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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刊记者 范琛工业余热变身供暖主力
奋力绘就绿色发展新蓝图
太钢东山矿

《生态山西》周刊 宣

太重利用工业余热的清洁供暖方式，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 8000 吨，相当于种植百万棵树木———

数九隆冬，寒潮时袭。1 月 16 日，
太原市气温降至-7益，但位于山西转型
综改示范区潇河产业园区的太重智能
高端装备产业园区却温暖如春。

“冬季我们设置的屋内平均温度
是 20益~22益，没有出现因寒冷天气影
响生产工作的情况，很多职工只在去
往室外的时候，才会穿上冬季工服。”
太重集团能源中心主任助理马敢看着
智能监控平台上的实时数据向来访者
介绍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双碳”目标背景
下，太重集团让职工受益的供暖工作，
并没有为环境带来一丝负担。太重利用
工业余热的清洁供暖方式，每年可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约 8000 吨，相当于种植
百万棵树木。

余热回收 循环利用

技术创新实现因“需”而“供”

“我们的理念是在生产过程中，通
过工艺改进、新技术实现节能降耗，最
大程度上减少污染排放。利用好工业余
热，在用能端尽可能一次充分利用。”太
重集团战略投资部部长助理王明哲解
释道。

工业余热是指生产过程中释放出
来的可被利用热能。如日常生产中常见
的空压机设备，其 60%~70%的电量消
耗都用于自身散热，不仅热能浪费，还
损耗了电能；冶炼工艺中冶炼炉体、除
尘器、风机等需要冷却的设备，冷却循
环水的温度可达 33益~48益。

如今，太重集团采用循环水+水源
热泵系统实现余热回收、循环利用。将
在冶炼车间进行冶炼时产生的热水，通
过余热回收系统的循环水管道，将余热

热能进行传输存储，并根据用热需求自
动自控运行。“通过余热回收技术，将热
能循环起来用于采暖，真正实现‘肥水
不流外人田’。”太重集团能源中心主任
任学艺生动地形容。

太重智能高端装备产业园区占地
1700 亩，如此大的面积，余热供暖要想
满足用暖需求，“用多少”和“供多少”是
关键问题。

对于热力输送，供热管网负责把热
量输送至建筑物，输送期间损失的热量
越少，管网效率就越高，能源浪费则越
少。因此，根据园区内不同作业区、不同
能源需求效率、输配效率和供应效率的
情况，太重集团因地制宜地建设了 3 个
余热回收站。一方面，利于把作业中回
收的热能就近存储和供给，最大程度地

避免长路径运输损耗，将余热回收、余
热利用做到极致。另一方面，办公生产
辅助用房与生产厂房的用热需求也不
相同，三个功能各异的余热回收站点能
够实现因“需”而“供”、量身定制，避免
将收集回来的热量浪费。

余热供暖 舒适稳定

精准调度算清“经济账单”

“寒风凛冽，利用作业中产生的热
能，让工友们洗个热水澡再回家是件暖
心的事。”马敢说，在太重智能高端装备
产业园区，余热站制备的生活洗浴用热
水每日可以满足 3000 人使用。

项目规划之初，太重集团充分调研
多种供热方案、梳理生产工艺流程和自

身潜在能源的情况，将需要电力损耗的
冷却工艺与回收利用余热的水源热泵
技术进行充分比较，最终选择了余热回
收系统，能够实现在降低冷却工艺投资
成本的同时，利用余热余能进一步降低
采暖与淋浴热水运行费用。

“经过我们对于综合能耗比的计算
得出的结果是，以前一个人洗澡的费
用，现在够用于 6 个人！”马敢算了一笔
经济账，仅洗浴用水一项就可节约一大
笔开支。不仅如此，目前，太重集团余热
回收利用项目总供暖面积达 38 万平方
米，热网管道里奔涌着的这些“工业余
热”，变废为宝的同时，每年可为公司节
约天然气 200 余万立方米，约合 1000
万元。

根据《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定，冬
季采暖温度为 16益~24益，湿度为 30%
~60%，符合这个标准的就是舒适温度。
在长达 5 个月的供暖期内，如何在忽冷
忽热频繁“变脸”的室外气温中，保障舒
适稳定的供暖，是太重集团新的追求。

“目前，我们以供热信息化、自动
化结合外部采集系统，可对天气进行
实时监控，不管外部气温如何变化，供
暖系统会自动调节至设定温度。”太重
集团能源中心设备技术室主管王亚春
介绍，推动供热智慧化的意义不仅是
对职工日常工作的保障，更是为高端
装备制造业中的精密制造提供基础环
境保障。

