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 CCPI综合指数为 66.7，比上周下降 0.1，各分项指数与上周比：原材料库存指数下降 36.4，开工率指数下降 3.6，产成品库存指数下降 3.1，采购信心指数下降 2.3，开单指数下降 36.6。

2022年6月13日~6月19日化工销售CCPI分产品指数情况

化工产品采购指数（CCPI）走势说明：为了更好地掌握和预测石化行业运行动
态，化工销售设立了“化工产品采购指数（Chemical
Customer Purchasing Index，CCPI）”, 通过对化工行业
下游样本客户的开工情况、库存情况、开单情况、采购
信心等关键环节进行定量监测,来预测客户的采购需
求,是一个综合性的量化指标体系，共涉及化工样本
客户535家、化工下游行业76个、27个大类产品。

主要指标计算逻辑如下：综合指数=50%×下游
开工率指数+10%×开单指数+15%×采购信心指
数+15%×（100-原材料库存指数）+10%×（100-产
成品库存指数），各分项指数由报告期数据比基期数
据得出。其中基期数据参照各产品各行业正常运行
情况确定，当下游运行正常时，各分项指数为 100，综
合指数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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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再立新功 再创佳绩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李亚伟 黄红霞 易思云

5月 25日，江汉盐化工强氯精运
行部获得了一组漂亮的数据：自“三
釜”运行以来，日产能由 70吨提升至
86 吨，4 月、5 月共生产强氯精产品
6259.65吨，同比增长13.93%。“三釜”
联运顺利进阶，圆满实现稳定高效运
行。

当前，强氯精市场需求旺盛，两套
反应釜高负荷运行仍难以满足产能需
要。“‘一釜’，即一开两备切换使用；‘二
釜’，即两开一备切换使用；‘三釜’，即
三釜同开定期清洗。三项对比来看，

‘三釜’运行的有效生产时间会更长。”
该公司强氯精事业部负责人赵小林介
绍，市场有需求，就要跟上脚步，“三釜”
联运既是破局关键，又是大势所趋。

从试运行到整改消缺，再到稳产
高产，这是一次“二釜”向“三釜’的进
阶，也是一次关于工艺、设备和员工精
进成长的见证。

应“市”而谋，变计划理流程

强氯精装置是江汉盐化工消毒剂
产品的主要生产装置之一，每年可生
产2.7万吨三氯异氰尿酸。该部装置
运行模式的转换，与市场变化紧密相
关。

“从‘一釜’到‘三釜’，我们花了9
年时间。”在此期间，赵小林从普通的
技术员成长为事业部负责人。这个过
程，他既是亲历者，又是见证者。

2013 年 10 月，强氯精装置一套
反应釜开工试生产，但由于市场形势
低迷，加之工艺技术不成熟，设备故障
频发，装置一直处于停等摸索状态。
2016年，该部紧抓市场回暖、产品旺
销时机，实施干区装置技术改造，使强
氯精产量逐年提升。2018年，顺应市
场需要，二套氯化反应釜适时投入运
行。

2021年，随着市场需求量加大，
强氯精装置实现两套反应釜高负荷运

行，平均日产量近 70吨，全年总产量
突破2.3万吨，但距装置设计产能仍有
一定差距。应“市”而谋，顺势而动。
此时，江汉盐化工提出了强氯精装置
三套氯化反应釜同时投入运行的计
划，希望通过不断释放装置产能，实现
高质量运行目标。

为确保三套氯化反应釜平稳运
行，强氯精事业部对工艺、设备、仪表
及人员进行了大量调整，经过充分验
证，研究制定出强氯精装置三釜运行
方案。他们按照工序流程，从原料、公
辅系统、生产运行、成品包装、废气治
理等方面，对“三釜”运行存在的问题
进行全面梳理，并提出对策建议，明确
部门职责，推进计划落实。

“从原料转运次数、吨数，到按需
求量调整进料频次，17道工序，对应
得细之又细。”赵小林说，运行方案还
详细提出了各项工序运行的控制要点
和异常情况应急处置措施，确保防患
于未然。

针对长周期运行目标，他们还从
长远、系统考虑，不断优化和完善停工
检修内容，将部分计划维修和预防维
修任务调整至日常错峰完成，同时逐
项落实检修内容和方案，做好相关准
备工作，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停工检修
任务，确保装置长满优运行。

