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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牵手中科院助推地质找矿

本报讯 9

月
19

日， 记者从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了解到，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与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在河南地
矿科技产业园（白沙）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地球化学应用
技术研究中心、重金属污染修复治理研究中心。

“今后，我省地质找矿、重金属污染治理等矿业问题，将得到中国
科学院专家的有力支持。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局长王建平表
示。 中心建成后将在资源地球化学、环境地球化学、地球化学大数据

3

个领域的
12

项重大课题开展全面合作， 为河南省开展中深部成矿预
测、实现地质找矿突破、开展重金属污染修复治理提供支撑。

（耍旭祥）

提高抽油机调冲程时效课题获奖

本报讯

近日， 西北油田采油管理一区申报的提高抽油机调冲程
时效课题获得中石化优秀

QC

成果一等奖。 西北油田采油二厂的技
术人员用自己发明的退曲柄销专用工具， 使调整抽油机冲程时间缩
短了

35

分钟，增效
80.61

万元。

针对
CYJY-16

型抽油机调冲程时间较长、影响产油量；操作中员
工使用大锤和撞钟退曲柄销，不安全且劳动强度大等问题，该厂技术
人员找出主要原因，发明了外涨式顶力退曲柄销工具，使调冲程的操
作时间平均减少

35

分钟。 今年前
8

个月， 累计增产原油
451.7

吨，增
加经济效益

80.61

万元。

（张明江）

延长炼化轻烃项目可研批复

本报讯

近日， 延长炼化公司公司轻烃综合利用项目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已通过论证并获得批复。

该项目将建设
20

万吨
/

年烷基化装置、

30

万吨
/

年丙烷
/

异丁烷混
合脱氢装置、

25

万吨
/

年
MTBE

装置， 以及配套公用工程及辅助生产
设施。 项目建成后将炼化公司已有炼厂加工产生的丙烷、混合碳四等
炼油“边角料”进行深度加工，以进一步密切产品上下游关联，延伸炼
化石油化工产品产业链条，有效提高能源附加值和综合利用率。 项目
计划于

2018

年
9

月底中交，

12

月底建成投运。

（张议丹）

闵恩泽奖学术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 9

月
18

日， 由闵恩
泽能源化工奖基金主办、 中国
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协办
的闵恩泽能源化工奖基金

2016

年度第二次学术交流会在上海
举行。

闵恩泽能源化工奖基金理事
会确定

2016

年为学术交流年，分
别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举办
3

次学术交流会。 本次会议从战
略层面就现代能源体系构架下煤
化工的优化发展、 绿色碳一化学
的挑战和机遇、 离子液体与绿色
工程、 生物制造研究进展等方面
阐述了化学化工、 生物化工与能

源化工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重点介绍了基于海水的工业生物
技术、 生物质基多元醇催化选择
氧化和氢解反应技术、 类人胶原
蛋白多孔水凝胶生产技术等生物
基化学品制备技术的研究现状和
发展趋势， 并对生物基化学品的
产业化前景进行了展望。

中国工程院王基铭、谢克昌、

欧阳平凯、包信和、钱旭红、张锁
江等院士和来自复旦大学、 浙江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
学的代表等共计

100

余人出席了
此次交流会。

（肖宏斌）

高性能材料联合实验室揭牌

本报讯（记者 郭莉）9

月
19

日，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北京化工大学合作签约仪式
在北京举行， 双方将在橡胶等新
材料研发、实验室建设、人才培养
等方面开展合作。 彤程新材料集
团总裁周建辉与北京化工大学党
委书记王芳共同为北化—彤程高
性能材料与助剂联合实验室揭牌。

签约仪式上， 彤程还向北化
教育基金会捐赠了

1000

万元。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傅向升在签约仪式上指
出， 校企合作是石化行业创新的

优良途径， 是高校研发新阵地与
企业成果落地新战场之间的有效
联动。去年，我国石化行业主营业
务收入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但在
2016

年评选出的全球化工
50

强中，我国大陆仅中石化一家
企业上榜， 大而不强的差距十分
明显。 校企合作对高校来说是科
研成果转化的重要形式， 对科技
人才来说是了解市场发展趋势的
良好机会， 对企业来说是技术升
级、立稳市场的有效途径。

王芳表示， 联合实验室的建
立使北化科研成果可以更快实现

转化、更紧密贴合市场。彤程坚持
产学研用和科学管理的发展理念，

其对北化教育基金会的捐助， 既是
对高校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的支
持，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周建辉表示， 公司发展至今
已申请国内专利超过

100

件，获
得国内外授权专利

50

件。基于与
北化的合作， 彤程将在橡胶原材
料及助剂、生物基弹性体、环保高
性能材料等方面加大科技投入。

上图为王芳（左） 与周建辉

（右）为实验室揭牌。

（本报记者 郭莉 摄）

彤程

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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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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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空气：合作创新延伸产业链

