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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E低碳高值化发展方法学》

内容概要

理论、实验与高端计算在科学发现的支撑中已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其中理论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
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或时代的需求程度。本书提出的“绿色过程系统工程
（GreenProcessSystemsEngineering，GPSE）低碳高值化发展”理论方法体系可应用于生物化学、环境化
学、农业化学、食品化学、中药化学等应用化学分支学科，例如，环境化学或农业化学中以NIR为代
表的无损分析、以农产品及中药材安全分析为代表的高通量分析，获取样本中有关化学组成和结构信
息，以及样本的整体性定性分析与其他有用的化学信息。李劲松、李林杰、王瑛编著的《GPSE低碳高
值化发展方法学——以江门都市农业食品加工业与广东面源污染治理项目为例》依据GPSE中化学工程
设计的“低碳高值化发展”理论，循环经济学的科学基础——过程制造业与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理论
，以及化学计量学、生产一治污工艺一体化低成本技术科学与生态学研究方法学三者融合的广东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项目高效低成本系统化设计方法的基础理论，通过多尺度时空的稻、蔗、药加工的生物
化工试验，包括稻糠、稻壳、稻草等整个稻谷加工一流通产出贡献分别为产中3倍的实现方法试验；
以甘蔗制糖GPSE低碳高值化发展为中心的广西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园（EIP）的试验；以及广东江门市
开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中药灵芝工厂化种植与中药／生物产业试验，完成了新概念“GPSE低碳高值
化发展”假设的实验验证。在高端计算部分，通过理论分析与制药业生产过程控制中的中药在线近红
外光谱（NIR）指纹图谱应用于质量评价及控制与新药研发等3个实例的剖析，深入探讨了基于化学计
量学一一化学测量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学，以及GPSE低碳高值化发展理论的过程分析化学（PAC）、不
局限于PAC的多学科过程分析技术（PAT）的快速发展，及其对“GPSE低碳高值化发展理论方法体系
”的技术支撑作用，从而进一步充实了信息数据库并完善了该体系，故可应用于低碳都市现代农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与世界银行贷款广东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高效低成本系统化设计方
法”，以及以生产一治污工艺一体化低成本技术、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多样性利用低成本技术双
轮驱动的都市农业节能、节水、降耗、减排的产业化技术体系与低碳高值化可持续发展模式。《GPSE
低碳高值化发展方法学——以江门都市农业食品加工业与广东面源污染治理项目为例》给出的“GPSE
低碳高值化发展”的定义为“它指的是治污净天地，即更清洁的水体、土壤、空气与生物质且更有效
的技术，特别是农业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多样性利用低成本技术，以及生产一治污一体化低成本
技术，工艺方法尽可能节能、节水并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与CO2、CH4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揭示了
以环境一经济一社会综合效益为目标的“低碳高值化GPSE”整体结构中的7个体系，包括发展载体产
业结构体系、发展核心能源体系、发展动力技术创新体系、发展平台城乡建设体系、发展环境交易市
场体系、发展范例示范推广体系、发展保障政策法律体系。阐明了“GPSE低碳高值化发展理论方法体
系”的内涵、层次结构与实践功能，并界定了作为新概念“GPSE低碳高值化发展”动力的“低碳高值
化技术创新”的概念。且采用多学科基础理论综合研究方法，以及观察方法、试验方法、模拟方法、
科学抽象方法、类比方法、归纳法、演绎法等自然科学及技术研究方法，初步完成了“GPSE低碳高值
化发展理论方法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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