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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朝阳区高安屯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嘉博文餐
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数十台有机垃圾生化处理
机在昼夜不停地吞食、消化着北京餐桌和厨房每天产
生的残羹剩食和厨余废料。

这些机器每天处理能力大约相当于朝阳区 400万
人口产生的餐厨废弃物，经过 10 小时的微生物发
酵，产出柔软疏松、形似木屑，几乎无味的高品质生
物腐植酸肥料。“这些肥料被送往北京郊区昌平的草
莓园和苹果园，产出的果品售价可以达到同类的4 至
5 倍。”于家伊说。

嘉博文是一家专注于有机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土
壤修复、土壤肥力提升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生态有
机农业全程解决方案服务商，全球清洁技术 100 强，
中国农化服务 100强，中国专利金奖获得者，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首批创新型企业。

走进嘉博文餐厨处理中心，但见车间分作两部分
——餐厨废弃物分拣车间和发酵车间。当天收运的餐
厨废弃物被及时送往工厂，在分拣车间经过约30分钟
筛除诸如塑料餐盒等无机杂质后，被直接送入生化处
理机，混合万分之一的微生物转化剂和农业废弃物
调整材进行高温好氧发酵。

“每台机器的发酵过程都在中央监控室的实时监
控之下，这可以确保我们生产出来的生物腐植酸产品
保持高度统一的高品质，例如有机质的含量在80% 以
上。”于家伊解释说。如果满负荷运转，嘉博文的这
座工厂每年的生 物腐植酸产能可达8万吨，是目前中
国最大的、以餐厨废弃物为原料的生物腐植酸肥料工
厂。

作为土壤碳元素调理剂的腐植酸无疑是个宝贝。
在土壤中，它犹如有着特别吸附能力的海绵，一方面它

的空隙结构可以有效地增加土
壤的持水能力；另一方面，它含
有带负电荷的阴离子，可以轻
松吸附植物所需要的各种以阳
离子形态存在的营养元素，如
钾、镁、锌等。

嘉博文着眼于大循环、全
利用的思想，利用自主研发的
生物装备和集成技术，将有机
废弃物快速定向腐殖化，生产
生物腐植酸肥料，取得中国第
一个以餐厨废弃物为原料的国
家级肥料登记证，荣获了中国
固废资源化利用行业的第一个
专利金奖，通过了色瑞斯国际
有机产品认证，成为我国安全
级别最高的有机类肥料。能解
决农业单纯依靠施用化肥带来
的土壤退化、农业面源污染等
问题，对我国土壤改良、食品
安全、农业减排意义重大。

利用有机废物堆肥，并回馈土壤，是目前国际上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主流趋势。但传统堆肥一直存在三
大技术难题：腐殖化效率低、产品质量差和二次污染
控制难。荣获2014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的有机废
物生物强化腐殖化及腐植酸高效提取循环利用技术是
嘉博文的看家本领。这项技术首次提出了有机废物限
制矿化、高效定向腐殖化的新思路，创新了规模聚集
下的有机废物有机质高效利用的模式，破解了传统有
机肥难以进入主流通道的难题。

进入今年元月以来，湖北省十堰市伟超家庭农场
每天都人来车往、热闹非凡，尽管这里的草莓价格已经
涨到了每斤 50块钱，但仍有很多人因没买到草莓而不
愿意离去。看着每天接近10万元的进账，农场老板刘超
每天都笑呵呵的，见人就说：“是北京嘉博文的技术和
生物肥支持，才使我的农场在十堰市
近百家草莓种植园中独占鳌头。”

伟超农场于 4 月底实验性的种
了10亩西瓜，每亩使用嘉博文生物
肥 500 公斤，把过去使用的化肥全
部停了下来。7 月上旬，这批西瓜
就因皮薄、味甜、水分足，加上香
气浓郁，一上市被抢购一空。尝到
甜头后，伟超农场于 9 月份一次性
拿出 200 亩土地，邀请嘉博文公司
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办起了鄂西北
地区最大的草莓采摘园。随后，伟
超农场干脆与嘉博文公司合作，把
自己的农场变成了嘉博文公司在南
水北调水源地的有机种植基地。

