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已发生数十起脱硫塔着火事故，为火电等行业敲响了安全警钟———

脱硫塔缘何频频“引火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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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油气生产固体
废物“近零”排放

本报讯 由中石油安全环保院牵
头完成的 “油气开发钻井固废污染防
控与资源化成套技术及工业应用”项
目成果，在“环境修复与钻井废物资源
化利用领域”填补了行业空白，实现了
油气生产固体废物“近零”排放，引领
行业污染防治由单一末端治理向全过
程综合防治技术方向发展。

针对我国油气田勘探开发中钻
井液的工程性与环保性兼顾难、钻井
废液劣质固相含量高回用分离难、残
渣高分散污染物固定化难等技术问
题，安全环保院提出“钻井液源头环
境友好、过程废液回用、末端残渣资
源化”的技术思路，并与工程技术研
究院、长城钻探、渤海钻探以及长江
大学等共同破解固体废物环境污染
与资源化难题。

经过 10 年研发，这个项目团队发
明抗温能力达 200 摄氏度的系列环境
友好型钻井液及兼有破胶絮凝双重作
用的壳聚糖类新材料， 实现废钻井液
中性条件下破胶脱稳。 研制仿贻贝黏
蛋白聚多巴胺结构的固化新材料，创
新废钻井液处理残渣分质资源化技
术，开发具备废钻井液不落地收集、液
相回用、 残渣资源化等功能的一体化
橇装装备， 解决油气田勘探开发中钻
井液的工程性与环保性兼顾难题，可
满足大部分油气勘探开发工程的钻井
和环保需求。

目前，这项成果已在国内外 18 个
油气田应用，取得显著的环境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此项成果为避免使用含毒性结
构官能团的钻井液添加剂做出了重
大贡献， 改变了传统固废处理模式，
实现钻井液在保证工艺要求下向环
境友好型转变、废钻井液处理方式由
泥浆坑沉降处理向不落地回用处理
转变、钻井废物由就地固化填埋处理
向回收利用及资源化产品转变，为油
气行业绿色发展、清洁发展提供了坚
强支撑。 （刘志坚 任雯）

福建寿宁开展节能
宣传周系列宣传活动

本报讯 6 月29 日至 7 月 5 日是
第 30 个全国节能宣传周，福建省寿宁
县以“绿水青山·节能增效”为主题，结
合全县用能实际， 重点围绕 “居民节
电”和“企业节能”两个重点，上街头、
进企业，深入开展系列节能宣传活动，
倡导节能低碳与绿色环保的生活风
尚，营造全社会节约能源的浓厚氛围。

“网上都说夏天空调设定不要低
于 26 度，假如你设定在 27 度，尽管只
高了 1 度， 但一个夏天就可以省电 50
度。假如每个家庭都这么做，那就可以
节省大量电能啦。 ”6 月 30 日，寿宁县
节能减排办、政府办、工信局、供电公
司等单位联合走上街头、摆起摊位，开
展“节约用电?从我做起”宣传，向往来
行人宣传节能减排知识， 推介节能新
技术新产品。

“我在家的时候，经常将空调开开
关关，本来以为可以节能，却不知道这
样反而更加耗能。听了你们的宣传，我
终于知道怎么使用空调会更节能啦！ ”
市民张女士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后，
十分感激。

寿宁县是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
县和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 也是全
国十大生态产茶县之一， 该县出产
的“寿宁高山茶”是远近闻名的优质
生态产品。 为切实守护好闽东地区
这一片绿水青山， 确保寿宁高山茶
的优良品质， 近年来， 该县提出了
“加快发展、绿色崛起，努力建设生
态新寿宁”的口号，不断加强节能减
排工作，以优化产业结构为核心，突
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节
能管理，节能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关
闭取缔石板材加工等落后产能企业
60 家， 实施节能技改项目和清洁化
生产，大力发展新材料、机械设备制
造、食品加工、竹木制品、水电等七
大节能低碳、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目前全县有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78 家，2018 年单位
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上一年下降
3.42%，连续 4 年超额完成宁德市下
达的能耗强度降低任务。

为进一步提高企业节能环保意
识， 寿宁县分管工业的相关县领导带
队兵分三路到该县武曲、南阳、犀溪 3
个工业园区进行入企宣传， 了解企业
用能情况， 指导企业节能工作， 推介
“以电代煤、以电代气”能源消费新模
式和节能新技术新产品， 动员企业为
节能减排多做贡献。

