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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今年增选70名院士
看看我省都有谁入选

城市晚报讯 12 月 7 日，中国工程院公布 2015 年院士增选结果，此次全国新增选 70 名院士，其中，吉林大学于吉红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化学部
院士，成为吉大第一名“60 后”女院士。 长春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姜会林教授入选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院士。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的安立佳研究员也入选。

长春理工大学姜会林入选院士
姜会林，1945 年 7 月

生，1964年到长春理工大学
学习， 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7 年获得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博
士学位；1989 年至 2006 年
先后任长春理工大学副校
长、校长。 中共党员，教授、
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应用
光学技术研究，曾主持国家
“863”重点项目、“995”高新
工程专项、“973” 重大基础
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等 20 多项。 获国家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 项，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等

奖各 1项，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部省级科技一
等奖 9项，授权发明专利 53 项；出版学术著作 9 部；发表
学术论文 301篇，被四大检索收录 183篇。

姜会林曾兼任中国兵工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光学学
会和中国光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国家“863”七领域专
家委员会顾问、 全国武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
任、总装备部光电火控专业组顾问、应用光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被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和国家教委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
者”，被中组部授予“中央直接掌握与管理的高级专家”，
被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被中国科协授予“全国优
秀科技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吉林省授
予“吉林省高级专家”、“优秀教育工作者”、“特等劳动模
范”等荣誉称号。

于吉红教授成为
吉大第一名“60 后”女院士

于吉红，1967年1月出生，
现任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国家973项目首席
科学家，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万人计划”首
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英国
皇家化学会会士， 国际分子筛
协会理事会秘书长， 英国皇家
化学会《Chemical�Science》杂志
副主编。

于吉红长期从事无机多孔
功能材料的合成与制备化学研
究， 在分子筛多孔材料的结构
设计与定向合成方面作出了重
要创新性贡献。自任教以来，于

吉红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SCI检索论文240多篇；曾荣获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和全球华人无机化学奖等；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 并做大会或邀请报告
40余次。

从1985年9月至1995年7月，于吉红完成了她在吉林大学从本科到博
士的10年求学之路，师从中国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如人教授，
这段经历也为她的科研之路夯实了基础。 毕业后，于吉红留校任职于化
学系，1996年至1998年， 于吉红先后在香港科技大学和日本东北大学从
事博士后研究，1999年晋升为吉大化学系教授，2001年被聘为博士生导
师。作为一名教师，她在课堂上秉承着严谨的治学精神，耐心细致地为学
生们讲解每一个知识点，“讲课生动，为人谦和”是学生们对于吉红的评
价。作为一名科学家，她拥有着科学家应有的智慧和毅力，在追求真理的
路上，从未停下脚步。 作为一名女性，她和很多人一样，追求内涵、修养、
气质、善良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 （记者郭美佳周博 /报道）

安立佳 ，高
分子物理学
家。 中国科
学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
所研究员。
1964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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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学化学
系 ，1989 年
和 1992 年

在吉林大学分别获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任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

安立佳长期从事高分子物理基础理论研
究。提出了“高分子链部分穿透球模型”，基于第
一性原理，引入泄水函数和携水函数，结合 E-
instein 扰动耗散理论和 Debye 转动耗散理论，有
效地处理了高分子链与溶剂间的多体相互作用
和长程累积效应， 建立了高分子特性粘度的普
适性理论。 发展了一套 Brown 动力学模拟与分
析方法， 揭示了快速启动形变条件下缠结高分
子流体构型和缠结演化规律；提出了“缠结高分
子流体剪切抑制解缠结”新概念，合理地描述了
传统理论无法理解的缠结高分子流体非线性流
变学现象。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安立佳入选

这么多的包装 这么大的浪费！

收到包裹，取出商品，将包装箱随手扔进垃圾堆……对广
东东莞的网购达人任能能来说，这般动作轻车熟路，至于包装
垃圾去向何处，她从未有所考虑。 接到订单，将产品放进定制
的包装盒，用气泡膜填充空间，再在纸箱上一圈圈缠上透明胶
带……一个月下来， 在北京经营一家母婴产品网店的石春仅
胶带纸就要用去近 2万米， 这么做获得了买家一个“包装严
密”的好评。 而包装到了消费者手中如何被处理，她也没有考
虑过。 但对全社会而言，这已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严峻话题。
来自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快递业务量为 140
亿件，今年预计将达 200亿件。海量的快递带来了巨量的包装
废弃物。有专家估算，按照每个包装箱 0.2公斤计算，140亿个
包裹会产生包装垃圾 280 万吨， 可摆满近 20 万个足球场，仅
每年使用的包装胶带就能绕地球 300圈以上。

海量的包装废弃物 该去向何方？

如此海量的废弃物，该去向何方？ 又是否百无一用，只
能被当做垃圾扔掉？“快递包装从分类上看，主要有黄板纸、胶
带、塑料袋和塑料泡沫等。 如果能够回收，都是可以作为再生
资源利用的。 ”西安市物资回收利用网络协会秘书长陈健说，
但实际上，除了大一点的黄板纸箱被回收利用外，其余废弃包
装材料都被等同于生活垃圾，一弃了之。