□ 叶文

面对资源限制、 能源结构调
整、 产业优化和转型带来的诸多
挑战，液化空气集团坚持对中国
市场的长期承诺和创新投入，追
求绿色可持续发展， 与合作伙
伴、客户和供应商分享尖端创新
技术与高附加值解决方案。 目
前，他们正在积极推动新技术在
生物质能领域的广泛应用， 依托
生物质气化技术、 沼气提纯技术
等，通过合成气、车用燃气、液化
生物甲烷、 可再生氢气的生产延
展产业链条。

建研发中心

旨在辐射全产业链

今年
2

月， 液化空气在上海
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成立了研

发与技术中心， 该研发中心的成
立对于液化空气在亚太区的创
新举措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截至目前，该中心投资
2500

万欧元，占地
12000

平方米，由展
示区、办公区、实验室和大型试验
示范平台组成，并配备了工业规
模条件下用于技术测试和生产
设计的一流设备。中心依托液化
空气的创新解决方案和全球研
发网络， 聚焦煤炭清洁利用、全
氧燃烧以提高能源效率、 水处
理、生物质利用、温室气体减排、

城市空气质量、食品保鲜和食品
安全以及公共健康等问题，为客
户提供因地制宜的服务和解决
方案。 该中心与液化空气在欧
洲、北美、日本和韩国的研发团
队保持密切联系，充分发挥创新
生态体系的协同效应，扩大与科

研领域、业内企业和企业家的合
作。

携手中科院

开展生物质气化研究

在生物质各种利用途径中，

生物质气化是最重要的技术之
一。 普通气化过程通过空气提供
氧化过程所需氧气， 但是氧化过
程产生的大量热量被空气中占
多数的氮气所吸收， 造成了能量
的浪费与氮氧化物的排放， 同时
也降低了合成气的热值。

液化空气致力于氧气在生物
质气化过程中的应用， 期望通过
使用富氧乃至纯氧代替空气以
减少气化过程中的能量浪费，提
高气化效率。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

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开发的两步
法生物质富氧气化制备合成气技
术具有合成气热值高、 焦油含量
低等优势。 经过充分的交流，双
方决定在两步法生物质富氧气
化制备合成气方面进行联合研
究与技术开发， 包括新型氧气喷
射设备的设计测试以及整体气
化系统的开发与优化。 目前，该项
目已经完成了两步法气化系统的
设计、施工与多次测试活动，并开
发了两种用于生物质富氧气化的
氧气喷枪。所开发的两种氧气喷枪
的喷射流量、 角度与流场均可灵
活调节， 能应用于多种不同的生
产工况。

双方的合作不仅为液化空气
氧气业务领域提供了有力的技术
支撑， 同时也进一步扩展了中科
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的基础科研平台。 双方还将进一
步深化合作， 开发新的气化过程
控制技术。

牵手合作方

优化生物甲烷质量

液化空气一直致力于推广可
再生天然气在中国的使用， 以及
开发提升沼气价值链的本地化
解决方案，譬如，采用膜技术分离
气体，使沼气得以提纯升级，以支
持天然气管网加注， 生产车用燃
料（如压缩或液化生物天然气），

通过蒸汽甲烷裂解装置制氢。

当前， 液化空气正与国内合
作方共同携手， 针对客户不同需
求， 提供高效与环保的能源转换
方案，优化生物甲烷质量，变废为
宝。今年

5

月，液化空气为中国广
核集团新疆呼图壁种牛场规模化
生物天然气项目提供的沼气提纯
设备顺利完成调试。 该生物天然
气项目日处理牛粪

1000

余吨，日
产沼气

3.6

万标准立方米， 经提
纯后可日产生物甲烷

2.3

万标准
立方米， 相当于每年可减排温室
气体

14.4

万吨。

（本系列报道到此结束）

首创技术国内领先 已在多家企业应用

钛白粉生产余热回收难题告破

本报讯（记者 姜小毛）9

月
18

日，钛白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 国家化工行业生产力促进
中心钛白分中心在江苏南京召开
专家评审会， 对钛白粉煅烧尾气
余热利用新技术进行评审。 与会
专家认为， 其首创的热媒循环回
收钛白粉煅烧尾气余热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建议对深度余热回收
技术进行研发，为相关行业高硫、

高湿、 高腐蚀性工业烟气的余热
回收提供参考。

技术开发单位南京华电节能

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菊
香介绍， 该技术对尾气热能有效
利用， 生产高品质的蒸汽或高温
热风，达到了节能和环保的目的。

而且， 新技术采用热媒间接余热
回收的方式， 以自控系统控制热
媒的循环温度和循环流量， 确保
了传热面壁温基本恒定和腐蚀性
气体温度高于露点， 余热回收利
用安全高效， 解决了传统工艺的
腐蚀性、安全性难题。

据介绍， 钛白粉回转窑煅烧
尾气的余热回收， 是困扰行业生

存和发展的一道技术难题， 无论
是新建项目还是改造项目， 都鲜
有客户敢于尝试该尾气的余热回
收。原因在于，硫酸法钛白粉生产
从回转窑排出的偏钛酸煅烧尾气
排放温度一般在

400℃

左右，直
接喷淋脱硫降温， 会造成大量的
热量浪费。而且，由于尾气含湿量
较大，且有酸雾和硫氧化物、钛白
粉粉尘等， 对普通金属具有很强
的腐蚀性。 如果直接对该煅烧尾
气进行余热回收， 用来产蒸汽或
热水，存在极大的腐蚀风险。若将

