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1

合成生物学领域“揭榜挂帅”科技攻关暨 2025 年重大技术需求榜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技术需求名称
榜额

（万元）
技术需求 考核的关键技术指标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常州蓝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天然水蛭素多肽

药物生物合成的

研发及产业化

300

1. 国内外现状：水蛭素是一种重要的抗

凝剂药物，在 2000年前后美国 FDA 就

批准了基于重组水蛭素的来匹卢定、地

西卢定的上市销售，在肝素不适用的领

域作为重要的补充。但是目前已经上市

的微生物重组水蛭素，由于缺少磺酸化

修饰，其药效仅为天然水蛭素的十分之

一。天然水蛭素是磺酸化修饰的水蛭素，

作为中药水蛭体内的小分子活性肽，分

离和纯化异常困难，且天然水蛭素的合

成机制尚未解析清楚。

2. 榜单研究内容：开发更高效的微生物

合成磺酸化水蛭素菌株，解决磺酸化修

饰的难题，提高磺酸化比率；构建更高

效生产天然水蛭素的微生物菌株，包括

大肠杆菌和酵母菌；完成相关小试、中

试及产业化应用的工艺开发，实现低成

本的生产。

磺酸化比例：发酵所得磺酸化

天然水蛭素比例超过 50%
天然水蛭素发酵产率大于

0.5g/L
抗凝血活性大 80000ATU/mg
每批发酵时间在 5天以内

张 岭 15312096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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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技术需求名称
榜额

（万元）
技术需求 考核的关键技术指标 联系人 联系方式

2
江苏东星智慧

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基于合成生物学

的多种重组蛋白

原料的制备工艺

开发

860

重组蛋白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合

成生物制备生产方法大幅度降本增效，

为促进重组蛋白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前沿

开发和应用，利用人工智能（AI）技术

优化蛋白结构，通过高通量筛选挖掘和

设计高效菌株，建设多种重组蛋白的生

物合成功能性平台，并结合发酵工程技

术建设从小试到大试的示范性生产线，

重点提出技术需求如下：

1.利用冷冻电镜技术对胶原蛋白结构进

行表征，并借助 AI技术优化自动化和高

通量筛选平台，以构建高效重组工业菌

株。

2.引入合成硫修饰系统，构建 3-5株具有

明确抗噬菌体活性的高产工业底盘株。

3.设计 3 款以上可用于外科医疗器械或

医药的产业化重组蛋白原料，使其具备

抗菌修复效果，并建立小试工艺。

4.开发 1 款重组胶原蛋白，完成中试

300L生产后，在 1吨以上生产线上验证

并取得知识产权。

结合冷冻电镜实验数据和蛋

白 AI模型，设计重组蛋白的

柔性算法模型或结构库。

基于 AI和高通量筛选技术生

物合成高效微生物菌株 3-5
株，2株以上重组人源化胶原

蛋白高产菌株，1株以上抗菌

重组蛋白高产菌株，具有外科

类医疗器械等医药生物制造

应用前景。

设计 3 款重组蛋白小试高效

合成工艺包，其中 1 款小试

3-5L 工 艺 包 产 量 不 低 于

10g/L,纯化得率不低于 50%。

定制 1 款重组胶原蛋白大试

工艺包应用于生产，并设计示

范性发酵和纯化工业生产线，

要求单批中试规模不低于

300 L，产量不低于 8 g/L,纯化

得率不低于 25%，并在 1 吨

以上生产线上验证，获得知识

产权。

申请 3个国家发明专利。

龚爱琴 1596123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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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技术需求名称
榜额

