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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武县薛家洼乡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引入新型高

科技企业，利用周边煤矿固废，加工生产土壤调理剂，通

过改良土壤，改善农作物品质，实现绿色发展，探路循环

经济。

走进山西大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实验员

正在测定固废样品所含水分，并详细记录，通过了解当

前物料水分，得知车间调节机器温度，从而实现产品精

准生产。实验员史赟介绍道：“我们采集回来的物料，先

称重，然后加试剂放入恒温水浴锅当中加热，之后放入

离心机，将杂质和有机质分离，最后放入干燥机出结

果。”

山西大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对土壤样品检测，

根据样中的氮磷钾含量、含盐量及酸碱度等参数，调节

土壤调理剂的配方，降解土壤中氮磷钾含量，提高土壤

免疫力、抗病虫害能力，促进根系生长，改善土壤板结情

况，提高土壤有机质，从而实现土壤改良、增产。该公司负

责人说：“公司主要通过测土配肥，充分利用实验室设备

把全国各地及全县周边各种土壤取样化验，结合公司产

品及耕种的不同条件，通过数据来指导农户种什么、怎么

种、怎么提质、怎么增产，而且我们的科技人员也会不定

期地上门为农户解决日常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一步

步实现数字农业、智慧农业。”

该公司技术采用俄罗斯核物理研究所的固相机械

原理，以生物遗骸泥炭土为主料，辅以多种配方料，直接

将其低温干燥到特定的含水量，通过可控行星式多级研

磨设备，在常温常压下研磨到超细颗粒，打破泥炭土、褐

煤等原料的分子链，加工成为对各种土壤有特殊调理作

用的“矿源腐殖酸”产品。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的

原料经过干燥设备把有效成分、灰分、水分以及杂质分

离出来，有效成分通过气力输送到配料设备，经过配比

进入核心设备生产加工，以物理撞击形式打断有效成分

中的分子链，使其变成小分子产品，易于作物吸收。之后

再制粒进行打包，有效成分进入核心设备加工到成品包

装，整体时间不超过 3 分钟，是常温常压短时生产。整个

生产工序流程只需要用电，不产生废气废水，无污染，是

比较环保的。”

种好一颗作物，兴旺一群产业，幸福一方百姓，绿色

一片天地。山西大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放合作，引入

专业团队，联合建立“实验中心”“研发中心”“课题项目

组”，扎实做好“数字农业、智慧农业”数据试验。公司研

发人员致力于土壤分析，深耕于土壤调理剂研究，通过

对 30 个省、85 个市县、330 个实验基地的土壤板结、盐

碱、沙化、重金属污染等情况进行应用实验，取得了显著

的改良土壤、增产提质效果，检验后果实可达到有机出

口标准。“下一步，公司计划用 3~5 年的时间，扩产 6 条

生产线，年产 1 亿吨，用于全省土壤改良、高标准农田建

设、荒山荒坡、矿山生态治理等，可以有效带动当地企业

转型。同时，积极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通过产业带

动、农民增收、就业创造等多个方面打造宁武东部生态

农业、文化、冰雪体育、旅游产业示范区，让农民增收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谈到未来发展，该公司负责人信心

满满。 贾志永 路碧瑶

5 月 8 日，在山西翌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预处理车间，工人正在
磁选铁粉。该企业立足绿色低碳，科技环保，真正实现资源再生循环
利用。 姻 崔松良摄

山西大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从无处可放的工业垃圾，转变为稀缺宝贵的资

源；

从传统能源的下游产业，“链”接到新能源新材

料；

从一文不值到身价攀升……

历经十余年的磨砺、探索、奋斗、开拓，山西沁新

集团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将尾焦“黑粉”做成了石墨

“黑金”，实现了“含绿量”“含金量”双提升。前不久，该

公司在 2024 锂电池负极材料市场及前沿技术高峰论

坛上，还荣获了“锂电负极材料新星闪耀奖”。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近日，笔者来到位于长治市