仅以西安为例，从业近 20 年的陈健估算，当地每年因快
递产生的废纸箱约有 1.5 万吨 -2 万吨， 其中被回收的仅占
60%左右，而每年 300 吨左右的塑料袋及胶带和 50 吨的气泡
膜，则直接进了垃圾场被焚烧或填埋。

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不容小觑。 以塑料
胶带和塑料袋为例，其主要成分为聚氯乙烯，填埋在土壤中需
近百年方能降解。 在今年 4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绿色仓储与

配送大会上， 中国仓储协会副会长王继祥就曾直言不讳———
通常小件商品要层层包装，用的胶带、塑料袋、纸盒、纸箱、泡
沫填充物等不能循环使用，甚至部分包装材料还有一定毒性，
带来严重浪费和环境污染。

回收再利用
说得那么美 做得这么难

在专家看来，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垃圾，只有放错地点的可
再生资源。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秘书长唐艳
菊说，每 1 吨废纸回炉化浆能生产 0.8 吨的再生好纸，可节约
17 棵树，1.2 吨的标准煤和 600 千瓦时的电，快递废弃物中蕴
藏的可再生资源数量十分可观。但现实却是，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远非看上去“那么美”。

业内人士说，目前我国废品回收行业是纯市场化运作，依
托废品回收员—回收站—分拣中心的体系运行。 在资源回收
的最前端，基本依靠保洁员、回收员等充当“第一角色”，而这
仅仅是在城市。在被看做电商下一片“蓝海”的农村，回收体系
近乎空白。这般体系，已愈发难以适应快速增长后快递废弃物
巨增的形势。每天清晨，西安南郊一小区的保洁员张阿姨都能
从社区的垃圾箱里“淘”出好几大袋的快递包装箱，她以每公
斤 3角钱的价格卖到废品站，弥补自己微薄的收入。虽然小区
的快递垃圾越来越多，她却感到这份营生越来越难做。“纸箱
卖废价格不比往年，而且现在的包装越来越严实，胶带纸之类
的很难处理。 费半天劲儿撕下来，又卖不上价，我都不想再收
集废品了。 ”张阿姨语带无奈。

来自西安市物资回收利用网络协会的数据显示，从 2009
年至今， 当地的废品收购网点已由 1050 家锐减至 600 多家，

从业人员也从 1.2万人萎缩至 4000多人。 行业在低水平无序
竞争，小、散、乱的特征明显，让大量本可回收再利用的资源白
白成了垃圾。“保洁员的分拣技术有限，有的资源没有被分离
出来。 而个体商贩能做到正规经营的又很少，掺水、掺杂情况
屡禁不止，很好的纸箱就变成了次品，影响了再生产时的利用
率。 ”陕西省再生资源流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勇说。

回收率低、分拣困难、场地匮乏、人员短缺，不少从业者正在
远离这个本该有广阔前景的行业。 西安市物资回收利用总公司
总经理肖刚说，用于分拣废弃物的成本，有的已经超过了废弃物
本身的价值，形成“倒挂”，久而久之，就“养不起”这个行业了。

“揪心”的包装废弃
政府别缺位 企业要担责

多位受访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 快递物流引发的包装
垃圾循环再利用问题，已不容忽视。 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于，这
些废弃物究竟该去哪里？该由谁来处理？政府、企业、社会和个
人，又当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 唐艳菊说，国家对资源再利用
行业有不少税费减免政策， 但对从事回收环节的企业却缺乏
相应支持，对行业发展不利。陕西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
靳力说，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做到废弃物“应收尽收”，政
府不宜缺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再生资源回收是被纳入
公益事业领域的，建议国家出台落实一些扶持政策，对从事回
收、生产、使用再生资源的行业予以倾斜。一位业内人士说，比
如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为公益企业提供固定场地用于回收
分拣。 但现状是，出于“邻避效应”，各地一谈起再生资源回收
都认为是好事，但要建在我的辖区内，对不起，不行。

近年来，一些快递企业也曾尝试建立包装的回收体系，但大
多收效甚微。百世汇通西北大区总经理张宇静说，公司有时也会
回收客户的包装废弃物，但总体占比极小。受人力成本和行业对
时效性要求高等限制，快递业从事资源回收操作起来很有难度。
但快递企业并非不能有所作为。环保人士直言，当前快递包装方
式太过粗糙，将各种材料混同使用，加大了分拣难度。唐艳菊说，
使用更为简约、绿色环保的包装，如采用可溶性材料取代塑料胶
带等， 可以减少一些难以回收材料的使用量， 减少对环境的危
害。同时也应建立全环节的责任制，让包括快递企业在内的整个
产业链条都负起责任。 更为广泛的共识在于，建立源头的垃圾
分类机制，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之策。

亿件快递！
百万吨的包装“垃圾”去了哪儿
200

据新华社电（记者 陈晨 梁爱平）200 亿件！ 这是 2015 年全国
快递业务的预计总量。 庞大的数字背后，人们享受了多少便捷
……逾百万吨！ 这是每年因快递包裹产生的包装“垃圾”总和。
可以摆满近 20 万个足球场， 仅封箱胶带就可绕赤道数百圈
……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课
题：海量的快递包装“垃圾”去了哪里？ 该去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