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藻生物技术在土壤改良及碳中和领域的产业化应用

北京耕天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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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耕天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耕天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微藻生物技术为核心，致力于生态修
复与碳中和解决方案。
        耕天下总部位于北京，研发及中试生产位于湖南长沙自贸区，集研
发、生产、销售与技术服务为一体。
        我们立志于修复地球，改善生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生物多样性
的世界!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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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减排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60-65%

主要国家2030年碳减排承诺目标

50%

55%

40%

30%

V
S

10.1吨 17.6吨

2019年
中国人均碳排放量

2019年
美国人均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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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藻是什么？

l 微藻是由单细胞、简单多细胞构成的不

可直接观察的藻类生物，其分布广泛，
种类繁多。

l 微藻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物，并由海洋

中进入陆地，是生物多样性和土壤形成
的基础，因此被称为元初生命和先锋生
物。

l 微藻具有光合作用和固氮功能，为土壤
提供高效的氮源、碳源和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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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生育环境所具有的生态学特征分类

藻 类

土壤藻

淡水藻

海藻

土生藻

石生藻

穴居藻

冰雪藻

耕地土生藻

林地土生藻

草原土生藻

荒漠土生藻

寒漠冻原土生藻

海岸滩冻土生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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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环境退化与环境修复

环境的污染与退化是由人类的活动、气候改变等多种因素引起的；而环境的改变对于地球上所有生物，包括人类的生存产生
了严重威胁。因此生态环境的修复和重建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环境的污染与退化

土壤沙化、盐渍化

土壤盐渍化土壤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

森林与草场的退化与消亡

矿山开采及其遗迹对环境破坏

水资源的污染与枯竭

全球变暖引起的干旱与洪涝灾害

环境修复的手段包括物理/机械、化学、生物修
复，其中生物修复或生态修复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生物修复又包含植物修复、动物修复、微生物修
复

微藻生物修复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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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藻技术为核心    创新生态修复解决方案

功能产品
酸性调理

重金属固化

板结+根治线虫

增产提质

防病抗逆
技术服务

技术解决方案

工程修复

碳交易
国际国内双碳市场

碳权成为金融资产

农田改良

1亿公顷

1亿公顷

90万平方公里

高发且严重影响产量

盐碱地改良
草原植被修复
荒漠化治理
涝害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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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天下核心使命—环境生态修复

跨学科的综合应用
产品及解决方案

微生物实验室 藻类实验室 合成生物学实验室 植物学实验室

农田土壤改良 沙化及盐碱地土壤改良 矿山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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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引发生态灾难

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五
大重金属镉、汞、砷、铅、铬等污染物点位超
标率分别为7.0%、1.6%、2.7%、1.5%、
1.1%。

镉 汞 砷 铅 铬

7.0% 1.6% 2.7% 1.5% 1.1%

重金属中毒会引起头痛、头晕、
失眠、健忘、神经错乱、关节疼
痛、结石、癌症等疾病，不同重
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也有所不同，
常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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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不可再生资源

有限耕地 健康土壤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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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复杂生态系统

土壤活力源于健康的土壤生态系统 食品安全取决于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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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藻在土壤中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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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藻土壤改良六大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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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改良应用

农田土壤改良 沙化及盐碱地土壤改良 矿山生态修复

固定沙面
降低侵蚀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肥力状况

改善荒漠
生态系统

修复荒漠生
态系统

用固氮蓝藻减
少尿素等氮肥
的使用量。

调酸压碱，有
效改善土壤理
化性状

促进土壤微
生物多样性

研究表明土壤肥力是矿区植被生长
恢复的限制因子之一

选固氮蓝藻，
生长快，易形
成生物结皮

生物结皮能涵养
水源，固定土层，
减少水土流失

土壤肥力增加，
促进矿区植被
生长

藻-藻结皮-草-灌-乔是自然群落演
替规律

多项实验数据显示，微藻是土壤改良
的“良药”

P/13



定义微藻研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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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藻种库 方法学

l 减排、固碳、碳捕捉

Anabaena 
variabilis

 多变鱼腥藻 

Chlorella sorokiniana
 索克氏小球藻

Chlorella sp 
小球藻属物种

Coelastrella sp  
腔棘藻属物种

coelastrum 
microporum

小空星藻

Scenedesmus sp 
栅藻属物种

l 藻种筛选、藻种诱变

• 水稻温室气体减排方法学 [ vcs（编制中）]

• 荒漠化治理固碳方法学 [ vcs（编制中）]