沁源县沁河镇贤友村村南的山西新创新材料有限公

司，一探究竟。

走进该公司球化车间，一排排高大的高温釜伴随

着机器轰鸣声正在运行。在其内部 650益的环境中，

混合着沥青的尾焦粉被不停地搅拌，重新塑“形”。经

过 6 个小时的高温后，尾焦粉就变成了半成品，再经

石墨化，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人造石墨”诞生了。

山西沁新集团以煤起家，拥有大型焦化厂，但在

炼焦过程中产生的黑色尾焦粉令人十分头疼。不仅影

响生产，还污染环境。它还能做什么？经过学习、实验、

考察，山西沁新集团总部认为，尾焦粉含碳量高、内部

空隙发达、有一定强度等特质，符合新能源锂电池负极

材料的要求。于是在 2012 年全国新能源产业刚起步

时，该集团就将目光锁定在锂电池负极材料———人造

石墨上。

然而，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路还很长。

锂电池拥有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四

个组成部分。负极材料被认为是实现快速充电、超长

续航的关键。如果把锂电池比作蓄水池，那么，理想的

负极材料就能容纳更多的锂离子，让水池更深。

怎样让尾焦粉做成的人造石墨容纳更多锂离子

呢？颗粒要小，密度要适中。可生产环节的各项数据指

标还无人知晓。

2013 年，该集团抽调 24 名技术人员赴中南大学

学习、探索、试生产。现任山西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的

技术总监唐杰回忆说，为了在纳米级的范围内寻找最

合适的颗粒直径，他们一次次地研磨、测试。实验原料

从几克到几斤再到几百斤，生产线上的操作细节一点

点完善，数据日益精准。3 年后，一套以尾焦粉为原料

的人造石墨生产体系初现雏形。

2016 年底，技术人员归来，一家年产 2 万吨动力

型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始筹建。到

2019 年，山西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已成为全市负极

材料“链主”企业、全市高质量发展创新团队企业，还

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

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该公司还从南开大学、天

津工业大学等院校引进高端创新科研团队，专门从事

产品研发、产品升级、工艺改造、品质管控等工作。

截至 2022 年底，该公司已取得自主知识产权 18

项，其中“一种锂离子动力电池用煤焦粉基负极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荣获山西省专利一等奖，并先后通过

了汽车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能源管理体系标准认证及

检测专业第三方中心检测。

“如今，用我们的负极材料做成的电池，可以在 10
分钟内充满电。”唐杰介绍说，传统石油焦人造石墨原

料在高温热处理过程中，微晶层间距会缩小。煤焦基

人造石墨质地偏硬，具有微孔、微晶层间距适宜等特

点，有利于锂离子的嵌入，而不会引起结构显著膨胀，

因此具有很好的快速充放电性能。

得益于此，业内知名负极材料企业纷纷投来橄榄

枝，与该公司形成战略合作关系，该公司所产电池已

广泛运用于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航模、电脑、手机

等领域，每吨售价 3 万元以上。

以科技创新引领绿色转型，以科技创新助力“双

碳”落地。多年来，山西沁新集团始终坚持“依托煤、延

伸煤、超越煤”的发展思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断

培育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上游”产业链，

加快拓展煤基新材料、煤电一体化、煤炭洗选配、煤层

气开采“下游”产业链，努力将煤“吃干榨尽”，减污还

生“金”。

如何减少耗电量进一步提升效益，能不能专门生

产一种高碳焦做人造石墨，钠电池时代来临后该何去

何从……瞧，技术人员们又在研究新问题了。
景萍 贾志敏

山西沁新集团新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科技助力“黑粉”变“黑金”

科学导报讯“目前，项目所需的七大车间全部建

成，大型机器设备也已安装完成，预计 5 月底可正式

投产！”5 月 7 日，在襄垣钰鑫振兴农业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 6000 吨糠醛项目现场，崭新的生产车间

拔地而起，数台生产设备整齐排列，工人们正在紧锣

密鼓调试机械设备，大家正全力以赴为项目顺利投产

做最后冲刺。

重点项目既是经济“稳定器”，更是发展“推动

器”。位于襄垣经开区的襄垣钰鑫振兴农业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000 吨糠醛项目，是襄垣县重

