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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物质利用任重道远

 我国可作为能源利用的生物质资源总量每年约为4.6亿吨标准煤，但目前只利用了2200万吨标准煤，利用率不足5%
。在全球化石能源资源逐渐枯竭，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环境公约约束下，我国应重视生物质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研发
，把生物产业作为国家重大新兴战略产业加快发展。这是记者从内蒙古通辽召开的“玉米生物产业与生物质资源利用
技术创新高峰论坛”上获得的信息。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在“2014中国�通辽玉米生物产业与生物质资源利用技术创新高峰论坛
暨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扶贫开发投融资项目推介会”做报告

 农业部发展规划研究院环境和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孟海波研究员在论坛上指出，我国是农业大国，生物质资源极其丰
富，数量巨大。每年农作物秸秆资源量约8亿吨、林业木材剩余物2亿吨、牲畜粪便30亿吨。比如1吨秸秆合成固体燃
料，可替代0.5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1.3吨。这些资源弃则害，用则宝。农业废弃物处理的刚性需求、提供农村短
缺的液、气体燃料、增加农民收入与就业，都为发展生物产业提供了必要性。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刘恒伟研究员认为，生物质能的能源当量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世界第四大能源，
具有可再生性、清洁低碳、发布广泛、总量丰富的特点。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
占95%以上，而且进口依存度越来越高，目前58%的石油、30%的天然气依靠进口，排放的温室气体给环境造成巨大
压力。中国迫切需要转变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大力提高清洁可再生能源生产消费比例。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教授认为，以智能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结合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已经
到来，据预测到2030年，35%的化学品和其他工业产品来自生物制造。特别是世界发达国家在生物三维打印技术推动
下，生物医药、生物材料、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生物服务等领域体现出新兴产业的广阔
前景。中国应该跟上世界生物科技发展趋势，不能坐失机遇。目前我国具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物发酵产业基础，在微
生物基因组、微生物代谢、酶工程、发酵工程也有一定基础，基本具备获得技术创新突破工作的积累。国家正在制定
“十三五产业发展规划”，生物工程技术是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新兴产业，未来发展前景光明，但也任重道远。

 包括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50多为专家学者和150家中国生物科技企业的代表出席了论坛。（记者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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