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锚定目标， 砥砺奋进。 一直以

来，榆林化学把实现“双碳”目标作

为产业转型升级总抓手，不断强化科

技创新引领作用，及时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充分发挥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独

特优势，推动多领域、跨学科合作与

攻关，进一步提升能源低碳清洁高效

利用水平。

如何实现碳减排，无非是减少二

氧化碳的排放和把排放的二氧化碳

收集、利用或存储起来。

面对我国“富煤、贫油、少气”化

石能源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当前和

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煤炭在我国能源

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

变化，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自然而然

就成为了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及实现

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所在。

榆林化学公司所负责的煤炭分

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示范项目就是

聚焦煤炭原始物性，通过一系列物理

化学工艺，从源头上提高碳原子利用

率，增加固碳、碳汇能力，从而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增加产品附加值，实

现产品高端化和终端化。

该项目中的热解启动工程成功

实施后，将开辟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

的煤制芳烃新路线， 推动煤化工、石

油化工和高分子材料既“错位”又

“融合” 的协同发展成为现实， 进而

放大“陕煤版”煤炭分质利用先进技

术的示范效应、 油气替代的放大效

应、技术迁移的战略效应，为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提供全新的战略性方案。

此外， 该项目一阶段工程还配

套了三水零排放、锅炉烟气脱硫脱硝

及净化硫回收等环保装置，确保固废

能用尽用、废水完全零排放、废气达

标创标排放，为深入推动循环经济升

级发展、 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和实现

“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据了解，煤炭分质利用制化工新

材料示范项目先后被列入国家《能源

发展“十三五”规划》《煤炭深加工产

业示范“十三五”规划》及《陕西榆林

煤化工产业示范区总体规划》， 承担

包括百万吨级热解、热解气化一体化

技术、 焦油加氢制芳烃及航空燃料、

先进水处理技术等一系列示范任务。

减少了碳排放， 那如何把排放

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又成了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

