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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沟
油
公
交
车
的
春
天
有
多
远
？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刘静

家住上海市虹口区运光新村的李
先 生 最 近 突 然 发 现 ，他 经 常 乘 坐 的
123 路公交车车身位置多了“本车使
用的是含有 5%~10%地沟油制的生物
柴油”醒目字样。他打听之后才知道，
这是上海市尝试将地沟油循环利用、
变废为宝的新举措。

“公交车‘喝’上地沟油，不仅可以
防止地沟油回流餐桌，还可以减少大
气污染物的排放，真是一举两得的好
办法。”李先生告诉记者。

自从 2013 年 12 月以来，上海市就
开启了将地沟油变废为宝的科研及试
用进程，让公交车“喝”上地沟油的示
范应用课题也开展至今。

从刚开始的 1 辆公交车，逐渐变

为 5 辆、20 辆、50 辆、88 辆、104 辆……如
今，这些“喝”上地沟油的公交车干劲十
足地行驶在上海街头，已成为一道令人
瞩目的独特风景线。

记者获悉，截至 2014 年年底，上海
市“喝”上地沟油的公交线路已经拓展到
了 10 条，累计行驶里程达到了 232.6 万
公里。

有业内专家表示，如果这项措施能
得到进一步的政策扶持，并在全市范围
内推广开来，上海市每年产生的地沟油
全部加工转化成新型混合柴油，可供全
市 6成公交车使用。

而公交车“喝”掉全部的地沟油后，
不仅可以减少人们对地沟油重新回流到
餐桌的担忧，还能有效减少公交车尾气
中一氧化碳的排放，有助于改善城市大
气环境质量。

上海相关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明确餐厨废弃油
脂要优先供应“地沟油公交项目”，距楼狄明那封
信寄出还不到百日

一封信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

2013 年 4 月 23 日，同济大学汽车
学院教授楼狄明试着给上海市食品安
全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上海市食安
办”）写了封信。

就是这样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却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楼教授的
一项科研成果“走”出了实验室，成功
迈向社会。

原来，7 年前，楼狄明教授参与的
“生物柴油组分及汽车匹配技术研发”
课题，成为国家“十一五”期间的“863”
计划课题。没过多久，课题项目组就
攻克了生物柴油混合柴油燃料与发动
机匹配的关键技术。

“这项技术并不需要改变发动机
的结构，由生物柴油和矿物柴油按一
定比例掺混的混合燃料，也能让柴油车
跑起来。”楼狄明告诉记者，与纯矿物柴
油相比，混合燃料在经济性、动力性和发
动机损耗等指标上的差距也极小。

楼狄明还表示，与纯矿物柴油相
比较，由地沟油转化的生物柴油还具
有十六烷值高、硫含量低、润滑性好、
可再生性好等特点，是理想的纯矿物
柴油补充燃料。

2012 年，课题成果“混合柴油燃
料车用关键技术及应用”夺得了上海
市 2012 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

尽管获得了科技界的认可，但这
样的技术在得奖之后却只能“养在深
闺人未识”，仅仅停留在实验室中，未
能成功实现转化和应用。

影响研究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因

素，就是生物柴油本身。楼狄明说，许多
企业在听完他对这些技术的介绍后，就
往往会问：“那么多车，要有源源不断的
生物柴油供应。这么多的生物柴油该去
哪儿找？”

没过多久，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
2013 年 3 月 1 日，《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
处理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明确了全市餐
厨废弃油脂资源化利用、市场化运作、闭
环式管理的基本要求。

“忽如一夜春风来”，在得知上海市
食安办正牵头在上海市的餐饮单位中推
广油水分离器后，楼狄明眼前一亮：如果
全上海的餐厨废弃油脂经正规渠道收运
上来，何愁没有生物柴油？

很快，写满整整 4 张 A4 纸的“地沟
油公交可行性报告”的信发到了上海市
食安办。

两周时间不到，楼狄明就接到了上
海市食安办主任阎祖强的电话；又过了
两周，相关监管部门组成的调研组敲开
了同济大学汽车学院的大门，找到了楼
狄明，探讨如何将餐厨废弃油脂转变成
生物柴油。

2013 年 8 月 1 日，上海市食安办、上
海市绿化市容局、上海市食安联合会、同
济大学、上海华谊集团和上海中器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上海市餐厨废弃
油脂循环利用六方合作协议》，明确全市
收集的餐厨废弃油脂要优先供应“地沟
油公交项目”。

