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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潞安化机向赞比亚交付的化肥项

目关键设备，标志着潞安化机在非洲市场业

务实现了从 0 到 1 的突破。”10 月 7 日，潞

安化机重容分公司经理吴和斌高兴地对《科

学导报》记者说道。当日在上海罗泾港码头，

由潞安化工机械集团 （以下简称“潞安化

机”）制造的 14 台大型设备踏上了前往赞比

亚的旅程。

近年来，潞安化工集团积极倡导“优势

发展一批企业”，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持续拓展海外煤化工装备市场。潞安化机时

不我待，借势发力，不断扩大竞争优势，提升

企业在全球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为世界煤化

工行业向高端领域发展贡献着中国力量。

今年 6 月，中国五环 & 潞安化机———赞

比亚化肥项目关键设备出厂交付仪式在潞

安化机举行。此次交付的关键设备分批发往

赞比亚，主要用于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赞

比亚联合资本 30 万吨/年化肥项目的建设

运行中。该项目位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是

东非地区首个现代化尿素项目。项目的建设

将极大缓解赞比亚化肥紧缺问题，成为当地

工业和农业绿色发展新引擎。

7 月，潞安化机制造的赞比亚项目首批

设备在江苏常熟兴华港顺利完成吊装。满载

的货轮缓缓驶离港口，前往远在非洲的南非

理查德湾，开启非洲地区首航之旅。为保障

设备顺利出海，潞安化机提前预判发运堵

点、协调各方资源、优化生产组织，仅用了 3
天时间就完成了设备发运。

8 月底，在上海港码头，由潞安化机制造

的真空预浓缩器、中压分解器、高压洗涤器

和热水冷却器等 10 台大型设备再次踏上了

前往赞比亚的旅程。“这一次发运设备中‘体

量’最大的是粉煤给料罐，直径为 4 米，长约
17 米。为确保运输安全，在设备发运至港口

后，才进行海运鞍座安装工作，并恢复设备

外部盘管。”吴和斌说。

在潞安化机重容分公司，记者看到行车

穿梭，弧光闪烁，仍是一派忙碌场景。

“赞比亚项目的关键设备生产难度主要

集中在内部装配锥体和外部盘管方面，该设

备制作过程中的精度要求极高，在装配内部

的锥体时，要求接管与锥体必须保持同心，

且设备内部要求必须经过抛光和防腐处理，

同时还面临着各种难题……”回忆起这些大

型设备的制造过程，重容分公司经理助理韩

磊颇有感慨地说。

为保证按期交付，潞安化机联合工艺人

员对技术难点痛点进行逐一分析，制定合理

解决方案。工作人员采取 24 小时倒班制，并

抽调骨干力量对设备任务进行专项检查。因

设备“体型”过高，内部装配锥体极其困难，

潞安化机工作人员积极发挥创新思维，将设

备放置于厂区地坑内进行作业安装，不仅保

证了设备安装要求的水平精度，更为设备后

续工序争取出更多时间。此外，针对设备盘

管难题，大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制作出了

盘管工装，解决了难题。

如今，该项目设备发货已进入扫尾阶

段，潞安化机上下仍砥砺不懈、力求完美。

近年来，中非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农

业、能源、科技等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显著成

果。潞安化机装备制造开启的非洲之旅，是潞

安化工集团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方向，向外部产业链拓展延伸的具体实践，为

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武竹青
科学导报讯 10 月 15 日，由中交集团所属

中交二航局牵头研发攻关的全球最大打桩船
主油缸，在江苏常州恒立液压成功下线。这标
志着我国在重型液压设备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该组油缸缸径 1.6 米、行程长 21 米，打破
了世界纪录，其额定推力达 5000 吨，相当于一
次性可推动 1000 头平均重 5 吨的非洲象。油缸
的成功下线，为即将问世的超级打桩船顺利交

船起到决定性支撑作用。
据介绍，该组油缸成功自主研发，打破了

我国大型打桩船核心部件长期依赖进口的局
面。

笔者了解到，油缸 V 组密封、关节轴承织
物衬垫原材料、活塞杆激光熔覆涂层材料等关
键部件，曾是我国重型液压设备领域的短板。

为此，中交二航局与恒立液压、龙溪轴承、
中机新材、广州机械院等国内油缸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及院校联合，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
题，实现超大型打桩船主油缸核心零部件的自
主可控，极大地降低了打桩船建造成本，显著提

升了我国大型海工特种装备制造能力。
专家组评审认为，该打桩船主油缸及核心

部件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进口
同类产品水平。

中交集团科学技术与数字化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借助组建海洋工程技术创新联合体
和打造交通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原创技术策源地
的良好契机，推动中交二航局发挥科技创新主
体作用，整合行业优势资源，强化“攻用对接”，
攻克行业技术短板，有力保障我国重大海洋工
程装备领域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与安全稳
定。 吴纯新

