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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天昊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一期项目于
今年建成投产，项目建有国内领先的污水处理车间及
废气回收系统，全方位实现生产环节及末端环保零排
放。目前，二期项目正在加紧施工，首台 25 吨室内龙
门吊已安装调试到位，并展开了大型液压支架的整架
维修。图为工人给矿用导向套镀金。姻张泽慧摄

科学导报讯 12 月 11 日，

位于阳泉市盂县西烟循环经济

产业园的山西东大土壤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厂区内，机器轰鸣

声不绝于耳，土壤调理剂自动

化生产设备有序运转———原料

通过运输带进到机器中，产品

“乘着”运输带源源不断被输送

至包装车间。“最近，我们开始

了投料试生产，先后对机器进

行单机调试、联动调试。投料试

生产能为项目顺利投产奠定坚

实基础。”山西东大土壤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技术总负责人李良

说。

山西东大土壤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土壤改良

和修复技术的企业，主要研发

生产以矿物源为基础的多种土

壤调理剂。公司生产的土壤调

理剂能够改善土壤质量、提高农作物产量，

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符合绿色环保理念。

成功投料试生产标志着山西东大土壤

调理剂项目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李良表

示：“为产出高品质的土壤调理剂，我们对生

产机械进行细致调校，确保每一环节精准可

控。未来，我们将继续根据市场需求研发生

产定制化土壤调理剂，为农业可持续发展贡

献力量。” 王嘉崧 芦蕊

科学导报讯 12 月 2 日，从山西建投安装集团了

解到，由该集团承接建设的侯马北铜铜业有限公司年

处理铜精矿 80 万吨综合回收项目（以下简称侯马北

铜项目）日前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一座绿色冶炼、低碳

循环的智能化工厂在新田大地拔地而起。

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克服工期紧任务重、单体

工程数量多、结构复杂、施工难度大、土建和安装交叉

施工、质量控制难度大等难题，坚持超前谋划、精心组

织，紧盯既定任务目标，动态调整施工组织，合理调配

生产资源，确保施工生产安全平稳推进，顺利完成一

个又一个关键节点任务。

该项目为山西省重点工程，总投资 35.2 亿元。项

目充分利用原有土地、设备设施等资源，采用物联感

知、信息集成、大数据分析、移动应用等数字技术以及

先进工艺，实现节能减排、可再生资源综合回收、产业

跨越升级。项目达产后，对于扩大区域经济总量、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作为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山西建投安装集团

技术团队应用 BIM 技术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工

序，通过三维技术交底、BIM 管理平台应用、BIM+VR
等方式推进项目精细化管理。该项应用成果在第六届

“优路杯”全国 BIM 技术大赛上获奖，并入选安装行业

BIM 技术应用成果评价行业先进成果。项目部积极发

挥党员带头作用，成立了党员 QC 小组，围绕“提高混

凝土管桩锤击施工一次合格率”课题，开展技术攻关，

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活

动一等奖”和“全国 QC 小组成果发表交流活动”示范

级成果。

依托侯马北铜项目，山西建投安装集团获发明专

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6 项，编制山西建投集团级施

工工法 2 项。奋力冲刺四季度，全面打好收官战，该集

团正在大力推进项目高效履约、高标准交付，为推动

区域经济发展全面提质提速贡献国企力量。 晋帅妮

冬日里，位于阳泉市盂县经济技术开发

区西烟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的山西欧贝姆纳米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欧贝姆公司），

欧贝姆大宗固废综合利用项目生产线上，伴

随着机器高速运转，一包包“绿色建材”产品

“走”下生产线。工人驾驶叉车将打包好的产

品运送到成品区。

“目前，我们的产品以各种粉体、彩色砂

石、干混砂浆等建筑材料为主。产品的原材料

来自大理石边角料、脱硫石膏、粉煤灰等一些

大宗固体废物。”欧贝姆大宗固废综合利用项

目技术负责人、中大（天津）集团有限公司创

新研究院副院长李良说，“这只是我们项目的

1.0 阶段。我们对项目规划还有 2.0 和 3.0 阶

段，目标是将工业废料打造成‘建材新贵’。”

阳泉作为传统工矿型城市，享受资源红

利的同时，必须面对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废

渣等固废“围城”的潜在危机。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提出，健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固体