此时，距离楼狄明那封信寄出还不
到 100天。

从经济性看，地沟油制混合柴油油耗仅比纯矿
物柴油多 1~3 个百分点；从环保效应看，车辆动力
基本不减，颗粒物排放降低

地沟油公交“实战效果”如何？

“地沟油公交项目”看似前景明
晰，但首先还得有公交公司愿意拿出
一定数量的公交车进行先期试验。

“刚开始，我们也有不少顾虑。”上
海市巴士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坦言，一辆巴士的发动机动辄十
几万元，地沟油制生物柴油质量若不

过关，发动机就有可能报废。此外，每辆
公交车还都肩负着很重的营运任务，拿
营运车辆试验，要是试出故障来，将打乱
日常的营运秩序。

“到时如果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
巴士集团就是‘好心做坏事’，满腹委屈
无人说。”这位负责人说。

有专家表示，政府应对餐饮单位支付一定费用，
确保地沟油回收纳入正常渠道。目前，上海已对全
市地沟油回收体系进一步完善

如何保证地沟油有效回收？

除了公交车“喝”掉了的部分，上海
市其余的地沟油都去了哪里？

据上海市食安办有关人士介绍，目
前，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申报单位已达
3.23 万户，申报率达 94%左右，大中型餐
饮企业基本实现了申报全覆盖。

此外，上海市有两个专门处理地沟
油的企业，经处置的地沟油制成一定比
率的混合柴油，还可供锅炉燃烧、垃圾焚
烧使用。沿海省份一些渔船也开始“喝”
上了这种混合柴油。

由于上海市消化处理地沟油的能力

有限，在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的许可和监
管之下，目前还有部分地沟油被当作化
工原料，运往周边省份日化加工厂进行
深度加工。

为 了 增 强 对 地 沟 油 回 收 的 管
理 ，目 前 上 海 已 经 采 取 了 电 子 化 监
管措施，全市 8 个区、县已经有 8000 多
家 餐 饮 单 位 安 装 上 了 电 子 化 计 量 和
监管系统。

上海市容绿化局除了使用电子眼对
末端处理企业实施回收和运输的全程监
管外，还派驻了协管员，24 小时在工厂

内实施监管。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市地沟油

的回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强制回
收。由于不少餐饮单位额外增加了人
员投入，也增加了成本，导致回收地沟
油的积极性并不高，这也可能会使一
些偷偷摸摸从事回收加工地沟油的

“油贩子”有机可趁，私自加工。
有关专家表示，餐厨废弃油脂向

生物柴油转化混合后作为公交车的燃
料使用，可以有效实现地沟油的闭环
管理。既然地沟油有一定 的 经 济 价
值 ，政 府 就 应 对 提 供 地 沟 油 的 餐 饮
单 位 支 付 一 定 的 费 用 ，确 保 地 沟 油
回收纳入正常渠道，避免落入“油贩
子”手中危害社会、破坏环境。

目前，上海市在这方面已经迈出
了步伐。据悉，今年上海市食安办、上
海市绿化市容局已经准备联合申请一项
地沟油整治的专项基金，监管部门可以
根据电子系统中记录的餐饮单位回收
地沟油数量，予以相应的专项奖励。

相关扶持政策不明确、行业标准缺乏，制约着
“地沟油公交项目”的全面推广。目前，相关混合油
标准及补贴机制正在制定中

地沟油公交走向市场面临哪些挑战？

随着试点车辆增加到 100 辆，意味
着上海市地沟油用于公交车的实验阶段
已临近尾声，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地
沟油公交项目”一旦向市场全面推广开
来，则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楼狄明告诉记者，仅靠签署《上海市
餐厨废弃油脂循环利用六方合作协议》
的 6 个单位和上海巴士集团的参与，还
远远不够。如果没有相关政策的配套支
持，要想推动“地沟油”实现从收集、运
输、末端处置、运用的闭环管理，在公交
车上大范围使用，将会困难重重。

首先，在试验阶段，需要解决的是科
研经费问题。

据 介 绍 ，100 辆 公 交 车 如 果 连 续
“喝”上 1 年地沟油，成本就已不菲。以
每车日均行驶 200 公里、每百公里消耗
混合柴油 40 升、每升混合柴油成本 7.14
元计算，需花费 2000 多万元。去除矿物
柴油成本，公交公司要为“地沟油”额外
多掏 100多万元。

