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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绿色产业标准  有效服务市场需求                 
—— 访全国生物基材料及降解制品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秘书长 翁云宣 

近年来，随着国际原油资源的日渐趋紧，石油供给压力增

大，生物能源产业、生物制造产业已成为全世界发展热点，其经

济性和环保意义日渐显现，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不断增强。

生物基材料被誉为朝阳产业，是利用谷物、豆科、秸杆、竹木

粉等可再生生物质为原料制造的新型材料和化学品等，包括生物合

成、生物加工、生物炼制过程获得的生物醇、有机酸、烷烃、烯烃

等基础生物基化学品，也包括生物基塑料、生物基纤维、糖工程产

品、生物基橡胶以及生物质热塑性加工得到塑料材料等。

由于其绿色、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等特点，正逐步成为引领

当代世界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又一新的主导产业。

近期全国生物基材料及降解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翁

云宣接受了本刊采访，就生物基材料及降解制品标准化发展情况

进行了介绍。

立足需求  科学合理规划 

翁云宣秘书长向记者介绍，全国生物基材料及降解制品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SAC/TC380）于2008年6月获批成立，并于2014年1月29

日进行换届。TC380工作范围主要为可再生生物质制作的生物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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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及可降解材料，包括通用方法、定义和术语等通用

标准，也包括以这些材料制造的材料及制品。秘书处承

担单位为北京工商大学轻工业塑料加工应用研究所。

2014-2016年，TC380立项的国家标准共11项，其中

2014年5项，2015年5项，2016年1项；应完成的国家标准

共10项，均按时或提前完成，项目完成率为100%。

技术委员会严格遵守有关规定，科学合理、公

开公正、规范透明、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及时分析

本专业领域标准化的需求，研究提出本专业领域的国

家标准发展规划、标准体系、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

目。在项目申报工作中，TC380均以召开全体委员工作

会议或网上投票等形式进行通报并征求意见，立项申

请新制定国家标准项目，国家标准审查委员的出席率

和投票率平均为88%。

TC380按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组织并负责本专业领

域国家标准的起草和技术审查工作，对所组织起草和

审查的国家标准的技术内容和质量负责。建立和管理

国家标准立项、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报批等相

关工作档案。TC380每年召开1-2次全体委员会工作会议

等，年会与行业协会的年会一起召开，不仅在专业方向

发展上和行业发展同步，而且制定的标准也得到了很好

的宣贯。

积极组织国家标准起草人员的培训，开展本专业

领域内国家标准的宣讲、解释工作；对本专业领域国

家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对存在的问题及时

向国家标准委提出处理意见。

标委会积极参与专业领域的国际标准化工作，参

与一部分国际标准的验证试验。有国际标准的方法都

一概等同采用，同时按照国际标准的测试能力和国际

同行签订了认可协议。

翁云宣秘书长介绍，标委会的工作经费单独核

算，国家标准制修订补助经费符合《国家标准制修订

经费管理办法》的规定，秘书处上级主管部门北京工

商大学给予了技术委员会标准化活动经费支持。

完善标准  促进技术开发

据了解，2016年，全球生物基材料产能已达3000万

吨以上，生物基聚对苯二甲酸二元醇酯、聚乳酸等新型

聚合物显示出很快的市场增长速率。生物基材料的应用

也正在从高端的功能性和医用材料向大宗生物基工业材

料转移。服装、垃圾袋、日用塑料制品、农用地膜等已

经实现应用。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生物基材料及原料

的合成技术不断创新，成本持续下降，材料的性能不断

提高，对传统石化材料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翁云宣秘书长说，我国的生物基材料产业发展迅

猛，关键技术不断突破，产品种类速增，产品经济性

增强，生物基材料正在成为产业投资的热点，显示了

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我国生物基材料及其原料的

总产量约550万吨，有数十条5万吨以上的生产线已经

或正在建设中。

为了促进我国生物基材料产业快速发展，“十二五”

以来国家各部委加强了对生物基材料产业发展的布局，科

技部已经实施了“现代生物制造科技专项”、“生物基材

料科技专项”等两个相关的科技专项规划，在863计划、科

技支撑计划中启动了两个重大项目，主要任务是关键技术

创新、提高生物基材料产品的经济性与应用性能。

从目前中国生物基材料行业发展来看，翁云宣秘

书长介绍，在“中国制造2025”中，生物基材料和纳

米材料等被一同纳入新材料前沿研究领域。吉林省从

2015年1月1日开始在吉林省范围内实施“禁塑令”，

推动生物降解塑料袋及其一次性餐具的使用；江苏省

人大初步通过了“江苏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在该

法中规定在餐饮等场所须使用生物降解塑料袋和生物

降解一次性餐饮具；国家发改委的生物基材料重大工程

项目，相继启动了长春、武汉、深圳等城市的示范应用；

生物降解地膜在新疆、云南等地进行了示范应用；生物基

3D打印材料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关注。2017年,中国工程院

启动了我国一次性塑料制品废弃物治理及生物降解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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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与发展现状重点咨询项目、国家发改委启动了“限塑

