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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日前，山西祥邦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

20 亿元的年产 4 亿平方米光伏胶膜项目在汾飞集团低

碳先进制造产业园正式投产。该公司为山西转型综改示

范区入区企业，此项目的投产跑出了“当年签约、当年开

工、当年投产”的“综改速度”。

走进车间，9 条标准化自动化生产线开足马力运行，

一卷卷光伏封装胶膜有序下线。祥邦光伏胶膜项目是省

级重点工程，也是晶科能源山西大基地项目配套产业链

第一批四个投产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计划分三期投

产、共建 40 条生产线，全面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40 亿元。

作为晶科能源光伏组件生产的产业链上游企业，该公司

专注于特种高分子薄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产品以

POE 光伏胶膜为主，同时覆盖 EPE、白膜、EVA 等全系

列。

据悉，山西祥邦科技有限公司入驻转型综改示范区

以来，示范区管委会根据“招落一体”工作机制，多部门

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帮助办理立项备案、方案设计、消

防验收、厂房改造、变压器扩容、人才公寓等事项，促使

项目尽快落地、建成投产。
卢文艳

山西祥邦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胶膜项目投产

“露蝉声渐咽，秋日景初微”。9 月 27 日，

在文水县的田地里，记者看到这里的地膜在

阳光的照射下，不时折射出闪闪光亮，成为

了田地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新研发出的地膜具有提高低温、防旱、

保湿等作用，在农业生产上具有增产增效的

作用，目前新研发出的新地膜已经在我省广

泛普及。”山西农业大学副研究员李文刚说，

“目前我们田地里还是使用大量的不可降解

的聚乙烯地膜，这种地膜的残留污染物产生

的农业经济效益较低，由于这种地膜无法实

现有效回收，造成了农田土壤残留大量地膜

碎片，最终碎片转化为微米级和纳米级的微

塑料。”

2013 年，李文刚团队走访时发现，山西

地形较为复杂，境内有山地、丘陵、高原、盆

地、台地等多种地貌类型，由于受到自然条

件的影响，田间地头必须使用地膜，但以前

使用的地膜不能完全降解，从而影响作物果

实、机械化使用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文刚团队在文水

县石永村的玉米试验田里，运用了全生物降

解地膜，这些地膜使用后，亩产量实现了增

加，全生物降解地膜降解率达到了 100%。此

外，李文刚团队还把试验中的数据及时反映

给生产企业，并与山西省化工研究所（有限

公司）、金晖兆隆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

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等各个企业和

科研院所广泛建立联系，联合攻关了厚度仅

有 0.007mm~0.008mm 的全生物降解地膜，

覆盖作物的安全期达到国标有效使用寿命

60~90 天以上。

通过无数次的试验，李文刚团队最终得

出了以厚度 0.01mm 的聚酯为原料，添加其

他辅料、功能助剂的全生物降解地膜能满足

我省大部分农作物生长期保温保墒、抑制杂

草等需求，且秋收前后降解效果良好，并在

全省大面积、大范围推广。

文水县农村局科教股股长、高级农艺师

胡丽说：“如今的地膜越做越好，不仅提高了

单产产量，还提高了土壤肥力，促进了农作

物的生长, 且显著降低了因地膜破损和老化

造成的环境污染。”

目前，全生物降解地膜已经在文水、祁

县、阳曲、榆次区、云冈区、山阴、岚县、石楼、

武乡、沁县、襄垣、屯留、潞城区等县（区）设

置试验点，将不同成分和厚度的全生物降解

地膜应用于玉米、谷子、高粱、马铃薯等农作

物，观察其性状和表现。

今年播种时节，李文刚团队穿梭于农田

生产一线，指导文水县北张乡吕梁市马铃薯

产业园实施机械化高垄膜下滴灌播种。在此

期间，李文刚受文水县农业农村局的邀请对

全县全生物降解地膜的合作社、农业公司等

进行全面系统地培训。

李文刚说：“现在，文水县的许多农户已

经知晓全生物降解地膜的好处，在政策的扶

持下，2024 年的全生物降解地膜推广已全面

完成。”

不仅如此，根据项目需要，李文刚团队

还开展了 2000 亩 PBAT 基全生物降解地膜

和 1000 亩传统聚乙烯地膜的规模化生产对

比示范，百亩不同厚度 PBAT 基全生物降解

地膜、白色聚乙烯地膜和黑色聚乙烯地膜小

区对比试验，为我省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大

面积提高作物单产、解决地膜白色污染等国

家粮食安全工作积累数据和经验。

当谈及全生物降解地膜的未来，李文刚

表示：“希望各地政府能出台或延续相关政

策，加大 0.01mm 全生物降解地膜的应用扶

持力度，积极推动生物降解原料市场价格不

断降低等。”

山西农业大学李文刚团队

治理地膜白色污染 让耕地“穿上”环保衣

吃“废”吐“金”
图为山西博允环保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

记者展示非生化富集分离水处理环保技术项目。据
了解，此项目是针对现在废水中最难处理的氨氮和
COD，通过吸附的方式去除，让污和水分离，不仅能
让水质达标，还能变废为宝。这项环保技术作为一
项可兼顾污染物去除及污染物提质利用的双效的
科技成果，可实现在不破坏污染物结构的前提下，
通过物理吸脱附的方式将污染物绿色分离、提纯，
经多次富集分离，实现去污、节能、经济、低碳和污
染物的提质利用。

姻 科学导报记者刘娜摄

科学导报讯 9 月 18 日，从青龙污水处理厂获悉，今

年前 8 个月，青龙污水处理厂累计处理污水 533 万吨，

日均处理水量 2.18 万吨，出水主要指标保持在地表芋类

水质，占到总运行天数的 100%，优于郁类水质设计标

准。

青龙污水处理厂是龙城清源公司投资新建的半地

下式污水处理公共设施，设计处理规模达 4.0 万立方

米/日，服务年限长达 30 年。项目位于太原市阳曲县境

内，东临青龙镇，北临杨兴河，西临阳兴大道，南临葫芦

岛，总占地面积约 58.98 亩。主要负责处理阳曲县县城

及山西综改示范区阳曲工业园区的生活污水和部分工

业废水。

青龙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分为两期，一期工程已于

2021 年 2 月投入商业运行，采用预处理+MSBR+混凝沉

淀+纤维滤池+消毒处理工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污水处

理和污泥处理的生产设施、辅助生产配套设施、生产管

理和生活设施以及水厂污水主干管。一期扩建项目则在

2023 年 11 月进入试运行，采用预处理+MSBR+高效沉

淀池+反硝化滤池+消毒处理工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

建粗格栅间+提升泵站、2 万方调节池、新建 2 万方污水

处理车间等生产设施及配电室、除臭间辅助生产设施及

电气、管道设备等。目前，两套生化系统均已投入运行，

日均处理污水达 2.4 万立方米。一期扩建项目已被正式

列入中央环保督查整改任务重点建设项目和“一泓清水

入黄河”项目清单，作为重大政治工程、生态工程和民生

工程，一期扩建项目投运后，青龙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

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对上游来水做到了应

收尽收，为改善区域水环境、保障水安全发挥了强有力

的支撑作用。

作为太原市环保产业的重要一环，青龙污水处理

厂自投产运行以来，一直稳定达标排放，不仅提升了太

原市的污水处理能力，也为周边地区的水环境改善提

供了有力支持。该厂的出水水质稳定达到或优于国家

标准，有效保障了杨兴河河底村国考断面全年实现地

表水芋类的目标，为“一泓清水入黄河”愿景作出了积

极贡献。
贺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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