太重集团现在运行的新型智慧供
热系统 24 小时不间断采集厂房真实温
度等信息，并用数据与室外气温、风力、
风向、湿度、房屋朝向等因素一起进行
大数据测算，最终得出匹配的供热温
度，形成调节指令，自动对供热端进行
精准调度。 杜鹃 王泽龙

从“塑料布”看“中国智造”
山西蓝科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 亿平方米锂电池隔膜项目

山西优享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秸秆制品的生产型高
新技术企业，致力于绿色环保、秸秆资源再利用，本着“绿色环
保，节能减排”和“变废为宝，就地取材”的发展理念，大力推广
农作物秸秆等综合利用新技术，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公司生产
的秸秆制品，例如餐具、水杯、文创工艺品等，器型美观，绿色
环保，市场前景不错。图为公司生产车间。 姻马毅龙 摄

本刊讯 “其实，我们就是做‘塑料
布’的。”近日，山西蓝科途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跃刚半开玩笑地
说。可就是这样一张仅有 5 微米厚的

“塑料布”，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卡脖
子”的局面，而且见证了“中国智造”在
永济市画下的飞跃蓝图。

杜跃刚提及的“塑料布”说得是位
于永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西蓝科途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科
途）生产的锂电池隔膜。

挤出、牵引、萃取、定型……锂电池
隔膜生产车间内，数道工序在机器运转
下有序进行，聚乙烯粉末等原材料被拉
伸成了几微米厚的薄膜。一张张洁白的
隔膜在机器轴承的传动下缓缓向前，滑
如丝绸，轻如羽毛。这样不起眼的“塑料
布”便是该公司生产的高端锂电池隔
膜。要知道，普通打印纸的厚度为 0.1
毫米，蓝科途生产的隔膜厚度仅有 5 微
米，即 0.005 毫米，这样轻薄的隔膜，对
于锂电池的重要性却堪比瓣膜之于人
体心脏。

“隔膜是锂电池四大主材中科技含
量最高、国产化最晚的产品，技术壁垒
较高。经过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我们
成功突破了列入工信部的‘卡脖子’技
术。”杜跃刚兴奋地说，通过专业设备，
可以看到白色薄膜的“真面目”，表面密
布无数个纳米级黑灰色的絮状微孔。

“可以把这种结构想象成蜂巢，正是这
些微孔使锂离子顺利通过，形成充放电
回路，让锂电池正常工作。”杜跃刚说。

公司采用湿法工艺和高速在线涂覆
技术，实现了陶瓷涂覆与湿法隔膜基膜
生产在线联动涂覆，生产的超高强湿法
隔膜产品具有强度高、高孔低透的特性，
穿刺拉伸强度是目前同类产品的 1.5~2
倍，可有效降低电芯微短路、自放电比
例，提升电芯的电化学性能及安全性。

从手机、电脑再到新能源汽车，锂
电池早已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隔
膜曾一度是我国锂电产业发展的最后
一块“短板”。近年来，从 10 微米以上到
5 微米，我国自主研发的锂电池隔膜越
来越薄，稳定性和安全性越来越高，相

关技术打破国外垄断，不仅实现了国产
化，还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近几年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
增长，杜跃刚认为，上游锂电池、锂电池
隔膜装备以及锂电池隔膜材料的需求
量将剧增。在此背景下，对电芯的安全
性及能量密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从隔
膜的角度来讲，一定是向超薄、超高强、
低成本方向发展。蓝科途正是利用母公
司自身独有的装备、工艺、配方优势去
做高端隔膜产品，以满足下游电池客户
持续的更新换代需求。

根据《中国锂离子电池隔膜行业发
展白皮书（2024 年）》，在湿法隔膜企业
中，2023 年出货量排名靠前的企业分
别为上海恩捷、中材科技、河北金力、星
源材质、江苏厚生、北星新材、蓝科途和
沧州明珠。

山西蓝科途年产 5 亿平方米锂电
池隔膜项目是 2018 年山西省重点工程
和运城市“1311”重大工程项目。项目占
地面积 217 亩，最初计划总投资 8 亿
元，规划建设 4 个车间，8 条湿法锂电

池隔膜生产线，16 条涂覆线。落地后，
该公司研发的“超高强度隔膜”获国家
发明专利，蓝科途也成为中国唯一能够
提供整套湿法锂离子电池 5 微米隔膜
生产线的企业。除此之外，蓝科途对生
产线上的研发升级，也获得瞩目成绩。
2023 年，该公司研发投入使用的 7.5 米
宽幅生产线，相较于之前 4.5 米生产
线，能实现 5 微米隔膜的更大产能，是
全球同行业最宽幅的生产线，为该公司
打造全国最大锂电池隔膜生产基地奠
定了重要基石。

