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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起我国燃煤脱硝催化剂迎来报废高峰，资源化、低温化、智能化将成
未来发展方向———

脱硝催化剂再生市场潜力待挖
■本报记者 李丽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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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聚焦重点地区
冬季散煤污染治理

本报讯 日前，黑龙江省召开省政府
常务会议，通过了《黑龙江省散煤污染治
理 “三 重 一 改 ” 攻 坚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0—2022 年）》。

会议指出， 散煤污染是造成黑龙江
省冬季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 加快冬季
散煤污染治理，改善空气环境质量，要把
哈尔滨市、绥化市、肇州县、肇源县、亚布
力、雪乡等“两市两县两景区”作为重点
整治地区，聚焦供暖期重点时段，大力削
减散煤用量。 确保今年底全省基本淘汰
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每小时 10 蒸吨
及以下燃煤锅炉，哈尔滨、绥化要按期实
现建成区每小时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清零”，持续推动重点热源及燃煤大户
超低排放改造 、 电力企业超超低排放，
有计划优化新能源布局。

会议还表示，要用好地方政府债券资
金，将散煤治理工作与棚户区改造、老旧小
区改造、老旧管网改造、秸秆综合利用结
合起来，疏堵结合、循序渐进减煤替煤 。
当前要按照确定的目标任务，采取“冬病
夏治”方式加快实施治理方案。 （龙文）

四川开展危化品环境
风险防范整治抽查工作

本报讯 日前，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组
织抽查组对泸州市、宜宾市、乐山市危险
化学品领域环境风险防范专项整治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了抽查，共抽查 10 家化工
企业，发现问题 50 个并全部移交当地。

抽查组通过查阅档案资料、 走访询
问、现场踏勘、意见反馈等方式，对重点
园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废弃危险化
学品等危险废物环境监管现状、 重点环
节执行相关环境管理制度情况、 问题整
改落实情况、 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
查情况、 环境应急演练等情况进行了检
查，针对存在的环境风险隐患及问题，提
出了整改意见建议。

抽查组指出，宜宾市、泸州市 、乐山
市各地化工企业较多， 特别是临近长江
上游沿线的化工企业， 环境安全风险较
大。 一是要高度重视环境安全 ，树立底
线思维，深刻吸取近期多起化工企业发
生的环境安全事故教训，特别是企业搬
迁关停期间环境安全问题不放松，切实
抓好排查整治工作。二是要针对抽查发
现的问题， 立即制定计划， 倒排工期 ，
明确整改时限，确保按时整改到位 。 三
是要规范企业内部管理，层层压紧压实
责任 ，加大业务知识培训力度 ，增强职
工队伍环境安全意识，杜绝因操作失误
等引发环境安全事故。四是属地生态环
境部门要为企业做好服务， 督促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 确保点对点销号按时完成
整改任务。 （川环）

甘肃环评审批及数据
管理平台开通运行

本报讯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建设项
目环评审批及数据管理平台日前开通运
行。 这是一个包含省、市、县三级建设项
目环评审批及数据管理的平台， 具备建
设项目全过程管理、建设项目数据统一管
理、建设项目环评监督管理、建设项目信
息公开发布、环评业务数据资源交换、建
设项目移动监管、后台管理等功能。

据悉 ，平台建设内容包括 《甘肃省
环评信息公开数据标准化管理制度规
范 》 《甘肃省环评信息上报数据规范 》
两个标准规范的建设。 一方面，可实现
环评审批全流程自动化、信息化和全省
建设项目信息的全过程监管以及对外
信息的公开。 另一方面，可实现全省建
设项目环评审批申请、 受理、 审批 、办
结和公示等事项的一窗受理、全流程在
线办理、审批信息的实时联网报送和审
批等数据的多维度查询统计分析。这一
平台的建成，有利于提升建设项目管理
能力 ，加大环评监管力度 ，提高建设项
目相关信息公开水平。

平台建设， 横向上为建设项目申报
提供渠道， 与甘肃政务服务网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对接， 将全过程信息统一交互
上报，为环评机构、企业、公众提供“一窗
办理”式服务。 纵向上通过建设项目数据
上报，实现省、市（州）、县（区）各级生态
环境部门建设项目数据的汇总收集 ，减
少重复性数据对接 、提高数据的复用性
及共享性，实现环评审批信息数据的全
过程、 规范化、 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 。
进一步简化优化环评审批公共服务流
程，便于全省范围内的建设项目统一管
理和建设项目环评监督管理，极大提升
全省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监管能力和环
评监管力度。