有水 无水

藻 藻藻 藻

CH4 N2O

微藻光合作用，减少CH4的排放

环境胁迫
pH

温度

光照

干旱

风力

优质藻种

实现减排CO2≈3-4吨/公顷

微藻提高氮素利用率10%-30%,减少
N2O的排放



各项资质

全国有机肥标
杆示范企业

湖南省耕天下北京耕天下 海南耕天下

生物科技自助
创新示范企业

全国生物科技行
业重点推荐企业

全国3A诚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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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

有机农业生产
认证

荣 获
2021年
度
理事会理
事单位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理事单位
农业部肥料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湖 南 省

科 学 技

术厅

上海耕天下

农业部双减
创新产品



公司结构

北京耕天下
控股平台/管理中心

湖南耕天下——
产品研发/中试

海南耕天下
原料生产

上海耕天下
进出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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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

ü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ü 具有20年中央财经媒体记者经

验

ü 在美国、以色列参与早期科技

项目投资 ，熟悉科技项目孵化

运营全流程

ü 创业经验丰富，曾创办一家卫

星数据传输技术公司

张继烨 硕士

ü 清华大学 数学系
ü 历任中银亚洲助理副总裁，凤凰卫视上市财务顾问
ü 中环保水务投资公司发起人、香港国中控股

（HK202）董事局主席 、香港瀛晟科技（HK0209）
执行董事，CFO，CEO

ü 收购NXP RF Power部分业务（2015）、生物医药
行业的拓展等。具有国际视野，拥有丰富的资本市
场及公司管理运营经验

创始人

——联合创始人 CFO

罗梁元 硕士
——土壤实验室

ü 海南大学硕士

ü 参与“重庆市大足区耕地土壤普查”工作

ü 配合完成后期资料整理和数据录入等工作

ü 熟练掌握土种辨别技术

我们的团队

杜建芳 博士

ü 理学博士，河北大学生物技术中心副研究员，以色

列魏茨曼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生物化学系博士,在植物组织培养、有效药物成分

提取、植物基因工程、炎性细胞因子介导的信号通

路研究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首席微藻工程师

康明 博士
 —— 首席科学家

ü 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ü 从事微藻基因工程和藻类病毒分子生物学

研究与应用多年

王高峰 硕士

ü 曾任国务院国资委《能源》杂志社副社长，能

源和碳资产管理领域专家

ü 曾就职于中央大型发电企业三峡集团，对电力、

油气、煤炭和碳减排行业均有较深的研究

ü 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著有《能源2.0》、

《第三次对外开放》等书

——首席碳资产管理官

杨亮 硕士
——首席运营官

ü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

ü 曾任中央电视台记者、法律顾问，北京六间房

科技法务总监

ü 拥有丰富的法律风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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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深藻业经验的顾问团队

孙中亮 博士

系统集成

ü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博士

ü 曾任山东烟台大学讲师、副

教授

ü 主要研究微藻生物技术

黄建科 博士

系统集成

ü 长期从事于光合生物细胞

（微藻）和微生物培养、

光生物反应器的设计与优

化、微藻生物固碳、污水

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魏东 教授

总顾问

ü 华南理工大学食品工程学院

ü 中国藻业协会理事、中国海洋

与湖沼学会微藻分会、海洋生

物工程分会理事

ü 承接国家863、973、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20余项课题，

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4项，

发表研究论文140余篇

P/18



打造产业链闭环

技术+专利 藻种库认知 碳普惠闭环

l 土壤改良技术集成
l 专利产品
l 减排方法学
l 固碳方法学

l 专利藻种 
       （荒漠化、高寒草地、
        盐碱地）
l 菌藻组合

l 系统论
l 信息论
l 控制论
l 演化论
l 生态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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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上游—排碳企业
l 中游—土壤改良
l 下游 — 碳交易



相关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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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多项专利申请中。。。

实用新型专利



战略规划

2019年

2019年，建立实验室

2020年

2020年，以研发为核心

建立中试工厂

确定水稻为重点

2021年，完善产品线

实现盈利目标

2021年 2022年

2022年，新工厂建设

加强水稻推广

荒漠化治理

钝化土壤重金属

2023年 2024年

碳捕捉系统方案

碳配额机制

2024年，碳中和系统工程

产品小试

2023年，土壤改良

2030年，微藻研发
“贝尔实验室”

2030年

第一阶段：产品研发 第二阶段：土壤改良+碳交易 第三阶段：碳中和产业链

国内碳交易 国际碳交易

• 与中国农科院合作进行方法
学认证申报，通过交易所交
易或进行大客户采购

• 预计22年开始方法学认证，
23年进行交易

• 预计22年在东南亚的水稻
开展中试

• 预计23年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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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球降温一度
为华夏治土亿亩



耕天下核心竞争力
我们热爱这片土地



藻 耕 天 下  碳 和 星 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