（万元）
技术需求 考核的关键技术指标 联系人 联系方式

3
常州泰美瑞

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人源跨膜胶原蛋

白的生物制备关

键技术开发

200

1.建立符合 YYT 1888-2023 标准的重组

人源化 XVII型胶原蛋白的质量体系。

2.制备重组人源化XVII型胶原蛋白的工

程菌株构建。重点考察和优化跨膜结构

域的翻译、组装与熟化。

3.工程菌株的发酵研究。发酵制备目标

胶原蛋白，并对发酵的工艺参数进行研

究与优化，以期获得较高产量的目标

XVII型胶原蛋白粗品；

4.XVII 型胶原蛋白原料的分离纯化研

究。确定该目标蛋白的分离纯化路线；

并以此路线为基础开展相应的工艺研

究，建立分离纯化工艺。

5.重组人源化XVII型胶原蛋白的制型的

研究。开展制剂的配方研究。重点优化

冻干纤维的辅助剂的比例和预冻及解析

干燥的工艺参数。

6.基于获得的工程菌株，建立一条符合

GMP规范要求的重组XVII型胶原发酵、

提取和纯化示范生产线。

1.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获得

稳定遗传和发酵表达 XVII型
胶原蛋白的工程菌株，不少于

2株；

2.获得的工程菌株进行 5L 发

酵时，目标蛋白产量不低于

1.5g/L, 进行 1000L 发酵时，

目标蛋白产量不低于 5.5g/L；
3.对重组生产的 XVII 胶原蛋

白进行精制提纯，总收率不低

于 50%，纯度不低于 95%；

4.申报发明专利不少于 3件；

5.培养硕士研究生不少于 2
人，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合成

生物学研发队伍，建设 1个联

合实验室或工程技术中心。

戴红梅 1391232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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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技术需求名称
榜额

（万元）
技术需求 考核的关键技术指标 联系人 联系方式

4
江苏创健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尿道注射用重组

胶原蛋白凝胶的

研发

200

压力性尿失禁主要表现为在咳嗽、打喷

嚏、笑或运动等增加腹内压力的情况下，

出现不自主的尿液漏出。尿道填充剂注

射术是治疗压力性尿失禁的最微创的外

科术式，在内镜直视下，将填充物注射

于尿道内口黏膜下，使尿道腔变窄以提

高尿道阻力，增加尿道内口的闭合。国

外已经有多种类型的相关产品，但国内

尚无一款该类产品，因此，拟研发用于

压力性尿失禁治疗的可降解生物材料。

研究内容：

（1）通过合理的处方设计与优化调节凝

胶材料的降解性能及理化性能；

（2）通过理化性能研究、临床使用数据、

注册监管角度、工艺可行性及稳定性调

整等多个维度选择合适的胶原蛋白原

料；

（3）按照 GB16886 通过实验完成尿道

注射用重组胶原蛋白凝胶的生物相容性

评价，并通过动物试验方法验证材料的

安全性、有效性及降解研究；

（4）完成设计开发、工艺转化、临床评

价及注册申报等工作。

产品研发指标:获得 2-3 种可

用于尿道注射的重组胶原蛋

白凝胶;
产品性能指标 :PH:6.5-8.0;渗
透压 :270-350mQsmg/L;重金

属总量应不大于 10ug/g;产
品应无菌

所获得产品应参照相关标准

进行免疫刺激性试验并符合

要求

可通过 30G 针头进行

推注 ;在剪切速率 0.25s-1、
(25+0.1)℃条件下，动力粘度

值应大于 30Pa.s
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优化重

组胶原蛋白性能，使尿道注射

用重组胶原蛋白凝胶治疗压

力性尿失禁的效果与竞品相

当或者更优

姚祥福 1390150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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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技术需求名称
榜额

（万元）
技术需求 考核的关键技术指标 联系人 联系方式

5
江苏宁辉生物

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全生物多场景可

降解止血材料
450

突破现有材料止血救治技术瓶颈，基于

合成生物学设计开发聚氨基酸、粘多糖

材料的多场景生物可降解止血材料，该

止血材料应具备以下特征：

1.以聚氨基酸和生物粘多糖等合成生物

来源的生物基原料，开发生物可降解止

血材料，获得止血材料在高盐分环境中

快速止血、长期稳定粘附的关键技术。

2.通过止血材料与组织界面产生良好的

协同粘合及多重交联作用，使材料在与

伤口接触时展示出持久的黏附能力。

3.具有良好的细胞、组织亲和性、抑菌

性，能与周围组织发生良好的整合，能

满足高渗和细菌等恶性环境下的不规则

伤口紧急止血。

基于合成技术开发 1~2 种全

生物多场景可降解止血材料，

在高渗和细菌等恶性环境下

快速止血<60s，吸收体液/血
液形成高粘附界面结合，吸收

液体质量≥1000%，溶血率

<5%，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制

率≥60%，大肠杆菌抑菌率

≥80%。

完成 1~2 种止血材料生物安

全性评价：细胞存活率满足 2
级要求，皮肤刺激试验中，

PⅡ值为 0~0.4，皮肤致敏试

验中，无明显致敏反应。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2项。

建立 1 套止血产品生产的工

艺流程，完成相关材料的技术

要求。

姚 健 1358435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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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技术需求名称
榜额

