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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沟油”如何“变身”航空燃油

把令人皱眉的“地沟油”转化

为航空燃料，全周期可较传统化石

燃料减少

60%

至

80%

的温室气体

排放———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

促进博览会上展示的一项低碳解

决方案，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地沟油”，常见于餐馆、食堂

等场所的废弃油脂，一直是城市环

境治理的难题。而今“地沟油”正从

“含绿量” 之变， 带来发展“含金

量”。

“地沟油”何以成为飞机的动

力能源？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

过程研究所多相催化转化研究组

组长陈松研究员介绍，“地沟油”的

主要成分是甘油酯和游离脂肪酸，

二者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

而航空燃油是由碳和氢两种元素

构成。

因此，将“地沟油”转化为航

空燃油， 首先要脱除其中的氧元

素，然后将大分子裂解成较小的分

子，并将直链结构分子转变成支链

结构， 以满足航空燃油在高空、低

温环境中的使用要求。

“简而言之，将‘地沟油’进行

加氢脱氧、 加氢裂解和加氢异构，

再根据沸点对产物进行分离，就可

最终得到航空燃油。 ”陈松说。

陈松介绍，“地沟油” 制航空

燃油技术相对成熟，国内外均有

工业生产装置， 但生产成本偏

高。 青岛能源所历经多年科研攻

关，于

2020

年成功开发了以“地

沟油” 为原料生产绿色生物柴油

和航空燃油的技术， 采用液态催

化剂及组合加氢工艺， 较好地提

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这一

技术在全国范围内以“技术授权

使用”的方式，已许可多家企业。

从陆地奔驰的公交车“恋

上”生物柴油，到加注生物航空

燃油的飞机“上天 ”……“地沟

油”从“

0

”到“

1

”的创新之变，呈

现出更广阔的发展“含金量”。

“废弃物” 带来哪些资源化

之“变”？

作为一种常见的废弃物，

“地沟油”一旦转化为航空燃油，

可以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减少环境污染。

废弃食用油脂“重生” ，变

绿色能源“香饽饽 ”———朗坤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运 营 的 广

州市生物质资源再生中心 ，不

久前迎来了一支由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组成的

餐厨废弃食用油脂处理“打卡

探访团 ” 。

公司董事长陈建湘介绍，通

过预处理、反应催化、减压蒸馏

等多道工序， 借助生物酶高效催化

等技术，可以将“地沟油”转化为生

物柴油。采用其他工艺深加工，还可

以将废弃油脂转化生产出更高附加

值的生物航空燃油。

据了解， 相比传统的航空燃

油，虽然用“地沟油”制成的航空燃

油目前生产成本仍然较高， 但由于

“地沟油”来源于生物体，整个生产

过程可以较少额外释放二氧化碳，

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 能大幅减少

碳排放。

从“生物治废”到“生物制造”，

发展潜力巨大。专家介绍，从理论上

讲， 全球一半以上的重要化学品都

可以用生物制造的方法获得。 根据

我国“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目

标，到

2025

年我国生物经济总量有

望达到

22

万亿元。

安徽合肥力争到

2026

年生物

制造产业集群产值规模突破

300

亿

元；河北出台

17

条措施支持生物制

造产业发展； 上海提出到

2025

年，

组建

5

个以上合成生物功能型平

台， 实现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转

化项目……

未来产业，想象无限 。 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 ，积极打造生物

制造等新增长引擎 ，补短板锻长

板 ，“生物制造 ”新赛道必将活力

喷涌 。 （李恒 张泉）

一串卖 168 元

“1 米大串”冰糖葫芦

在山东济南走红

近日，“

1

米大串” 冰糖葫芦在全国多地走

红，成为冬季街头巷尾的消费“新宠”。 济南市场

情况如何

?

消费者为何如此青睐

?