点项目之一，主要利用玉米芯、葵花籽壳等为主要

原料，生产糠醛、糠醇、醋酸钠、醋酸盐糠醛渣粉等

产品。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分三期建设。一期工程

于 2022 年 5 月开工，主要建设年产 6000 吨糠醛生

产线，包括原料储存、上料车间、水解车间、精制车

间、蒸馏车间、废水蒸发处理车间、锅炉车间及相关

配套设施。

玉米芯一般被认为是农业废弃物，没有什么价

值。但对于襄垣钰鑫振兴农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而

言，却是生产线上重要的原材料。该企业技术负责人

介绍：“项目主要采用国内先进的水解生产工艺，以玉

米芯为原料，通过远程自动化控制方式，在一定温度

和催化剂的作用下，使植物纤维原料中的多缩戊糖水

解成戊糖（单糖），戊糖再脱水即可生成糠醛。该工艺

既解决了糠醛的质量问题，又实现了零污染。”

糠醛是基础化工原料，也是一种多用途的有机化

工原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石油、冶炼、钢材、制药、精细

化工等产业，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广阔的市场前

景。该项目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解决襄垣县

部分村庄冬季供暖所用生物质锅炉燃料问题，还有利

于完善企业循环经济建设，促进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10 亿元左右，带

动当地就业 500 余人。“我们将持续拉长糠醛深加工

产业链条，不断增加产品科技含量，为加快培育新质

生产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该

公司总经理张东东说。 桂滨

煤矿固废再生“金” 串起乡村生态链

襄垣钰鑫振兴农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让农业废弃物“变身”又增值

新型地膜为农田穿上环保“新衣”
5 月 7 日，在山西潞鑫新农生物

降解科技有限公司 PPC 生物降解改

性线（一期）项目的生产车间内，机

器轰鸣声不绝于耳。用于制作可降解

地膜的原材料———PPC 全生物降解

改性树脂不断输出，工人们正在忙着

封装生产好的 PPC 生物降解地膜。

“刚生产出来的 PPC 全生物降

解改性树脂呈白色条状，韧性非常

好，做成地膜也不怕拉断。”公司总

经理田王东拿着刚生产出来的材料

直接将它拉长 40 厘米，并介绍，这

款新型地膜采用了先进的生物降解

技术，不仅有利于减少土壤中的“白

色污染”，还能提高土壤肥力。

在农业生产中，地膜覆盖具有

抑制杂草、保水保墒、减少养分流失

等重要作用，但普通 PE 地膜在使用

过程中产生的地膜残留会破坏土壤

结构，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农作物根

系发育受阻、产量降低以及环境污

染等一系列问题。山西潞鑫新农生

物降解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PPC 生

物降解地膜能实现在土壤中降解，

使用后无须人工回收，可以直接翻

耕于土壤中，高效又环保。

近年来，伴随着农用地膜的大

面积推广，农膜残留造成的“白色污

染”已成为绿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

题。为解决这一难题，潞城区推广使

用 PPC 生物降解地膜，为农田土壤穿

上了环保“新衣”，从而有效保护土壤，

还农田于绿色，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山西潞鑫新农生物降解科技有

限公司 PPC 生物降解地膜生产线年

产量为 2000 吨，生产的 PPC 生物降

解地膜在潞城区冬播谷、小麦、玉米

等农作物种植应用中都取得了良好

效果。

“去年，我们种植冬播谷就是使用

PPC 生物降解地膜，这个地膜阻水性

能好，可以实现秋雨冬储春夏用，提高

谷子产量，真正实现了节本增效。”渔

得田农场负责人申慧楠高兴地说。

“PPC 生物降解地膜是未来农

业发展的新方向。”田王东表示，目

前，公司通过与专家团队合作，加快

了企业技术创新步伐，生产出来的

PPC 生物降解地膜绿色环保，正在

走进万亩农田。今后，将继续加强与

相关团队合作，争取在更多领域推

广使用 PPC 生物降解地膜，为农业

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更

大的贡献。 李盼 申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