（万元）
技术需求 考核的关键技术指标 联系人 联系方式

6
常州龙骏天纯

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多功能、低成本生

物降解材料覆膜

生产与应用关键

技术

600

纸基复合材料具有较强的机械性能和良

好的阻隔性能，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食品、

医药、电子、日化包装等。据数据统计

网显示，2024年全球纸塑复合包装市场

800亿美元，预计到 2030年，中国纸塑

复合包装有望突破 1500万吨。

纸基覆膜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造成了环境压力。当下国家相继

出台塑料污染治理政策，推动可降解材

料替代。本榜单研究内容具体包括:
（1）可降解膜材料筛选与改性:从现有

成熟的可降解材料中筛选符合要求的可

降解材料，并进行功能化改性，使之满

足纸塑覆膜要求。

（2）可降解材料覆膜测试:开展纸基复

合生产测试，评估降解材料与现有覆膜

设备的适配性，并进行耐候性、耐磨性、

印刷性等测试对比。

（3）经济环境效益评估：开展全生命周

期评价，并与现有膜材料进行对比。

生 物 降 解 膜 生 物 分 解 率

≥90%。

薄膜透光性(45°)>90%，雾度

<5% ， 拉 伸 强 度

(MD)≥60MPa ， 拉 伸 强 度

(TD)>40MPa，断裂标称应变

(MD)≤20%，断裂标称应变

(TD)≤40%
薄 膜 表 面 润 湿 张 力 36-38
mN/m；耐候性:高温 65℃，

16h；低温-50℃，16h；湿热

30℃，93% RH，72h 环境条

件后结构无明显变化；采用

1kg 负重砝码，往复摩擦 20
次，表面无明显划痕。

环境经济效益:降解膜生产全

过程的资源环境影响及碳足

迹要优于现有膜材料，且生产

成本不得高于现有覆膜成本

的 1倍。

叶 蕾 1596110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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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技术需求名称
榜额

（万元）
技术需求 考核的关键技术指标 联系人 联系方式

7
江苏卓微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微生物现场实时

快速质量控制生

物传感器系统

200

微生物质量控制在合成生物学中具有重

要意义，因其能够直接影响研究和应用

的准确性、可靠性及成果转化。它是定

量分析的基础，在合成生物学中，定量

分析是实现基因电路精确设计的前提，

可以量化微生物的生长速率、代谢活性

和基因表达强度，从而优化基因网络设

计。合成生物学中常通过调控细胞密度

来影响群体感应（Quorum Sensing）系

统，这需要实时、准确的微生物质量控

制。

在合成生物学驱动的工业生产中（如药

物、化工品和生物材料的合成），微生物

质量控制用于监控发酵过程，优化产量

和质量。合成生物学中构建的工程菌常

需要在复杂环境中与天然微生物竞争，

准确质量控制有助于评估工程菌的竞争

力。同时，通过监控微生物数量，还能

评估生物安全性，防止工程菌意外扩散

或失控。

目前的常规方法是 A、平板计数法：经

典但耗时，用于菌落形成单位（CFU）
计数。B、显微镜计数法：用于直接观察

和计数微生物，但分辨率有限。C、光学

密度法（OD600）：快速估算细胞浓度，

对悬浮于液体中的微生物进

行快速绝对计数；包括但不限

于酵母、 大肠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菌、幽

门螺旋杆菌、脑膜炎球菌等，

无需培养长菌落。

无需管路清洗和样本接触，使

用抛弃式加样系统，无交叉污

染和接触风险；

使用电信号全样本分析，样本

处理过程中涉及到的试剂预

封装在加样系统中；

检测下限达到 40CFU/μL；
无需培养，检测时间不超过 2
分钟；

支持数据到导出，结果可打

印；

实时在线监测。

董玉婷 1811579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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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技术需求名称
榜额