上海巴士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这
些额外多出的费用如果全部由巴士集团
承担，并不合理。

对于这一情况，上海市科委在经过
详细了解之后，立即组织了评委会进行
考察评估，成功引导了“餐厨废弃油脂制

生物柴油混合燃料在柴油公交车示范应
用”课题的设立，课题组申请到了 500 万
元科研经费。

其次，需要制定明确的扶持政策。
记者获悉，2015 年，上海市“喝”上

地 沟 油 的 公 交 车 辆 有 望 扩 大 至 1000
辆。由于地沟油处理成本较高，进一步
推广则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目前
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

使用矿物柴油，超出 3.5 元/升以上
的成本，公交公司可享受政府的财政补
贴。而使用地沟油制混合柴油，其成本
比前者多出 1 倍，如果没有扶持政策，地
沟油公交车还是上不了路。课题组经调
研后发现，如果上海市将混合柴油全部
用于公交车使用，公交车用油品补贴每
年就需增加 5.8亿元。

记者调查后发现，2014 年 11 月底，
国家能源局就发布了《生物柴油产业发
展政策》，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废弃油脂为
主、木（草）本非食用油料为辅的可持续原
料供应体系，规范生物柴油生产与推广应
用，构建“地沟油”资源化利用主渠道。

这项产业政策还提出，要鼓励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区域推广使用生物柴油，并鼓励公交、环
卫等政府管理的车辆优先使用生物柴油

调和燃料。
国家出台的这项产业政策，明确

提出要对生物柴油按照国家规定给予
税收政策支持；对生产原料中废弃油
脂用量所占比重符合规定要求的生物
柴油，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其他
有关增值税、消费税税收优惠政策。
楼狄明说，这对地沟油用于公交车燃
料，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国家政策扶持之后，上海市
也主动开展相关政策研究。记者了解
到，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已经设计
了地沟油用于公交车相应的价格补贴
机制与方案，一旦获批通过，对处于观
望中的众多公交企业无疑是一针“强
心剂”。

最后，缺乏相关的行业标准。
据记者了解，目前供柴油公交车

使用的地沟油制混合柴油，还面临着
“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比如，应该按
照怎样的比例来“调和”地沟油制生物柴
油和矿物柴油？地沟油制混合柴油的生
产、销售和使用环节需要怎样的条件
和资质？由于没有标准可供参照，很
多想加入进来的企业踌躇不前。

对于这一问题，上海市质监局、上
海市经信委在经过详细调研后，目前正
着手指导相关单位和部门研究制定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要求的相关标准体系。

记者还获悉，上海市《餐厨废弃油
脂制生物柴油调合燃料（B5）（B10）》
初稿目前已完成，B5 标准已提交专家
评审，B10 标准将于今年 6 月完成。届
时，地沟油循环利用将迈上一个新的
台阶，迎来发展的春天，“喝”上地沟油
的 上 海 公 交 车 将 会 稳 稳 当 当 驶 向
远方。

地 沟 油 除 了 能 用 到 公 交 车
上，还能用于哪些领域？

实际上，早在 2012 年，地沟
油制生物燃油就已用于航空领域
了。当时上海一家公司为荷兰皇
家 航 空 提 供 了 1 万 多 吨 生 物 柴
油，经过荷兰公司再处理后变身
为航空生物燃油，供飞机使用。
而这 1 万多吨生物柴油的来源正
是地沟油，只是当时还没有掌握
变成航空燃油的两道关键技术
——质量加工技术和催化系统，
做出来的只是半成品。

2013 年 4 月，上海东方航空
的空客 320 型飞机在上海试飞成
功，就使用了地沟油制航油作为
燃料。

2014 年 10月 22日，波音公司
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合
作的“中美航空生物燃料示范项
目”正式宣布投产。这一合作项
目起始于 2012 年 10 月，可将废弃
油脂（餐饮废油、地沟油）中的杂
质清除，转化为可持续航空生物
燃料。

2014 年 8 月 14 日，这一项目取
得突破，进入中试阶段。

目前，项目方在杭州建立了“中
试车间”并正式投入运营。这项技
术通过酯交换和精馏精制等过程，
将餐饮废油中的一部分油脂制成生
物柴油，再经过低温低压技术，最终
变为航空生物煤油，供飞机使用。
整个技术过程全部密封，无臭味外
溢，不会产生二次污染。波音公司
和中国商飞公司预计每年可以将
18 亿升废弃食用油转化为生物燃
料。这是全球生物航空燃料项目的
一个本土化案例。