近日，我国海上压力最高的天然气开发井

“深海一号”二期项目完成首船原油外输。这一

项目的顺利投产，表明我国在深水高压钻完井

技术领域进入世界领先行列，完全攻克深水高

压油气藏开发这一世界级难题。

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正在进入快车道。今年以

来，多项令人瞩目的创新成果问世。全球首个漂浮

式风渔融合项目“国能共享号”平台投产、全球首

台 18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成功吊装、智能软体仿生

鱼“文鳐”诞生……海洋科技与装备的新突破，推

动海洋能、海洋医药、海洋油气等海洋产业迅速发

展，打开了一片蔚蓝色的经济新空间。

随着产业向新、向绿、向智步伐不断加快，我

国海洋经济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养殖、风电等产业

由近海走向深远海，用海模式由平面向立体和复

合利用转变，“蓝色引擎”动力愈发澎湃。自然资源

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

速 0.6 个百分点。海洋经济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

态势，已成长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也要看到，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还面临不少

挑战，如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亟待突破，部分关键

设备还依赖进口等。进一步推动海洋开发向深

度和广度进军，必须在守牢生态安全边界的前

提下，加快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全面提高海洋

资源利用效率，不断开辟新赛道、塑造新优势。

向海洋进军，要着力实施“科技兴海”战略，

努力突破制约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科技瓶颈。自然资源部围绕国内部

分涉海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分别

有 68.6%的企业的研发经费和 70.4%的企业的

研发人员数量实现同比增长，超八成海洋电力

业企业实现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数量双增长。

聚焦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

和人才培育力度，促进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

用型转变，努力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

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坚实的依托。

更好实现海洋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

还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以场景创新带动产业落地，为催生新质生产力

创造条件。从海洋微生物中提取抗肿瘤先导化

合物，带动海洋药用生物资源周边产业共同发

展；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重塑海洋牧场，打

造智慧渔业“海上粮仓”；把深远海养殖、种苗

繁育、旅游观光结合起来，开拓新的产业增长

点……一些地方的实践探索表明，统筹强化海

域资源要素供给，推动产学研创新要素集聚成

势，必能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和实现高水平安全

和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

从生物资源、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到可再生

能源，蔚蓝大海蕴藏着丰厚宝藏，是高质量发展

战略要地。随着科技快速发展、我国经略海洋能

力不断增强，进一步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

度，优化海洋空间布局，加快挺进产业新蓝海，

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我们一定能守护好蓝

色家园，推动海洋经济绿色发展，让浩瀚海洋造

福当下、惠及子孙。

K 评论
kexuepinglun 姻 刘诗瑶

让“蓝色引擎”动力更澎湃

“我们研究事物，先要研究其普遍的科学规

律，并在此指导下，研究其技术原理，进而研究该

事物具体工程门类的技术工艺和装备。一项科学

技术的突破能解决一大门类科学技术的问题，从

而推动工业和产业进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难

题。”回顾自己 30 多年的科研之路，赵阳升为当初

选择采矿工程领域的科研工作感到自豪。

赵阳升，太原理工大学教授、原位改性流体

化采矿理论与实践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事岩石力学和采矿工程研究 30 余年，赵阳升

及其科研团队的课题始终紧扣山西能源革命的

脉搏，潜心研究煤层气、油页岩和干热岩地热等

下一代资源能源开采的科学技术，致力于进一

步实现能源开发利用的低碳清洁化，为山西能

源革命按下“快进键”。

矢志不渝践初心
1978 年，赵阳升被山西矿业学院（现太原

理工大学）基础部工程力学专业录取，后被送往太

原重型机械学院（现太原科技大学）数学力学专业

委托培养，1986 年获得阜新矿业学院（现辽宁工

程技术大学）采矿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赵

阳升回到山西，一头扎进了煤炭行业领域，开始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校期间，钱学森、周

培源等科学泰斗在《力学与

实践》创刊号上提出了‘力

学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创造

性’‘力学向天、地、生发展’

