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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服贸会上，一个企业展区上

放置的巨大管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

是来自中国林业集团的竹缠绕管廊，它的

直径达到3.6米。“事实上，受限于展区面

积，这个产品并非最大规格。”中国林业集

团展区负责人孔祥涛伸出手指向不远处

的巨大管廊，“竹缠绕管廊最大直径为8

米，每段管廊长12米。”

管廊只是中国林业集团展出的产品之

一。孔祥涛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除竹缠绕

管廊外，还有大口径压力管道、整体组合式

房屋、高铁车厢等产品，“但房屋和车厢太

大，只能用照片来展示”。

诸多产品的共同点在于一项名为“竹

缠绕”的新技术。这项技术利用了竹子轴

向拉伸强度高、抗形变能力强的特性。“轴

向拉伸就类似于拽一根绳子这种行为，竹

子轴向拉伸强度高，就是‘拽’它的时候，

不容易让它产生形状的变化。”孔祥涛解

释道。

在2007年，叶柃偶然发现竹子的上述

特性后，便设想以竹纤维强度代替玻璃纤

维来生产压力管道。而后叶柃便成为了中

林集团竹缠绕技术的带头人。

“因为玻璃纤维生产的采矿、拉丝过程

都会产生大量污染，而竹子是自然生长

的，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叶柃表

示，“大量利用竹子还能增加农村经济收

入，随后，我就带领技术团队开始研发这

种生物质材料。”

两年后，这项生物质材料技术开始有

了少量试用，2013年，水利部组织了在新

疆、浙江、黑龙江三个省的竹缠绕管道示范

工程应用，自此，这款产品基本上完成了产

业基础的建立。目前大口径压力管道、城市

综合管廊已经过部级成果评审，技术被评

为“国际领先水平”，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也

相继颁布实施。

积木成林，在此类研发人员与相关政

策的共同推动下，目前，我国竹材料已然形

成广阔的应用空间。据中国科普网信息，目

前已开发的竹产品种类超过 1万种，从刀

叉勺、吸管、杯子和盘子等一次性餐具，到

家居耐用品，再到工业领域如冷却塔竹格

填料、竹缠绕管廊等工业产品，已涉及衣、

食、住、行等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节能减排方面，竹子或为“天选之

材”。截至2021年10月，中国竹林面积已超

过1亿亩，竹材年产量约为4000万吨，但这

个数字只占竹林可采伐量的1/4左右，仍有

大量竹类资源被闲置。

这一天然优势使得竹材料的应用更具

“双碳”前景。以竹缠绕复合材料为例，目前，

我国每年有1.1亿吨竹资源被闲置。“如果把

这些闲置的竹子充分利用起来，做成1亿吨

以上的竹缠绕产品，每年可减少碳排放4.48

亿吨。”叶柃表示，“这个数字是我国每年碳

排放总量的4.5%左右。”

相应的政策随着低碳蓝图的展开逐步

落位。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将竹缠绕复合

材料列入“国家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

中，特别指出要促进竹缠绕复合材料技术

发展，表明国家已开始主导竹缠绕产业的

发展。目前，除中林集团外，中铁建等央企

和众多其他企业都开始在全国各地投资建

设竹缠绕产品制造工厂。

在产业内，今年被认为是竹缠绕复合

材料产业化的开启之年，但未来广泛的市

场化也未必一帆风顺。一方面，新产品存在

与传统产品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作为一

项新生事物，在产品推广应用中，人们认识

这项产品需要一个过程。“目前投放市场的

产品是政府采购为主，并且应用技术要求

很高，一开始应用时大家都会持谨慎态度，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竹缠绕产业的市场化进

程。”叶柃说。

据悉，目前，竹缠绕复合材料已得到国

家发改委、水利部等相关部门从各方面的认

可，湖北、四川、贵州等省、市、自治区都已把

竹缠绕项目列入省重点发展规划中。

“但目前针对性的产业扶持政策尚未

出台，这也是我们迫切期望的。”叶柃表示，

希望服贸会上有更多人发现并了解竹缠绕

复合材料及产品，在国家层面形成对发展

竹缠绕复合材料的共识，出台专门产业扶

持政策。

在“双碳”发展的大趋势下，竹材料愈发成为一笔

可堪大用的天然财富。“北交所竹制品第一股”龙竹

科技坚守“以竹代塑”等低碳研发理念，实现了2022

年上半年营收2.04亿元，同比增长43.35%。同时，重

庆瑞竹公司的竹纤维餐具也于2021年突破了5000

万元的销售额。

而作为基础性环保材料，竹缠绕复合材料市场也

将获得充分发展。“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城市规划

对于地下管廊的建设越来越重视，综合管廊推广应用

成为大势所趋，尤其是在新建城区得到较快推广应

用。”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郝学军

表示，“在此基础上，环保材料的应用在地下管廊建设

方面将具有广阔前景。”

据中研网发布的《2022年地下管廊行业发展前

景及市场规模分析》，随着国家多项政策的加速出台，

我国地下管廊建设将进入爆发期，超万亿元的地下管

廊建设正成为下一个风口。

数据显示，我国城市仅供水、排水、燃气、供热4类

市政地下管线长度已超过148万公里。如果按照综合

管廊的设计模式，将这几种管道设计为一体，建设管

廊长度约为37万公里左右，在不计算拆迁等成本的情

况下，所需资金就将近4万亿元。

此外，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市场空间巨大，假设地

下综合管廊每公里投资5500万元（根据长沙市规

划），以包头市为例，包头市规划未来建设100公里的

地下管廊，假设全国334个地级行政区平均地下管廊

里程都能达到100公里，则总投资将达到1.8万亿元。

“巨大的管道使用量，意味着在‘双碳’大趋势下，

竹缠绕管廊将可能应用于万亿级大市场。”孔祥涛表

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短期而言，我们希望先稳

稳当当地‘把竹子卖出去’。具体而言，计划在三年内，

投资建设300万吨竹缠绕生产产能，其中20%的项目

将建立在有竹子的发展中国家。”

竹缠绕复合材料只是“双碳”转型中的一个缩影。

能源新材料、绿色建筑材料、先进化工材料都在逐步

“入世”，通过创新技术与材料的应用涌入大市场，助

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

目前，相应的产业规模和集群效应已经形成。据

中国发展门户网消息，我国已经批准设立的国家级新

材料产业基地有278个，省级新材料产业园区或基地

数量则更多。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冉黎黎/文 张旭鸿/摄

我在服贸会上“卖竹子”
小小的竹子，在国宝大熊猫口中是丰盛美味的一餐，在美食家手中是飞舞的筷子，在农人肩上是收获的背篓，而在叶柃手中，它

摇身一变，成为了使用寿命超过50年的地下管廊新材料。

叶柃是中国林业集团的一名技术人员，一次偶然，他发现了竹子轴向拉伸强度高、抗形变能力强的特性，很快，一项名为“竹缠

绕”的技术应运而生。这项技术在我国“双碳”转型蓝图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标记点，其产业化的帷幕也徐徐拉开。

政策背书，前景广阔。面对如火如荼的新材料赛道，这根小小的竹子能否如愿分得地下管廊万亿级大市场中一块“低碳”蛋糕？

每年或可减排4.48亿吨

偶然发现的新技术 新材料涌入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