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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生物质低碳转化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重点布

局生物质能源低碳转化尧生物质材料绿色制造尧生物

活性成分高值利用三大研究方向袁以可再生碳资源为

主要研究对象袁创新生物质碳资源高值化利用理论和

核心关键技术袁构建生物质碳资源先进转化产业技术

体系遥实验室预期建成国际领先的生物质低碳转化技

术研发及技术示范创新平台袁形成院士领衔尧一流科

学家担纲尧青年科学家为主尧在本领域具有显著国际

影响力的创新群体遥支撑厦门市新能源尧新材料尧大健

康等生物基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袁形成碳中和技术示范

与应用袁助力厦门市低碳科技创新遥
关键词院低碳曰生物质转化曰生物经济

前言
2020 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袁 习近平总书

记宣布了中国的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1]遥 2021
年 10 月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叶2030 年前碳达峰

行动方案曳[2]遥 野双碳目标冶是我国未来 40 年的基本

国策袁也是国家野十四五冶规划的重点工作遥叶福建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曳强调袁围绕野双碳目标冶袁福建省

扎实推进野新材料冶野新能源冶野生物与新医药冶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袁探索开辟野双碳经济冶新模式[3]遥
生物经济是厦门市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袁

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尧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野第一动力冶遥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确立对科技创

新袁特别是整体科技布局与技术发展方向提出了全

新的要求遥农林生物质形成是植物固定太阳能和大

气中 CO2 的结果袁 作为地球上唯一可大规模再生

的有机碳源袁在减少碳排放袁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

中将起到重要作用遥生物质低碳转化福建省高校重

点实验室应运而生袁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获福建省

教育厅批复成立袁依托华侨大学建设袁以可再生碳

资源为主要研究对象袁开展生物质资源低碳高值化

利用技术研究袁 力求突破低碳转化利用关键技术袁

围绕行业产业重大需求开展协同创新袁突破生物质

碳材料构筑尧有机固废低碳资源化高值利用等一批

重大关键技术或技术难题袁构建先进碳转化技术体

系创新平台袁引领产业创新驱动发展袁为国家野双碳

目标冶提供厦门模式遥
凝练重大科学问题袁 构建先进碳

转化技术体系创新平台
生物质低碳转化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重点

布局生物质能源低碳转化尧 生物质材料绿色制造尧
生物活性成分高值利用三大研究方向袁以可再生碳

资源为主要研究对象袁创新生物质碳资源高值化利

用理论和核心关键技术袁构建生物质碳资源先进转

化产业技术体系遥
1.生物质能源低碳转化

主要开展废弃生物质 渊主要为农林废弃物冤的
能源化利用和废弃二氧化碳的高值化利用等基础

理论与技术创新袁尤其在催化剂材料尧反应器设计

和反应工艺流程耦合方面获得关键技术创新袁建立

废弃碳资源的可控定向转化的过程控制理论与方

法袁从而构建废弃碳资源的多途径全质利用工程化

技术体系遥 在废弃碳资源化利用方面袁重点开展催

化技术的攻克与研发袁研究农林废弃物及二氧化碳

综合利用的关键科学问题袁研究生物质热解脱氧催

化转化及其与 CO2 耦合热解催化转化机制袁 设计

与构筑高性能催化材料袁 实现农林废弃物及 CO2

耦合转化制液体燃料和化学品曰 研究生物质热裂

解尧加氢转化的反应器设计和反应工艺流程耦合技

术袁为工程应用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遥
2.生物质材料绿色制造

主要开展先进生物质碳材料和农林生物质资

源定向合成及功能化改性的理论与技术创新研究遥
尤其是在物理-化学梯级活化反应构筑纳米多孔结

构尧化学催化构筑反应活性位点尧高效储能尧高温石

墨化等先进碳材料关键技术创新与工程化技术研

聚焦生物质低碳转化 助力厦门市低碳科技创新
商龙梅 1，2 饶小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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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袁创制系列生物质基储能炭材料尧催化材料及吸附