截至目前， 甘肃省需要开通在线办
理的地区共计 95 个，已完成事项更新的
地区 92 个 ，完成率 97%；已提供在线办
理地址的地区 91 个 ，提供率 96%；已开
通在线办理功能的地区 91 个，总体开通
率 96%，甘肃省生态环境厅 、全省 14 个
市（州）及兰州新区全部开通，并在全省
各市（州）、县（区）开始试运行，全省已在
环评审批及数据管理平台办理和填报的
项目累计 314 个。 （甘环）

“可持续发展”是北京申办 2022 年冬
奥会提出的理念之一，且“绿色办奥”位居
“四个办奥” 理念之首。 受绿色理念的影
响，冬奥会所有新建场馆都采用了高标准
的绿色设计和施工工艺。

“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落实可持续
发展最大的特点是， 在规划和建设之初
就充分考虑了冬奥会赛后的利用和可持
续发展问题。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
丁建明说。实践表明，北京冬奥会的绿色
理念给变革中的奥林匹克提供了 “中国
方案”。

时值北京冬奥会申奥成功五周年 、
比赛场馆全面竣工之际， 记者实地探访
了北京、 延庆、 张家口三个赛区部分场
馆，近距离感受绿色冬奥。

最环保！
制冰技术，碳排放几乎为零

作为北京冬奥会新建场馆中的标志
性建筑， 国家速滑馆因为场馆外立面由
3000 多块曲面玻璃拼接而成， 营造出 22
条高低盘旋、环绕飘舞的丝带，好像速度
滑冰运动员高速滑进时在冰面上留下的
轨迹，象征着“速度”“激情”，因此它有了
另外一个浪漫的名字———“冰丝带”。

除建筑“设计范儿”十足外，该场馆在
节能环保方面也进行了大胆尝试。

提起冰丝带最大的亮点，“它是全世
界最大的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蒸发
制冷的冰面，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二氧化碳
跨临界直接蒸发制冷的冬奥速滑场馆。 ”

国家速滑馆制冰工程专项设计负责人马
进自豪地告诉记者。

冰丝带拥有亚洲最大的全冰面设计，
冰面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 “它采用分模块
控制单元， 可以将冰面划分为若干区域，
根据不同项目分区域、分标准进行制冰。 ”
北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宋家峰说，“之所以这样设计，是
充分考虑赛后利用，适应多种群众性健身
需求。 赛后，场馆可同时开展冰球、速度滑
冰、花样滑冰、冰壶等所有冰上运动。 ”

“这一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环保的制
冰技术，碳排放趋近于零，同时也是最先
进的制冰技术， 它可使整个冰面温差控
制在 0.5 摄氏度以内。 ”马进说，“这样制
冷，不仅比传统方式效能提升近 30%，而
且制冷非常均匀， 不会出现各部位温度
不一样的情况。 ”

除高效、环保地制冰外，该场馆还能
通过智能化能源管理系统， 把制冷产生
的废热，用于除湿、冰面维护 、场馆生活
热水等。 “在全冰面模式下，每年仅制冷
部分就能节省 200 多万度电。 ”马进说，
相当于减少近 3900 辆汽车的二氧化碳
年度排放量。

最绿色！
高效利用太阳能、
空气能等清洁能源

“用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在张北
柔性直流工程现场，这句颇具诗意的口号
正成为现实。

该工程是世界上首个输送大规模风
电、光伏、抽水蓄能等多种能源的四端柔
性直流电网，把张家口地区的清洁能源输
送到北京，助力北京冬奥会在奥运史上首
次实现全部场馆绿色电力全覆盖。

据介绍，北京冬奥会将成为奥运历史
上第一届全部使用绿色清洁电能的奥运
会。就在今年 6 月，世界首条 50 万伏张北
柔性直流输变电工程投用，来自张家口的
风电、光伏电能等绿色清洁电能已正式进
入北京。 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部分场馆
年内即可利用绿电开展建设和运行 ，到
2022 年 ， 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将实现
100%使用“绿电”。