最贵的一串卖

168

元

洗净山楂去蒂， 用小刀挖去果核……

11

月

26

日， 在济南市市中区大观园商城的一家冰糖

葫芦售卖门店内，店主李女士正忙着制作“

1

米

大串”冰糖葫芦。 纯山楂版

39.9

元

/

串，混合水

果版

49.9

元

/

串，草莓版

88

元

/

串……记者在

该门店菜单上看到， 各种类型的加长版冰糖葫

芦被放在显眼位置，成为店内主推产品。

“从

50cm

到

150cm

都可订制，最近开始在

网上走红，不少人觉得拍照好看。 ”店主李女士

介绍，每天都是满单，一周能卖上百串。 从早穿

到晚都忙不过来，需要提前两天预订。

在距离李女士门店不远的一家连锁冰糖葫

芦售卖门店，选购“

1

米大串”的顾客排起了队。

记者在线上团购平台看到，目前该品牌“

1

米大

串” 冰糖葫芦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销量已超

17

万单。

“去年推出的时候就受到不少消费者好评，

今年来店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至少需要提前

一天预订。 ”店员介绍。

当日， 记者走访济南多家售卖门店，“

1

米

大串”冰糖葫芦售价在

29.9

元—

168

元

/

串。

带来消费新体验

济南市民李女士刚拿到“

1

米大串”冰糖葫

芦就迫不及待拍照留念。“在一根一米长的竹签

子上，穿上橘子、草莓 、青提等水果 ，再裹上冰

糖，很有冬日氛围感。 ”李女士说。

在市民吴女士看来， 冬天吃冰糖葫芦很应

景，“可以和好朋友一起分享，既有观赏性、趣味

性，还有互动性，为寒冷的冬天增加不少乐趣”。

美团、大众点评等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

1

米

大串”冰糖葫芦的搜索量环比增长超

19

倍。 在

小红书平台上，“

1

米大串”冰糖葫芦相关笔记超

万篇。

与此同时，济南市场上售卖“

1

米大串 ”冰

糖葫芦的门店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位于济南

市天桥区顺和新区的一家甜品店， 店主周女士

也推出了“

1

米大串”普通版、豪华版两款冰糖葫

芦， 售价分别为

88

元

/

串、

168

元

/

串。“客户

群体主要是年轻人，购买方式以线上预订为主，

168

元

/

串的豪华版更受消费者欢迎。 ”店主周

女士说，该产品属于时令产品，装饰和水果也会

跟随不同节日而更换。

“

1

米大串”冰糖葫芦为何如此受欢迎

?

“它

给年轻消费者带来了新体验。 ”在周女士看来，

新鲜事物对年轻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1

米大

串” 冰糖葫芦正好与当下年轻人的审美时尚相

吻合，“他们对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新中

式产品有较强的购买热情。 而且年轻消费者愿

意尝试新东西、新口味，这也是食品行业创新的

动力之一”。 （管悦 张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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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长了小黑点的大白菜还能吃吗

随着冬季的到来， 大白菜这

一传统蔬菜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

客，营养丰富，且有很多做法，可以

炒 、煮 、炖 、腌等，味道鲜美 ，广受

消费者的喜爱。 然而，不少消费者

在购买和储存大白菜时，常常会发

现叶片上出现一些小黑点，这些小

黑点不仅影响了蔬菜的美观度，还

让人对其品质和食用安全产生疑

虑。 那么，大白菜上的这些小黑点

到底是什么？ 到底能不能吃？ 如果

吃了，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 为

此，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张淑江来解

答这些疑惑。

长了小黑点的大白菜除了影

响“颜值”，究竟还可不可以食用？

“这种小黑点一般为生理性

病害，主要是对大白菜的外观产

生影响，对其营养成分和风味没

有大的影响，在不影响食欲的情

况下，可以正常食用，不会影响

身体健康。 ”张淑江说。

大白菜上的小黑点到底是

什么？ 怎么形成的？

我们会发现大白菜上的小

黑点像芝麻粒一样大小，怎么洗

也洗不掉。“这些小黑点是大白

菜的一种生理性病害，小黑点的

产生与氮肥的施用量有关，氮肥

的施用量越多，出现小黑点的可

能性就越大。 大白菜在生长期内

受过量氮肥的影响，会引起细胞

壁、细胞膜等的正常结构发生变

化和遭到破坏， 影响其细胞的正常

发育， 在细胞壁扭曲变形处出现黑

色物质，从而形成小黑点，通常被称

为‘白菜芝麻状斑点病’。”张淑江解

释。“小黑点主要集中在大白菜的叶

柄表皮细胞， 有些也可能发生在叶

肉细胞上， 使得大白菜看起来斑驳

不堪，颜值下降。 ”

大白菜上小黑点的形成除了

与氮肥施用量有关，还和大白菜的

品种有关。“大白菜有很多类型 ，

我们常见的大白菜 ， 叶片层层包

裹 ， 最终形成一个紧实的叶球，生

长周期长 ； 还有其他类型的大白

菜 ，如快菜 ，叶球松散 ，不形成紧

实的叶球，生长周期短。 生长周期

短的大白菜，小黑点症状发生相对

轻些。 ”张淑江说。

怎么避免或者减少大白菜上小

黑点的产生呢？张淑江告诉记者，除

了可以选择生长周期较短的大白菜

品种，还可以在大白菜生长周期内，

施用适量的氮肥或者施用有机肥 ，

有助于减少大白菜上这种小黑点的

产生。

我们常常遇到大白菜刚买回来

时没有小黑点， 放了一段时间小黑

点才出现，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

为有的小黑点很小， 肉眼不容易发

现，在储存的过程中，这些小黑点会

随着储存时间延长逐渐呈现， 这种

情况也不影响食用。”张淑江说。“需

要注意的是，当小黑点程度严重时，

细胞膜破裂， 细菌侵入导致腐烂变

质， 形成较大的黑斑时就不建议食

用了。 ”

张淑表示， 我们在挑选白菜

时，要注意观察其外观，选择叶片完

整、颜色鲜绿、没有斑点、有一种清

新气味的大白菜， 购买后要放在干

燥通风、阴凉的地方，这样在储存的

过程中小黑点不容易出现或加重 ，

以延长大白菜的保鲜期。

（李丽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