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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空空间站内，航天员们呼出的
二氧化碳需要及时处理，才能确保他们
生活环境的有氧状态，保障航天员的身
体健康。那么，空间站内的二氧化碳如
何去除，你了解吗？

日前，在央视“天宫课堂”中，广西
壮族自治区南宁二中初中部学生潘奕淘
向“太空教师们”发起提问：“请问在空间
站里，氧气与二氧化碳是如何循环的？”
航天员叶光富在解答同学们的疑惑时，
提到了空间站的二氧化碳去除系统。

空间站内的二氧化碳如
何处理？

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院长王
高峰介绍，目前航天器以及空间站的二
氧化碳主要通过吸附的方式从空气中
分离出来，并排出舱外。

“但这种方式并没有实现二氧化碳的
回收利用。”王高峰介绍说，国内外也正在
研究空间站二氧化碳还原转化系统，不仅
能把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从环境中捕集
分离出来，还能借助一种先进的转化反
应器，对收集的二氧化碳进行加氢处
理，和空间站电解水系统产生的氢气进
行有效的结合，从而实现空间站内物料的
循环利用，保障空间站长期正常运转。

我国以及国际上也在积极探索用
二氧化碳人工合成葡萄糖、淀粉等糖类
物质的技术，未来有望应用在空间站及
星际探索任务中。

空间站的技术能“下凡”吗？

“空间站技术并不适合在日常工作

中使用。”中国石油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高级工程师薛华表示，空间站的二氧化
碳去除与还原技术与我国当前碳捕集、
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发展考虑的
侧重点有所不同。空间站技术更重视
安全性与可靠性，技术成本往往处于次
要地位，而 CCUS 技术必须重视成本效
益分析，以实现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两者也有技术相通之处。王
高峰介绍，空间站二氧化碳捕集系统中
利用化学吸附、分子筛吸附等方式捕集
舱室内二氧化碳的流程，就与地面上的
二氧化碳捕集系统中的空气二氧化碳
直接捕集技术流程类似。目前，地面上
使用的部分二氧化碳吸附和转化材料
最早就是应用在航天器上的。

地面上的二氧化碳如何
利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高翔介绍，根据技
术手段的不同，地面上二氧化碳转化技
术主要可以分为二氧化碳生物利用、二
氧化碳化学利用和二氧化碳矿化利用
等。

二氧化碳生物利用是通过森林、农
作物、微藻等的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
用于食品、饲料、生物肥料等生物质的
合成；化学利用是在外加能量（如电能、
光能等）作用下通过化学反应将二氧化
碳和水、氢、矿物等物质反应生成甲醇、
乙醇、烯烃、尿素等目标产物；矿化利用
是将二氧化碳注入地下，利用地下矿物
或地质条件固化二氧化碳，同时可强化
有利用价值产品的生产，也可通过利用
混凝土中的钙、镁等组分与二氧化碳发

生矿化反应，并且由于二氧化碳矿化反
应在环境条件下基本不可逆，可实现二
氧化碳的转化及长期封存。

薛华说，利用二氧化碳提高原油采
收 率（CO2-EOR）是 目 前 二 氧 化 碳 利
用技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这是因为增
采原油的收益可以弥补项目成本，经济
可 行 性 强 。 2010 年 —2017 年 ，全 国
CO2-EOR 的累计碳注入量超过 150 万
吨，累计原油产量超过 50 万吨，总产值
约为 12.5亿元。

我国在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及封存
技术的研究及利用方面虽起步较晚但
发展迅速。在地质利用方面，二氧化碳
提高原油采收率已处于工业示范阶段，
提 高 水 采 收 率 已 完 成 先 导 性 试 验 研
究，提高煤层气采收率已完成中试阶
段 研 究 。 在 化 学 利 用 方 面 ，电 催 化 、
光 催 化 等 新 技 术 大 量 涌 现 ，二氧化碳
合成甲醇、制蛋白粉等技术显示了良好
的应用前景；在生物利用方面，目前转
化为食品和饲料的部分技术已实现商
业化。

