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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沟油变成航油，相比传统石油基
航空燃料，减碳近80%。

11月12日，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开展当日，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进
入中国民航局展团的区县，成都市双流区航
空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4号馆H4A8展台举
办。双流区成功签约项目18个，总投资金额
超72亿元。其中，作为国内可持续航空燃料
（简称SAF燃料）的第一梯队企业，天舟新能
绿色航空总部项目落户双流引人关注。

什么是SAF燃料？它对民航业意味着
什么？市场化前景如何？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专访了四川天舟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宇。

一手抓可持续航空燃料，一手抓飞机
回收再利用，两大“拳头”产业链让双流在
航空绿色循环利用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双流提出，以SAF为基座，打造中国民航绿
色发展的国家名片、绿色航空第一城。

地沟油“上天”变航油
转化率超过70%

让“地沟油”不再成为环境的负担，而
是“涅槃重生”变成航油，助力飞机翱翔于
天际，此项技术已较为成熟。

四川天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宇手中拿了两个玻璃瓶，一个瓶子里装着黏
黏糊糊的红棕色地沟油，另一个瓶子装着透
明洁净的航油。看着如矿泉水一般的航油，
很难相信它是从地沟油炼制而来的。

“我们在中试实验中，能达到70%的
转化率。”陈宇告诉记者，在规模化量产之
后，这个转化率会更高。这意味着，1万
吨地沟油，经过处理之后，可以转化为超
过7000吨航油。

目前，天舟的中试SAF产品已经通
过了民航二所鉴定。同时，该公司在内江
威远县总投资20亿元的产业基地正在建
设中，整体投产后废弃动植物油年加工能
力将达50万吨，产值约100亿元，预计到
2025年一季度，一期项目将投产，年加工
产能20万吨。

炼制成本较高
试点采用5%比例“掺混”使用

阻碍SAF市场化进程的是成本。从
目前的市场价来看，传统航空燃油的价格
大约为每吨6000元，而今年SAF的成交价
一度高达每吨2.8万元。巨大的价格差异，
让SAF的市场化颇具挑战。

“地沟油的收集成本不低。”陈宇告诉
记者，地沟油一般每吨五六千元，有段时
间甚至炒到1万多元。除了地沟油本身
的价格，地沟油比较分散，收集的人力成
本，再归集到一起的过程成本，综合算下
来就高于传统航空燃油。

目前，按照国际标准，SAF在民航的

使用方式是以不超过50%的比例进行“掺
混”。“SAF非常安全，目前从全球的运行
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起相关安全事故。”
因此，在陈宇看来，当下投资研发制造
SAF不能只看眼前，得着眼于未来。

从全球民航SAF的使用来看，欧盟要
求，2025年起SAF强制掺混比例从2%开始
逐年提高，直至2050年达到70%。美国提
出，2050年航空燃油全部来自SAF。英国、
法国、德国、荷兰等国也都制定了SAF使用
计划，并提出2050年SAF的使用比例达到
30%以上的基本目标。我国《“十四五”民
航绿色发展专项规划》提出，力争2025年当
年SAF消费量达到2万吨以上。

今年9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
国民航局正式启动可持续航空燃料（SAF）
应用试点工作，国航、东航、南航从9月19日
起在北京大兴、成都双流、郑州新郑、宁波
栎社4个机场的12个航班开展SAF试点应
用，采用5%的“掺混”使用比例。此外，川
航于今年7月也首次使用SAF燃料执行了
成都直飞东京的国际航线。

着眼于未来
打造“绿色航空第一城”

绿色航空是一个什么概念？要理解
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一架飞机一次飞行
要“烧”多少油。一般情况下，一架飞机油
箱的容量可以存储100吨至200多吨的
油。例如波音747的油箱容量相当于
3000多辆小轿车的油箱容量；又如空客
A320飞机起飞一次耗油4吨。

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民航市场，预计
2030年客机总量将突破5000架，航油消
耗量预计超过5000万吨。若按照10%的
SAF掺混比例测算，届时我国纯SAF年
使用量可达500万吨。

双碳目标下，民航业对可持续航空
燃料（SAF）的需求日益旺盛。本次航
展签约的天舟项目拟选址空港商务区
打造天舟新能绿色航空总部项目，涵盖
天舟旗下航空燃料、航空化学品等产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及业务结算等
功能。

“打造绿色航空第一城，双流是有底
气的。”双流航空经济局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在航空绿色循环利用方面，双流
优势明显，除了天舟，区域内空客成都项
目是空客公司在欧洲之外布局的首个飞
机循环利用项目，针对我国解决日益增长
的退役飞机处置需求，空客的回收率已经
超过了90%。同时，双流机场2023年被
评为全国首批三星级“双碳”机场，具备打
造世界级绿色航空港的基础条件。此外，
民航二所航油航化适航审定中心、可持续
航空燃料发展研究中心位于双流，双流具
备打造SAF机场试点优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地沟油“上天”变航油！转化率超70%

SAF燃料龙头企业落户成都双流

双流是全
国唯一一个进
入中国民航局
展团的区县。

刘秋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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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29岁独腿小伙登顶四川奥太娜雪山