余热回收设备的传热面壁温控制
在酸露点以上， 则煅烧尾气的温
度只能降至

300℃

以上， 余热回
收又不充分， 且当回转窑炉负荷
波动时仍然存在很大的腐蚀风
险。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 南京华
电自主开发了钛白粉煅烧尾气余
热回收装置核心技术， 并获得了
国家专利。在此基础上，该公司与
南京钛白化工合作， 将两条转窑
烟气余热产生的

0.8MPa

的饱和
蒸汽并入低压蒸汽管网。 在烟气

进口温度比设计温度偏低
80℃

的情况下，成功避开露点腐蚀，实
现了钛白粉转窑烟气余热回收技
术的突破。

李菊香介绍， 在有多台回转
窑的钛白粉生产线上， 该技术可
以实现“分散取热、集中产汽、中
央管理”的运行技术，设计科学、

运行稳定、节约投资，并已在南京
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道
恩钛业有限公司、 江苏太白集团
有限公司、 宁波新福钛白粉有限
公司等多家钛白企业应用。

首辆常温常压氢能客车下线

本报讯（记者 陈传武）9

月
17

日，全球首辆常温常压氢能公
交车“泰歌号”在武汉扬子江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下线。 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 可持续能源实验室主
任、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程
寒松博士告诉中国化工报记者，

在常温常压环境下， 以液态储氢
技术为汽车提供动力， 这在全球
尚属首次。

“泰歌号” 由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武汉地质资源环境工业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

江苏氢阳能源有限公司、 扬子江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研制。 据
程寒松介绍， 研究团队利用特定
的不饱和芳香化合物通过选择性
催化加氢的方法，解决了氢高效、

安全储存和运输这一难题， 克服
了传统高压运输高成本、高风险的
弊病，使储氢液体在特定催化剂作
用下实现了可控的氢气释放。

程寒松还向记者展望了“氢
时代” 的汽车生活：“到加氢站为
汽车注入液态的氢化合物， 然后
通过车内的反应器产生氢气，驱
动汽车。等到下次加氢的时候，再

把车内脱氢后的储氢载体回收返
运至厂家，可循环使用。 ”

武汉地质资源环境工业技术
研究院院长郝义国认为， 氢是能
量密度很高的清洁可再生能源，

但其特殊性质导致难以常温常压
储存。 程寒松团队攻克了氢能在
常温常压下难以储运这一世界性
难题， 氢能产业化迎来革命性大
发展的机遇。常温常压储氢技术，

具备储氢密度大、运输成本低、方
便快捷、安全稳定等优势，可充分
利用现有加油站等基础设施，储
氢材料可多次循环使用， 成本优
势明显。而且，氢能汽车行驶过程
中只排放水， 具有零污染、 无噪
音、加氢速度快、巡航里程长、使
用寿命长等优点。

武汉市市长万勇指出，“泰歌
号”氢能汽车的研制，将极大推动
氢能在汽车领域的产业化应用进
程， 助力传统汽车绿色低碳转型
升级。 他还表示将全力推进氢能
示范样车研发、 中试基地建设和
示范线运营，力争在明年上半年，

首批常温常压液态储氢公交车及
物流车在全省投入试运营。

新型 PE 催化剂完成工业推广

各项指标比肩进口产品

本报讯

近日， 由中石油石油
化工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气相聚乙
烯（

PE

）浆液型催化剂（

PGE-101

），

在吉林石化
27.4

万吨
/

年线型低
密度聚乙烯装置上完成了超冷凝
态生产条件下的工业推广， 各项
指标达到了进口催化剂的水平。

PGE-101

在超冷凝的苛刻
条件下实现了装置平稳运行，工
艺控制稳定， 催化活性超过
20000

倍， 产品堆积密度达到
0.38~0.39g/cm

3

。 与国内外同类催
化剂相比，

PGE-101

具有活性释
放稳定、聚合产品细粉含量低、粒
径分布窄、装置结片少、催化剂氢
调敏感、共聚性能突出、聚合物颗
粒形态好等特点。

石化院大庆化工研究中心科
研人员通过载体表面修饰与喷
雾干燥相结合等科学手段，攻克

了催化剂制备中颗粒形态控制
的核心技术难题。在开工运行过
程中，科研人员深入了解超冷凝
操作的技术难点，制定了技术方
案，明确催化剂质量指标，并在
国内最先进的气相全密度聚乙
烯中试装置进行了

9

次催化剂
中试，解决了超冷凝操作时流化
床反应器中催化剂诱导时间长、

系统积液、流化滞留、反应器结片
等技术难题。

目前， 中石油气相聚乙烯装
置产能为

260

万吨
/

年，每年需浆
液型催化剂

100

吨， 但该市场几
乎被国外公司和少数几家国内催
化剂厂垄断。进口催化剂售价高，

购货周期长， 且催化剂批次稳定
性差，经常造成装置生产波动、过
渡料多、产品质量不过关。

（苟爱仙 王登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