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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油”列国

油 事 精 彩

十部门联合发文
明确石化化工清洁生产改造工程要求

本报讯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
发布《“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
方案提出，到2025年，清洁生产推行制度体
系基本建立，工业领域清洁生产全面推行，
清洁生产整体水平大幅提升，能源资源利用
效率显著提高，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和二氧
化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

方案提出，加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清洁
生产评价。对标节能减排和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严格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准入，新建、改
建、扩建项目应采取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
装备，单位产品能耗、物耗和水耗等达到清
洁生产先进水平。炼油、焦化等行业新建项
目严格实施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

方案要求，推行工业产品绿色设计，培
育发展100家工业产品生态(绿色)设计示范
企业，制修订 100项绿色设计评价标准，推
广万种绿色产品。

在加快燃料原材料清洁替代方面，方案
提出，对以煤炭、石油焦、重油、渣油、兰炭等
为燃料的工业炉窑、自备燃煤电厂及燃煤锅
炉，积极推进清洁低碳能源、工业余热等替
代。推进原辅材料无害化替代，围绕企业生
产所需原辅材料及最终产品，减少优先控制
化学品名录所列化学物质及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等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大力推广低
(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油墨、涂料、胶粘
剂、清洗剂等使用。

推进重点行业清洁低碳改造方面，方案
提出，在钢铁、焦化、建材、有色金属、石化化
工等行业选择 100家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改
造工程建设，推动一批重点企业达到国际清
洁生产领先水平。

石化化工行业清洁生产改造工程包括
开展高效催化、过程强化、高效精馏等工艺
技术改造；推进炼油污水集成再生、煤化工
浓盐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精细化工微反
应、化工废盐无害化制碱等工艺；实施绿氢
炼化、二氧化碳耦合制甲醇等降碳工程。

方案还公布了清洁生产产业培育工程，
主要内容有支持开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氢
能冶金、涉挥发性有机物行业原料替代、聚
氯乙烯行业无汞化、磷石膏和电解锰渣资源
化利用等领域清洁生产技术集成应用示
范。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清洁
生产核心技术装备的企业和一批高水平、专
业化的清洁生产服务机构。

我国将鼓励各地探索推行企业清洁生
产审核分级管理模式，对高耗能、高耗水、高
排放的企业及生产、使用、排放涉及优先控
制化学品名录中所列化学物质的企业严格
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以焦化、石化化工、化
学原料药等行业为重点，选取100个园区或
产业集群开展整体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
点。 （钟 化）

□黄予剑 黄红霞

11 月 19 日，在位于湖北潜江的江汉盐化工业园，
从江汉盐化工牵出的一道道管廊正将氢气、氯气、烧
碱、蒸汽等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出。

江汉盐化工生产的烧碱、氯气和氢气等产品，可
作为下游企业的生产原料和燃料，吸引了一批高新企
业在周边安家落户，渐渐形成了上下游一体化的江汉
盐化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的发展之路也就此展开。

“目前周边已形成三大产业片区，其中长飞潜江
科技园是最早落户的。”园区管委会主任宋先俊介绍，
该企业主要生产光纤预制棒，氢气必不可少，但易燃
易爆气体运输不便，江汉盐化工生产的氢气正好解决
了这个难题。

“过去富余的氢气通过压缩到氢气钢瓶外销，运
输量和运输半径受到很大限制，经济效益不显著。”江
汉盐化工相关负责人介绍，“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形成，
有效提高了资源利用率、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

近年来，随着生产装置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江汉
盐化工的氢气年产量已达到 5000 吨。为了更好地创
造效益，该公司积极与周边重要客户、园区下游企业
保持密切沟通，合理调配资源，抓好大系统平衡。

依托高质高效的盐卤化工原料供应，园区相继吸
引了日本、法国等光纤企业进驻。江汉盐化工生产的
氯气主要供给园区企业生产四氯化硅；氢气经过提纯
后，与烧碱、蒸汽、四氯化硅等一起，作为制造光棒的
原材料；大量富余的硫酸、盐酸等工业副产品可作为
清洗液，制造光刻胶等产品。

至此，园区上下游企业产品互相配套，形成了以
江汉盐化工为龙头，首尾紧密连接、企业资源共享、物
料循环输送，具有完整产业链和较高经济性的互利共
赢发展模式。截至目前，已有 26 家企业进驻工业园，
预计两年内随着在建项目陆续投产，工业园区年产值
可达 130亿元。

