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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山煤矿余热干燥实现煤泥全部回收
矸山变良田 美景入画来

忻州神达花沟煤业有限公司

本刊讯 12月 1日，寒风朔
朔，在忻州神达花沟煤业有限公
司生态治理现场看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标语在蓝天映
衬下格外醒目。极目之处，是被修
复的大片山体和植被。这个季节，
草虽已枯，但错落有致的苗木和
规律分布的喷淋系统，无不显示
着来年春日的生机。

近年来，忻州神达花沟煤业
有限公司一直把生态保护修复和
土地复垦工作放在公司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突出位置，优先保障，
坚持系统治理、一体治理，围绕矿
区生态高质量修复、高产稳产基
本农田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卓有
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工作。

公司总经理林万鸿说：“生态
修复中，我们综合采用到界台阶
削坡降角和覆土压实措施、永久
性截排水措施、乡土豆科植物护
坡措施和配套的节水灌溉措施、
草帘覆盖措施，有力保障了人工
重建生态系统的快速建立和持续
稳定，有效控制了坡面冲沟、边坡
变形等地质环境问题，达到了‘即
见时效、又保长效’的治理目标，
尤其是很多山坡上没有土层，为
了让生态治理达效，我们通过运
土上山、盆栽等方式，想尽办法让
绿植在石头山上扎根。”

在耕地复垦中，该公司综合
采用表土覆盖、土壤培肥和路网、
林网、渠系措施，将排土场、采掘
场到界平盘打造为集中连片、适
合机械化作业的耕地，实现了荒
地到耕地的转变，并且通过培育

试种高海拔良种稳产经济作物，
促使土壤熟化和地力恢复，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富裕、农村发展。

林万鸿指着不远处说：“大家
请看那边，现在虽然已经完成收
割，但还能看到种植玉米、向日葵
和黄花菜时留下的秆。”他进一步
介绍，经过试耕试种，现在耕地质
量不断提高，产量已达到当地耕
地产量中等以上水平，并打造了
黄花菜种植亮点工程，得到了当
地政府和群众的高度认可，有力
推进生态护矿、复垦惠民。

截至目前，该公司累计完成
治理面积 9221.68亩（其中复垦耕
地 3514.53亩，林地、渠系 5707.15
亩），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了
97.3%、 土 地 复 垦 率 达 到 了
80.4%，亩均治理投资约 1.2 万
元，良好的植被覆盖、野鸡野兔等
动物回迁、规模化的耕地复垦、完
善的硬化截排水渠系和道路网
络，无不体现着花沟煤业为生态
保护修复所付出的努力和决心，
展现出生态环保与资源开发相统
筹、与周边自然环境融合协调的
景象。

采访中，还不时看到有野兔、
野鸡窜出草丛，给冬日的山沟增
添了生机。忻州神达花沟煤业有
限公司以创建绿色矿山为目标，
积极保障排矸场生态保护修复和
土地复垦工作，特别是以发展与
保护、生态与文明相融合的建设
发展思路，努力打造符合生态文
明建设要求的矿业发展新模式，
值得借鉴推广。 （李阳）

12月 16日，位于大同的晋能控股
煤业集团塔山煤矿（以下简称塔山煤
矿）干燥车间内，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
地操作着 3台直径 2米多的列管式干
燥机。“煤炭洗选的过程会产生一些副
产品，煤泥就是其中之一。这几台干燥
机正是用来处理煤泥中那些多余的水
分，使其变成可以售卖的商品煤，实现
资源价值利用的最大化。”该煤矿煤质
管理部部长贾明说。

干燥机列管的另一头，处理后的煤
泥经尾部卸料口缓缓进入二车间的精
煤运输仓，它们将作为优质动力煤，随
着一列列货车运往北方港口，最终用于
各个电厂、锅炉、机车……

走进塔山煤矿，迎面而来的是满满
的智能化气息。这里早已没有想象中的
粉尘飞扬、机声轰鸣，取而代之的是明
净整齐的调度指挥中心。监控屏幕上实
时跳动着各类生产数据，在提高生产效
率的同时更为井下工人的生命安全“保
驾护航”。近日，经国家智能化示范矿井
验收专家组核验，塔山矿顺利通过验
收，成为国家首批中级智能化示范煤
矿。

工业固废变身商品，塔山煤矿以技
术创新推动煤泥处理更加绿色、高效。
今年以来，塔山煤矿积极贯彻落实集团
公司“增收入、降成本、割赘肉、止出血、
堵漏洞”的经营管理措施，通过工艺升
级，创新应用煤泥低温蒸汽干燥系统实
现煤泥的清洁利用和煤泥价值的最大
化，推动矿井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煤炭洗选产生的煤泥存在颗粒