（万元）
技术需求 考核的关键技术指标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但需校准。这几种常规方法在计数精度

上，在高密度或混合微生物群体中准确

计数仍具难度。在实时性与高通量需求，

计数方法耗时较长，难以满足动态监测

要求。且不同实验室和方法之间的数据

缺乏可比性，缺乏标准化依据。

因此开发便携式、自动化质量控制设备，

支持实时动态检测，是非常重要的，它

不仅是理解和优化合成生物学系统的关

键工具，还直接关系到成果的可靠性和

应用转化效率。

本项目研究内容主要是开发能够实

时快速能用于不同微生物质量控制的生

物传感器系统。企业拟投入经费 20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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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技术需求名称
榜额

（万元）
技术需求 考核的关键技术指标 联系人 联系方式

8
常州吉恩药业

有限公司

生物法合成非天

然氨基酸系列产

品的关键工艺开

发

390

非天然氨基酸有化学法和生物法两种制

备方式，相比化学法，生物法具有底物

来源广、操作简单、无环境污染等优势，

但存在生产周期长、技术难度大等挑战。

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为生物法绿色、高效

合成非天然氨基酸提供了重要策略。为

开发生物法合成非天然氨基酸系列产品

的关键工艺，本项目拟以 2-甲基-L-亮氨

酸、L-(+)-青霉胺 2 种非天然氨基酸为

对象，开发基于合成生物学技术的生物

制备法，研究内容包括：筛选能够合成

2-甲基-L-亮氨酸、L-(+)-青霉胺的高效酶

系或微生物株系；对酶催化及微生物合

成 2-甲基-L-亮氨酸、L-(+)-青霉胺的关

键技术进行工艺优化，进而开发出生物

法高选择性、高产率合成 2 种非天然氨

基酸产品的关键工艺。

构建出能够转化合成 2-甲基

-L-亮氨酸、L-(+)-青霉胺的高

效酶系或微生物株系，其中微

生物单菌株合成目标产物的

量不低于 5 g/L
开发出生物法高选择性（对映

异构体≤0.1%），高产率（实

际产量/理论产量≥70%）合成

2-甲基 -L-亮氨酸的关键工

艺，且产品纯度≥99.0%、合

成总收率≥60%
开发出生物法高选择性（对映

异构体≤0.1%），高产率（实

际产量/理论产量≥70%）合成

L-(+)-青霉胺的关键工艺，且

产品纯度≥99.0%、合成总收

率≥60%
申请至少 1件发明专利

顾 玲 1886110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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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技术需求名称
榜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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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常州瑞明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左卡尼汀原料药