令”后续工作咨询项目、国家邮政局制订了邮政业封装

用品与生物降解胶带等标准。这些专项和政策的出台，

都对生物基材料及降解制品的标准提出了迫切需求。

但生物基材料和降解制品是一个新的产业领域，

起步较晚，多数产品处于产业化成长初期阶段，尚未

建立科学的标准和质量监督体系，缺乏统一的技术标

准和科学的检测技术与方法。少部分产品虽已制订了

标准，但尚不能适应产品品种增多和应用领域不断扩

大的需求，阻碍了对现有标准进行有效的宏观管理和

产品的推广应用，也影响了生物基材料产业的规模化

发展。建立生物基和降解材料及制品的标准体系，对

生物基和降解材料及制品的关键技术标准研究是必要

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效服务  推动产业发展

翁文宣秘书长介绍，生物降解塑料的概念自提

出以来，有关其提法和性能的混淆和怀疑就没有中断

过。根源在于长期以来产品厂商经常混淆视听，相关

部门却没有科学的测定方法和产品标准对他们进行约

束。公众由于缺乏相关知识，购买的生物降解塑料产

品其实还是用传统塑料制作的产品。

业内人士指出，实施国家标准推动生物降解塑料

应用，不仅增加了公众的环保意识，同时也带动了我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环境

竞争力。目前，降解塑料的研制开发十分活跃，并部分

进入工业化生产，但生物降解塑料及制品目前年生产能

力不到50万吨。我国每年塑料包装物用量在1500万吨以

上，这些包装物多数使用后都没有进行回收再利用，若

用可降解材料替代上述产品，缺口很大。因此，标准的

实施，将快速推动降解塑料产业的发展。

GB/T 19277.1、GB/T 19811、GB/T 28206、GB/

T20197仅国家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每

年接受样品在20批以上。从检测费用角度出发，标准

制定过程中我国建立了相应的测试装置，检验费用只

需国外检验费用的五分之一，节省了企业研发成本。

而GB/T 28206可堆肥塑料标准等同采用ISO 17088，

国家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依据此标准

建立的降解实验室及其测试能力分别获得了德国、美

国、日本有关机构的认可，国内企业将样品在国内检

测，每个样品测试费节省一半以上，每年节约检验费

百万元人民币以上。

武汉华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天安生物

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同杰良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华发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等企业分别获得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物质

高技术产业发展专项支持，其中依据GB/T 19277进行

的生物降解塑料检验报告就是其中必要的考察依据。

宁波天安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恒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中聚低

碳材料有限公司、深圳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苏

州汉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根据GB/T 28206实

施的检验报告，分别获得了美国、日本、德国相关机

构的认证许可，从而成功破解了绿色贸易壁垒。

此外，翁文宣秘书长还介绍，为了认真落实国

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提出的“研究制

定可降解农膜标准”的工作部署，国家标准委组织

全国生物基材料和降解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

了GB/T 35795-2017《全生物降解农用地面覆盖薄

膜》国家标准。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面覆盖薄膜，既具有普通地

膜保温、保墒的功能，又能经自然界微生物作用实现

降解，能够有效解决普通地膜残留带来的土壤肥力退

化、“白色污染”等问题。近些年，在新疆、甘肃、

云南、湖北、内蒙古、山东等地区开展的全生物降解

农用地面覆盖薄膜示范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GB/T 35795-2017《全生物降解农用地面覆盖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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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国家标准规定了农业中使用的全生物降解地面覆

盖薄膜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等，明确了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规格与规

格尺寸偏差、外观、力学性能、水蒸气透过量、重金属

含量、生物降解性能、人工气候老化性能等指标。和传

统地膜标准相比，二者力学强度指标基本一致，但是增

加了按照有效使用寿命的分类及其相应的老化检测指标

与检验方法、水蒸气透过量指标、重金属含量、生物降

解率等要求，其中生物降解率等指标与欧盟刚发布的生

物降解地膜等国外先进标准指标保持一致。

标准的制定，一方面可以规范生物降解农用地膜

的生产，促进农用地面覆盖薄膜产业的调整与升级；

另一方有利于推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的发展，减少土

壤污染，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意义。

与时俱进  对标国际标准

翁文宣秘书长认为，通过系统标准体系建立，一

些拥有自己知识产权、在国际上领先的产品不仅有国

家或行业标准，也可能会成为国际标准来促进产品走

向国际市场。因此，建立生物基和降解材料及制品标

准体系和制定重要标准，是我国生物质发展战略必不

可少的重要一环，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

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为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和循

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因此必须尽

快建立起一个既符合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基本规则，

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保护我国企业利益，增强国

际竞争能力，同时还能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

挑战的标准体系。TC380将紧紧围绕国家十三五规划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等内容，围绕国家发改委生物基

材料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内容，提出标准计划。

翁云宣秘书长强调，随着新《标准化法》改革的

深入推进，生物基材料与降解制品领域要持续优化推

荐性标准体系，要培育发展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发

展团体标准，最大程度地发挥生物基材料与降解制品

体现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作用，推进本领域的绿色

产品标准体系建设，与《中国制造2025》中新材料、

生物制造相关内容深度融合，以标准助力创新发展、

绿色发展，在本领域内更加有效推动标准联通“一带

一路”行动计划实施。

国际标准化方面，技术委员会一直积极参与国

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分别参与了ISO 14855-2和ISO 

19699-1国际标准的起草、验证工作，并在多次该标

准的国际讨论会议中做了相关报告。技术委员会也

按时参与国际对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参加了

ISO/TC61/SC5/WG22和WG23的工作会议。此外，2016

年技术委员会还受Narayan教授邀请参加了ISO/TC61

拟新成立的分委员会ISO/TC 61/AHG 1 Future SC on 

environment会议，讨论拟新成立的分委员会相关事宜，

该分委会目前已成立，并于2017年ISO/TC61年会期间召

开了SC14首次会议，标委会会后已经第一时间向国标

委申请该分委会的国内对口单位。

翁文宣秘书长说，有关生物降解塑料试验方法

已发布或正在制定的14项ISO国际标准中，已有9项

转化为国家标准，尚有5项未转化。总体上来说，我

国有关生物降解的标准工作和国际处于同步。目前最

重要的任务，是将制定的一些产品标准牵头转化为国

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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