除外供“绿电”外，记者还看到，场馆敷
设了大量光伏发电装置， 并使用了大量的
LED光源等方式，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据
了解，仅仅这一套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光
伏发电能力就达 300kW， 系统效率设定为
80%，预计光伏系统首年发电量 42万度。

由于冬奥会比赛是在冬季， 场馆也
充分考虑了供暖问题。 “出于节能考虑，
我们将充分利用空气源热泵系统，同时，
还将采用市政热力和空气源热泵进行供
暖。 ”宋家峰告诉记者。

最节能！
雪车雪橇赛道加盖
世界罕见遮阳棚

坐落于北京延庆的小海陀山中的延
庆赛区是北京冬奥会建设难度最大的赛区，
主要承担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项目的比赛。

雪车雪橇赛道依山而建， 落差超过
120 米，由于赛道位于阳坡，如何有效避
免阳光直射冰面，成为一大难题。烈日炎
炎 ，记者置身于赛道上 ，却感到丝丝凉
意 。 “这条赛道是目前世界上首条整体
加盖遮阳棚的赛道 ， 设计主要是出于
低碳节能方面的考虑 。 ”据北京北控京
奥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长洲介绍，
为减少这条高难度的赛道 ，建设者做出
了许多创新性尝试。

李长洲说，在规划阶段，建设团队对
赛道形状、自然地形和 “人工地形 ”进行
了勘测和综合考量，反复论证建设遮阳棚
的效果和可行性。考虑到加盖顶棚可能会
对冰面局部小环境产生影响，团队还专门
研发了“地形气候保护系统”，对环保数据
进行采集、评估。 “研究证明，遮阳棚可以有
效降低气候因素对冰面的影响，从而最大
限度降低赛道的能源损耗。 ”李长洲总结
道，“这是延庆赛区最具挑战的赛道，为绿
色场馆建设积累了经验。 ”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可持续
发展处处长刘新平说 ：“北京冬奥会可
持续性管理体系是推进可持续性工作
的重要平台 ，2019 年 11 月已获得第三
方认证 ，创造了多个 ‘第一 ’：中国第一
个获得第三方认证的大型活动可持续
性管理体系 ；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个把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 、 环境管
理体系 、社会责任指南 ’三个国际标准
整合为一体的可持续性管理体系 ；第一
个覆盖奥运筹办全领域 、全范围的可持
续性管理体系……”

一线 制冰技术碳排近零 绿电覆盖全部场馆

北京冬奥会场馆创多项绿色之最
■本报记者 张胜杰

自 2011 年我国收紧燃煤电厂氮氧化
物排放标准以来，煤电机组开始大规模使
用脱硝技术。 从今年起未来数年内，我国
燃煤电厂脱硝催化剂将迎来报废高峰 。
日前，国家能源集团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
究院（下称“低碳院”）发布的脱硝催化剂
再生方法专利获中国专利奖银奖，低碳院
环保中心技术总监王宝冬告诉记者，当前
我国燃煤电厂脱硝催化剂再生技术已走
向成熟，资源化、低温化、智能化将成为未
来我国脱硝催化剂发展方向。

今年进入脱硝催化剂报废高峰

记者了解到， 自 2011 年原环保部颁
布《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以来，新
建火电机组氮氧化物最大排放量不得超
过 100 毫克/立方米， 此后我国燃煤电厂
又进行了“超低排放”改造，氮氧化物最大
排放量须低于 50 毫克/立方米。

在此背景下，高效脱硝催化剂市场需
求应运而生。 据了解，在脱硝过程中，选
择性催化还原（SCR）技术是目前最为广
泛采用的脱硝技术之一，能够有效减少氮
氧化物排放。 根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
会发布的数据，通过近 10 年的治理，截至
2020 年， 我国煤电超低排放改造完成率
已达 80%，全国 8.1 亿千瓦的燃煤机组基

本达到天然气的排放水平。
记者查阅相关数据了解到 ， 截至

2019 年底， 我国火电装机容量达到 11.9
亿千瓦，以当前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标准
来计算，SCR 催化剂的总填装量约为 120
万立方米。钢铁、各种窑炉、有色冶金以及
各行业的自备燃煤动力锅炉、自备电厂及
散煤等非电燃煤行业消耗国内煤炭总量
的 50%左右， 粗略估计催化剂总填装量
100 万立方米。