宣传周期间， 该县工信局还组织
相关企业召开节能经验交流会， 邀请
在节能降耗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三祥新
材公司负责人现身说法，从结构节能、
技术节能、 管理节能等多个角度介绍
经验，为其他企业提供借鉴。 （吴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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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生态环境部针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下发通知———

环境违法将核减或暂停电价补助

本报讯 6 月 30 日，财政部、生态环
境部发布 《关于核减环境违法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指
出， 垃圾焚烧厂因污染物排放超标等环
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处罚的， 核减或暂停
拨付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以下简称补贴资金）。 《通知》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通知》明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依
法依规完成“装、树、联”后，方可纳入补
贴清单范围。 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向社

会公开自动监测数据后，电网企业可拨
付补贴资金，并在结算时将未向社会公
开自动监测数据期间的补贴资金予以
核减。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已纳入补贴
清单、但未完成“装、树、联”的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电网企业应先暂停拨付补贴
资金，待发电企业完成“装、树、联”且向
社会公开自动监测数据后再拨付补贴
资金。

《通知》指出，纳入补贴范围的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出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第十条、
第十一条违法情形被处罚的， 电网企业
应核减其相应焚烧炉违法当日上网电量
的补贴金额。 一个自然月内出现 3 次及

以上上述违法情形的， 电网企业应取消
当月补贴资金，并暂停拨付补贴资金。 自
最近一次出现上述违法情形的次日起，
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连续 30 日监测数
据达标的，可以恢复发放补贴资金。 电网
企业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结算时， 应核
减暂停拨付期间的补贴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篡改、 伪造自动监测数据的， 自公
安、 生态环境部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或
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 电网企业应
将其移出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清单。 同
时，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因前述规定被移
出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清单的， 自移出
之日起 3 年内不得再纳入补贴清单，移

出补贴清单期间所发电量不予补贴。
《通知》还指出，电网企业应将列入

补贴清单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情况报送
至当地生态环境部门， 并按季度向其经
营范围内相关生态环境部门申请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行政处罚情况。 当地生态环
境部门在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违法
行为进行处罚时， 将相关结果抄送项目
接入的电网企业。 电网企业依据当地生
态环境部门的处罚决定， 核减或暂停拨
付补贴资金， 并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
行结算。 7 月 1 日起，生态环境部将按季
度将各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违法行
为处罚情况函告财政部。 财政部将据此
与各电网企业进行结算。 （环文）

近日，河南宜阳县黄河同力水泥厂脱
硫塔发生火灾。 这并非孤例，近两年脱硫
塔频频“引火上身”：甘肃兰州一脱硫塔起
火，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山西运城一钢
厂在建脱硫塔起火， 直接损失超千万元；
湖南株洲智成化工脱硫塔起火，大气质量
局部瞬时超标；临沂一热电厂在建脱硫塔
起火，火焰十几米高……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至今脱硫塔着
火事故已超 40 起， 其中火电厂脱硫塔着
火不在少数，敲响了安全警钟。 脱硫塔缘
何频频起火？ 事故“元凶”是什么？ 如何避
免事故发生？

问题根源均出在防腐材料

调查显示，同力水泥厂脱硫塔起火
点位于脱硫吸收塔里面顶部的可燃材
料，起火原因系“在烟囱上焊接斜隔板
过程中， 不慎将焊渣掉落至脱硫吸收
塔内部， 引燃除雾器等可燃材料蔓延
成灾。 ”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院长朱法华表
示：“脱硫系统的消防隐患主要在吸收
塔， 吸收塔防腐材料为玻璃鳞片树脂涂
料， 脱硫塔顶部为 PP 材质的除雾器，这
些都为易燃物质， 也是引起火灾的主要
部位。 ”

据了解，脱硫塔内部防腐材料耐温极
限约 180℃， 当遇到电焊等高温时极易引

起燃烧，同力水泥厂的正是如此。
一位长期从事脱硫业务的技术人员

告诉记者：“新建脱硫塔多在地面完成防
腐后进行吊装焊接， 焊接时由于局部高
温或焊渣掉入塔内引起火灾。 相反，如果
塔体焊接完成后再进行防腐， 通风、排
尘、照明、涂层干燥等都将受很大限制，
防腐涂料挥发出的溶剂、 稀释剂同样容
易产生爆炸危险， 塔体内部更是难做到
彻底防腐，而且整体项目工期将延长，成
本也会增加。 ”

