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家发改委、生态环
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
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
通知》，对进一步做好塑料污染
治理工作，特别是完成2020年
底阶段性目标任务作出再动员、
再部署。那么，《通知》将会给零
售、餐饮企业带来哪些影响？

在今年年底塑料污染治理
的任务目标中，与零售、餐饮行
业相关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不可降解塑料袋。到今
年年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
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
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
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
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

通知明确指出，不可降解
塑料袋是指商场、超市、药店、
书店等用于盛装及携提物品的

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不包括
基于卫生及食品安全目的，用
于盛装散装生鲜食品、熟食、面
食等商品的塑料预包装袋、连
卷袋、保鲜袋等。

二是一次性塑料吸管。到
今年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吸管。通知明确了禁止范围不
包括牛奶、饮料等食品外包装
上自带的塑料吸管。

三是一次性塑料餐具。到
今年年底，地级以上城市建成
区、景区景点的餐饮堂食服务，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餐具。通知将目前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餐具的禁限品类明确
为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刀、叉、
勺，不包括预包装食品使用的
一次性塑料餐具。

此外，超薄塑料购物袋、一
次性发泡餐具、一次性塑料棉
签、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等
产品，也都与零售和餐饮行业
的日常经营相关。通知中的细
化标准充分考虑了行业实际和
生产供应情况，既增加了政策
的可操作性，也能保证政策稳
步推进。零售、餐饮行业将按
照有关要求，积极推动落实。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中对九
部门各自的工作都提出了明确
要求。比如，市场监管等部门要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工业和信息
化等部门要对企业进行产能摸
排，引导企业及时做好调整；商
务部门要加强对商品零售场所、
外卖服务等的监督管理。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赵凯表示，这些行动

将有力推动相关企业联动上下
游合作伙伴，协同打造绿色供
应链、推动供应链“端到端”（包
括品牌商到零售商、零售商到
用户）的绿色行动和绿色转型。

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张
丽君表示，细化标准充分考虑
了行业实际和生产供应情况，
既增加了政策的可操作性，也
能保证政策稳步推进。零售、
餐饮行业将按照有关要求，积
极推动落实。

张丽君介绍，对于今年年底
前要在部分地区和场所先行停
止使用的一次性塑料制品，行业
企业已经开始采取积极行动，形
成了一批切实可行的替代方
案。当前许多消费者已经养成
了自备购物袋的习惯，很多商超
可为消费者提供无纺布环保购

物袋；纸质购物袋替代塑料购物
袋也是多数企业的做法；一些书
店采用简易的牛皮纸包裹取代
购物袋也收到很好效果。一些
餐饮企业通过改造冷饮杯盖，用
自带饮嘴的杯盖代替“吸管+杯
盖”的组合。为了减少一次性塑
料刀叉勺的消耗，多数具备条件
的餐饮企业在堂食中采用可重
复使用的餐具。

张丽君透露，据统计测算，
今年年底阶段性目标涉及的相
关地区零售、餐饮领域，一次性
塑料袋、一次性塑料吸管和一
次性塑料刀叉勺的年消费量约
30万吨，无纺布、纸、竹木等替
代品的原料充足，可降解塑料
的年供应量约有40万吨，替代
产品产能可以满足消费需求。

（中国网）

明年起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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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工业氮肥的施用满足了农作
物的高产需求，同时也带来了土壤
板结、水体富营养化等环境问题。
如何利用生物固氮这种大自然提
供的绿色氮肥减少农业生产对工
业氮肥的依赖，是摆在研究者面前
的重要科学问题。

近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王忆平课题组发表论文称，他们揭
示了固氮酶相关机制并筛选出相
关突变体，有望构建出高效通用的
固氮酶系统。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
究所研究员林敏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何提高固氮效
率，扩大根瘤菌共生固氮的宿主范
围，实现主要农作物自主固氮，完
全或部分替代工业氮肥是当前生
物固氮研究的前沿，也是一个世界
性的农业科技难题。

国际研发聚焦三种技术路线

“在自然界中，某些原核微生
物在常温常压下通过固氮酶将空
气中的氮素转化为氨，这一过程称
为生物固氮，这类微生物称为固氮
微生物。”林敏说。

从1888年德国微生物学家赫
尔利格与维尔法思首次证明豆科
植物有固氮能力至今，生物固氮研
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林敏解释，在农业生产系统
中，根际是生物固氮及固氮菌与宿
主作物相互作用的主要场所，固氮
菌与宿主作物形成一个复杂的根
际固氮体系。根据与宿主植物的
关系，生物固氮可分为共生结瘤固
氮和根际联合固氮等类型。

“虽然共生结瘤固氮体系效率
最高，可为豆科植物提供100%的氮

素来源，但仅限于豆科植物，应用
潜力有限。而根际联合固氮体系
不能形成根瘤等共生结构，受根际
生物逆境(如病虫害)和非生物逆境
(如碳源不足、田间施肥氮抑制、干
旱、盐碱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非常
大，从而大大限制了非豆科作物根
际联合固氮在农业中的应用。”林
敏说。

当前，国际固氮合成生物学研
究发展迅猛。随着全球生物组学、
表观遗传学和合成生物学等前沿
理论与技术不断交叉融合，有可能
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生物固氮农业
应用的重大突破。

