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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跨界要知己知彼

吉蕾蕾

朗坤集团专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构 建 生 物 柴 油 全 产 业 链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当前，随着垃圾分类政策下沉、“无废城

市”建设提速，生物质废弃物处理行业处于

快速发展时期。专注生物质废弃物处理行

业的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朗坤集团”），在生物资源再生、生物

能源等领域持续推进技术创新，让生物质废

弃物变废为宝，逐渐成长为国内较大的生物

科技资源化企业。

依托在广州、深圳、中山等城市建设的

生产基地，朗坤集团构建起从上游废弃油脂

收运到中游加工制备，再到下游绿色能源产

品应用的生物柴油全产业链。截至 2023 年

底，朗坤集团生产的生物柴油通过替代石化

柴油，累计实现碳减排超 77.71 万吨。

实现变废为宝

在朗坤深圳生物资源再生中心的智慧

收运平台监控室，工作人员正熟练地操作系

统、监控数据，只见屏幕上的地图密密麻麻

布满了图标，覆盖了深圳的大街小巷。每天

各个收运点都有朗坤集团的收运车辆如期

抵达，收集废弃的生物质资源，并运送至各

大生物资源再生中心进行集中处理，生产出

生物柴油、清洁电力、沼气等可再生能源产

品，还可以进一步开发出乳化剂、增塑剂、表

面活性剂等多种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被广

泛应用于能源、化工领域。

“朗坤集团成立于 2001 年，早期以环境

工程业务为主，承接了深圳市多个大型垃圾

处理项目，在污废水处理领域也取得了不错

的成效。”朗坤集团董事长陈建湘表示，“随

着污水处理市场接近饱和，公司开始尝试转

型。通过对环保行业进行深入分析后，公司

认为随着垃圾分类政策的推广，生物质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领域将大有可为。”

早在 2007 年，朗坤集团就专门成立了餐

厨有机事业部（现为生物资源再生事业部），

正式启动针对生物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

系统研究和技术开发，随后相继研发出厌氧

微生物技术、微生物除臭技术、生物酶法技

术等多项生物技术，实现了对废弃油脂、餐

饮垃圾、厨余垃圾等生物质废弃物的深度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

“地沟油含有大量黄曲霉素，颜色、气味

都与花生油类似，透明度也一样，肉眼很难

区别。废弃食用油脂不妥善处理，如果回流

到餐桌，将产生食品安全隐患。”据朗坤深圳

生物资源再生中心总经理冷发全介绍，朗坤

集团自主研发的生物酶法工艺，通过生物酶

催化、精馏等精加工工序，将废弃油脂原料

（其成分为甘油三脂）转变为生物柴油（主要

成分为脂肪酸甲酯）、甘油产品，生物柴油获

得率达 90%以上。

“脂肪酶作为一类生物酶，可以高效地

催化转酯化反应和酯化反应，且原料适用性

强，对脂肪酸及含水量无要求。因此在生产

过程中，不容易产生废水，能够在常温常压

下进行反应，对环境无污染，是一种绿色高

效的解决方案。”冷发全表示，朗坤集团生产

的生物柴油在热值、燃烧功效等方面，均与

普通石化柴油相近，是绿色清洁能源。生物

柴油沿产业链向下游延伸，还可以进一步开

发出乳化剂、增塑剂、表面活性剂等多种高

附加值产品，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不断推进研发与创新，是朗坤集团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陈建湘介绍，朗坤