材料等活性炭产业链延伸产品袁 推进先进生物质碳

高端产品产业化尧规模化及集聚化遥基于生物质关键

战略材料尧 前沿新材料需求袁 开展功能特性响应机

制尧 微观结构和材料性能的构效关系尧 活性可控聚

合尧 天然大分子自组装等农林生物质资源定向合成

及功能化改性理论与技术研究袁创制生物可降解尧光
电磁等性能生物基高分子材料袁 推进生物可降解材

料尧高耐蚀尧高强度材料尧以竹代钢材料及高端浆系

列产品等产业规模化发展袁 构建基于农林生物质材

料的先进制造技术体系遥 利用福建省生物质资源丰

富尧种类繁多和差异性大的特点袁开发纤维素复合改

性材料及其衍生物产品尧纤维素功能材料尧木质素改

性材料尧甲壳素高分子材料尧植物单宁及其改性栲胶

产品袁推进高值化利用遥 加快发展生物可降解性尧生
物相容性好的塑料和功能高分子材料遥

3.生物活性成分高值利用

主要开展重要次生代谢物挖掘与代谢途径解

析尧重要次生代谢物绿色化学合成与修饰等研究工

作袁筛选新型具有抗肿瘤尧抗病毒尧抗菌等林木次生

代谢物和分泌物袁开展多酚尧黄酮尧多糖尧生物碱尧萜
类及精油等林木次生代谢产物主要成分的化学和

生物化学改性研究工作袁开发清洁尧高效尧绿色分离

及加工技术遥 重点创制抑菌替抗饲料添加剂尧抗病

毒生物医药中间体等天然活性物产品袁构建天然产

物工厂化产业新模式袁提升福建省林业资源加工利

用水平遥
汇聚顶尖人才袁 创建低碳生物质

转化人才聚集区
华侨大学在先进碳转化技术领域紧密结合海

西地区经济建设袁已经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

方向院生物化工尧生物材料与制药工程尧化学工程与

化学工艺及环境化工遥 2021 年袁华侨大学成立先进

碳转化技术研究院袁 聚焦低碳转化科学与技术攻

关袁开展无边界协同创新新机制遥 2023 年袁生物质

低碳转化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依托华侨大学获

批成立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尧人才是第一资源尧创新是

第一动力遥引入一流人才尧打造高水平尧强引领人才

队伍是实验室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遥 为此袁在华侨

大学的支持下袁实验室鼓励采取野双聘双跨冶方式灵

活聘用袁高层次人才一事一议袁个性化引进人才遥为

促进中青年教师的迅速成长袁2014 年华侨大学出

台了野华侨大学中青年教师科技创新资助计划实施

方案渊试行冤冶袁致力于培育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

技产业拔尖人才遥 为助力实验室快速引进一流人

才袁福建省尧厦门市和华侨大学在有竞争力的年薪尧
科研启动经费尧安家购房补贴尧人才编制以及配偶

工作尧子女教育尧住房资源等生活配套方面给予了

实验室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袁为实验室汇聚顶尖人

才尧构筑区域人才高地打牢了坚实基础遥
实验室汇聚了一批学缘结构合理尧科研经验丰

富的科研人才遥拥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声誉的领军

人才袁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 3 人袁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获得者 1 人袁教育部野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冶1 人袁福建省野百人计划冶2 人袁福建省野外专百人

计划冶2 人袁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2 人遥 实验室

充分利用华侨大学国际化平台优势袁加强国际合作

交流袁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袁扩大实验室国际知名

度与影响力遥
同时袁实验室依托华侨大学现有学科优势和人

才培养体系袁开展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及

培养工作袁打造生物质转化领域人才蓄水池袁为厦

门市生物质转化产业提供高水平人才遥
产学研深度融合袁 助推厦门生物

质产业经济发展
实验室生物质能源低碳转化团队长期致力于

生物质碳转化领域的创新研究袁在基础研究尧应用

基础研究以及工程化应用方面取得了一大批前沿

科技成果袁创新了农林生物质定向转化制备液体燃

料多联产关键技术袁创制出生物质液体燃料和燃油

添加剂尧 酚醛泡沫以及生物基增塑剂等生物基产

品袁实现农林生物质资源的能源化和高值化综合利

用遥成果推广到江苏尧浙江尧山东尧内蒙古尧安徽等地

区袁建成了年处理 8 万吨木质纤维素制备乙酰丙酸

酯尧10 万吨/年生物柴油等连续化生产线袁 以及全

球最大的 5000 吨/年催化裂解制备富烃燃油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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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首条 6 万立方米/年木质素酚醛泡沫示范线遥
开发了农林剩余物多途径热解气化联产碳材料关