如今，通过技术改造创新，山西蓝
科途锂电池隔膜项目已从最初的总投
资 8 亿元增加到 19.2 亿元，产量将从
每年 5 亿平方米提高到 12 亿平方米，
生产线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24
亿元。“截至 1 月 19 日，二期项目 2 号、
3 号车间的 4 条生产线已经全部运行，
预计春节后 8 条生产线将全部投运。届
时，项目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 600 余
个，间接提供就业岗位 2000 余个。”杜
跃刚说。 牛嘉荣

1 月 24 日，记者走进中国宝
武太原市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矿业
分公司东山石灰石矿（以下简称
太钢东山矿），看到道路两侧种植
的松树苍翠挺拔，郁郁葱葱，仿佛
置身于天然氧吧中……

在太钢东山矿修复好的生态
园中，正在陪家属游玩的杜江伟
直言：“以前，这里晴天尘土飞扬，
雨天满地泥浆，上班防尘口罩不
能离口，工作环境苦不堪言。现在
好了，天蓝了，山绿了，路也修好
了，上班成为了一种享受。”

科学谋划 修复露天矿区
原先的太钢东山矿工作环境

十分恶劣，扬尘肆虐、山体破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太钢东山矿
从 2014 年开始一边复垦绿化，一
边进行治理。该矿工作人员对记
者表示：“我们会在矿山石料开采
前，先将黄土层和原有的绿化植
被移植到已完成开采任务的区
域，从而减少黄土和绿植等废弃
物的处置成本。”

2016 年，太钢东山矿相继完
成了露天采场、排土场、上山公
路、尾矿库等区域覆土的绿化，以
种植油松、侧柏等适宜性植物，大
力恢复植被，对减少水土流失、保
护矿区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 2020
年起，我矿在生产石灰石便采用了
4.5 公里的封闭式管状皮带，直接
将石灰石送至了库区，杜绝了在运
输、储存过程中的物料消耗和环境
污染，实现了绿色运输工艺，减少
了运输能源的消耗。”

2021 年，太原市杏花岭区政
府与太钢共同出资 5000 余万元，
启动了杏花岭区露天矿综合治理
生态重建工程，双方紧紧围绕“生
态东山、绿色矿山”的建设目标，坚
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
综合考虑地质稳定、生态安全、土
壤沉降等因素，切实打通了美丽矿
区建设的“最后一公里”。目前，露
天矿矿区已经打造成了春天有花、
秋天有果的绿色生态园。

矿区的生态变化，让在这里
上班已有 20 余年的龚师傅高兴

地说：“自从单位环境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我们干活都更有动
力了。”

强化意识 补齐环保短板
近年来，太钢东山矿牢固树

立绿色发展，通过加大宣传教育
力度、强化“双基”管理专项提升
工作、抓环保促发展，用实际行动
守护绿水青山，擦亮生态底色。

2023 年，太钢东山矿通过线
上线下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环境保护法》和太钢集团绿
色发展相关文件精神等知识，大力
宣传中国宝武文化理念，开展了

“厉行勤俭节约，共建清洁美丽矿
山”等主题宣传活动，从而引导职
工从思想上绷紧环保弦。

同时，该矿还修订相关规章制
度，完善责任机制，加大检查考核
力度，不定期对各作业区环保基础
管理工作、环保设施运行、内部管
理情况、达标情况等进行检查。

不仅如此，太钢东山矿还坚
持环保优先的原则，对不达标的 3
套二氧化氮转换仪进行了更换转
换，提升了工作效率。工作人员坦
言：“为了规范现场管路及线缆，
封闭非必要孔口，我们将 1 号回
转窑烟气排放筒试验口进行封
闭，确保生产现场无烟气溢出，及
时更新回转窑、管带机作业区门
禁和门禁系统，完成管带机作业
区湿雾帘防冻和料棚有破损的问
题整改整治，补齐环保短板。”

此外，太钢东山矿还启动了
生态环境保护自查自纠工作，开
展常态化专项检查整治，重点对
道路流洒、现场封闭等进行排查，
常抓不懈，针对外购矿造成环保
指标波动的实际，展开回转窑达
标排放攻关，破解“卡脖子”环保
难题，巩固超低排放绩效成果。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矿区
按照太原市生态环境局秋冬大气
减污降排的攻坚需求，氮氧化物
小于 100 毫克，努力达到了超低
排放标准。”

绿色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
生动力。太钢东山矿坚定不移地
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大
力推进节能降碳，积极优化能源
结构，为太钢贡献出一份力量！

图为太重智能高端装备产业园区 3 号余热站水源热泵机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