从从825825吨到吨到77..22万吨的跨越万吨的跨越
用国产化、绿色、创新作答，江汉盐化工成为全球最大含氯消毒剂生产基地

循环产业链
带火地方经济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9月 1日，喜讯传来：新投产的1.2万
吨/年漂粉精装置完成72小时考核，产品
质量及原辅材料消耗等考核结果均达到
或优于设计指标，尤其是蒸汽消耗量比定
额降低了 30%，仅这一项便可节约成本
100余万元。看着手中的评价报告，江汉
盐化工漂粉精运行部主任涂飞脸上是掩
不住的高兴。

试产任务琐碎又繁重。一条生产线
有150多台（套）设备，新设备之间的配合
和磨合需要一项项的调整测试、一次次的
排查试验，才能找到、找准最佳运行状态，
难度可想而知。提前两个月，吴靖就和另
外30名从各装置调集的骨干值长、班长、
熟练工一起，开始熟悉设计位置、工艺流
程，为新装置投产进行“强化训练”。“能在
我们手上把新装置开起来，心里还是蛮高
兴的，再累也值得！”提起之前的辛苦，吴

靖只觉得欣慰。
新装置最大的优势是采用旋转闪蒸干

燥工艺替代了原有的干燥方式，物料干燥时
间由过去的160多分钟降为10多秒钟，设备
内部储存的物料由原来的4~5吨降为20~
40公斤，不仅大幅提高了装置运行效率，而
且干燥设备的维护成本和运行风险更低。

但是，旋转干燥工艺在实现产量新突
破的同时，也带来了中间产品粒度过小、
难以压实成型等新难题。为此，技术人员
多次召开“诸葛会”，积极分析原因、查找
对策，最终通过调整油压、改进造粒机筛
网孔径、控制干燥器物料水分等措施，一
举解决了产品精加工系统出现的问题。
目前，该装置日平均产量约42吨，预计年
产量可达1.39万吨，且各项物料消耗和能
源消耗全部控制在设计定额以内。

市场竞争要技术过硬，也要产品新

颖。在新装置不断上马的同时，江汉盐化
工紧盯市场、瞄准“靶心”，不断推进漂粉
精产品的升级换代。

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国内民众健康
防护意识普遍增强，产品需求量不断上涨。该
公司围绕客户需求，深入开展研发工作，成功
推出了“水杉”牌系列含氯消毒日化品。

该产品的主要杀菌成分是无机氯，安
全无残留，而且制作成片剂，遇水即溶，使
用方便，一经推出，就获得了众多消费者
的青睐。随后，该公司又结合市场调研和
消费者反馈，在原来4款产品的基础上，
增加了卫浴陶瓷、瓜果蔬菜等7个场景的
检测报告，进一步突出产品的功能性，满
足消费者不同的使用需求。

“有了新装置、添了新产品，我们的定
单已排到明年了，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涂飞的话语满是期待。

走进漂粉精运行部，一眼就能看到挂
在墙上的废液综合处理工艺流程图——
从初始到终端，形成了一条脉络分明的绿
色“水循环”。“经过一系列的综合处理，副
产液可实现循环利用，确保废水零排放。”
该部副主任孙晓冬介绍。

众所周知，在钠法漂粉精生产过程中
会产生较多副产液，不仅盐含量高，而且
含2%~3%的有效氯，有较强的氧化性和
腐蚀性，直接外排会对土壤和水系产生不
可逆转的影响。因此，排污问题成为制约
江汉盐化工做大做强的关键因素。

早在 2012年，漂粉精运行部就开始

建设含钙固体悬浮物、含氯、含盐废液综
合处理工艺的装置。该装置利用30%浓
度的盐酸将副产液中的次氯酸根还原成
氯气，再经过净化处理变成商品氯气，而
产生的含氯化钙和氯化钠的中和液则被
注入地下采卤。借助循环利用的产业链
优势，该部每年可节约水资源 36万立方
米、回收氯化钠5万多吨，不仅实现了“不
允许有一滴漂粉精副产液流进汉江”的环
保目标，而且为江汉盐化工绿色发展打下
了坚实基础。

同时，作为“三废”防治的重要一环，
在废气处理过程中，该公司同样延续了绿

色基调。他们增设干法回收工艺，在提高
原辅材料利用率和产品收率的同时，有效
去除干燥尾气中所含的漂粉精粉尘，并通
过烟雾洗涤系统，利用氢氧化钠溶液吸收
氯气，实现气体达标排放。

为确保绿色生产，就连噪声也难逃
“绿色处理”。“与旧装置相比，新装置大部
分都采用了低噪声设备。”站在崭新的装
置前，技师吴靖现身说“法”，“以前长时间
待在噪声环境里，难免头晕耳鸣。现在不
仅对单机噪声较大的设备采取了隔音、减
震等措施，而且为我们配备了耳塞、耳罩等
防护用品，一线工作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李亚伟 黄红霞