从事生物柴油研究多年的一位
专家表示，单单从生产制造过程来
说，地沟油变成航油的成本是传统
航油的两倍。但从发展的眼光来
看，航天使用的石化燃料首先在开
采的时候就对空气和水资源就造成
了污染，在使用中的排放又对空气
造成二次污染。而用地沟油制造出
来的生物航油，飞行之中排放出的
二氧化碳和硫化物，则远远低于矿
物燃油。

“地沟油”早用于航空领域
蔡新华 刘静

要开展“地沟油公交项目”，不仅仅
要贡献试车，还须设置专用的储油罐、管
道、加油设备和通道……这些成本都要
由巴士集团一力承担，独自扛着。

可如果每家企业都把小账算得这么
清楚，“喝”上地沟油的公交车或许永远
上不了路。

上海巴士集团负责人说，巴士集团
敢于接下这个“烫手山芋”，不是算自家
的“小九九”，而算的是一笔环保大账：一
是餐厨废弃油脂可以得到循环利用，有
利于上海生态环境的改善；二是借市场
之手，堵住地沟油回流餐桌的渠道，保障
了市民的食品安全。

从 2013 年底开始，上海巴士集团先
后拿出 55 路、80 路、123 路、559 路、960
路几条线上的在营车辆用于“地沟油公
交项目”的试验。2014 年 8 月，47 路、758
路等线路上的 26 辆全新国五排放高配
置巴士公交也加入了试验行列。

2014 年 10 月底，50 辆“喝”上地沟油
公交车的“实战结果”出炉。

从经济性看，地沟油制混合柴油的
油耗仅比纯矿物柴油多 1~3 个百分点；
从环保效应看，其一氧化碳等污染物排
放量都比纯矿物柴油低，经测试，使用地
沟油制混合柴油燃料公交营运车辆动力
基本不减，颗粒物排放降低近 1成。

此外，使用混合柴油的发动机其活
塞 顶 部 、气 门 、喷 油 器 等 关 键 零 部 件
表 面 没 有 积 碳 ，也 未 出 现 与 油路相关
的故障。

有了科 学 数 据 的 支 撑 ，上 海 巴 士
集 团 负 责 人 果 断 拍 板，试验公交车数
量 再 增 加 1 倍 ，达 到 了 100 辆 。 用 来

“ 喝 ”的 混 合 柴 油 成 分 也 越 来 越“ 大
胆”——掺入的地沟油制生物柴油比例
从 5%扩大到了 10%。

“事实上，如果有更多的公交车可以
‘喝’上地沟油，上海市每年产生的地沟
油 便 完 全 可 以 在 全 市 范 围 内 消 化
掉 。”上 海 市 食 安 办 一 位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 ，通 过 加 强 监 管 ，上 海 进 入 规 范
处 置 渠 道 处 理 的 地 沟 油 ，已经从 2011

年日均不足 20 吨提高到 2014 年底的
日均 94吨。

据“生物柴油组分及汽车匹配技
术研发”课题研究小组的预测，上海全
市每年产生的地沟油可以制成两万吨
左右的生物柴油。按当前相对成熟的
技术，即以 10%的比例混入矿物柴油
中使用，可调合生物柴油混合燃料约
20 万吨，供全市 60%的柴油公交车（约
9000 辆）使用。

课题研究小组负责人表示，目前
公交车“喝”地沟油还处于课题实验阶
段，建议今后可以将诸如 55 路、123 路
等经典公交线路开成“地沟油”专线，
可以增加市民对地沟油循环利用新应
用技术的了解。

“这样可以为 今 后 地 沟 油 制 成
的混合柴油进一步推广做准备。特
别 是 通 过 亲 自 乘 坐 ，市 民 可 以 发
现 ，原 来 地 沟 油 制 成 的 混 合 柴油和
普通柴油行驶起来并没有两样。”这名
负责人说。

相关链接

地沟油该如何处

置是许多地方都会遇

到的难题。2013年12

月，上海市开始在公交

系统推广地沟油制生

物柴油。但要让“地沟

油公交项目”向市场全

面推广开来，急需制定

明确的扶持政策和行

业标准

截至 2014 年年底，上海市“喝”上地沟油的公交线路已经拓展到了 10 条，累计
行驶里程达到了 232.6万公里。 刘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