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

小龙虾能“治”微塑料？今年

5

月至

11

月，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

科学学院邓红兵教授团队有关小

龙虾和微塑料治理方面的研究成

果，连续

3

次登上国际权威期刊。

小龙虾产业是湖北省乡村振兴的

示范性产业，但虾壳常被视为废弃

物。 过去，武汉市每年产生近十万

吨虾壳剩余 ， 曾造成了环境污

染问题。

于是， 邓红兵带领着武汉大

学“生物质资源绿色高效转化与高

值化研发科技创新”团队，将目标

锁定在虾壳素对微塑料的捕获性

能上。

“一只小龙虾能吃的肉只占

两成， 大部分壳以往都浪费了。 ”

邓红兵介绍， 将虾壳用机器破碎

后，先后使用酸碱去除钙质与蛋白

质，冲洗至

pH

中性，便得到了甲

壳素。 这种粉末状天然物质，被证

明能够有效捕获微塑料，而且不会

对水体产生二次污染。

那么怎么使用它治污？ 邓红

兵介绍，团队采用自上而下的“多

级结构暴露”策略，将废弃小龙虾

壳通过两步简单酸碱处理，制备成

天然纤维束骨架和捕获位点双重

暴露的三维多孔小龙虾壳，将这种

小龙虾壳用网兜装起来投入水体

中，就可以吸附水中的微塑料。 而

且它还不是一次性的。团队研究出

方法，对使用后的小龙虾壳中的微

塑料进行“冲洗”， 实现了小龙虾

壳可持续应用。

这一成果发表在《美国化学会·

纳米》上，刘方恬博士和博士后吴洋

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 邓红兵教授

和陈朝吉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而为了获取这项研究所需的

小龙虾壳，邓红兵团队曾

2

天吃掉

200

斤小龙虾。“根本吃不完，除了

我们团队，还邀请了学院其他团队

一起来吃。 ”邓红兵称，加上前期

研究，他和学生这两年大概在学校

吃掉了

600

斤小龙虾。

用小龙虾壳简单有效， 其他

甲壳素会不会效果更好？邓红兵团

队接着做了更多实验。他们将虾壳

素和鱿鱼骨 、 乌贼骨的甲壳 素

（

α-

和

β-

甲壳素） 的两种原生

氢键网络打断重排，形成一种多级

纤维框架海绵材料。

此外，他们还利用鱿鱼骨

/

乌

贼骨来源的甲壳素纳米纤维网络

和棉花来源的纤维素微纤维氢键

自组装，构建了吸附位点激活且可

适应复杂环境因素的全生物质多

级纤维框架。

邓红兵透露， 这些新材料可

以通过多种形式投入到水体微塑

料治理中，目前已经有多家企业找

上门来接洽合作，“我们自己用它

制作了净水器滤芯， 效果非常好，

不光是微塑料，对重金属、微生物

都有很好的过滤效果。 ”

邓红兵介绍， 下一步团队将

从家用净水、 水处理方面入手，大

力推进成果市场转化和推广。

（据《农民日报》）

吃掉

600

斤小龙虾

他们研究出结果了

产品展示。

一颗苹果里的

新质生产力

冬日，陕北高原的土塬塬、山窝窝里，飘

来浓浓的苹果香。

延安的苹果“红”了。不仅坐着中欧班列，

驰骋“一带一路”；还香气“冲天”，搭乘天舟五

号抵达中国空间站。

2022

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南

沟村的苹果园里称赞乡亲们，“这就是农业现

代化，你们找到了合适的产业发展方向。 ”作

为农业现代化的“硕果”，苹果还是那个苹果，

苹果也已不再只是那个苹果。

延安的果园里转转，红彤彤、黄澄澄、绿

油油，背后是“秦脆”“瑞雪”等优新品种实现

规模化种植，苹果装上了农业“芯片”。

矮化密植栽培实现量质齐升， 水肥一体

化滴灌技术省水省肥，防草布代替除草剂、杀

虫灯取代了杀虫剂……果园“现代范儿 ”十

足，涵养着苹果内在品质。

墒情靠物联网，采摘有机器人；全自动化

防雹网收放自如应对极端天气；智能选果线

1

秒钟能给苹果拍

72

张照片……数字技术悄

然之间重塑了苹果产业形态。

科技创新， 已贯穿苹果产业的整个生命

周期，传统农业开辟出了新领域、新赛道，激

发出新动能、新优势。

如果说“科技感”让苹果种出了团团“新”