绿色酶催化工艺

的开发

800

左卡尼汀（Levocarnitine），也称为左旋

肉碱，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中的氨基

酸衍生物，对于脂肪酸的代谢和能量产

生起着重要作用。临床上左卡尼汀在改

善心肌缺血、提高精子活力、治疗慢性

肾衰竭、缓解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辅

助治疗心肌病、预防血液透析时的不良

症状和脑血栓的发生等方面都具有显著

的临床效果，为国家医保药品。2018年
5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第

一批罕见病目录》，左卡尼汀制剂是治疗

目录中原发性肉碱缺乏症罕见病的唯一

救命药物，也是治疗戊二酸血症Ⅰ型、

异戊酸血症、甲基丙二酸血症三种罕见

病的关键药物。同时左卡尼汀还广泛应

用于食品、保健品等行业。2023年左卡

尼汀制剂国内医院销售额为 15.75亿元，

临床用量巨大。因此，左卡尼汀原料药

的国内外市场需求增长强劲，前景广阔。

目前文献报道的左卡尼汀合成方法有：

食物提取法、化学合成法和生物合成法。

食物中提取主要是从肉类中提取，其工

艺复杂、难度大，不适合工业化生产。

目前多数厂家采用化学合成法制备左卡

尼汀,以环氧氯丙烷为起始原料,经过动

力学拆分得到右旋环氧氯丙烷,与三甲

胺盐酸盐反应制得季铵盐，再和氰化钠

反应,最后经过水解得到左卡尼汀。由于

完成生物合成法制备左卡尼

汀原料药技术路线的开发；

完成生物合成法制备左卡尼

汀原料药的质量控制和质量

研究工作；

采用该技术所得产品质量应

符合国际最新的质量标准，单

杂≤0.1%，总杂≤0.5%，异构

体≤0.2%；

左卡尼汀原料药生产的物料

及三废处置成本控制在每公

斤 300元内；

产业化规模不低于 500 公斤/
批；

由发榜单位配合揭榜单位共

同完成左卡尼汀原料药的全

部注册申报工作。

王小亮 18861255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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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工艺路线长，设备投资大，制备的

左卡尼汀手性纯度低，并且用到剧毒品

氰化钠，危险性强，环境不友好，三废

处理困难，产业化难度大，氰化钠的使

用在左卡尼汀中还存在残留风险。

企业拟投入最高不超过 800 万元寻求有

化药原料药产业化经验的团队开发一种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左卡尼汀生物合成

方法并完成产业化研究，同时完成原料

药申报注册所需全部质量研究及质量控

制工作，需求如下：

1.开发一种适用于左卡尼汀原料药合成

的羰基还原酶突变体，要求底物特异性

好、催化活性高、对映选择性强、收率

高；

2.利用酶催化法合成左卡尼汀，要求反

应温和、常温常压、合成路线短、安全

系数高、产品手性纯度高、不使用剧毒

品；

3.减少有机溶剂的使用，使工艺更加环

保；

4.选用常见物料作为起始原料以降低生

产成本；

5.完成批量不低于 500 公斤的左卡尼汀

原料药产业化研究；

6.完成左卡尼汀原料药全部质量研究工

作，确保开发的工艺可完成原料药申报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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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常州新博龙泉

酒业有限公司

精准发酵合成酵

母蛋白基人造肉

联产高质量黄酒

绿色工艺开发

360

国内外现状:全球人口增长导致蛋白质

需求激增，预计 30年内缺口 2.5 亿吨。

酵母蛋白为微生物替代蛋白的重要形

式，已获批新食品原料。酵母广泛应用

黄酒等食品发酵。然而，传统发酵产业

面临废水污染、废水处理成本高和部分

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亟需通过技术创

新提升产业价值。

研究内容:以黄酒酿酒酵母为对象，结合

合成生物学和精准发酵技术，基于蛋白

含量，消化率等指标，酒体醇/酯/酸/酚
等物质组成与感官品鉴等手段评估，提

升酵母蛋白合成效率和风味物质生成能

力。通过智能发酵控制，实现酵母蛋白

与黄酒高效联产，开发高附加值拟肉蛋

白产品。同时将传统黄酒发酵有机废液

转化为环保有机肥，实现资源全组分利

用，推动长三角地区酿酒企业绿色转型。

1、获得高效生产酵母蛋白和

黄酒的多功能菌株 1-2株；

2、目标产品酵母蛋白的粗得

率≥30%，蛋白质含量≥70%；

3、目标产品酵母蛋白体外消

化率≥80%，必须氨基酸占比

≥40%；

4、创建淀粉原料酵母全组分

利用的精准发酵新体系，形成

零废物资源全循环利用示范

工艺；

5、申请 1-3 件国家专利，其

中国家发明专利不少于 1件。

蒋菊妹 1895122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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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江苏五湖生态

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低污染水体应急

治理的人工多细

胞微生物体系的

构建与应用

200

为应对初期雨水径流污染、污水管网溢

流等突发性污染事件引起的低污染水体

返黑返臭问题，拟构建以多细胞微生物

体系为核心的微生物修复技术并进行实

际应用。具体需求如下：

1、通过原位分离筛选优势功能菌株，采

用“自上而下”的群落构建策略，合成具

备高效降解能力的多功能细菌群落。目

标是在 2-3 天内将低污染水体（COD 60
mg/L，TP 1 mg/L）水质恢复至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 III–IV类。