“能源化工企业，特别是煤化工

企业，碳排放是未来一个最重要的问

题，为实现‘3060’目标，我们陕煤集

团榆林化学规划建设了 400 万吨 /

年 CCS 示范项目， 这也是全世界最

大的陆相咸水层二氧化碳封存项目，

该项目试验成功后，我们将在碳减排

领域为煤化工和能源化工的发展作

出示范。 ” 陕煤集团总经理助理、榆

林化学董事长宋世杰给出了答案。

3 月 30 日 ， 该公司 400 万吨 /

年 CCS 示范项目 40 万吨 / 年先导

试验项目开钻成功，标志着煤化工领

域首个大型 CCS 示范项目进入实质

性施工阶段。

榆林化学公司通过实施该项目，

将建设西北地区二氧化碳减排国家

级示范基地， 逐步建成国家级 CCS

研发中心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力争成

为大规模二氧化碳咸水层地质封存

技术策源地，为能源重化工行业碳减

排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据了解， 该项目将通过地震解

释、 钻井取芯、 分析化验等技术手

段，明确地层地质构造，研发出适用

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二氧化碳

地质封存的全配套体系，并通过科学

手段优化管理，建立二氧化碳咸水层

封存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形成一

套小规模先导试验、百万吨级扩大试

验以及 400 万吨 / 年地质封存三个

封存量级，涵盖工程设计的一体化技

术研发体系， 为大规模商业化开发

CCS 奠定坚实基础。

榆林化学公司紧紧围绕国家及

地方政策导向、产业发展规划，抢抓

绿色能源革命新机遇， 勇于开拓创

新， 谋划确定了建设一个“生态系

统”，打造六大“功能平台”的发展路

径， 持续推进延链、 补链、 拓链、强

链， 构建现代化煤化工产业体系，切

实将区位、资源、政策等整体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未来，我们二阶段项目将围绕

‘一优两降’（优结构、降能耗 、降碳

排），从源头减碳、中间降碳、末端固

碳、 碳汇林四个方面落实节能减排，

达到国家能效标杆水平。 ”榆林化学

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会民说。

榆林化学公司持续加大对风

电、 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展支持，规

划布局了玉门新能源可降解材料碳

中和产业园项目、3GW 新能源发电

示范项目、10 万亩碳汇造林项目等

一批新项目。

其中，玉门新能源可降解材料碳

中和产业园项目将可再生能源与煤

化工耦合，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

该项目集成多项先进的储能技术，保

障化工部分稳定用电和用气，项目取

消燃煤锅炉 ， 年节约标煤约 107 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78 万吨。

征途漫漫， 唯有奋斗。 新征程

上，无论是实现“双碳”目标，还是面

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考验和惊涛骇

浪，榆林化学将不断激发干事创业的

活力，让敢为、敢干 、敢首创成为引

领榆林化学高质量发展的“风向

标”。 未来， 一个活力奔涌的榆林化

学也必将给陕煤带来更多惊喜。

（崔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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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297.8

亿元

山西煤化工项目

耦合绿氢项目启动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

发第三批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项目

清单，中煤平朔 60 万千瓦离网式可再生能

源制氢项目入列。

该项目光伏场区选址位于平朔集团露

天矿采煤沉陷、回填治理区，实现矿山复垦

绿化与新能源融合发展。 光伏发电将全部

用于离网制氢， 主要用于耦合平朔集团煤

化工项目绿氢需求，助力煤化工降碳减排、

绿色发展。 项目建成后将授牌“国家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项目”，将是中煤集团首个国家