12 月底，伟超农场首批草莓出
棚，个头硕大、色泽红艳、香气扑
鼻、入口即化的特点，使伟超农场
当即成为十堰市高端草莓的代名

词，现在，当地常规种植的草莓每斤只卖 10元左右，
但伟超采摘园的草莓卖到50元一斤仍供不应求。

不光在湖北，嘉博文的健康土壤培育技术与产品
已经在北京、南京、成都现代都市农业以及中国最大
的蔬菜基地山东寿光、中国最大的葱姜蒜出口基地安
丘等全国十省市的20多种水果蔬菜中广泛应用，连续
8年100多万亩，培育了昌平草莓、昌平苹果、安丘出
口基地等一批优质农产品基地，在沃土、增产增收、
改善农产品品质、带动农业减排方面取得显著经济社
会效益。

北京以外，嘉博文还在成都、南京、广州、乌鲁
木齐等9大城市建设了14个规模化的餐厨废弃物资源
化处理厂，设施处理能力达到每年82万吨，生物腐植
酸肥料产能达到50万吨，位居全国第一。

如果土壤有机质每提升 0.1 个点，自然休耕需要
79年；每亩投入1吨绿肥鲜草需要5年；每亩投入1.5
吨普通有机肥需要 2 年；而每亩投入 0.4—0.5 吨嘉博
文高有机质有机肥料，则仅需 1年，且土壤的重金属
含量还符合欧盟有机标准。于家伊表示，沃土固碳让
有机质从土壤中来再回土壤中去。这既是嘉博文发展
的理念，也是这一成果的意义所在。

嘉博文用一种产业思想，共同服务于环境产业及
农业产业两方面。当初考虑做垃圾资源化的时候，嘉
博文就认定了资源化的产品进入农业体系要符合农口
标准，所以他们与农业部门一同制定
产品标准，并通过技术上研发，保证
了产品的稳定性。

对此，于家伊做了进一步的阐
释：“我们首先服务于环境产业。”于
家伊说，“然而，我们要实现废弃物的
资源化利用，就要跟下游的农业产业
链相兼容。而下游是有一套标准化的
评价体系存在的，它是专门指向产品
安全性的品控体系。正因为嘉博文达
到甚至高于品控指标，嘉博文的产品
才得以顺畅地服务于下游产业。”

“国家的产业循环遵循自身的规
则。上游的环境产业与下游的农业产
业都有一条固定的‘频道’。”于家伊
说。环保部要求垃圾处理做到“无害
化、减量化”，而农业部要求农资产品

必须做到安全、稳定、可靠。因此，如果要想做到资
源化，就需要在产业之间建立起标准化的频道体系去
对接。建立一项标准，搭建一个服务平台，这是嘉博
文创办以来一直努力的事情。

在此基础上，嘉博文还致力于有机废弃物资源循
环利用全产业链打造。上游与环保企业、食品加工企
业、养殖企业对接，下游与传统农资企业、绿色有机
农产品生产基地对接，通过产品利益链的传递，走出
了一条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产业与资本融合创新之
路，开创了有机废弃物可持续处理新模式。

变垃圾为肥料

破解传统堆肥难题

推动标准制定推动标准制定

广州餐厨废弃物循环处理试点项目 （资料图片）

土生万物，万物归土。
华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运用

趋利避害的农时观、辨土肥田的地力
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通过对土壤的精耕

细作和废物循环利用，实现了“仓廪实”的愿
望。如今，传统的方式已经跟不上现代的节奏，
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博文）借助
科技的创新，让有机碳重新回归土壤，用科学让
古老的农耕文明焕发新生。

刚刚获得2014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的嘉博文首席执行官于家伊说：“我们

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古老的农耕文明
插上科技的翅膀。”

舌尖上的生态循环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助力北京嘉博文科技有限公司“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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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舌尖上的生态循环生态循环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助力北京嘉博文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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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高安屯餐厨废物资源化处理厂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