意， 那么“产业经” 则让小苹果接入了大市

场———产业创新， 正推动苹果产业链不断延

伸，全产业链挖掘苹果的附加值。

“上下游”连接更紧密：苹果酒、苹果醋、

苹果脆片等新品迭出，生产纸箱、冷气贮藏等

配套产业兴起，“苹果

+

”长出更多“增值芽”，

新产品花样迭出。

“一二三”融合更高效。果园变公园、农房

变客房、劳作变体验，实现卖风景、卖体验，围

绕一颗苹果 ，三产不断融合 ， 新 业 态 层 出

不穷。

“果园到餐桌”对接更便捷。 村民在田间

地头架起三脚架，对着果园开启“直播带货”，

“苹果早晨在树上，中午在路上，晚上在餐桌

上”。 苹果触网、电商下沉，新模式不断涌现。

小小一颗苹果，不仅“跨界出圈 ”，还能

“左右逢源”，衍生出上下游完整产业链，体现

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生动诠释传

统产业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苹果是如何实现嬗变的？ 靠的是把科技

创新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种子到

种植，从防护到加工，科技创新渗透到苹果产

业链的各个环节，产生了“化学反应”；靠的是

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从发挥龙头

创新企业带动作用，到加强高校与地方合作，

再到培养乡土技术人才， 不断实现苹果产业

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

跃升； 靠的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

合，从做好苹果产业规划，到培育“延安苹果”

“洛川苹果”品牌优势，再到优化扶持政策、搭

建创新平台 ，政策组合拳为苹果产业保驾

护航。

从一颗苹果，可以看到一颗荔枝、一篮石

榴、一根甘蔗、一棚蔬菜……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村。 乘着农业科技现代化的东风，那些历经

岁月沉淀的农作物， 同样可以建现代化生产

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实现华丽转身，在

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崭露头角。

放眼神州大地，新意正在蔓延、生长。 千

千万万工厂开启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新能源

汽车跨越年产

1000

万辆里程碑……传统产

业“大象”起舞，新兴产业“狮虎”竞逐，未来产

业“瞪羚”跳跃，万类霜天竞自由。

这正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的底气

所在。 在充满希冀的大地上，各行各业向“新”

求变、因“新”进阶，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汇

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据《人民日报》）

重庆

花椒面膜如此多“椒”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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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江津九叶青花椒萃取

生成一盒面膜，比一顿火锅的花椒

用量还要多，再加上定制真蚕丝膜

布，

15

分钟快速滋润，让肌肤保湿

镇静……日前，重庆枢纽港产业园

（江津片区）露珠生物科技（重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露珠生物”）

今年新上市的产品———花椒面膜

在国内外市场掀起了消费热潮，自

4

月上市以来，该款面膜备受年轻

消费者的喜爱 ， 已累计销售超

50000

片。

露珠生物是韩国露珠集团在

中国建立的第三个研发生产基地，

2020

年作为重庆市重点招商引资

项目之一， 与江津综合保税区签

约，并将江苏生产线全线转移至重

庆，

2022

年正式投产运营。 露珠生

物拥有

5000+

化妆品成熟配方，

10

个以上专利成分， 擅长化妆品

中例如美白、 祛斑、 强效保湿、去

黑眼圈等基础护肤与功效护肤，是

目前重庆规模最大且唯一一家全

品类护肤品生产公司，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从餐桌到化妆桌，花椒面膜是

如何诞生的？

“首先是确定花椒能不能做化

妆品。 我们查询了相关规定和目

录，发现花椒中富含山椒素、生物

碱 、黄酮 、柠檬烯等成分，对人体

皮肤有除螨、消炎、抗氧化等诸多

功效，可以用于化妆品。 ” 露珠生

物总经理何盼说。在确定花椒可以

用于化妆品后，露珠生物立刻从全

国各地购买了数十种花椒进行实

验室测试，经过测试，最终发现江

津区李市镇的九叶青花椒，其中的

微量元素和有效成分具有很高的

配适度，可以从中萃取花椒面膜的

主要成分———花椒果皮提取物。

“数据显示，

100

公斤花椒可萃

取

3

至

5

公斤花椒果皮提取物和

8

至

10

公斤花椒精油，经过独特的工

艺配方深加工可生产约

500

盒面

膜。 这也就是说，一盒面膜的花椒用

量可以到

200

克以上， 比一顿火锅

的花椒用量还要多。 ”何盼说。 为了

更好发挥花椒面膜的功效， 露珠生

物还针对性地研发出了定制“真蚕

丝膜布”，该膜布轻盈、柔软、服帖，

可充分释放面膜精华。 目前，该款膜

布已获实用型专利。

自

2023

年

2

月开始研发，至

2024

年

4

月上市， 露珠生物共投

入科研经费超

200

万元，并以“木

叙”为名，推出系列产品，除花椒面

膜外，还推出了花椒沐浴露、身体

乳、护手霜等。 而将花椒应用于化

妆品中，也进一步提升了花椒等农

产品的经济附加值 ， 有 益 于 助

农增收。

接下来，露珠生物还将进一步

拓展消费市场，加大“木叙”系列产

品的研发和推广，将“江津造”花椒

面膜打造成为区域名片，进一步推

动企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据江津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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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壳处理前后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