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铁可掰毳环流程技术刨

掰战漆联鬣

钢铁可循环流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

宝钢、鞍钢、武钢、首钢、唐钢、济钢六

家大型钢铁集团(钢产量占全国钢产量的

25％)，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上海大

学三家钢铁行业主力大学以及中国钢研科

技集团公司联合组建的新型产学研合作组

织。联盟着眼于钢铁行业所面临的能源、

资源、环境等巨大制约，保持钢铁工业的

可持续发展。

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到今天遇到前所未

有的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传

统钢铁生产流程大量消耗资源与能源。现

在中国每年进口的铁矿石已占全球贸易总

量的40％，面临资源供给的巨大压力。钢

铁工业的发展对我国水资源的有效保障和

环境保护等也构成巨大压力，吨钢能耗比

国际领先水平高出15—20％，一些高附加

值产品仍依赖进口；与钢铁强国的地位很

不相称。二是，尽管我国拥有非常先进的

生产装备，但很多都是以重复引进国外技

术和抑制国内研发和装备制造能力的提升

为代价，民族产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创新

氛围和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当我们习惯并

热衷于利用引进技术提升企业所谓“实

力”的时候，国外竞争对手已经在超前技

术与关键装备制造技术的研发和知识产权

控制方面设下了更大的包围圈，未来的

市场竞争将更加惨烈。如果不及时调整

发展战略和采取相应的对策，将进一步

拉大与国外竞争对手的差距，中国在国

际钢铁界的民族品牌将很难树立，靠技术

引进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路子已经走到尽

头!三是对于产业集中度相对较低的钢铁

工业，战略高技术和前沿技术的开发仍属

于国家行为。由于这些先进技术的理念超

前，学科交叉，开发周期较长，单靠企业

的持续开发可能会力不从心，可能会丧失

有利的时机。尚需要国家引导和支持，需

探索有效的运行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界

力量参与开发。

可以看出，继续沿用传统钢铁生产流

程组织生产，将很难支撑该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重复引进国外技术的发展思路，很

难实现跨越式发展，将进一步削弱国内研

发和装备制造能力的快速提升。必须借鉴

国外发展民族产业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

新型产、学、研合作体制和运行机制，开

发支撑产业持续发展的大技术。联盟将从

大型焦炉能源高效转换技术、超大型高炉

系统工艺技术、全量铁水“三脱”预处理

技术、大板坯高速连铸技术、冶金煤气干

法除尘技术、高品质薄板生产技术及高品

质中厚板生产技术等角度加强联合研究开

发，利用现有的先进技术、优化的界面技

术以及新开发的先进工艺与装备，自主创

新集成出新一代可循环钢铁制造流程，使

我国钢铁工业实现冶金产品制造功能、能

源转换功能、社会废弃物处理功能，解决

资源、能源可供性问题，提高钢铁行业

市场竞争力。

联盟以“新一代可循环钢铁流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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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技术”项目为龙头，以世界一￡

企业曹妃旬工程为依托，以工程E

徐匡迪院士任专家技术委员会首席i

为人才梯队。经过联合攻关，将{

下目标：

1．首钢曹妃甸工程采用550C

炉，利用系数达到2．3吨／m卜j

用铁水“三脱”预处理新工艺，转烀

等生产工序的生产周期小于25分钟

坯铸机(铸坯厚度200—230mm)}

于2．0m／rain。实现全线贯通的快=

产模式，年炼钢炉数大于15000炉．

生产率达到1600吨／人·年。

采用大型焦炉高效能源转换、

综合管理与发电、低品质余热回收

清洁燃烧和干法除尘等系统节能技

吨钢能耗降低到640公斤标准煤(j

材)，实现全流程吨钢新水消耗小j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大于99％，i

尘排放浓度≤5mg／Nm3；转炉}

放浓度≤15mg／Nm3。

2．探索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高炉炼铁新工艺，力争打通基于§

的熔融还原炼铁工艺路线，建成了

联动中试生产示范线。探索开发由

法粒化技术，建设万吨级炉渣干毛

和余热回收的示范装置，在示范兰

实现余热回收率大于60％，干法女

炉渣粒度小于3mm、玻璃体含量

95％。在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J

出典型牌号的取向硅钢。

联盟的成立及后续科研研究，

  万方数据



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按我国年产

钢3亿吨计算，采用新一代可循环钢铁流

程每年可向国家提供3亿吨优质钢材，还

可形成2100亿kWh的发电能力，大约

相当于建设3个三峡电站；并可向社会提

供9000万吨／年水泥，相当于减少国内

近1亿吨矿石的自然开采量；可处理约

1／5的国内废塑料，可以使(每吨钢)