技术出新，消缺陷除瓶颈

要实现第三套反应釜高效运行，
关键在于如何稳定氯化反应，消除开
停工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

氯化反应是强氯精装置的核心所
在，是由三钠盐和氯气按一定比例反
应生成三氯异氰尿酸结晶。以往是在
氯化反应器中加入软水，再通入氯气，
达到氯化反应条件后加入三钠盐进行
氯化反应。要消除瓶颈，就必须转变
思路。

该部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尝试新
的开工方式，即在另两套氯化反应平
稳运行后，将氯化反应较好的“一釜”

出料至第三套反应釜进行置换，等待
两小时后，再按照暂停氯化恢复程序
开车。经过技术人员连续多次的操作
验证，该方案可有效避免开工异常、实
现切釜无缝衔接，提升开工过程的稳
定性。

“氯化结晶形成更快速、开车过程
更稳定，与过去相比，效果非常突出。”
强氯精事业部副主任胡小博介绍，新
方法大幅加快了结晶过程，避免出稀
料对后续工序造成影响。

在探索“三釜”运行的初期，氯化
反应异常波动、产品干燥工序不佳、干
区精加工工序压力较大等问题接踵而
来。为此，该部调集精兵强将，组建攻
关小组，聚焦难题，逐一破解。

离心机是干湿区承上启下的关键
设备。为保证其正常运行，攻关小组
对离心机逐台进行检查调试，消除运
行缺陷，使 4 台离心机达到同质工
况。同时，通过调整离心机运行参数，
他们还进一步优化了运行方式，提升
了离心机的处理能力。

为解决产品干燥问题，技术人员

摸透设备运行规律，优化干燥温度控
制方式，缩小干燥温度波动范围，确保
在“三釜”大流量运行时，产品水分更
低、更稳定，并调整离心机衔接和干燥
进料器转速，使1号、2号干燥进料器
内物料错峰进入干燥器，让底部不积
料、运行更平稳。

就这样，通过大家不断摸索实践，
技术、设备、工艺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迎刃而解，“三釜”运行最终满足条件，
按计划顺利启航。

安全守责，抓现场重清洁

“前期准备时，我们一直保持两釜
高流量长周期运行，就是让员工提前
适应高负荷生产，提高应对能力。”强
氯精事业部技术负责人林林说。为保
障“三釜”顺利运行，他们提前预热准
备，做足安全功课。

“三釜”联运后，路线更复杂、操作
更烦琐，相应地，这就要求员工处理问
题的能力更强、反应速度更快。为此，
该部根据设备改造新变化、工艺技术

新参数，动态更新员工培训考试题库，
利用交接班会、事业部大会组织学习
测试，对前 5名成绩优秀员工进行奖
励，对不合格人员逐个纠错过关。考
虑到“三釜”运行速率高、异常情况发
生概率大，他们还多次开展装置停电
紧急处置、三氯化氮爆炸初期应急处
置等安全演练，不断提升操作人员应
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三班值班
长骆飞体会颇深。联运初期，他深有
在巡检时发现离心机下料出现异常，
立即按照培训时的规定操作进行处
置，仅用5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确保了
下料、卸料顺畅，生产正常运转。“功夫
下在平时，才能用在关键。”他深有感
触地说。

废水、废气治理关乎企业清洁生
产，但“三釜”在高负荷运行时，废气中
尾氯吸收效果不稳定。于是，该部提
前筹划，制定了干燥尾气吸收改造变
更方案，确保废气达标排放，并通过优
化氧化液使用方式，实现了外送采卤
站中水pH值连续可控，有效降低了
液碱总消耗量。此外，他们与两家外
部专业环保厂家、设计单位保持密切
沟通，通过现场废水处理试验取得了
有效数据，确定了电解催化氧化的技
术路线，为进一步增强处理效果、降低
运行成本提供了实践依据。

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和谋划，2
月18日，江汉盐化工强氯精装置三套
氯化反应釜按计划同时投入运行；3
月上旬，针对试运行出现的问题，对强
氯精装置进行了全面整改消缺；3月
17日起，“三釜”联运进入稳定运行阶
段，开始有效释放装置产能。

“在没有增加任何人员和投资的
情况下，我们实现了‘三釜’联运，但这
不是一劳永逸的。”林林拿出刚刚修订
完成的作业指导书，“在保持稳定运行
的基础上，我们还要不断改进优化，以
保证‘三釜’运行的连续性，稳步促进
装置产能提升，抢抓市场机遇，为公司
创造更大经济价值。”