目前，我国已投运或建设了近 40
个 CCUS 示范项目，但 均 为 中 小 规 模
示 范 ，远 未 实 现 大 规 模 工 业 化 应 用 ，
离“ 碳 中 和 ”要 求 相 差 甚 远 ，二氧化碳
利用技术还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发展
空间。

专 家 表 示 ，二 氧 化 碳 利 用 在 新 理
论、新材料、新方法、新技术、新设备、新
系统等方面仍需持续攻关，在配套政
策、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推广模式等方面
也仍需协同发力，方可促进技术的大规
模推广应用，为推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实现提供关键支撑。

◆李彦琴翟蓓蓓 杨祎然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里的苍鹭为何突
然多了起来？校园减碳如何实现垃圾循
环利用？这些疑惑都将通过一项实践活
动找到答案。

历时 4 个月，2021 年“蓉城智碳”生
态环保科普教育创新项目评选及实践活
动日前在成都正式收官，获得一、二、三
等奖的 6个项目正在陆续落地实施。

作为“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
活动的重要一环，“蓉城智碳”活动鼓励
公众跳出固有思维，激发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下的创新思考。活动中，各单位、机
构以家庭、社区、学校、社会环境为背景，
探索节能减排、新能源应用、绿色出行、
低碳消费等生态环境保护创新方案，用
不同的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
在评选阶段，共收到参赛方案 88 份，成
都各地累计举办各类主题活动 50余场。

50余场实践活动，提升城
市碳汇能力

雨后初晴，在徐堰河水源地林盘，碧
波荡漾，竹林农田相映成趣。2021“蓉城
智碳”生态环保科普教育创新项目评选
及实践活动 ——“林盘与低碳：公众科
学家”系列活动正在这里开展。公开招
募的志愿者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实地探
访川西平原传统林盘的生态环境，参观
由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修建的人工湿地
和生态堆肥等设施，从不同视角对林盘
内外的微型气候，以及林盘的发展条件
和低碳生态循环形成原因等展开探讨。

“我们将分析整理成都水源地绿色
低碳社区科普教育基地的林盘-农业生
态观测站数据、林盘居民入户访谈数据，
形成调研报告，并将通过多渠道展示公
众研究成果。”参与此次活动的志愿者刘
先生欣喜地说。

事实上，在 2021“蓉城智碳”生态环
保科普教育创新项目评选及实践活动开
展期间，类似的实践活动已举办了超过
50 场，通过实地探访，发现并践行低碳
生活智慧方案 。

如荣获一等奖的“发现公园城市的
本土低碳生活——成都水源地绿色低碳
科普公众教育项目”，邀请成人和孩子共
同参与，了解人工湿地、雨水收集系统等
低碳循环知识，体验垃圾后端处理操作，
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大家成为“低碳
实践者”。

又如，正在紧锣密鼓开展的“摸底河
流域水环境及鸟类生境调查”项目，不仅
在成都市实验小学文苑分校校园内持续
推进关注摸底河的宣传，同时带领青少
年对沿岸生物群落、鸟类生存情况进行
实地调查和记录。

据悉，2021 年“蓉城智碳”生态环保
科普教育创新项目评选及实践活动由成
都市生态环境局主办、成都市生态环境
宣传教育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心承办，成
都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协办。承办方工
作人员表示：“随着各项目的落地实践，
希望引领孩子和居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提升城市的碳汇能力。”

参与人数创新高，催生减
碳新点子

记者注意到，在入围“蓉城智碳”生
态环保科普教育创新项目的 6 个落地实
践项目中，既有水源地绿色低碳科普公
众教育、鸟类生境调查等走出去了解、学
习绿色低碳知识的实践，也有低碳校园、
低碳社区等一系列实践活动，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参与人数也屡创新高。

航天小学校启动的“找回走失的‘小
手帕’航小少年在行动”主题活动，就吸
引千余名航小师生参与。活动现场，小
学生们通过绘画、印染、刺绣等多种形式
为专属的小手帕穿花衣，倡导使用手帕，
减少抽取式卫生纸的使用，助力减少碳
排放。

