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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好用耐用，又环保节能——
这是人们对建筑建材的普遍追
求。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 10 个部门印发

《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从推
动生产转型、实施“三品”行动、加
快应用拓展、夯实行业基础等方面
推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什么是绿色建材？据了解，
绿色建材产品是指在全生命周期
内，资源能源消耗少，生态环境
影响小，具有“节能、减排、低
碳、安全、便利和可循环”特征
的建材产品。

近年来，中国绿色建材生产
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不断提
升 ， 推 广 应 用 不 断 加 强 。 2023
年，中国绿色建材营业收入超过
2000 亿元，同比增长约 10%；全
国绿色建材下乡活动试点省份达
12 个，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
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城市达

到 48 个；建筑门窗、卫生洁具、
防水材料等 58 种产品已制定绿色
建材评价标准，颁发绿色建材认
证证书超9500张。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技术委员
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底，中国绿色建材企业已超 4700
家。据测算，2023 年，全国获证
绿色建材产品推动相关企业在产
品生产和应用环节减少碳排放超
2000万吨。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已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全生命周
期的绿色低碳和智能制造水平尚
需进一步提升，工程选用和市场
消费动力不足，需要形成政策支
持合力，推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
量发展。

为此，《实施方案》从产业规
模、特色集群培育、推广应用、
产品认证等方面，提出了绿色建
材发展目标：到 2026 年，绿色建

材 年 营 业 收 入 超 过 3000 亿 元 ，
2024-2026 年年均增长 10%以上，
培育 30 个以上特色产业集群，建
设 50 项以上绿色建材应用示范工
程，政府采购政策实施城市不少
于100个，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
达到 12000 张。到 2030 年，绿色
建材全生命周期内“节能、减
排、低碳、安全、便利和可循
环”水平进一步提升，形成一批
国际知名度高的绿色建材生产企
业和产品品牌。

“我国水泥、平板玻璃等多种
产品产量常年位居世界第一，但
品质品牌与体量不完全匹配。”前
述负责人介绍，为提升产业影响
力，《实施方案》提出实施“三品”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
根据《实施方案》，相关部门

将开展品种培优，围绕低碳零碳
负碳工程、城市更新改造、农房
绿色低碳建设等需求，发展不同
应用场景的绿色建材产品；支持

有条件地区打造一流的绿色建材
区域品牌，鼓励企业加大品牌建
设投入，培育特色鲜明、竞争力
强、市场信誉好的商标品牌。

企业将如何配合“三品”行
动的实施？北京金隅新型建材产
业化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将持续开展“品种培
优、品质强基、品牌建设”专项
行动，拓展前沿新材料领域的重
大科技成果应用，强化绿色工
厂、绿色设计产品和绿色供应链
建设，“目前公司共有绿色工厂 8
家、绿色建材产品近100余种。预
计到 2025 年，公司旗下企业基本
达到绿色工厂标准”。

未来，绿色建材有望带动更
多绿色消费。有关部门鼓励生产
企业联合房地产、建筑设计、装
饰装修企业提供绿色建材产品菜
单式、定制化应用方案，探索装
饰装修一体化服务新模式；鼓励
实施绿色装修，使用陶瓷薄砖和
节水洁具、环境友好型涂料、适
老型建材产品、高性能防水和密
封材料等绿色建材，推行干式墙

（地）面、整体卫浴和厨房等模块
化部品应用；加大低（无）VOCs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胶粘
剂、清洗剂等原辅材料的替代力
度，室外构筑物防护设施推广使
用低（无）VOCs含量涂料。

春节将近，浙江省宁波市特色年糕销量大增。近日，宁波市
鄞州区东吴镇乡土特产共富园工人加班加点赶制年糕，供应市
场。该共富园年糕生产在传统加工工艺基础上，采用智能化手段
对温度、湿度、无菌操作等进行精细控制，日产量超1.5万公斤，
生产后可快速送达长三角各主要城市连锁超市。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陆地建起“海洋牧场”，冷能可以循环利用——

看液化天然气站如何“养”海鲜
本报记者 李 婕

陆地建起“海洋牧场”，冷能可以循环利用——

看液化天然气站如何“养”海鲜
本报记者 李 婕

未来3年，绿色建材营收年增长率有望超10%——

让更多建筑用上绿色建材
本报记者 汪文正

“养鱼30多年，在LNG接
收站里还是头一回”