的能耗降到640公斤标煤以下，降低钢铁

工业总能耗2700万吨标准煤，节约水资

源16．2亿吨，减少CO，排放量1亿吨，

经济效益不可估量。

研究开发新一代可循环钢铁流程，

确立高效化钢铁生产新工艺，提高钢铁生

产流程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新一

代熔融还原炼铁技术是保证我国钢铁工业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也是使我国钢铁

工业迅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钢铁强

国的必由之路。

联盟成员单位还就联盟内共同开发技

术的知识产权签署了相关协议，该协议将

约定联盟内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归属问

题、推广应用时的利益分配方案，避免联

盟的知识产权和联盟成员单位已有技术的

知识产权受到侵权。对开发的低污染、高

效化生产、节能、降耗等共性技术，可向

行业企业辐射和推广，充分体现国家利

益。

联盟成立后，将充分利用企业技术

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

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现有研究开发机

构的科研条件，建立协作机制，提高钢铁

工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经过3—5

年的努力，争取基本形成行业技术创新体

系的核心，开发出若干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对行业有重大影响的共性技术并向企

业推广，解决行业在资源、能源、环境的

瓶颈问题，保证钢铁工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新一代攥(能源)化

盂产业技术剖新战略联盟

我国是一个“缺油少气”、煤炭资

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已查明煤炭资源储

量l万亿吨，居世界第三位。2005年煤

炭产量22亿吨，占世界的37％，是世界

第一产煤国。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

分别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耗总量的76％1乖[1

69％。煤炭提供了75％的工业燃料、76％

的发电能源、80％民用商品能源和60％

的化工原料，中国的能源现状决定了一

次能源以煤为主的格局在相当时期内难以

改变。

我国石油产量只占全球总产量的4．

6％，天然气产量只占全球总产量的1．

2％，我国将大力发展以煤替代石油、天

然气的煤化工产业，据有关人士预测

2020年我国汽车领域采用替代燃料、化

工生产改用“煤头”可替代石油约7000

万吨，化工用煤占煤炭总消耗量由目前

的4．5％提高到约10％，煤化工产业结构

调整任务艰巨。

煤炭作为能源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

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在其利用过程中

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我国煤

产量的80％直接用于燃烧，相对落后的

燃烧方式对大气造成了严重污染。全国

SO，和烟尘的80％为燃煤产生，由此带来

了严重的环境压力，危及生态平衡与人

类的生存。同时煤化工技术相对落后，

资源浪费严重，引进技术多、创新技术

少，科研成果多、转化项目少也是目前

煤化工产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大

力开发新一代煤化工技术，推进适合我

国国情的煤的清洁高效开发与综合利用势

在必行。

组建新一代煤(能源)化工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自主创新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

标要求。联盟的组建，将紧紧围绕企业

发展的技术需求、煤化工行业发展的共

性和关键技术需求、国家科技发展战略

需求，按照开发技术的先进性，研发的

前瞻性和在领域内的权威性的原则，聚

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2006—2020)))中的68项优先主题之⋯“煤的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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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及多联产”，确定开发的中长期目

标和近期重点工作目标，开展“以煤气

化为龙头，以一碳化学为基础，合成各

种燃料油和化工产品并向其他行业提供清

洁、高热值燃气的煤炭洁净利用技术”

的新一代煤(能源)化工技术的开发与

应用。在煤的气化、液化、热解、制

烯烃、等离子法乙炔、煤和生物质联合

循环等方面研究开发前沿、重大、关

键、共性技术，并形成相应的产业标

准。对缓解因煤炭粗放利用带来的严重

资源和环境压力，调整煤化工产业结构

具有重大意义。

现代煤化工属于技术密集型和投资密

集型的产业，具有气化技术多样化，产品

繁多、产业链长，工艺过程复杂、技术含

量高，开发阶段所需投入高、工业化生产

规模大等特点，单个高校、研究单位、企

业仅可开展其中某一环节或某一阶段的开

发工作，难以形成全过程、多品种的产业

链成套技术。当前，从企业的自身积累和

创新到产学研互动创新，已成为技术创新

的普遍趋势，发达国家煤化工技术不断涌

现正是由于产学研密切合作的结果。新一

代煤(能源)化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成立后，将按照工艺技术、工程技术、关

键设备制造技术开发并重的原则，遵循机

理研究一小试一中试一工业示范装置一大

型工业化装置的技术开发规律，通过明晰

成员单位的责、权、利关系，有效整合产

学研的技术创新要素，统一规划技术开发

任务，在技术创新链条的不同阶段进行合

理分工、优势互补、协同攻关，形成联盟

成员的非竞争性的“食物链”关系，以缩

短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周期，形成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工业化成

套煤化工技术，提高我国煤化工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

联盟还将在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新

技术转移和扩散机制、知识产权的创造、

运用、经营和保护、人才的联合培养和交

流互动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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