而在“碳”秘垃圾的一生绿色低碳研
学营里，小学员们化身小小闯关者，根据

“大象地图”，开启垃圾堆肥个人闯关赛，
通过垃圾分类、厨余粉碎、肥料混合、堆
体翻堆等感受厨余垃圾化腐朽为神奇的
奥妙。同时，在绿色营造师的指导下，
以矿泉水瓶、棉花、纱布、石头等为原材
料，制作简易净水装置，感受城市净水技
术的应用。

实践活动也催生出一批减碳新点
子。在“双驱动·低碳校园建设与社区实
践科普教育项目”中，洞子口职业高级中
学减碳工作组的成员们，就贡献了不少
校园减碳新招。比如，针对办公室产生
的以果皮等为主的厨余垃圾，锦城卫劳
动班开展“堆肥花盆工作坊”设计制作，
并将花盆投放在校园办公室使用，可谓
一举两得。

随着创新项目评选及实践活动的陆
续落地实施，成都市关注校园、社区生态
环境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主动作为，促成生态环境宣
教“结盟”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宣传教育中心主任
朱玫将此次启动仪式比喻为“长三角区域生
态环境宣教的一次‘结盟’。”这背后，是长
达一年的谋划和推动工作。

2018 年 11 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长三角
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主要业务合作经历了多
年发展，协作范围持续拓宽，合作已初显成
效，但合作机制仍需进一步建立。

“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各
地 在 生 态 环 境 宣 教 领 域 分 别 做 了 哪 些 工
作？我们互相之间其实缺乏一个能够及时
掌握情况的机制渠道。”朱玫说。

如何从实际出发，大胆突破，为长三角
地区生态环境宣教工作“结盟”搭建桥梁，成
了朱玫自去年年底一直思考的问题。

真正使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着手推动“宣
教结盟”想法落地的，是今年 10 月底召开的
一次宣传工作会议。

朱玫说：“也很巧合，三省一市宣教工作
相关负责人正好都前往广西柳州参会，这个
会议成为我们合作的一个契机。”

“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啊。”交流中，大
家达成共识。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宣传教育
中心主任胡毅清表示，这一方面落实了国家

顶层设计，另一方面又响应了三省一市互相
学习好经验、好做法的号召。

因此，对于构建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宣
传教育工作联动机制的提议，大家一拍即
合，并达成两点共识，一是要建立轮值制度，
每年由一个区域围绕三省一市一体化绿色
发展等方面，牵头制定全年整体活动方案，
负责召集各地共同参与，并依次轮值轮换。
二是宣传教育联动工作要尽快向分管厅领
导汇报并取得支持，争取在长三角一体化三
周年之际，将“共建共享”机制建起来。

联办、联建、联学、联享，同频
共振加强舆论引导

经过多方反复协调、沟通，长三角区域
生态环境宣传教育联动活动启动仪式成功
举行，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生态环
境厅（局）负责同志和媒体代表共同见证。

启动仪式上，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发
来贺信。贺信指出，本次联动活动，既是推
动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
生动实践，也是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宣传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构建生态环境宣教工作
大格局的创新探索。

沪苏浙皖四地在线“云签约”，并发出关
于“长江大保护”的倡议书，四地相关负责人

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据悉，联动体系将推动长三角生态环境

宣教工作联办、联建、联学、联享，通过资源
共享，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打造互联互
通、紧密合作、开放共享的合作载体，建立互
帮互学、共创共赢的宣教新格局，共建美丽
长三角。

当前，四地已初步草拟了联动工作行动
指南，指导各地共同开展宣教工作。

对于明年的联动工作，大家也有了初步
构想。“首先，我们计划围绕长三角一体化绿
色发展等主题，共同邀请一些主流媒体互相
走访，把各地好经验‘请进来’，让好事迹‘走
出去’。其次，在明年六五环境日期间，三省
一市希望共同策划一场活动，增强宣传舆论
工作的影响力。另外，三省一市生态环境宣
教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计划至少每半年碰面
交流一次工作。”朱玫说。