级大型新能源基地项目。

据悉， 中煤平朔煤基烯烃新材料及下

游深加工一体化项目总投资 297.8 亿元 ，

建设地点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平鲁经济技术

开发区朝阳新材料工业园区， 项目以山西

平朔当地高硫、 高灰熔点的烟煤经洗选后

作为原料煤，采用粉煤加压气化，经变换、

净化、 甲醇合成， 制取 220�万吨 / 年甲醇

（中间产品，100%计）。 甲醇经甲醇制烯烃

装置及烯烃分离生产乙烯、 丙烯等中间产

品， 并进一步深加工为聚烯烃及新材料产

品。全厂由 220万吨 /年煤制甲醇、80万吨/ 年

甲醇制烯烃及烯烃分离、40 万吨 / 年聚乙

烯 、20 万吨 / 年聚丙烯 、20 万吨 / 年双氧

水装置、30 万吨 / 年 HPPO 装置、30 万吨 /

年聚醚多元醇装置、10 万吨 / 年 PPC 装置

等大型化工生产装置及配套公用工程及辅

助设施组成。

（于晴）

第九届全国煤化工

青年学者论坛

在鞍山成功举办

5 月 6 日至 7 日，由全国煤化工青年学

者论坛学术委员会和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

共同主办的“第九届全国煤化工青年学者论

坛暨第七届辽宁青年科学家论坛”在鞍山成

功举办。 来自辽宁省内外近 70 家高校、科研

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的 300 余名煤化工领域

知名专家、青年学者和企业家参加论坛。

本届论坛以“煤化工高端、多元与低碳

化发展” 为主题， 沈阳化工大学许光文教

授、清华大学胡山鹰教授、北京化工大学孟

祥桐博士、西北大学马晓迅教授、中冶焦耐

（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王明登教授级高

工、 华东理工大学吴幼青教授分别作大会

报告。 同时设置煤化学基础、煤及生物质转

化、煤基炭材料、煤化工过程污染物控制与

资源化利用、 先进煤焦化技术及其资源精

细化利用、 煤化工过程催化科学与技术 6

个分会场，累计举办了 120 余场专题报告。

通过搭建高质量、高水平、高密度的学术研

讨和交流平台， 促进煤化工领域青年学者

合作交流与成长， 推动煤化工领域的技术

创新与产业升级转型发展， 助力国家“双

碳”战略目标的落实推进。

论坛期间，辽宁省市科协组织专家到鞍

山经济开发区化工产业园进行对接交流，实

地考察了中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针状焦

生产线， 并同 10 余家相关企业进行技术交

流座谈。专家们分别从各自研究领域对化工

产业园区的规划和发展提出建议，并对部分

企业技术需求进行了解答，同时将国内煤化

工产业总体发展现状及相关优势产业进行

了介绍，将相关先进技术进行了分享。

辽宁青年科学家论坛自 2017 年起每

年举办一届， 每次都围绕学科和技术领域

的前沿、热点问题，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密

切相关的重大科技问题， 旨在为青年科技

工作者搭建展示才华、学术交流、思想碰撞

的平台，激荡自主创新的源头活水，营造自

由宽松的学术氛围， 推动青年科技工作者

拓宽学术视野、提高学术水平，促进青年科

技人才的快速成长。 今年第七届辽宁青年

科学家论坛与第九届全国煤化工青年学者

论坛合并举办，共同打造酝酿创新、主导创

新、展示创新和实施创新的合作平台，必将

推动辽宁省实现绿色和高质量发展。

（李伟明）

5 月 11 日，走进拜城产业园区新

疆天瑞能化有限公司煤油一体化精深

加工项目建设工地， 施工人员正在紧

张忙碌着。在多聚甲醛装置施工区域，

现场焊花飞溅。目前，这套多聚甲醛装

置基本建设完成，已进入收尾阶段。

新疆天瑞能化有限公司是 2021

年 4 月新疆·阿克苏地区 （郑州）招

商推介会重点签约项目， 于 2021 年

5 月开工建设。 项目设计建成 40 万

吨 / 年甲醛、5 万吨 / 年甲缩醛、3 万

吨 / 年乌洛托品、4 万吨 / 年多聚甲

醛。 整个厂区建设包含罐区、 装卸

区，配套建设控制室、循环水池等附

属设施。 项目以甲醇作为原料，运用

先进的技术提高煤焦化产品附加值，

延长煤化工产业链条，实现产品由低

端向高端、单一向多元转型。 项目投

产后， 将加快推进煤化工产业发展。

目前， 项目整体工程已进入收尾阶

段，今年 7 月将建成投产。

新疆天瑞能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玉更介绍， 公司一期总投资 7 亿

元， 项目建成后年总产值 7 亿元，可

带动 150 余人就业。 煤油一体化精深

加工项目将进一步完善拜城产业园

区的产业结构，拉伸产业链条，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助力拜城县

经济发展。

拜城县各类煤炭、 矿产资源丰

富，是新疆四大煤炭、煤电、煤焦化、

煤化工基地之一。 今年以来，该县围

绕自治区“八大产业集群” 建设，利

用当地煤炭煤化工资源优势，积极培

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延伸煤炭下游产

业链， 促进煤化工产业延链、 补链、

强链， 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

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拜城县投资项目服务中心主任

秦猛说：“围绕自治区‘八大产业集

群’建设，拜城县加快释放能源资源

潜力， 在煤炭煤化工领域做大做强，

推动工业强基增效和转型升级，重大

项目建设快马扬鞭、蹄疾步稳。 ”

近年来，地区巩固提升煤炭煤电

煤化工产业集群，加快推进拜城矿区、

库车市阿艾矿区总体规划及配套环境

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修编工作， 编制完

成北山中部 150 万吨 / 年煤矿项目

“三合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地质

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方案。稳步推进

煤电“三改联动”，浙能电厂 1#2# 机

组、徐矿电厂 2# 机组、华电库车电厂

4# 机组四台机组顺利列入新疆自治

区煤电机组改造升级计划。 加快推进

“两个联营”项目实施进度，成立项目

推进专班，优选项目实施业主，明确项

目推进里程碑计划， 指导业主企业开

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和相关招

标工作， 同步开展项目企业集团内部

审查工作。积极服务国家“三基地一通

道”建设，完成“疆煤外运”23 万吨 、

“疆电外送”19.51 亿千瓦时。

当前，地区正在加快推进拜城龙

宇年产 20 万吨焦炉尾气制乙二醇、

库车黑猫煤化工、雷硕化学焦炉尾气

综合利用等项目，俄霍布拉克煤矿南

工业广场全封闭煤仓、榆树岭煤矿智

能化采区、拜城峻新化工炭黑反应炉

节能改造等项目也在加紧建设中，为

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 多元化、低

碳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魏百宁）

以煤为“媒” 打造煤化工“金色链条”

“双碳”之下

看榆林化学如何先立后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