到访的冬日午后，暖阳高照。位于深圳
东部的大鹏湾内，清澈的海水随风微漾，带
来海洋的湿润气息。大鹏LNG接收站就坐落
在大鹏湾畔，由于接收站接收的都是LNG船
运来的液化天然气，故而基本建在海边。

进入厂区，绕过一座座液化天然气的储
罐和交错层叠的管线，只见一条海水奔腾的水
渠，末端联结着高低两层整齐排列的蓝色水
箱，这便是本次探访的主角“海鲜”之所在。

老樊是这里负责养殖的工作人员，正在
给水里的这些“宝贝”喂食。龙虾个头长势不
错、星点笛鲷度过了前一阵的低温天气、鲍
鱼体形还得翻上几番……老樊拿着网兜，一
边查看一边介绍进展。“我养鱼30多年了，在
LNG接收站里还是头一回。”老樊说，这里的
水好、低温尤其难得。

拿手指一蘸，水温的确挺凉。水箱旁边
的温度计上，显示温度为15摄氏度。为何要
在LNG接收站养鱼，就得从这水温说起。

LNG储罐中的液化天然气温度低达零下
162 摄氏度，到达接收站之后，要先加热恢
复气态，然后输送到千家万户，而气化的过
程会产生大量冷能。如何将冷能进行综合利
用，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换句话说，接收站就好比一座‘大冷
库’。”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能源技
术高级经理牛军锋介绍，2023年大鹏接收站
冷能处理量超 800万吨，如果按 100%转化来
估算，相当于十几亿度电能，不加以利用实
在可惜。

怎么用？海鲜养殖就是巧思之一。原本
液化天然气气化过程中就会用到大量海水。
海水经过滤处理后，进入接收站系统与液化
天然气进行热交换，之后就会形成南方地区
非常稀缺的低温海水。通俗地讲，这个过程
就好比用热水去加热一杯冷牛奶，牛奶热起
来，水温则会随之降低。

“液化天然气与海水换热后，海水水温会
降低 5 摄氏度左右，根据不同季节一般保持
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非常适宜高经济价值
鱼类生长。”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总
裁郝云峰说。

项目上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实冷能
养鱼这个想法很早就有。如今，大鹏接收站
已稳定投产近18年，天然气供应这个主业保

障有力，加上相关条件成熟，使冷能养鱼终
于成为现实。

让海鲜“住”空调房、“上”
跑步机，综合成本还降低30%

冷能只是基础条件之一，海鲜具体怎么
养？能不能适应环境？背后还需要大量扎实

的工作。
牛军锋告诉记者，水质和水温，是项目

需要考虑的两大关键因素。
水质怎么样？据介绍，项目从可行性研

究开始，就定期进行严格的水质检测。大鹏
接收站所处海域水质优良，而且海水经过多
次过滤和电解产生微量次氯酸钠消毒后才进
入工艺系统，产生的海水低温、无菌、溶氧
能力强，是难得的天然高品质低温养殖用水。

“对大鹏接收站低温海水里生长的海产
品，不需要再投放任何鱼药或其他添加物，
可以确保海产的高品质。”深圳市水产行业协
会种业分会秘书长曹跃明介绍，养殖项目所
用的冷水是流动的活水，鱼可以保持良好的
活跃状态，堪称是“跑步机上的鱼”。

水温如何保持稳定？“我们在设计阶段对
养殖所需的冷量进行计算及匹配性研究，并
通过大量的养殖工艺模拟，比选出最优的供

冷工艺。”牛军锋说，考虑高经济价值类冷水
鱼对水温的敏感性，项目组还开发出基于液
化天然气冷能的水温调控系统，就好比让海
鲜“住”在空调房里，体感舒适。

“另外，LNG 接收站开展海水养殖，在
业内有成功的经验。”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梁强告诉记者，最终公司下
定决心，认为这个项目值得做。这不仅是考
虑冷能、水质、控温等利好条件，还考虑到
站内养殖环境相对封闭可控，可以测试不同
海鲜品种的适应性，对未来扩大规模、为同
行提供借鉴，都很有意义。

