、食用油，即“地
沟油”作为原料生产生物航煤，最大的难
点在于“地沟油”含有大量脂肪酸类化合
物，其含氧量高达 11%左右，而传统的原
料——石油含氧量低至 0.1%，相差超过
100 倍。氧分子直接影响炼化装置催化
剂的活性和稳定性。此外，“地沟油”里
还含有硫、氯、金属元素等各类杂质，都
要一一去除。为此，中国石化自主开发
了专用催化剂和工艺，并经过了工业规
模装置示范验证。

那“地沟油”炼化的油就是合格的航
空燃油了吗？就能够让飞机上天了吗？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质检分析员闫帅
帅表示，飞机对燃料的性能有严格的标准
和要求，生物航空燃油的检测包括46项指
标，像燃烧值决定了效率，含硫量关系到
清洁程度，整个检测过程要花费将近两天
时间。我们现在检测出的各项指标，都已
经优于行业标准。

从“地沟油”变成为生物航空燃油，成
本有多高呢？记者算了笔账，从回收到加
工，全流程下来其实成本不低，大概是普
通航空燃油的3倍多，但是碳排放量却可
以减少一半以上。打个比方，去年我国航
空燃油的消费量如果全部用生物航空燃
油替代的话，预计每年可以减排 5500 万
吨，这相当于植树近5亿棵。这样一看，这
笔“生态账”还是非常值得的。

本组文图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

5 日，在深圳蛇口集装箱
码头，中远海运所属“新亚洲”
号轮成功完成国内最大单船
用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标志
着我国船用生物燃料油迈上
规模化供应新台阶。

经过 14 个小时的作业，
中国船舶燃料公司为中远海
运“新亚洲”号轮成功加注
3850 吨生物燃料油。此次加
注的船用生物燃料油，是由
24%的生物柴油和76%的低硫
燃料油进行物理调和而成，可
以减少约 20%的碳排放。同
时这种生物燃料油也被称为

“即用型绿色船舶燃料”，无须
改造现有船舶动力设备，即可
直接使用。

中国船燃生物燃料油供
应项目负责人王磊表示，国
内生物燃料油多使用“地沟
油”等废弃油脂为原料，替代
了大量化石能源。后续，随
着我国未来相关配套政策的
陆续出台，生物燃料油在我
国将有着上百亿元的市场前
景。可有力促进我国航空、
航运等交通运输业的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

国际海事组织（IMO）提

出，2030 年，国际航运温室气
体年度排放总量相比2008年
应至少降低 20％，并力争降
低30％。

到 2040 年，国际航运温
室气体年度排放总量相比
2008 年应至少降低 70％，并
力争降低 80%。面对国际海
事组织的脱碳减排要求，眼
下全球各大航运公司都在
探索绿色燃料加注。而生
物燃料油，凭借着环保可持
续、容易获取的特性，已成
为短期内国际船东最现实
的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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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中国商飞公
司的一架ARJ21支线飞机
和一架C919大型客机，加
注我国自主研发的生物航
空燃油，分别在上海和东
营完成演示飞行。这次成
功试飞，标志着我国自主
研发绿色航空技术应用取
得重要进展。

当天，在深圳蛇口集
装箱码头，中远海运所属

“新亚洲”号轮成功完成国
内最大单船用生物燃料油
加注业务，标志着我国船
用生物燃料油迈上规模化
供应新台阶。

“数”说
生物燃料

为商业化规模应用奠定基础

国产商用飞机完成首次加注生物航空燃油飞行

减少20%碳排放

我国最大单船用生物燃料油成功加注

“地沟油”
如何变成燃油？

用这样的生物燃料划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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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大疆运载无人机在珠穆朗玛峰尼泊尔一侧进行物资运输测试

国产C919大型客机完成加注国产生物航空燃油飞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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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这片黄沙横跨宁夏和内蒙古两地，属于

毛乌素沙地。
20 世纪 80 年代，盐池县沙化土地面积

占比超过82%。一夜狂风过境，沙子堆得和
房顶一样高。经过几十年努力，全县 200 万
余亩严重沙化土地重披绿装，唯独剩下与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交界的这片沙
丘迟迟未能治理，明晃晃一片，成了孙果一
块“心病”。

“难就难在沙丘跨省了。”孙果说，过去治
沙往往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各治各的，一些省
市县交界处反而容易留下林草带断档盲点，
虽然面积不大，却直接影响治沙成效，成为

“三北”工程的攻坚难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强化区域联防联

治，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实行沙漠边缘和腹
地、上风口和下风口、沙源区和路径区统筹谋
划，构建点线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

闻令而动，共同攻坚！去年 10 月，陕甘
蒙宁四省区五地共同签订《毛乌素沙地区域
联防联治合作协议》，将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共
进，从四周向中心织网锁沙。

协议签署次月，盐池县就与鄂托克前旗
“双向奔赴”。盐池县投资治理的 3000 多亩
沙地，最近刚刚完工，其中 1000 多亩在鄂托
克前旗境内。不远处的鄂托克前旗毛乌素沙
地蒙陕宁联防联治二道川作业区，当地农牧
民正忙着栽种沙柳，加速构建上风口阻隔带。