王宝冬指出，我国 SCR 催化寿命约为
3-5 年，2014 年我国燃煤电厂开始大规模
启用 SCR催化剂达成脱硝目标，随着 SCR
脱硝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火电和非电领域催
化剂使用量的递增，从今年往后的 1-2 年，
我国将有大量脱硝催化剂面临报废。预测认
为， 到 2025 年脱硝催化剂废弃量将达到
40.01万立方米，年报废量达到 20万吨。

国外经验不可直接照搬

据王宝冬介绍，过去 5 年，我国燃煤
电厂脱硝催化剂已存在报废现象，但由于
市场尚未形成规模，催化剂再利用市场也
未打开。 “SCR 催化剂一旦达到使用寿
命， 因其本身组成而被定义为危险固废，
而此前企业的处理方法大多为填埋或无
害化处理等， 对环境仍有一定的破坏，对

资源也是浪费。 ”王宝冬说。
据了解，最初我国企业为达到脱硝目

标，大多仍使用国外 SCR 催化剂。有业内
专家指出，此前由于国内催化剂市场不规
范，存在低价中标、恶性竞争等多种现象，
脱硝催化剂在生成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
规范操作， 导致国产脱硝催化剂质量受
损。 另外，我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要求
比国外标准更高，但环保监管部门并不考
核氨排放，因过量喷入氨而引发的氨逃逸
以及催化剂中毒现象屡见不鲜。

然而，王宝冬指出，由于欧美国家燃煤
电厂运行环境与国内不同，国内燃煤电厂负
荷环境变化相对更多，因“超低排放”标准影
响催化剂使用强度更高，催化剂中毒、失活
等现象较为严重。 因此，按照国际标准直接
引进脱硝催化剂难免“水土不服”。

为此，多年来，国内多家催化剂厂商
在引入国外技术后不断创新，目前脱硝催
化剂从原料到设备等方面均已实现国产
化，催化剂质量也逐步提升至国际先进水
平。 在脱硝催化剂面临大规模报废之际，
催化剂再生以及回收领域的技术创新也
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技术进展推动环保进程

据低碳院介绍 ，该院近日发布的具

有 “中毒元素靶向去除-活性成分梯度
分布 ”的催化剂再生技术 ，解决了催化
剂活性和机械强度无法兼顾的再生技
术难题。 这种新型催化剂再生技术利用
离子型络合剂定向清除中毒元素而不
破环催化活性组分 ，并提高催化剂强度
以及脱硝活性 ，技术成本与使用新催化
剂相比下降 60%。

事实上，自 2018 年以来，随着国内环
保管控形势愈加严格，国家和地方政府出
台了更加严苛的政策和标准治理非电燃
煤领域的大气污染问题。 从未来情况来
看，业内人士指出，多省市已发布钢铁行
业超低排放相关政策，非电行业脱硝需求
预计会有所增加，随着国内企业逐步推进
非电燃煤行业环保设施建设及改造，未来
废旧脱硝催化剂总量也将持续上涨。

对此，王宝冬指出，当前国内脱硝催
化剂再生技术仍在不断发展， 未来脱硝
催化剂再生将更加向资源化的方向转
变，从传统的资源开采、生成、使用、报废
的线性工艺，逐步转变为新催化剂生产、
再生、 回收的循环工艺， 实现原料再利
用。另外，脱硝技术也将更多的利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智能化脱硝，更
加精准地对过程实现管控， 甚至能够开
发除尘、脱硫、脱硝以及脱二噁英等一体
化技术。

8 月 4 日， 中国石化金
陵石化新建两万立方米干
式气柜项目配套的 9# 螺杆
机顺利开机。 经过调整，各
项指标均达到标准状态，出
口瓦斯线并入炼油四部新
建的干气脱硫系统。 9# 螺
杆机处理量达到 7200m3/h，
大大提高了机组利用率。 它
的顺利投用标志着该公司
火炬回收系统升级改造项
目圆满收关。

该项目是金陵石化年
度重点环保项目，新建干式
气柜具有安全可靠性高，耐
腐蚀性强 、 弹韧性强度较
好 ，运行维护费用低 ，使用
寿命长等特点，可大幅提高
公司尾气中瓦斯气体的回
收能力。 吴靖/文 徐捷/摄

金金陵陵石石化化新新建建两两万万立立方方米米
干干式式气气柜柜投投用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