细、水分高、黏度大等问题，在运输过
程中容易出现堵卡、冻车等现象。”车
间集控员辛月说。为有效解决这一问
题，加强煤炭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塔
山煤矿利用塔山发电公司余热资源建
设了煤泥干燥车间。余热利用、煤泥品
质升级，干燥车间将节能和增效紧紧
结合在一起。今年 3月，干燥车间开始
调试运行，采用的物料来自一、二车间
板框压滤机煤泥，经给料装置进入三
台列管式干燥机。“这套干燥系统能够
将 23%~26%的煤泥水分降低至 18%
左右，干燥后的煤泥可以作为商品煤

出售，主要用作动力煤，价格上也更加
便宜。”辛月一边说一边展示干燥后煤
泥的样子。

干燥煤泥不仅实现了煤泥的全部
回收，而且整个生产过程不消耗水，湿
煤泥在干燥过程中蒸发出的湿气在冷
凝成水后，还可以输送至洗煤厂循环再
利用，有效提高了相关资源的利用率。
值得一提的是，干燥系统极大地提高了
煤泥中水分的蒸发量，减少了运输过程
中容易出现的堵卡、冻车等安全隐患，
同时还解决了煤泥产品可能对环境造
成的二次污染，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均

得到明显提高。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塔

山煤矿的日常生产中，技术创新已越来
越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这套煤
泥低温蒸汽干燥系统经过了反复的试
验和改造，特别是面对干燥机‘吃不饱’
的问题，我们积极改进工艺，最大限度
地加大了煤泥回收量，促进了经济效益
的最大化。而实现这一切，靠的就是一
批勇于挑战敢于创新的技术骨干。”该
煤矿煤质管理部技术员刘凯满是骄傲
地说。

李学林 刘洋

依靠技术创新，不仅实现了工业固废利用，还解决了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实
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丰收———

美锦能源:“氢”装上阵 “碳”路未来

12月 18日，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岩棉企业工人在
生产岩棉制品。近年来，该开发区持续推进工业循环经
济产业链条延伸，开发区企业之间的能量、物料循环利
用，实现了产业互补、资源共享。 姻栗卢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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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目前制氢项目最大的亮
点就是没有外排废气，产生的二氧化碳
全部回收，并送入转化炉内参与反应，
生成更多的一氧化碳，提高了产量、降
低了生产成本，同时也积极响应国家
‘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近日，
在山西美锦煤化工制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美锦能源），生产技术总监李禹鹏
介绍道。

氢能源被视为 21世纪最具发展潜
力的清洁能源，其清洁、高效、可再生等
优势，是其他能源不可比拟的。美锦能
源响应国家发展政策，顺应时代发展潮
流，积极谋求转型发展，将氢能作为公
司新的产业布局方向，于 2021年 2月
1 日成立，位于山西交城县经济开发

区，以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
司的焦炉煤气为原料，建设焦炉煤气制
氢项目，为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
限公司乙二醇、氢能源项目提供 CO产
品气和氢气，最终产品为满足氢燃料电
池使用的高纯氢。

“这套年产 5.92亿立方米的制氢
装置每天可以转化 192万立方米焦炉
煤气，生产氢气 162万立方米。”李禹鹏
说，“企业在大力推进焦炉煤气制氢项
目的同时，还同步布局了存储、输送、应
用等一系列氢产业链条。在位于吕梁经
开区的美锦氢燃料商用车生产车间，吕
梁首条氢能源商用车生产线正在抓紧
生产。”据了解，美锦煤化工焦炉煤气制
氢项目总投资 7.8亿元，该项目已经完

成水联用、大型机组调试，实施劣质煤
制氢项目。选用潞安化工机械集团制造
的晋华炉，用交城劣质煤为原料就地转
化制氢，项目实施后，可以充分利用当
地丰富的劣质煤资源，对原钢铁产业进
行清洁化、低碳化改造。在制氢装置满
负荷运行的同时，来自园区的 200辆氢
能重卡汽车已奔驰在运输一线，只加氢
不加油、只排水不排气的新能源重卡汽
车，每年可以节约 1000万升燃油，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24000吨。

在持续不断的努力下，如今，“氢”
装上阵的美锦能源已构建起“制氢—加
氢站—氢燃料核心装备—氢燃料商务
车示范运营”的闭环，通过延上游、牵下
游，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健全多元产业

生态。
目前，美锦能源已形成 5.92亿立

方米的氢气产能，每天 2.2万立方米的
氢气运储能力，建成 4座加氢站以及年
产 1000台的氢能重卡的组装能力。全
力打造我省氢能产业发展的示范样板，
为我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发展氢能，恰逢其时。美锦能源通
过建设“焦炉煤气—高纯氢—加氢站—
氢能汽车应用”链条，为全省焦化园区
示范了通过氢能实现低碳转型发展的
新思路、新格局，美锦能源市场部经理
李博信心十足地说：“我们将紧跟国家
发展战略，抓住行业未来趋势，不断创
新模式、升级技术，力争在山西本土能
源企业中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王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