孙果告诉记者，盐池县的治沙队伍刚进
入内蒙古时，还曾发生一段小“插曲”。个别
村民担心发生地界纠纷，上前阻挡工人：“这是我们的地，你们
治了以后就成你们的了？”两地基层干部耐心消除误会：“地当
然还是各自的，但沙害面前不分你我，大家联手打个歼灭战，
环境好了大家都好。”如今，两地林草部门已协议共同禁牧，管
护好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协调
推动下，联防联治新局面不断拓展：不仅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区围绕毛乌素沙地开展了联防联治，甘肃和内蒙古共同构筑
四大阻击防线，阻止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握手”，青
海、甘肃、新疆也围绕各自主要风沙口部署了阻击点，构建同
向发力的新格局。

让苗木新品种在沙里扎根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治沙新品种苗木示范区，
400多亩草方格里，栽植两个多月的沙木蓼、四翅滨藜大多长
到40厘米左右，生出了侧枝，一片绿意盎然。

杭锦后旗治沙站站长杨瑞正在指导技术人员栽种刚运送
来的幼苗：“栽苗一定要做到深度够、苗扶正、土踩实、水浇足，
要从四周注水，才能保证湿度。”

“这些都是我们引进的新品种，可宝贝着呢！”杨瑞告诉记
者，过去部分地方栽种的是单一树种柠条，几十年过去，这些
树开始集中进入“退休期”。加上种植的传统灌木品种耐盐
碱、耐旱性不强，成活率不高。

“一些老化退化的沙生植物失去了固沙功能，原来已经治
理固定的沙丘又会流动起来，我们只能年年在缺株断行的地
方补植，但修补的速度赶不上退化的速度，时刻都在担心沙化
会反扑。”杨瑞说。

种什么、怎么种、在哪种，都是攻坚战需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
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科学选择植被恢复模式，合理配置
林草植被类型和密度”。

去年8月，三北工程研究院在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
口县的中国林科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揭牌成立，汇聚了国内
防沙治沙领域优势科研力量。杭锦后旗林草局立即请研究院
的专家现场“诊疗”，开出“处方”：引进耐干旱、耐盐碱的“先
锋”树种，同时增加植物多样性，提升林草系统的稳定性。

杨瑞多次带队到甘肃、宁夏等周边省份考察学习，终于在
今年3月与宁夏一家农林种植专业合作社达成合作，共同打
造适应西北干旱区的治沙新品种苗木示范区——由对方提供
苗木、技术等支持，引进20多种沙生灌木进行固沙试验。

近期，苗木栽种已接近尾声，马上将飞播草籽。“目前看成
活率能达到90%以上。”杨瑞满脸喜悦地告诉记者，试种成功
的话，今年秋季计划推广“复合型”林草治理模式1000亩，构
筑更加稳固的生态屏障。

变“人海战术”为机械“上阵”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西补隆林业管护中心，4
台装有履带的压沙机正在沙地里“插秧”——小推车大小的压
沙机前方都装有一个直径 80 厘米的大齿轮，压沙机前进一
米，大齿轮就会将早已均匀铺在沙地上的稻草、秸秆精准“植”
入沙地里。不一会儿，一条条金黄色的沙障“编织”完成，将沙
丘牢牢缚住。

“赶在秋天前扎好草方格，到时就可以种苗了。今年以来
我们防沙治沙都是机械化操作，作业速度比以前纯人工提高
了3倍多。”管护中心主任杜永军介绍，乌拉特后旗造林窗口
期短，夏季高达40摄氏度的地表温度会将幼苗晒死，冬季几
场大风就会让树苗被流沙掩埋，只有春夏交接的一个半月和
秋季一个月适合种苗。

“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机械适合在沙漠腹地运行，扎
草方格和种苗一直依靠人工，效率很低。”杜永军说，乌拉特后
旗沙化土地面积2065万余亩，已经治理的面积仅有459万余
亩，剩余治理任务重、难度大，很多地方连路都没有，光靠人工
背着草和树进去，耗时太长，“‘人海战术’已经难以满足新时
代防沙治沙需求”。

去年10月，国家林草局在西补隆林业管护中心举办了一
场“三北”工程攻坚战先进机械装备演示活动，沙障铺设机、无
人机、全地形运输车等一批先进适用的防沙治沙机械装备集
中亮相。看到压沙机械能在起伏的沙丘上如履平地，杜永军
信心倍增：“要攻坚剩下的沙漠，非得上机械不可！”

活动结束后，国家林草局向西补隆林业管护中心捐赠了
30台生产设备。之后，管护中心又派人走出去考察市场，先后
从甘肃武威、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地引进压沙、栽植梭梭等各类
机械设备16台，有了科技助力，防沙治沙效率大大提高。

“机械压制沙障不仅速度快多了，稻草扎下去的深度也能统
一达到15厘米，抗风固沙能力更强。”杜永军说，截至目前，西补
隆林业管护中心通过新型机械设备实施压沙造林已有2600亩。

如今，运输苗木的无人机、沙障铺设机、固沙机等多种机
械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三北”工程攻坚战区域，科技的力量不
断助力提升治沙效能、延伸祖国北疆的绿色版图。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2022 年 5 月，“生
物经济”首次被写入

“十四五”规划。
我国民航局出台

《“十四五”民航绿色
发展专项规划》，明确
提出，到2025年，生物
航空燃油消费量达到
2万吨以上的目标，并
计划在“十四五”期
间，累计消费 5万吨
生物航空燃油。

日前，中国产业
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
产业分会发布《中国
先进生物燃料发展展
望》报告，预计到2030
年，中国先进生物燃
料产量将达2398万
吨标煤，需求量将达
2746万吨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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