“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他站在5210米的奥太娜雪山顶上

高呼。11月8日，29岁独腿小伙王辉拄
着双拐，成功登顶四川阿坝州黑水县海
拔5210米的奥太娜峰，这是他人生第一
次登上雪山。此前，他曾成功挑战4天
内登顶五岳。

一条腿丈量高山，他出现在一个又
一个游客敬佩的眼神里，也定格在一张
又一张网友拍摄的“偶遇照”里。有不少
登山爱好者在攀登时碰到过他，被他钢
铁般的意志所感动。

11月1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在成都见到了王辉，听他讲述自己
的特别人生故事。

挑战不可能
用一条腿重塑人生勇气

王辉个子高高的，皮肤黝黑，虽然走
路靠拐杖和左腿支撑，但他依旧“健步如
飞”。王辉这次来四川挑战雪山，算是一
次特别的“回家”——他是河北邯郸人，
曾在四川雅安当兵，军营生涯锤炼了他
坚强的意志和不惧困难的勇气。

人生是坎坷的，2016年一场大病袭
来，带走了王辉的右腿。这对正值最好
年华的他来说，打击是沉重的。生病前，
王辉的体能强于常人，他爱跑爱跳，喜欢
去游乐场挑战高难度项目。生病后，失
去了右腿，王辉也曾消沉颓废，不少娱乐

项目把他拒之门外，他的行动能力也大
不如前。“那时候的我就像突然掉进了泥
沼，人生失去了方向。”王辉说。

直到2023年，王辉在网上刷到了一
些登山视频，画面中，背包客们像无畏的
勇士一般，去征服一座座高山。突然间，
他的灵魂像被触动了，有一股力量激发
了他消沉许久的意志。

“我还有一条腿，我就用这条腿去登
山！”王辉很快从基础的训练开始，过硬的
身体素质让他迅速进入角色，“我先从老家
的古武当山开始尝试攀登，1000多米海

拔，虽然不算太高，但当我拄着拐杖登顶
时，一览众山小，那一刻我感受到从未有过
的幸福。”自此之后，王辉再也停不下来，他
说，一次成功地登顶后，他就“正式启程”了
——立志要登顶全国各地的名山。

征服奥太娜
目标是登顶珠穆朗玛

11月8日，王辉登顶海拔5210米的
奥太娜雪山，他站在山巅，仰望天空，俯
瞰大地，高呼：“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这是他2023年开启登山之旅以来，
攀登的第一座雪山。

这次登顶可谓挑战了他的极限。11
月8日凌晨，王辉先爬完步栈道，从三奥
雪山大本营出发，正式向奥太娜峰攀
登。向导带着王辉和其他登山者一步步
向上，路过森林，走过草甸，踏过雪线，翻
过雪山垭口……不同于其他登山队友，
王辉需要拄着拐杖，不断地往前跳跃。

“我害怕拖队伍的进度，我不想拖累
别人，所以尽全力往前冲，没想到还领先
了队伍不少。”王辉说，向导都一个劲儿
夸他体力好。

奥太娜海拔高，地形复杂，不同于此前
王辉攀登的景区内山峰，这里没有阶梯，脚
下可能是乱石也可能是雪。第一次爬雪山
的王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石路因为
十分陡峭，石头也尖锐，拄拐根本跳不上
去，我就用手爬。后面我的冰爪坏了，路很
滑，每一步我都得十分小心。”王辉说。

登山途中，王辉的双手被拐杖磨出了
水泡。因为高反、体力不支等原因，不断

有登山队员返程，王辉的体能也逐渐下
降。“我一定要登顶！”王辉反复告诉自己。
最终，历经3个多小时的攀登，他成功登顶
奥太娜峰。“我被雪山群环绕，景色令人震
撼。我想，人生是一片旷野，我们应该去
追求梦想，努力攀登，不要被束缚。”王辉
说，他的最终目标是登上珠穆朗玛峰。

感动网友
被赞“生活中的勇士”

一年多以来，王辉爬了不少山。“除
了著名的五岳、长白山、奥太娜等等，还
有石家庄抱犊寨、河北古武当山……”他
的爬山视频被路人发到网上，被网友们
称赞为“生活中的勇士”。

王辉说，爬山时，他听到过最多的话就
是陌生人的鼓励：“你太牛了！厉害！小伙
子加油。”除了鼓励，还会有人“投喂”巧克
力、黄瓜等食物。这些善良的陌生人，给了
王辉极大的鼓舞。除了掌声，也会有质
疑。王辉说，曾有路人在山脚挖苦他，说他
登不上这么高的山，只会挡道。王辉只是
淡淡回了一句：“我的速度不比你慢。”

人生就像攀登一样，总会有坎坷和阻
碍。“我没有因为疾病倒下，更不会在意那
些质疑的声音，现在的我内心更加强大。”
王辉说。11月11日，他又从成都出发前
往峨眉山，“多年前我曾去过峨眉山，但坐
的是索道，这次我要一步步爬上山顶！”
12日早上7时，他从报国寺出发，于晚上
6时58分抵达金顶，总用时接近12小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紫萱
实习生 付美婧受访者供图

11月8日，王辉拄着拐杖登顶奥太娜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