键技术袁建成农林剩余物热解气化供气尧供热尧发电

及联产炭产品等系统装置 190 台套袁开发出水蒸气

法梯级活化尧热解自活化尧定向催化活化等碳材料

微纳结构调控关键技术袁创制出超级电容炭尧碳基

催化剂尧高吸附活性炭等重大产品袁填补了国内空

白袁奠定了我国在生物基碳材料技术领域的国际领

先地位遥
实验室生物质材料绿色制造团队长期致力于

松香的结构改造及功能化创新研究袁创制出功能性

松香表面活性剂袁实现技术转让 8 项袁建立了年产

1000 吨松香非离子乳化剂生产线袁 乳化剂代替化

石乳化剂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用于新型农药乳油的

配置及作为松香树脂乳液用乳化剂袁制备的乳液具

有良好的稳定性及增黏性曰团队以天然产物松香衍

生物脱氢枞胺为原料袁开发了松香基六官能度光固

化 3D 打印树脂曰开发了无溶剂一锅法制备工艺技

术袁 有效解决了制备松香基 UV 树脂反应的复杂

度袁及反应后产物官能度低带来的性能缺陷袁提高

松香的附加值及我国松香的综合利用水平遥通过使

用松香改性 UV 树脂作为光固化 3D 打印的材料袁
实现了对传统树脂材料的替代遥

实验室生物活性成分高值利用团队通过菌酶

协同发酵饲料原料技术袁 开发棕榈粕尧 花生粕尧酒
糟尧菌糠等非常规饲料原料袁再开发玉豆麸等常规

饲料原料袁提升营养价值袁降低抗营养因子含量袁降
低饲料配方成本遥同时通过益生菌及其信息产物进

行肠道菌群的调控袁从而提供优质营养方案遥 该技

术在相关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进行产业化袁生
产相关产品共计形成销售额 56.19 亿元袁产生利税

共计 3.23 亿元曰 该团队以我国林特资源五倍子等

没食子单宁资源为原料袁开发了混合型单宁酸饲料

添加剂和包被型单宁酸饲料添加剂制备工艺技术袁
有效解决了单宁酸适口性差及在胃中易被胃酸破

坏等问题袁 实现了五倍子单宁加工行业的提质增

效袁提高了植物单宁附加值及我国植物单宁资源的

综合利用水平袁并为畜禽养殖行业提供了新的野替
抗冶产品遥该技术已进行推广应用袁建成了年产千吨

级混合型单宁酸饲料添加剂示范生产线袁产品市场

占有率达 5%以上袁 使得植物单宁加工行业新增产

值 2 亿元遥制定与修订了林业行业标准 5 项院叶单宁

酸曳叶单宁酸分析试验方法曳叶栲胶原料曳叶栲胶曳和
叶栲胶原料与产品试验方法曳遥基本构建了我国植物

单宁加工产品标准化体系袁完善了林化产品标准体

系建设袁促进了植物单宁加工产业的发展遥
结语

生物质低碳转化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将围

绕叶厦门市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

系工作方案曳[4]袁以源头创新为驱动袁布局生物质能

源低碳转化尧生物质材料绿色制造尧生物活性成分

高值利用等研究方向袁突破机制壁垒袁集聚国际一

流人才袁建成定位准确尧布局合理尧制度完善尧运行

高效尧特色鲜明的重要创新平台遥 实验室将立足厦

门袁辐射海西袁面向世界袁服务于国家和厦门重大需

求袁布局创新方向袁引领新兴产业袁提升厦门市和福

建省在生物基材料尧生物质能源尧生物医药等领域

自主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遥
（作者单位：1 生物质低碳转化福建省高校重

点实验室 2 华侨大学先进碳转化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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