集团将创新视为核心驱动力，努力用生物科

技解决环境问题，在深度资源化利用、碳减

排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如今，朗坤集团

每年的碳减排量约为 180 万吨，碳减排履责

能力持续提升。

截至目前，朗坤集团共有 170 项专利，其

中发明专利 14 项，实用新型专利 156 项。通

过生物酶法工艺生产的生物柴油已通过多

重 认 证 ，业 务 拓 展 至 欧 洲 、东 南 亚 等 海 外

市场。

拓宽发展路径

依托研发与创新取得的成果，朗坤集团

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地布局了 30 多家

生物资源再生中心，为当地提供一站式的生

物质废弃物处理解决方案，并凭借原料收运

优势和先进的生产工艺，成为华南地区较大

的可持续燃料供应商。

2019 年投产运营的朗坤集团广州资源

再生中心是一个生物质废弃物综合处理项

目，每日处理总规模达 2040 吨，通过对餐厨、

厨余、废弃油脂等多种生物质废弃物协同处

理，生产生物柴油、清洁电能和沼气等产品，

每年碳减排量可达 53 万吨。

“在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上，朗坤集

团注重对各类生物质资源的系统性管理和

深度利用，不断增加

产业链附加值。”陈建湘

说，朗坤集团创新实施的

生物资源再生中心模式可节约土地资源，便

于集中管理，同时也可不断提升生物质废弃

物的处理和利用效率，解决了传统解决方案

中设备运行不稳定、臭气扰民、处理费用高

的弊端。

例如，面对传统厨余垃圾预处理技术中杂

质分离难、有机质损失大等难点，朗坤集团自

主研发出超高压分离技术，可有效实现最大化

提取厨余垃圾中的有机物，并分离成干湿两

组。经过预处理后形成的干组物质平均含水

率小于或等于 65%，可与生活垃圾协同焚烧

发电；湿组物质经过进一步除杂后有机质含

量高达 95%，使资源化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2023 年，朗坤集团中标北京市通州区

有机质资源再生中心项目，这是北京城市副

中心垃圾分类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朗坤

集团北京公司总经理冯欣诚说，该项目设计

每日处理总规模为 2100 吨，每年碳减排量可

达 50 万吨。

冯欣诚表示，朗坤集团还将从工艺设

计、建筑施工、运营管理、碳减排量、经济效

益等方面着力，积极将项目打造成为生物质

废弃物处理领域标杆，不断优化城市垃圾末

端处理体系，持续提升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置能力和城市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加快智能化转型

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推进产业智

能化发展是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朗坤集团加大生物

科技研发投入力度，在创新体系建设、人才

引进、跨界合作上持续发力，积极推动企业

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

“智能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

业生存和发展的‘必修课’。”朗坤集团副总

裁周存全表示，朗坤集团自成立起，就在不

断探索智能化发展，筹备将智能化和数字化

运用到传统项目经营上。

“2020 年，朗坤集团成立产业数字化事

业部，通过两年多的研发与应用，降本增效

取得明显效果。”周存全说，以朗坤深圳生物

资源再生中心为例，该项目餐厨垃圾日处理

量最高可达 600 吨，厂区有收运车辆 33 辆、

司机及收运工 89 人，平均每日收运 1600 个

产废点。2021 年 7 月，朗坤集团数字化收运

系统在该项目投入使用，仅在 3 个月之内，便

通过智能操作实现每月节约人力成本近 14

万元；通过固定收运频率、精准安排收运任

务，每日应收任务覆盖率实现了 100%；通过

经纬度计算和线路规划，每辆车每日减少行

驶里程约 12%，每月节省油费近 1.8 万元；通

过增加商户端小程序，使商户可以预约收

运、催收及投诉不规范作业，让监管端投诉

率下降 90%。

据周存全介绍，朗坤集团的智慧收运系

统由 2 个业务系统及 3 个支撑系统协同运作

组成，面向餐厨收运处理行业、政府客户，围

绕投放端、收运端、运营端提供综合服务。

通过数字化管控产废源头、垃圾分类、收集

运输及园区处理等全流程，有效防止废弃油

脂等资源化垃圾外流，为“无废城市”的建设

提供解决方案。

朗坤集团还建有工艺设计研究室、机械

设计研究室、管道设计研究室、热力资源设

计研究室和微生物实验室等企业创新平台，

目前正在谋划建设北京生物智造科创中心，

着眼未来研究开发新产品，探索新技术和新

材料应用。周存全表示，朗坤集团将持续推

动生物科技领域技术创新，进一步开展相关

研究，为能源、化工等领域提供更多绿色清

洁、可再生的生物能源。

前不久，长沙邮政与茶颜

悦色联名发行了龙年限定邮

票，当地茶颜悦色门店的消费

者可以用会员积分兑换邮票。

这一跨界创新举措既拉近了与

新一代主流消费群体的距离，

又彰显了服务大众的品牌内

涵 ，吸 引 了 众 多 消 费 者 前 往

打卡。

近年来，跨界联名已成为

一种常见的商业模式。从传

统老字号到互联网科技公司，

从食品领域到交通行业，几乎

所 有 行 业 都 进 行 了 尝 试 、探

索，在此过程中一些行业的经

营模式被不断打破、重塑。比

如，瑞幸咖啡与飞天茅台、奈雪

的茶与东阿阿胶、闲鱼和宏光

MINIEV 第三代等，都属于较

为成功的跨界案例。

通过跨界营销，有助于企

业开拓新的市场，进入新的成

长 区 ，不 失 为 有 益 的 营 销 手

段。但在现实中也不时见到

跨界“翻车”的案例。如何在

跨界潮中掌握主动、避免“踩

空”，确保既“跨得出”又“跨得

好”，是企业必须深入思考的

问题。

本质上，跨界是资源的整

合，通过品牌与品牌的合作、产

品与产品的联合，互相借势，相

互成就。因此，跨界之前要深

入研究，做好“知己”和“知彼”

