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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敏：用科技变废为宝的“魔术师”
本报记者 李霜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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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敏，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重庆市青年
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重庆市特色农产品加工储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低品位生物质增值利用重庆市高校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化学工程与技
术重庆市重点学科分离技术团队负责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重庆
市创新方法研究论理事，重庆市国家“三区”人才计划科技特派员。主要从
事固体废弃物处置及资源化利用、农业资源增值开发等研究。主持教育部、
重庆市科技局、重庆市教委项目13项，承接企业项目9项，技术转让企业2
项；第一作者发表论文36篇，申请发明专利22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15
项；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重庆市技术发明三等奖1项、全国产学
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二等奖1项，决策咨询成果政府采纳1项。

餐饮废油的资源化、废活性炭的循
环再生、桑枝叶的高价值转化……重庆
工商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王星敏教授致力于研究固体废弃
物资源化与增值利用已有近20年。在
她看来，“垃圾”就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而科技就像魔法，通过一定的科技手
段，这些“垃圾”就能实现变废为宝，还
地球一片蓝天碧海、青山净土。

求学路上
始终抬头向前看

“你只有抬头向前看，才不会有回
头后悔的时候。”这是王星敏经常对学
生说的话，也是她多年来的座右铭。从
重庆工商大学毕业后，王星敏先后到重
庆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并于
2016年到牛津大学化学系访学。

“我考取博士的时候，已经超过三
十岁了，身边的人都劝我别考了。”对于
王星敏来说，学习是一个无止境的过
程，年龄和学习速度从来不是阻止她学
习的理由。

纵观王星敏的求学路，她始终抬头
向前看，一路繁星指引，才成就了最好的
自己。大学本科论文是王星敏的第一个

“引路人”，是大学四年知识淬炼出来的
“钢铁”；硕士和博士期间，重庆大学的徐
龙君教授是她的第二位引路人，筑牢了
她的知识堡垒，使其更为坚定地行走在
固废资源化利用的道路上；牛津大学访
学期间，Peter院士和肖天存教授成为了
她的引路人，跟随他们从事新型固体杂
多酸研制及其对生物质解聚的催化应用
研究，国外实验室管理模式和对于科技
成果转化的追求让她眼前一亮。

“学习是一生的事情，不同城市、不
同学校的学习，对我来说都是一段奇妙
的旅程。因为不管学到多少知识，我都
是有收获的。”王星敏说道。时至今日，
王星敏依然在不断地学习国家重大战
略，了解商科知识，在商科院校背景下，
促进科学研究与商业模式相融合，从而
唤醒高校“沉睡”的专利成果。

环保路上
守护生态环境底线

“雾都”重庆的浓雾天气逐渐减少，
天空揭掉面纱显露出了蓝色的面庞；嘉
陵江上曾经漂浮着像鸭子一样的白色泡
沫，如今这群“鸭子”已经消失了……近
年来，重庆的生态环境逐渐得到改善，这
背后除了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外，也
离不开一群致力于研究固体废弃物资源
化与增值利用的科研人员的贡献。

“改善环境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资
源化。”在王星敏看来，资源化如果能够
得到妥善的利用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
情。因此，王星敏时刻关注身边中的

“废弃物”，并且逐步将自己的研究方向
固定在了固体废弃物处置及资源化增
值技术的研究上。

“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鹅去
氧胆酸提取，从猪苦胆内提取的活性物
质，对治疗胆结石有很大帮助。”大学期
间，王星敏就意识到了即使一个不起眼
的小东西，也能创造高价值。

在硕士期间，王星敏将目光聚焦到
了日益增多的餐饮废油上，进行餐饮废
油资源化利用方面的研究。“当很多企
业来咨询相关技术问题时，我能清晰地
感受到我的研究是有价值的。”研究成
果受到肯定更加坚定了王星敏继续研
究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心。

“现在，我和团队主要关注的是农
业领域的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王
星敏介绍道，在农产品加工过程中，还
有很多“下脚料”，未得到充分利用。比
如，农林资源里的紫苏梗、废次桑（枝）
叶、葛根废渣等物质均富含高药用功能
成分，可转化开发成高附加值的产品。