林敏表示，王忆平课题组的研
究成果通过将Nif基因直接导入真
核细胞中，用合成生物学方法，确
保活性固氮酶生物合成所需的组
分是稳定的，并以适当的化学计量
学方法表达。这种重建方法可能
有助于预评估Nif蛋白在植物中的
表达稳定性，并利用合成生物学攻
克真核细胞器中稳定固氮酶表达
的障碍，朝实现作物自主固氮的目
标迈出重要一步。

“目前国际上在此领域的研究
聚焦如下三种技术路线：一是人工
改造根际固氮微生物及其宿主植
物，构建高效根际联合固氮体系。
二是扩大根瘤菌的寄主范围，构建
非豆科作物结瘤固氮体系。三是
人工设计最简固氮装置，创建作物
自主固氮体系。”林敏说。

我国提出三阶段应用目标

虽然生物固氮研究有上百年
的历史，但迄今为止未能在农业生
产中广泛应用。

究其原因，林敏认为，首先，固

氮体系特别是表达调控系统非常
复杂。其次，两种根际固氮体系
——豆科作物结瘤固氮和非豆科
根际联合固氮体系，本身存在天然
缺陷，其受环境影响较大，田间应
用效果不稳定。合成生物学的出
现为生物固氮难题的解决提供了
革命性的技术途径。采用合成生
物技术平台，极其复杂的固氮系统
能实现模块化，集成作物固氮与抗
逆线路可弥补固氮体系的天然缺
陷，在田间应用中实现高效稳定的
节肥增产目标。

经过数十年几代科学家的努
力，中国生物固氮研究取得了世界
瞩目的成绩，为其在农业生产中应
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我国生物固氮及农业应用将分三
个阶段开展联合研究，3~5年的近
期目标(生物固氮1.0版)是克服天
然固氮体系缺陷，创制新一代高效
根际固氮微生物产品，在田间示范
条件下替代25%的化学氮肥；10年
的中期目标(生物固氮2.0版)是扩
大根瘤菌宿主范围，构建非豆科作
物结瘤固氮的新体系，在确保产量
的同时将化学氮肥用量减少50%；
15年的远期目标(生物固氮3.0版)
是探索作物自主固氮的新途径，在
确保产量的同时大幅度减少甚至
完全替代化学氮肥。”林敏说。

就在上个月，中国农业科学院
院级联合攻关重大科研任务“高效
固氮生物学基础与农业应用”正式
启动，将围绕高效生物固氮体系
“从0到1”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新一
代固氮微生物产品技术的创制进
行联合攻关。

（科技日报）

5年内占比25%，10年内占比提高到50%

替代工业氮肥，我国生物固氮应用有了“小目标”
1.巴基斯坦启动第二阶段国

家蝗虫防治行动计划。巴基斯坦
总理近日访问国家蝗虫控制中心，
并在蝗虫情况汇报会上批准了第
二阶段的国家蝗虫防治行动计
划。巴总理感谢中国、日本和英国
提供的技术和药械援助，表示蝗灾
与疫情叠加对巴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政府将不遗余力加强防控，并
将向受影响的农民提供补偿。

2.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巴基斯
坦开普省分发种子包。在美国国
家开发署的支持下，FAO已经开始
向1.6万户脆弱家庭分发作物包。
每户将收到玉米种子25公斤、葵花
籽1.5公斤、红豆5公斤、四季豆10
公斤。美国国际麻醉品和执法局
也正在向2000人分发作物包，以帮
助地方社区恢复农业生产。

3.欧委会批准了立陶宛4750
万欧元的国家援助计划。该计划
的目的是解决农民的流动资金需
求，并帮助他们在疫情期间和之后继续开展活
动。援助采取直接拨款750万欧元和用于贷款利
率补贴4000万欧元的方式拨付，支持受疫情影响
的生猪、蔬菜和水产产品生产和加工的企业。

4.中国需求推动巴西猪肉和鸡肉出口增长。
巴西动物蛋白协会（ABPA）15日表示，新冠肺炎疫
情并未对巴西肉类生产造成影响，预计今年猪肉
产量425万吨，同比增长6.5%；鸡肉产量1380万
吨，同比增长4%。在对华出口强劲推动下，预计
猪肉出口100万吨，同比增长33%；鸡肉出口445
万吨，同比增长5%。今年上半年，已完成对华猪
肉和鸡肉出口60万吨。

5.美国农业部更新2020/2021年度主要农产
品供需预测。预计全球谷物总产27.303亿吨，比
上年增2.4%，油脂总产6.042亿吨，比上年增4.7%，
棉花总产1.163亿包，比上年减5.4%；美国谷物总
产4.509亿吨，增8.0%，油脂总产1.229亿吨，比上
年增14.8%，棉花总产1750万包，比上年减12.1%。

6.日本暴雨造成农业受灾损失已达241亿日
元。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截至15日，暴雨造
成受灾地区农林畜牧水产业损失已达241亿日
元。其中，农作物受灾损失达到14.3亿日元；饲养
业约10万（羽、头）以上的鸡、牛等牲畜死亡，饲养
设施受损；农田及农用设施损失额达到56.8亿日
元；林业损失额达到168.7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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