2、开发以宽光谱光合细菌为核心的多细

胞微生物体系构建技术，实现低污染水

体中 NH3-N（5 mg/L）及总氮（TN）等

污染物的高效去除，恢复水质至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 III–IV类。

3、完成不少于 200米水体的处理示范应

用，在环境条件波动范围内，将污染物

降解效率的下降幅度控制在 10%以内，

确保修复技术的稳定性与实用性。

开发了一种面向低污染水体

应急治理的多细胞微生物技

术，构建出具有高效降解污染

物的合成细菌群落；具备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

构建的多细胞微生物体系能

够在 2-3 天内将低污染水体

（COD 60 mg/L、NH3-N 5
mg/L、TP 1 mg/L）恢复至《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GB3838-2002)中的 III–IV 类

水平。

所构建的多细胞微生物体系

具有显著的稳定性。在环境条

件波动范围内，污染物降解效

率下降幅度始终控制在 10%
以内。

完成规模不少于 200 米的低

污染水体治理示范应用，水质

从劣 V类提升至 III–IV类。

每 吨 水 处 理 成 本 ≤ 0.5
kWh/m3，运行周期内无需频

繁补充菌种。

王海龙 1381503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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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江苏佳尔科

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生物合成 7-脱氢

胆固醇技术
600

解决 7-脱氢胆固醇现有化学合成路线较

长，总收率较低，成本偏高，产废量大

的不足，利用常用菌株为底盘细胞，通

过重建代谢网络，优化代谢通量分布、

组合调控内源性竞争途径、前体供应和

转化以及关键途径酶的亚细胞重定位等

手段，构建高效产生 7-脱氢胆固醇的生

产菌株，实现从葡萄糖到 7-脱氢胆固醇

的生物合成，实现可批量化生产技术，

并与化学合成路线相比在成本、收率和

质量上具备竞争力。

构建用于生产 7-脱氢胆固醇

的工业菌株，底盘菌株不能对

人和环境带来危害；

开发该菌株生产 7-脱氢胆固

醇的可放大工艺（吨级发酵规

模）；

在 50L～100L 发酵罐中实

现 7-脱氢胆固醇产量≥5g/L；
7-脱氢胆固醇成品的主要质

量指标应不低于目前化学法

产品质量指标（液相外标法含

量不低于 95.0%），且杂质谱

稳定，主杂质明确。

张加喜 1396140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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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常州云泽水产

科技有限公司

高效脱氮工程菌

群构建及应用
400

1.国内外现状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是集环境保护和高密

度养殖为一体的前沿养殖模式，但其尾

水排放量大、循环水中的无机氨对鱼群

生长危害极大，故对尾水处理速率和脱

氮效率要求高。当前脱氮菌群处理效果

不稳定、处理时间长，难以支撑高密度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的水质调节。亟需开

发高效短程硝化反硝化工程菌群构建技

术，实现工厂化养殖尾水高效循环利用。

2.榜单研究内容

(1)高效短程硝化反硝化工程茵群构建

构建高效短程硝化反硝化工程菌群，突

破低碳条件下高效脱氮技术瓶颈，实现

养殖尾水中 NH4-N、NO:-N 等氮污染

物的高效去除。(2)菌群高效固定化技术

研发开发固定化绿色载体材料，研发工

程菌群高效固定技术，实现菌群的高密

度和高活性附着。

(3)尾水脱氨系统中试示范产线建设开发

以固定化工程菌群为核心的高效脱氮处

理中试示范技术，实现尾水处理出水水

质 满 足 淡 水 养 殖 用 水 水 质 需 求

(NY5051-2001)。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效脱氮工程菌群及固定化技

术；

养殖尾水中NH4+-N、NO2--N
等氮去除效率达到 95%以上；

工程菌群负载量不低于 1 g/g
载体，固定化菌群可重复和连

续使用 60 d以上；

脱氮系统尾水处理能力不低

于 1.2 m3/min；
形成不低于 80 m3 高效脱氮

处理中试示范产线，尾水处理

出水水质满足淡水养殖用水

水质需求（NY 5051-2001）

韦梦圆 139614794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