“我们团队研发了植物天然活性成
分筛选及提取技术，并对其进行营养价
值、药理价值评价，充分发挥学院多学
科交叉融合的优势，聚集应用化学、食
品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等领域专家，
开展功能产品开发、生产工艺设计、废

水废物治理等系列工作。”王星敏介绍
道，在特色农业资源开发领域，她和团
队已经建立了集天然活性成分的评价
筛选、功能产品的设计开发、废弃物的
防治于一体的植物化工技术链。

“这个研究方向是我的兴趣所在，同
时也能为国家的循环经济和生态环境建
设贡献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从王星敏
的第一个课题纳米二氧化碳光趋化效应
到现在从事研究固体废弃物处置及资源
化增值技术，已有近20年的时间。这20
年来，她不断在具有魔法的科学世界里

探寻和学习，最终成功赋予一个又一个
废弃物高附加值。

研究路上
致力研究固废资源化

活性炭被称作环境污染治理的“青
霉素”，广泛应用于有毒有害（废）气体、
污（废）水治理中。然而，废弃的活性炭
却是生态环境的“杀手”。

“活性炭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因吸附
饱和而失去吸附活性，这时的活性炭不
但没有继续吸附有害物质的能力，还会
成为污染物的富集体。”王星敏介绍道，
目前活性炭生产多用不可再生资源原
料，如果直接将废活性炭焚烧处置，也导
致了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

为了有效处置废活性炭，王星敏及
其团队成功研发了等离子体再生处理废
活性炭技术，让废活性炭循环“再生”、重
拾“活力”。“我们主要针对的是300余种
有机污染物，在等离子体放电作用下，利

用产生的物理碰撞、高活性粒子化学氧
化分解活性炭吸附的有机污染物，实现
活性炭的再生利用。”王星敏说。

目前，再生五次之后的废活性炭其
吸附率能达到70%。“废活性再生处置，
可减少企业购置活性炭的生产成本，也
可减少危废活性炭的污染处置成本，还
能避免农林资源的浪费，符合国家资源
节约与环境保护战略。”王星敏说。

“废活性炭放电等离子体再生控制技
术原来我们设计的是单体管，现在我们正
在研究九组管的设计方式。”王星敏介绍
说，该项目已经初步完成了实验室研究阶
段，并积极与有需求的企业进行对接。

教学路上
点亮万千学子梦想

“我曾经开玩笑说，除实验室技术
人员、图书管理员岗位外，学校其他的
工作我都干过。”王星敏笑着说，从重庆
工商大学毕业后，她当过大学思想政治
辅导员，做过办公室主任，担任过行政
科长，负责过科研平台，现在她是重庆
工商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院长。

正是基于多岗位工作经验，她更了
解学生的渴求、教师的诉求、管理者的
需求。“我们会送给就读我院的学子三
个本子，在开学典礼上送一个笔记本，
希望学生们养成记笔记的学习习惯；进
入实验室的第一天，我们会送一个实验
记录本，希望学生们能够养成实事求
是、严谨的科学态度；大四撰写毕业论
文的时候，再送一个毕业论文实验记录
本，希望他们用可靠的、真实的、科学的
数据来记录他们走完的大学四年。”谈
到自己的学生，谈到人才的培养，王星
敏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为了让学生昂首前进，我经常给
我的学生算一笔‘账’，家长养育你付出
多少、国家培养你费用是多少、学校教
育你成本是多少等，用学生喜欢的方式
引导学生实现价值提升。”在王星敏看
来，老师就是学生人生航海中的灯塔，
永远默默照耀并指导学生前进的方向。

20年来，王星敏一路向前，不停寻
找、追赶、超越，在前进路上奋力奔跑，
在科研途中收获希望，也在
教育岗位播撒希望。接下
来，她将在这条路上继续前
行，一路追逐星光，也成为
后来者前进的启明星。

王星敏（右五）正与学生们讨论课题。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