等观点，让我深受启发，当

时我就决定将岩石力学与

采矿工程确定为自己未来

研究方向，坚持向‘地’要资

源 ， 这 一 坚 持 就 是 近 40
年。”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赵

阳升还历历在目。

1987 年，回到山西矿业

学院的赵阳升为加强矿业

科学与工程的研究，与同是

采矿工程专业的靳钟铭教授共同创办了采矿工

艺研究室，坚持岩石力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并将

研究重点放在了厚煤层放顶煤综放开采、坚硬

顶煤控制、承压水上采煤理论及工程。

(下转 A3 版）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魏世杰

我国自主研制全球最大打桩船主油缸下线
潞安化机：

拓展市场 名扬海外

“曾经做梦都在想，啥时候能不用手动

放料该多好，没想到，现在遥控器一点就能

够实现开关拉板、取板，完成全部放料工作，

真方便啊！”山煤国际凌志达煤业洗煤厂职

工杨书玲兴奋地说道。10 月 14 日，《科学导

报》记者走进山煤国际凌志达煤业洗煤厂，

了解了智能化给该厂带来的新变化。

今年以来，凌志达煤业洗煤厂主动对标

国内行业标杆，先后优化了原煤预先脱粉设

备，完成了夹矸碳再回收改造项目等，逐步

实现了从人控到数控的全面升级、从自动到

智能的全面提速，稳步开启智选探索，持续

提高生产效率。

工艺创新，确保资源吃干榨尽
“根据客户要求，洗煤厂洗出的碳块产

品严禁存在夹矸碳。因此在整个入洗过程

中，夹矸碳会随着矸石进行外排，还得专门

用车辆运输，排矸成本较高。”该厂分管生产

的副厂长田慧敏向记者介绍，为有效破解资

源浪费难题，他们本着吃干榨净、减少损失

的原则，对洗选工艺进行了进一步优化。

首先，该厂对原煤分级脱泥筛筛板进行

了改造，避免了 50 毫米以下的夹矸碳外排，

提高了洗出煤回收率。随后，根据洗选指标

要求，洗煤厂制定了科学的夹矸碳资源再回

收方案，在分选环节安装了夹矸碳破碎再回

收系统。在反击式破碎机对夹矸碳进行破碎

后，夹矸碳可再次进入洗选系统进行分选，

分选后产出的精煤产品即可进行销售。一年

来，该厂排矸量占原煤比例由 14.6%降至

4.4%，精煤回收率同比提升 4%，减少矸石外

排 13 万吨左右，经济效益明显。

设备创新，破解煤泥水处理难题
随着采煤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入洗原煤

中末煤的含量越来越多，为后续煤泥水处理

带来了很大压力。“我们厂有两台处理煤泥

的压滤机。近年来，原煤入洗量有所增加，但

压滤机并没有配套增加。对此，我们只能通

过加班来完成煤泥压滤工作，否则浓缩池中

水恶化，就会造成事故。”该厂压滤系统职工

宋红丽描述了设备改造前的困难场景。

为解决煤泥系统存在的问题，该厂化验

室在对原煤进行筛分化验后得出结论：发热

量在 5200 大卡上下的 6 毫米以下原煤占比
15%左右，如果将其直接回收作为产品煤，煤

泥产量将大幅减少。

该厂机修人员自主研发了复合筛面滚

轴筛，可将 6 毫米以下的原煤脱粉后回收，

然后作为精煤销售。

“原来一个生产班组入洗原煤 5000 吨，

产生 800 吨左右的煤泥。自从加装了原煤预

先脱粉设备后，煤泥降低至 260 吨左右，不

仅保证了煤泥水的正常循环使用，还减轻了

压滤机的负荷及材料投入，降低了选煤成

本，提高了原煤回收率，可谓一举多得。”田

慧敏说。

技术创新，优化岗位减员提效
凌志达煤业洗煤厂压滤系统由压滤机、

煤泥转载刮板、煤泥转载皮带、煤泥入料池、

煤泥入料泵等设备组成。各设备分布在主厂

房的一至三楼，需由 4 名巡检人员看护。

“在压滤机放料过程中，需手动控制电

控箱，还得反复上下楼梯查看煤泥是否有粘

板、喷料现象，造成主厂房内墙面、顶面被污

染。”站在压滤机旁，该厂分管安全的副厂长

曹冲一一列举着以往的不便，“拉板车一次拉

6 块滤板放料，特别容易造成煤泥刮板堵塞，

而一旦堵塞后，需要将刮板内煤泥清理后才

能开启刮板机……”不但职工劳动强度大，还

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面对这一难题，企业积

极攻关，通过对压滤机图纸进行分析、查询线

路，最终确定了方案，即利用卷闸门开关的遥

控原理，在压滤机电控箱内加装了遥控传感

器。压滤司机在观察放料时可根据滤板开合

程度逐块检查，只需用遥控器即可完成全部

放料工作，不会再出现因为不能及时发现滤

板挂料而导致压滤机跑料的现象。

洗煤厂还先后对压滤机和煤泥刮板机

联锁、压滤机排气管道等进行了技术改造，

同时在煤泥池加装了防溢料装置。经过一系

列改造，现在整个压滤系统只需一名压滤司

机现场操作，实现了减员增效。

如今的洗煤厂，在以用促建、以用促改、

以用促用、以用促学、以用促效中，将能源与

创新深度融合，用行动助力企业在高质量发

展的征途上努力奔跑、再创佳绩。

凌志达洗煤厂：

“智”上发力 向“新”而行

赵阳升（左一）在新疆对当地油页岩进行现场调研 姻 受访者供图

为业克坚甘奉献 科研报国敢为先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太原理工大学教授赵阳升

10 月 16 日，河曲县上
榆泉煤矿掘锚二队智能化
集控室内，工作人员正在专
心地观察处理着井下各项
工作。据了解，该集控室刚
刚进行了改造升级，采用了
海康威视的平台技术，构建
了一个强大的图像处理和
日志管理综合处理平台，增
加了模拟操作和视频的矩
阵切换功能，还实现了集中
存储管理和网络实时预览，
极大地提高了掘进工作面
的监控能力和管理效率。

姻 科学导报记者刘娜摄

智慧大脑“再升级”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小静 张庆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