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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积极探索碳循环经济 推进“零碳市”创建目标

 为全面推进娄底转型发展，积极探索碳循环经济，推进“零碳市”创建目标，5月11日，娄底市发改委特邀请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碳循环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津贴专家雷学军教授来娄开办娄底市“零碳城市”创建知识讲座。讲座由
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杨维主持，各县市区政府，经开区、万宝新区管委会，市国土局、环保局、规划局、公安局
等市直部门相关负责人，市发改委全体干部职工，涟源杨市镇相关干部参加了讲座。

 讲座首先播放了央视专题片《假如气温上升6度》，通过专题片让参加讲座人员对当前全球气候环境状态的恶化有
了更深层次的了解，随后雷学军教授做了专题讲座。工业化以来，由于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已经达到60万年以来的最高峰值，导致地球大气、水体、土壤等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物种多样性丧失，引起
海平面上升、海洋风暴增多，土地干旱、农作物减产、沙漠化面积扩大、雾霾肆虐，地球上热射病与传染性疾病频发
等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威胁着生命的延续。

 零碳，是指在一个行政区划或一个单位的边界范围内，应用减源增汇、绿色能源替代、碳产品封存、碳交易及生态
碳汇（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被称为碳汇）补偿等方法，抵消碳源，使碳源与碳汇代数和等于
零。零碳技术就是利用植物的自然光合作用转化二氧化碳，将大量的二氧化碳固封在植物体内，并通过速生植物加工
实现碳封存，从而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使排放的二氧化碳与速生碳汇草吸收的二氧化碳在数量上达到平衡，
实现“零碳”。“零碳”建设就是围绕产业低碳化、生活绿色化和碳汇规模化，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积极探索捕碳固碳技术，建立良好的市场推动机制，形成“种碳→收碳→固碳→用碳”的碳产业链，使“捕碳”
草种植社会化，造福于民。

 由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碳循环研究中心主任雷学军教授团队利用非洲的狼尾草和象草多次杂交后产生的新品种——速
生碳汇草，叶子宽大，种植密集，外形类似甘蔗和高粱，两三个月可长四五米高，刈割后比韭菜长得还快，一年能长
五六季，且能吸收重金属离子等污染物质修复生态环境，耐高温干旱，生命力十分顽强，可生长在比较贫瘠的土地上
。大面积种植速生碳汇草，可以充分利用劣质土地，像河滩、海岸等资源，实现大规模的碳收集、封存，有效降低大
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成为高效解决碳排放、碳捕捉问题的重要途径。

 “将速生碳汇草刈割、晒干、粉碎，可以加温压制成标准碳产品，而其传统用途是作建筑材料、家具、农具、用具
、工业品、化工原料、造纸、饲料、肥料及直接燃烧发电等，也可深度开发如糖基生物质化学品、淀粉基化学品、纤
维素／半纤维素基化学品、木质素基化学品、油脂基化学品、甲壳素衍生物、生物塑料及生物燃料等，转化为巨大的
社会经济效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一亩速生草一年能吸收和固化14吨二氧化碳，一亩普通的森林一年只能吸收
和固化二氧化碳1吨左右。经测算，用速生碳汇草作为原料，生产的有机碳块中有机碳含量达49.2%，生产一吨标准碳
产品，就等于封存了空气中1.46吨的二氧化碳，其50年的碳储总量是相同面积森林的100至150倍。

 就在5月10日，娄底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懿文在涟源杨市镇调研孙水河（杨市段）生态廊道退耕还湿及零碳示范区
项目时指出，要以杨市镇孙水河生态廊道退耕还湿、零碳示范区项目建设为突破口，积极探索碳循环经济，全面推进
全市转型发展，以创建“零碳城市”为目标，积极推进碳汇草种植，通过碳汇草种植，修复湿地、拦截农业面源污染
、吸纳和降解土壤重金属污染，净化湘江流域水质。创造性地完成省政府下达给娄底湘江流域退耕还林、还湿试点工
作任务，努力将此项目打造成为湘江治理与保护一号工程里的全省示范性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5.5公里范围内1748亩土地的流转工作，拟在太和桥以下4公里河道两岸种植速生“捕碳”草约650
亩，目前已完成了孙水河北侧约110亩的种植，成活率达到100%，生长势头良好，植株已经开始分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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