本报讯 近日，川维化工收到认证机构颁发的聚乙烯醇（PVA）、
乙酸乙烯酯-乙烯共聚乳液（VAE）、高强高模（PVAF）等多个精细
化工产品碳足迹证书、报告和标签，标志着该公司完成了2022年度
天然气化工全产业链产品碳足迹认证工作，在提速绿色发展的过程
中有了碳足迹的“加持”和“护航”，有力增强了产品供应国内及欧美
高端市场的竞争优势。

川维化工是中国石化唯一以天然气为原料，依托自有“天然气
部分氧化法制乙炔”核心技术，生产乙炔、甲醇、聚乙烯醇、乙酸乙烯
酯-乙烯共聚乳液、高强高模特种纤维等精细化工产品的企业。
2021年，该公司PVA出口量占我国大陆出口欧洲高端市场总量的
80%，该公司也是目前我国大陆唯一进入美国市场的 PVA 供应
商。为满足国外客户对产品碳足迹的要求，确保产品稳定、优质、高
效供应高端市场，4月，川维化工启动了以PVA为代表的多个产品
的碳足迹认证工作，这也是该公司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的重点
工作之一。

在此次碳足迹认证工作中，川维化工严格按照温室气体产品碳
足迹量化要求和核查准则，从进入厂界原始原料天然气开始，依照
天然气化工产业链工艺流程，逐个分析中间产品在原材料获取、制
造及产品运输等阶段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计算出终端产品的碳足
迹。数据显示，该公司PVA、VAE、PVAF等多个产品碳足迹优于
国外同行，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

下一步，川维化工将利用碳足迹工作成果，优化工艺控制，降低
制造过程能耗和物耗，减少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排放，助力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曲 凯）

进阶“三釜”联运 实现产能提升
跨越9年时间，从“一釜”到“三釜”，江汉盐化工强氯精产能由“千吨级”迈入“万吨级”，

在市场中求变，在创新中提产

近年来，仪征化纤博纳公司
瞄准绿色环保新市场，依托产品
开发联合实验平台，生产出抗老
化性能优越的生物可降解膜用系
列专用料，被广泛用于制作超市
购物袋、垃圾袋及快递袋等，已在
海南、东北等地形成稳定客户群。

左图为仪征化纤博纳公司员
工将产品装袋打包。

下图为仪征化纤员工展示生
物可降解塑料袋。 刘玉福 摄

瞄准绿色环保新市场

开发生物可降解新品
川维化工完成天然气化工
全产业链产品碳足迹认证

本报讯 6月 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十四
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明确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
年发电量在 3.3万亿千瓦时左右；“十四
五”期间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
倍。同时提出研究建立电力应急保障体
系，提高气象灾害预警精度，加强地热能
利用、风电和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资
源开发储量评估。

按照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20%左右的任务要求，《规划》明确“十四
五”可再生能源发展主要目标。到 2025
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在10亿吨标准
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增
量中占比超过 50%；可再生能源年发电
量在3.3万亿千瓦时左右，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增量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占比
超过50%；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非水电
消纳责任权重分别在33%、18%左右；地
热能供暖、生物质供热、生物质燃料、太
阳能热利用等非电利用规模达到6000万
吨标准煤以上。为实现上述目标，《规
划》就优化供给侧发展方式、促进消费侧
高比例利用、坚持创新驱动、健全体制机
制、深化国际合作提出五方面发展举
措。在“坚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可再
生能源”方面，提出研究建立电力应急保
障体系，提高气象灾害预警精度，提升电
力可靠供应裕度和应急保障能力；结合
不同地区气候特点，在寒温、暖温、高原、
湿热等典型气候地区进行光伏发电实证
基地建设；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发展
大容量风电机组及其关键零部件测试技
术与平台。在“坚持开放融入，深化可再
生能源国际合作”方面，提出持续参与全
球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
球能源与气候治理，强化与其他发展中
国家能源绿色发展合作，提高发展中国
家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规划》在保障措施中明确，要加强
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储量评估，会同自
然资源、气象等管理部门共同开展地热
能利用、风电和光伏发电开发资源量评
估，建立全国风电和光伏发电可开发资
源数据库，及时将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可
开发利用范围等空间信息纳入同级国土
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
图。 （钟 元）

九部门联合印发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强氯精部员工正在监测“三釜”运行情况。 李 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