脱硫塔内部的防腐材料是不可替代
的吗？ 朱法华表示：“‘玻璃鳞片胶泥’是一
种典型可燃有机物，物理结构决定了耐温
性较差，价格相对较低；如果采用不锈钢
等无机物作为防腐涂层，成本太高，显然
不经济。 目前市面上几乎都采用‘玻璃鳞
片胶泥’作防腐材料，更为经济的涂层材
料还在研发中。 ”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西上庄低热值煤热
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杜文华表示认同：“防
腐材料既要能满足防腐性能、 工艺性能和
造价控制， 同时要满足施工动火时不燃的
要求，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很难实现。 ”

人为因素系主要原因

朱法华指出，易燃防腐材料为引起消
防事故的“罪魁祸首”，但人为原因不容忽
视。 “脱硫塔正式投运后，内壁潮湿产生火

灾的概率很小，脱硫塔着火均发生在施工
过程中，施工不当屡见不鲜。 ”

施工不当只是表象， 根本原因是管
理不当。 该技术人员认为：“从见诸报章
的事故案例看， 主要问题是作业人员没
有烟气治理设施消防问题的清晰概念，
管理人员没有烟气治理设施消防问题的
安全警觉， 事故单位没有系统的安全防
范标准和管理导则。 在吸收塔进行防腐
之前， 项目公司、 施工单位安全监察人
员、技术人员、施工人员对防火工作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 ”

据了解，脱硫塔检修期间重刷防腐涂
料，一般工期 5-15 天，任何一点火花、静
电都有可能导致火灾甚至爆炸。

杜文华表示：“部分在建项目或改造
项目存在赶工期现象，交叉作业、冒险施
工增加了火灾事故发生的概率。 塔内防腐
材料一旦着火，因灭火条件受限，往往只
能任其自燃结束，导致整个塔体及设备损
毁，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

按照相关规定，在脱硫塔周边 5 米范
围应实行严密的全封闭式隔离。 周围有动
火作业需采取有效隔离措施。 “禁火区域
内吸烟并乱丢烟头的行为要严惩不贷，明
火与挥发气体接触，遇到一点火星，轻则
燃烧重则发生爆炸。 同时，在脱硫塔烟道
内、外不可堆积待用物料，如果有易燃颗
粒落入其中，极易留下火灾隐患。 ”上述技
术人员表示。

多措并举杜绝事故发生

如何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该技术
人员认为：“有关单位要从人员的培训、消
防硬件设施的投入、 规范的管理机制、系
统工艺的安全控制等方面，采取系统管控
的措施。 特别是人员的培训至关重要。 施
工区实行全封闭隔离、 施工人员正确着
装、吸收塔和烟道内加强通风、吸收塔周
围严禁动火、电焊手工时必须清理施工现
场，从严从细安全管理。 ”

在管理和施工方面，杜文华建议从标
准抓起。 “火电厂和烟气治理设施的基建
队伍和检修维护队伍，要在国家行业管理
部门出台安全规范导则和防范标准前，自
主制定企业的专项安全导则和防范标准，
高度重视烟气治理设施消防问题的研究
和防范。 ”

治标还需治本，杜文华建议，改进防
腐材料十分必要，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应着
手引导从业企业、科研部门在防腐材料的
研制方面取得突破。

“目前，湿法脱硫是火电厂最成熟的
烟气脱硫技术，而玻璃鳞片防腐材料是目
前采用的主流工艺。 现今防腐技术源自上
世纪八十年代国外技术，国内在这三十年
中仅仅在材料配料研究、生产成本方面有
所进展，但在如何提高材料的阻燃性方面
没有太大突破。 ” 杜文华补充道。

政策速递

■本报实习记者 赵紫原

西西藏藏山山南南 检检修修高高海海拔拔村村庄庄用用电电设设施施 确确保保夏夏季季用用电电

7 月 1 日，在西藏山南市措美县乃西乡恰杂村，国网山南供电公司和安徽电力援藏帮扶工作人员在海拔 5000 多米对 10 千伏措当 147 供电设备进
行检查。

近年来，当地的农牧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西藏山南市农牧民的家用电器逐渐增多、用电量也接近该地农村电网负荷的最高值。 当日，国网西藏山
南供电公司和安徽电力援藏帮扶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高海拔偏远山村田间地头检修供电线路和检查用电设施，全力保障高海拔偏远地区农牧民生产
生活用电。 人民图片

“火电厂和烟气治理设施的基建队伍和检修维护队伍，要在国家行业管理部门出台安全规范导
则和防范标准前，自主制定企业的专项安全导则和防范标准，高度重视烟气治理设施消防问题的研究
和防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