废物这个曾经的“烫手山芋”如今有了新的

“就业”方向。

山西欧贝姆公司是中大（天津）集团有限

公司的子公司，也是欧贝姆大宗固废综合利

用项目的投资建设方。他们瞄准阳泉市固废

资源禀赋优势和“国家级大宗固体废弃物综

合利用示范基地”这块国字号招牌，最终落户

盂县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烟循环经济产业园。

眼下，山西欧贝姆公司的产品处于 1.0
阶段。所谓“1.0”，是指公司将大宗固废经过

研磨、筛分等一系列工序，加工成集尘粉、双

飞粉、轻烧高钙石粉等半成品，或进一步加

工，生产腻子粉、砂浆、石膏等建材产品。“这

个阶段是对固废的初步加工利用，产品的附

加值相对较低，但这为后期工艺升级改造和

技术创新打好了基础。”山西欧贝姆公司生产

负责任人张天峰说。

虽说是对固废的初级加工应用，但张天

峰却对他们的产品质量有着十足的信心。在

山西欧贝姆公司的生产车间，偌大的厂房内

没有几个工人，几条全自动生产线正开足马

力运转，加工、装包、封装、摆放等任务只需工

人一键操作，就能由机械轻松完成。张天峰捻

一点双飞粉在手上，可以看到其颜色洁白，手

感细腻，好似精磨面粉。“我们引入高端干法

研磨设备，可以将固废的颗粒度研磨成 800
目到 1000 目之间。”张天峰说。

如果说“1.0”阶段是对固废的初加工，那

山西欧贝姆公司规划中的“2.0”则是对固废

提纯再利用的过程。本地的大宗固废中含有

大量的钙、镁、铁、铜等元素，山西欧贝姆公司

计划通过技术手段，对固废中的元素进行筛

分、提纯，并延长产业链，生产纳米级的碳酸

钙、碳酸镁、氢氧化钙等产品。

在公司的展览室，短切聚丙烯纤维、白色

硅酸盐水泥、玻璃纤维、多孔陶瓷球等样品陈

列其中。“这就是我们‘2.0’阶段的样品。提纯

后的粉体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冶金、农药、玻

璃、橡胶、耐火等多个领域。”李良说。

展览室的另一侧，陈列着山西欧贝姆公

司对大宗固废综合利用“3.0”的“展望”。十几

块不同颜色的板材整齐地摆放在展台上，与

常见板材不同的是，这些板材中加入了高分

子材料，具有透光性，光穿过板材看起来犹如

星空一般。

“这些板材是我们试制的混凝土板材，也是

‘3.0’阶段的样品。”李良说，“这些板材能应用

到建筑物铺装和外立面装饰，具有自清洁、透

光等功能，价值也远高于普通的混凝土板材，

预计每立方米能卖到 1.5 万元至 2 万元。”

今年 8 月，以“绿色链动·共赢未来”为主

题的欧贝姆绿色建材全产业链发布会在太原

市召开，吸引来自全国各地 200 余名企业家、

材料商、技术人员参会。截至今年 11 月底，项

目投产一年实现销售收入 4500 万元。

山西欧贝姆公司总经理李学普说，目前

市场销售开局良好，他们将在保证生产的同

时加大科技投入，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冲击

高精尖市场，助力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产业更

上一层楼，为建成京津冀地区最大的新型绿

色建材供应基地持续努力。 马芳 温荣鑫

山西欧贝姆纳米科技有限公司运用新工艺实现大宗固废综合利用———

工业废料变身“建材新贵”

打造绿色低碳智能工厂

侯马北铜年处理铜精矿 80 万吨
综合回收项目竣工

12 月 2 日，走进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

院）农业经济管理学院太原校区实验室，学

院副研究员李文刚和同事们正忙着检测校

准试验仪器。他说：“我们的实验室又有了一

个新名称———农业农村部农膜应用重点实

验室山西示范中心，这是对我们研究生物降

解功能地膜工作的肯定，同时也给团队加大

研发力度提供了平台。”

针对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不可降解聚

乙烯地膜造成土壤残留污染的问题，近两

年来，李文刚团队主动与中北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山西省化工研究所（有限公

司）等科研单位加强合作，致力于聚酯类地

膜的增产和生物降解的功能技术应用研究

和评价，并将科研成果在山西晋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转化生产，在我省不同纬度和

海拔地区应用于玉米、高粱、马铃薯等作

物，生物降解功能地膜取得了经济、生态双

赢的良好效应。

吕梁市马铃薯产业园千亩示范田负责

人赵永壮主动选用生物降解功能地膜，他对

这种地膜很有信心：“生物降解功能地膜覆

盖的马铃薯长势非常接近聚乙烯地膜，能够

达到稳产增产效果，且有降解快、不影响农

机正常作业的特点。”7 月 13 日，山西省现

代农业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等 6 部门组成

测产专家组，在吕梁市马铃薯产业园进行现

场测产和生物降解功能地膜现场测试，采用

生物降解功能地膜覆盖的“希森 4 号”马铃

薯亩产 4118.4 公斤，采用聚乙烯地膜覆盖

亩产 4165.6 公斤。

10 月 8 日，在大同市云冈区谢店村高

粱沙质土示范田，山西省现代农业产业杂粮

技术体系等 4 部门人员组成的专家组对高

粱测产测试。全程参与采样测产测试的示范

田负责人郑伟说：“今年采用李文刚团队提

供的生物降解功能地膜，高粱长势很好，测

产结果说明生物降解地膜不比聚乙烯地膜

增产效果差，在环保方面，生物降解地膜已

发脆，而相邻地块的聚乙烯地膜拉力仍很

大。”

太原市阳曲县柏井村的农户张奇峰说：

“今年阳曲县干旱，采用生物降解功能地膜

种植近 100 亩玉米，不但起到了减灾增产作

用，而且地块不影响机器作业，说明地膜降

解效果好。”10 月 23 日，山西省现代农业玉

米产业技术体系等 4 部门人员组成的专家

组对玉米测产测试，采用生物降解地膜覆盖

的“睿德 233”玉米亩产 896.5 公斤、“沃育

698”亩产 722.2 公斤，采用聚乙烯地膜覆盖

的“大象 704”玉米亩产 540.6 公斤。

经过 3 次的作物测产和地膜测试，专家

组成员普遍认为，生物降解功能地膜在保障

作物稳产增产的同时，与不降解的聚乙烯地

膜形成鲜明对比，收获期生物降解功能地膜

已进入降解诱导期，拉力显著降低，手动易

脆化断裂，不影响机械化收获和下茬作物正

常播种。

今年 11 月，农业农村部农膜应用重点

实验室山西示范中心落地山西农业大学。

李文刚表示，项目团队将依托该平台，进一

步理顺地膜增产和降解阶段的应用关系，

攻克薄型生物降解功能地膜的安全期应用

难题，为我省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

量。
李全宏

———山西农业大学李文刚团队研究应用生物降解功能地膜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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