11月 24日，在江汉盐化工漂粉精库
房，一批发往海外市场的货物正在紧张装
运。今年以来，随着新装置投料试车成功，

该公司漂粉精总产能达到7.2万吨/年，成
为全球最大的含氯消毒剂生产基地，圆梦
世界第一。

从1995年第1套装置年产825吨漂粉
精，到2021年第12套装置投产后，总产能

达到7.2万吨/年，每一个数字的更迭和跨
越，都离不开江汉盐化工全体员工的努力
和拼搏。他们以无悔的执着和坚守为笔，
用国产化、绿色、创新作答，在新时代交出
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

“从进口仿制到国产化研制，再到标
准化定型，每一步都走得不轻松、不容
易。”提起漂粉精的国产化之路，该公司专
家叶学良感叹，江汉盐化工历经三代变
革，才得涅槃重生。

1995年，该公司通过引进加拿大凯
密迪公司工艺技术和成套设备，投建了第
1套漂粉精装置。但适应寒冷干燥地域
特性的“洋设备”来到潜江，却引发了诸多
水土不服的“并发症”。

尽管外国专家使出浑身解数，装置依
旧故障频发。8个月的试生产，总产量仅
有800多吨，月均产量只达到设计产能的
20%。外国专家离开前留下一句话：当地
气候潮湿，不可能达到设计产能。

“引进设备投入大，产量又达不到要
求，干着急不如靠自己！”回想当年，叶学

良坦言，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迎难而上。
设计不合理、工艺有瑕疵、仪表运行

不可靠、操作人员劳动强度大……一个接
一个的难题摆在面前。如何才能让外国
技术适应本土环境？江汉盐化工成立技
术攻关团队，开启了江汉钠法漂粉精生产
工艺技术及装备国产化的“大改造”工程。

他们联合相关厂家，针对关键设备离
心机、压实机、干燥器等进行了一系列国
产化研究和改造，仅离心机一项就节约采
购资金420万元。针对气候潮湿的特点，
攻关团队在装置上设计安装了干风系统，
有效降低了空气湿度，彻底消除了夏季生
产物料吸潮粘附设备的“顽疾”。他们设
计安装的空气除湿装置荣获了国家实用
专利，配合仪表、电气等专业工程师改进
的DCS控制程序收到了进口设备的运行

效果。
2001年，依靠自主技术和设计理念

支撑，第 2套年产 5000吨的漂粉精装置
“复制”成功，设备全部更新换代，国产化
率达到 90%；2003 年底，第 3 套年产
5000吨装置实现生产流程全套设备国产
化……之后，江汉盐化工发挥“采卤—盐
硝—氯碱—消毒剂”一体化产业链优势，
借川气东送储气库配套工程落户油田的
东风，将漂粉精装置增至10套，一举成为
含氯消毒剂行业的翘楚。

如今，经过 420多项技术改造，该公
司已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有技术
体系，漂粉精产量也节节攀升，由以前的
平均 100 吨/月提高至现在的 500 吨/月
以上，单线实际产能超过 6000吨/年，彻
底打破了外国专家的预言。

打破预言，向国产化挺进

以“绿”为底，增加竞争砝码

攻坚创新，铸就产品“硬实力”

首批“低银高选”银催化剂
实现国产化工业生产参与国际竞争

本报讯 近日，由北化院研发、催化剂北
京有限公司生产的国内首批低银含量高选
择性银催化剂（YS-8840银催化剂）成功投
用。YS-8840“低银高选”银催化剂在首次
工业化应用中的良好表现，标志着国产银催
化剂步入国际竞争新赛道，进一步巩固了中
国石化在银催化剂生产研发方面的领先地
位。

银催化剂是一种以银为活性组分的贵
金属催化剂，被广泛用于乙烯氧化制环氧乙
烷。白银是银催化剂制备的重要原料，价格
昂贵。如何在保证催化剂反应性能的同时
降低原料消耗，一直是生产研发人员苦心钻
研的难题。YS-8840银催化剂的成功投产，
实现了国产高选择性催化剂白银含量减少
约 1/3、反应性能与传统高选择性银催化剂
保持相当的目标，可减少催化剂生产过程中
近40%的尾气排放、降低1/3以上的生产能
耗。 （张宁宇）

在漂粉精运行在漂粉精运行
部中控室内部中控室内，，江汉江汉
盐化工员工正在严盐化工员工正在严
密监控生产流程密监控生产流程。。

宋国梁宋国梁 摄摄

4种不同规格的含氯消毒片在阿里巴巴网店“上新”了。
宋国梁 摄

在漂粉精发货点，一批批货物正在紧张装运中。
宋国梁 摄

江汉盐化工厂区航拍图江汉盐化工厂区航拍图。。黄志勇黄志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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