如何在具体联动中既凸显各地的特色
经验、各展风姿，又保持宣教工作整体“同频
共振”，求同存异，是今后探索的重点。

胡毅清介绍，目前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已
制定《打造长三角生态屏障专题宣传方案》，
将联合开展系列活动，为构建长三角地区生
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格局贡献力量。他表
示，在宣传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具
体举措和成效中，将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优
势，精心策划制作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影响
力 大 的 新 媒 体 产 品 ，做 到 精 准 投 放 、分 众
传播。

长三角地区山水相连、河湖相通。长三
角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的体系也正式相
联相通，共同为探索区域生态环境一体化保
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舆论引导奠定基础。

长三角生态长三角生态环境宣教部门环境宣教部门
缘何缘何““结盟结盟”？”？

◆本报见习记者薛丽萍

“同饮一江水，共护
母 亲 河 …… 讲 好 长 江
故 事 ，唱 响 澎 湃 长 三
角……”洪亮的宣读声
同时响彻在江苏省、上
海市、浙江省、安徽省的
会场。

近日，长三角区域
生态环境宣传教育联动
活动启动仪式在线上举
行，活动成员单位通过

“云签约”的方式，发出
关于“长江大保护”的倡
议书。

启动仪式中，各方
围绕夯实长三角地区绿
色发展基础、探索区域
生态环境宣教工作一体
化、推进绿色转型发展
的矩阵传播等问题展开
交流，并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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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空间站怎样处理二氧化碳？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高
兴野承德报道 河北省承德市生
态环境局近日举办以“环保设施
向公众开放”为主题的线上直播
宣传活动，让公众足不出户，就能
了解身边的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活动中，承德市环境监控中
心工作人员以主播身份走进实验
室，与广大网友交流互动，介绍环
境监控中心对水、气、噪声、土壤
等多项指标的监测情况，讲解众
多先进仪器设备的用途、操作方
法和日常化验分析流程。

“这样的活动让我眼前一亮，
长 知 识 了 ，感 觉 很 新 鲜 很 吸 引
人。”一位粉丝在弹幕中说道。“主
播”还对粉丝们的提问一一答疑
解惑，收获了线上点赞，做到了实
力“圈粉”。本次直播活动持续了
约 1 小时，走进直播间的观众达
2000 余人。

工作人员表示，承德市明年
将继续深入推进环保设施公众开
放线上直播＋线下参观活动，希
望有更多人走进直播间，参与互
动沟通。

监测人员成主播实力“圈粉”
承德市线上直播推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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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张韵晨

▲

本报讯 由江西省景德镇市
生态环境局联合景德镇陶瓷大学
主办的“助力双碳行动 实现绿
色可持续”瓷都大学生环保公益
广告设计大赛决赛，日前在景德
镇陶瓷大学举行。

200 多 名 大 学 生 报 名 参 与
此次设计大赛。参选作品形式涵
盖手绘、电脑制图、微视频及微动
漫等。

“我的作品是——别让祖国
母亲流泪。”景德镇陶瓷大学学生
李银芬向记者展示她的作品。画
面中是一位流泪的女性，其面部
线条作为中线区分了左右的构
图，左侧呈现了汽车尾气排放、大
气污染等现象；右侧则提倡绿色
出行、多种树，实现碳中和，并保
护海洋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参赛作品中，有以澳洲丛林
大火为背景，反映动物疯狂逃窜
的海报《逃》；有聚焦绿色出行的

《低碳生活，你我 共 勉》；有 利 用
3D 立 体 书 展 现 希 冀 着 美 丽 和
谐 环 境 的《 寄 着 希 冀 的 立 体
书》……一件件环保公益广告设
计作品，极富创意和视觉冲击，更
反映出学生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思考。

通过评选，最终确定了一等
奖 1 名，二等奖 1 名，三等奖两名
以及优秀奖若干。

“这是我们第十五年举办这
一活动，希望通过艺术作品传递
环境保护理念，参赛作品将向有
需要的社会群体无偿提供。”景德
镇陶瓷大学环境保护协会负责人
周海琴说。 吕卓然 何毅

瓷都大学生以艺术表达助力减碳

由欧盟驻华代表团发起的“环保好
骑心”活动日前落下帷幕。活动历时 6 周，
行经 12 座城市，鼓励年轻人骑车出行，探
访中国和欧盟在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合作
的项目。

本报记者邓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