从 2022 年 12 月确定冷能养殖思路，到
2023 年 7 月设计图纸落地、10 月开始现场施
工、11 月试水运行……项目快速往前推进。
在牛军锋的印象中，“这样的进度在整个公司
都是不多见的”。

2023 年 12 月 2 日，第一批鱼苗投入水
中。前期工作再扎实，过程还是有许多“想不
到”。比如，这些海鲜对水温敏感，高温不
行，温度太低也不行。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内，当地曾经历两次寒潮，但经验就是在实
践中一点点积累。最终，40天的试养观察期
内，项目投放的红鱼、笛鲷类鱼种各项生长
生理指标稳定，已完全适应养殖水体环境。

曹跃明介绍，这批海产品市场售价每斤
在百元以上，通过冷能养殖方式综合成本还
能降低30%。

生态、经济两本划算账，冷
能综合利用前景广阔

出产的海鲜去哪了？消费者能买到吗？
据介绍，今年三四月，第一批“大鹏”海

鲜有望走向市场。目前，项目相关方面正在开
展检测、证照申请等工作，为上市做前期准
备。示范项目预计年产量可达10万斤。

但站内养殖远不是这个项目的目标。梁
强告诉记者，接收站外的 180 亩低温海域已
经具备相关养殖条件。只要示范项目试点成
熟就可以进一步走向外海、扩大规模，“到时
候的产值就是以亿元来计了”。

“按照计划，示范项目至少要先运行一年
时间，经历最冷和最热的季节等不同考验之
后，再考虑推向外海。”牛军锋说。

其实，海鲜养殖项目只是大鹏接收站冷
能综合利用的一部分，同期冷能发电、冷能
制冰等项目都在不断探索推进中。以冷能制
冰为例，牛军锋介绍，深圳地区无论冬夏每
日用冰量都很大，在大型海鲜市场、冷链运
输等场所，冰更是供不应求。但传统冷冻机
制冰，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这正是接收站
这座“大冷库”可以发挥优势的地方。如果制
作食用冰，则附加值更高。

作为中国大陆最早的LNG接收站，大鹏
接收站早在立项之初就将冷能综合利用纳入
考虑。“这个初心一直在。我们密切关注技术
方面的最新进展，只要有好的项目，我们都
愿意尝试。”梁强说。

那冷能养殖示范项目的一本账怎么算？
看经济效益，大鹏公司在项目上的投入

与收益可以基本实现平衡，而合作方养殖公
司则可以大大降低综合成本，市场竞争力更
强。看生态效益，据测算，1 立方米海水温
度降低5度需要消耗5.8千瓦时的能量，养殖
项目利用的冷能相当于每年为社会节约用电
197 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 1800 吨，约等
于 1年种植 1800棵树的环境效用，是典型的
绿色、循环、低碳经济。

中国海油方面介绍，未来公司还将继续
依托冷能资源优势，进一步探索液化天然气
冷链物流、蓄冷、冷能梯级利用等新技术，
为液化天然气冷能综合利用拓展出全新的应
用场景。

这不，最近大鹏LNG冷能制冰项目的新
版可行性研究报告即将推出。项目上的工作
人员畅想着：未来“大鹏冰”配“大鹏鱼”，为
中国百姓奉上一盘美味刺身。

▲在大鹏接收站冷能养
殖项目现场，冷水养殖的龙
虾长势良好。

◀大鹏接收站冷能养殖
项目所用的冷水为流动水，
确 保 鱼 类 保 持 良 好 活 跃 状
态。图为工作人员展示项目
养殖的鱼类。

本文配图均为王小可摄

不久前，全国首个液化天然
气冷能养殖示范项目在中国海油
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
正式出鱼。一批高经济价值的海
鲜在试养观察期内各项生长生理
指标稳定，有的已经迎来肉质最
为鲜美的时期。

液化天然气和海鲜，这看似
完全不搭界的两者是如何发生关
联的？有哪些妙处？日前，记者
前往中国海油广东大鹏LNG接收站
实地探访，看到冷能养殖背后的
绿色创想与科技实力。

◀在位于
广东省深圳市
的中国海油广
东大鹏液化天
然气接收站内
的冷能养殖示
范项目现场，
工作人员正在
查看水箱内海
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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