两门功课。

首先是“知己”。企业跨界

要始终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

保持品牌定位的一致性，才能

确保核心竞争力的延续性。只有将核心竞争力与全新的市

场 需 求 有 效 对 接 起 来 ，企 业 才 能 在 跨 界 竞 争 中 真 正 赢 得

主动。

其次是“知彼”。企业不仅要了解自己的优势，还要“读

懂”合作伙伴，深入了解对方的特点，共同开发出既能体现各

自特色又能吸引消费者的新产品或服务。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型消费蓬勃发展。企业跨界也要

紧跟消费领域变化，主动求新求变，在品牌战略和用户需求

基础上坚持创新，找到新的增长曲线，创造出更多的商业

奇迹。

江西小马奔腾公司推动数字化赋能产教融合——

探 索 未 来 学 习 新 模 式
本报记者 刘 兴

在南昌市虚拟现实 VR 科普基地，江西小马奔

腾影视科技有限公司的元宇宙智慧课堂上，学生们

头戴 VR 设备、手握操控手柄，进入虚拟空间，体验

“触手可及”的天文地理科普知识。“未来的学习将是

主动、沉浸、个性的，‘VR+教育’市场前景广阔、大

有可为。”江西小马奔腾影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

诚说。

近年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助力教

育领域实现数字化转型。VR 影视的独特性应该如何

展现？怎样用 VR 影视更好地赋能教育？胡诚有一

次 在 上 海 出 差 时 ，了 解 到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教 授 在 做

“VR+教育”课题研究。于是，他萌生出将课题落地的

想法。

此前，国内关注“VR+教育”的企业不在少数，不

过真正能落地到学校的却不多。胡诚说：“沉浸和交

互式体验是 VR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利用 VR

技术解决教学痛点的同时，还要形成课程体系，这样

才能得到学校的认可。”

顺应素质教育发展的需求，江西小马奔腾公司

开始打造元宇宙 VR 科技课后服务项目，迅速组建

起一支由 VR 全景效果制作、课程体系研发、教师团

队组成的科学研发团队。

江西小马奔腾公司研发团队三维动漫设计师艾

勇介绍：“为了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一个课程从研

发到落地往往需要两个多月时间。”课程项目由华东

师范大学专家学者领衔课程体系搭建，华东师范大

学博士团队主力开发相关课件脚本内容，再由小马

奔腾影视团队负责呈现 VR 全景效果。经过反复打

磨和测试，团队已开发出“科普教育、光影绘画、数字

美育、劳动实践”等 120 多节课程。2023 年，公司的元

宇宙 VR 科技课后服务项目在南昌两所学校进行试

点，并取得较好效果。

身临其境的沉浸感是 VR 的特点，交互和角色

扮演则是智慧教育的优势。艾勇介绍：“不同于传统

视频的拍摄制作，VR 视频中操作、视角、角色表现都

需要花很长时间进行打磨，互动内容策划更是十分

考验经验技术。多年来，公司团队凭借立体、互动、

模拟、实验、特色这五大技术优势，打造了多套课程

体系。”

在具体课程中，学生通过 VR 全景能直观地了解

动植物的生存、迁徙、栖息、成长等壮观景象；通过学

习运用光迹涂鸦特效，提升对光影流动的敏感度，以

多重方式开拓思维。比如，学习《望庐山瀑布》，低年

级学生可以借助 VR 工具穿越瀑布，身临其境感受庐

山瀑布雄奇壮丽的景色；高年级学生利用 VR 技术，

能够更安全地进行物理、化学实验，避免真实实验过

程中的安全隐患。

在胡诚看来，不光是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更需

要结合 VR 技术开展专业技能培训。构建数字化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体系是大势所趋，也是智慧教育产业

发展的蓝海。

胡诚表示，公司一直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重视产

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经过多年的努力，已逐步构建起

较为完善的研发体系，取得了不少技术创新成果。未

来，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研发方向，通过团

队研发和技术突破，持续推动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领

域的应用和发展。

江西小马奔腾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元宇宙智慧课程江西小马奔腾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元宇宙智慧课程。。

王王 川川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厨余垃圾预

处理车间。 （资料图片）

在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成学实验室

里，研究人员正在做实验。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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