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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破解工业节能减排瓶颈性难题

实验室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设备。

 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长期以来可谓是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代名词。如何促进行业节能减排和产业转型
升级，是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冶金工业节能减排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简称实验室）依托北京科技大学建设，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承担多项重点
研发项目和课题，用原创性技术突破工业节能减排的多个瓶颈难题。

 实验室主任张欣欣介绍说，作为北京科技大学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平台之一，在北京市科委等单位的支持下，该
实验室成为“京津冀钢铁行业节能减排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重要的技术依托方，至今已向津冀钢铁行业输出多项技术
，为行业节能减排、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作出了贡献。

 校企合作破解余热回收难题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仅以河钢股份承德分公司的钒钛事业部为例，该事业部每条生产线每
天都会煅烧处理800—1000吨的含钒钢渣，这些煅烧的含钒钢渣出炉温度达900℃。过去，企业仅能对出炉的烟气的余
热进行回收，而大量高温钢渣的余热回收，成为企业想解决而求索无门的难题。

 冶金工业节能减排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于2011年获北京市科委认定。钢铁企业的钢渣余热回收难题，正是实验室预研
方向之一。针对钢渣余热回收难题，实验室组织多个团队力量进行攻关，并很快在实验室完成了小试。

 在冶金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各类高温熟料产品和工业炉渣等产物，统称为“散料”。各类散料的粒度分布很宽，有
的粒径大，有的则呈粉末状；散料的温度和产率波动大且各种散料温度变化范围也很大。此外，散料的流动性也不稳
定，大颗粒散料与粉末的流动性有着显著的不同。

 2012年，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带着需求找到了北京科技大学，并很快与实验室达成了合作协议。经过一段时间预研之
后，企业、实验室和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联合，共同承担了“高温固体散料余热梯级回收及品位提升
技术”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解决这一难题的思路是把这些问题进行分类，逐个攻关突破。”实验室副主任夏德宏告诉《中国科学报》，针对
散料粒度差异性问题，该实验室发明了速降分离技术，通过一系列针对性技术攻关，散料余热回收量达到了75%以上
，企业每年一条生产线就可节省3000吨标准煤。今后这项技术将在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推广应用，高效回收各类
工业熟料炉渣的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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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联盟服务行业节能减排

 京津冀是我国钢铁企业的集中区。仅以唐山迁安市为例，截止到2016年底，迁安市共有钢铁企业7家，产能3900万
吨。

 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推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和节能减排产业的技术创新，2015年，北
京市科委联合天津市科委、河北省科技厅共同推动成立了“京津冀钢铁行业节能减排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联盟旨在
整合钢铁产业的优质技术资源，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钢铁行业节能减排与产业转型升级。

 联盟的理事长单位为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工业节能减排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成为联盟最重要的技术依托方。同时，联
盟也成为实验室新技术行业应用的重要推手。

 过去企业在进行烟气余热回收时，对烟气的洁净度有较高的要求。但在生产实践中，高温的烟气往往比较脏，含有
大量粉尘，此外烟气中熔融的金属氧化物容易附着在回收管道，造成管道的堵塞。

 夏德宏说，在相关项目的支持下，实验室前期开展了“高温烟气循环分级净化与余热利用技术与示范”相关研究，
将除尘净化和余热回收过程耦合在一起，实现了净化与换热的相互强化和一体化，在高含尘量烟气余热回收方面已形
成技术积累。

 依托联盟的牵引，实验室团队骨干联合其他单位的40多名专家分组对迁安钢铁企业进行现场调研、与钢铁企业技术
人员座谈，收集相关数据，针对企业的装备情况、生产工艺、能源利用情况和环保设施运行情况进行调研分析。

 调研结果分析表明，多数企业存在煤气利用效率低、余热余能回收利用不充分、能源管理基础薄弱等多方面的问题
。“高温烟气循环分级净化与余热利用技术与示范”相关技术，很快推广应用到了相关企业。

 多年来，联盟组织征集了80余家会员单位的65项节能减排技术，从中优选出焦炉烟气净化及余热回收技术、烟气热
能梯级利用技术等20项技术进行推广应用。

 而来自冶金工业节能减排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技术就有8项。其中，“高温烟气循环分级净化与余热利用技术与示
范”相关技术不仅在迁安相关钢铁企业得到应用，还被推广到了太原钢铁、承德钢铁、抚顺矿业等多家企业。

 打造和谐稳定的研发团队

 谈及实验室的发展，夏德宏表示，要打造一个高水平实验室，在技术上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形成颠覆性的原创
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国际影响力。而建立一支强大、稳定、和谐的研发团队，是实验室高水平发展的重要保障。

 据介绍，目前实验室有研发人员56人，其中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人员36人，占比达65%；取得博士学位人员48人，占
比为87.3%。

 而今，青年人才已然成为实验室的主力。担任实验室副主任的姜泽毅和刘训良两位教授，均在其专业领域颇有建树
——2018年，姜泽毅担任了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冶金、化工、炉窑及系统节能减排关键技术”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刘训良则在近几年牵头了实验室在燃料电池、快速冷却等新领域的研究。此外，该实验室的杨雄还入选了北京市科委
的“科技新星”人才计划。

 最近，在北京市科委的项目支持下，实验室开展了“冶金工业节能环保关键技术研究”等前沿课题的预研工作。“
市科委的支持，对实验室技术预研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夏德宏说，政府部门的资金撬动不可或缺，正是它帮助实
验室踏上了快速、高水平发展之路。（■郑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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