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兰花集团利用低浓度瓦斯实现节能减排纪略

“废”气循环利用“碳”寻绿色发展

“我们利用多孔介质燃烧器，将低浓度瓦

斯安全、稳定燃烧后，转化为供热取暖的新能

源，减排二氧化碳 3 万吨。”山西兰科煤层气

利用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运营部负责人赵璟坤

介绍说。

2023 年，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山西兰

花集团提前布局，成立山西兰科煤层气利用

科技有限公司，探索研发低浓度瓦斯多孔介

质燃烧制热一体化技术，寻找煤矿瓦斯利用

的“减碳良方”。

“兰花集团目前有 6 座高瓦斯矿井，每年

瓦斯抽采量约 9500 万立方米，其中高浓度瓦

斯已基本利用，低浓度瓦斯长期处于排空现

状。每年低浓度瓦斯排放量约占总抽采量的

50%，约 5000 万立方米。”山西兰科煤层气利

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旭刚说。

2024 年 12 月 1 日，生态环境部和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煤层气（煤矿瓦

斯）排放标准》，明确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

高浓度瓦斯及浓度高于或等于 8%且抽采纯

量为 10 立方米 /分钟的低浓度瓦斯禁止排

放。

“我们研发利用的瓦斯浓度为 7%~9%，

属于政策的禁排范畴。新技术的成功研发，将

低浓度瓦斯变‘废’为宝，符合政策要求，解决

了禁排难题，为企业发展赢得了更大的主

动。”张旭刚介绍，2023 年 6 月，兰花集团决

定在晋城伯方煤矿开展试点，并于 2024 年

10 月成功点火试运行。

在伯方煤矿可以看到，“银龙”般的管道

盘山而上。煤矿抽采的低浓度瓦斯正源源不

断通过管道输送到 4.2MW 燃烧供热装置

内。

“7%~9%的瓦斯处于爆炸极限区间。我们

通过一系列有阻爆抑爆卸爆功能的安全装

置，将瓦斯安全输送到 4.2MW 燃烧装置，再

利用多孔介质燃烧器，实现低浓度瓦斯的稳

定、安全燃烧。燃烧后产生的热能加热热水，

再输送至矿区，实现矿区取暖供热循环利

用。”伯方煤矿总工程师刘随方介绍，伯方煤

矿 4.2MW 燃烧装置的成功运行，填补了国内

低浓度瓦斯 4.2MW 规模直燃技术应用的空

白，目前瓦斯燃烧利用热效率在 90%以上，瓦

斯摧毁率达 99%。

在低浓度瓦斯多孔介质燃烧制热一体化

技术的加持下，瓦斯取代原有的燃气锅炉和

电热风机，摇身一变成为造福矿山的新热源，

在矿工洗浴、矿区供暖、井筒保温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伯方煤矿以往采用传统的燃气锅炉和

电热装置进行供热，每年供热需要 500 万元

天然气费用和 300 万元电费。新技术应用后，

替代了原有的供热装置，每年可节约 800 万

元供热消耗的能源成本。”刘随方算着经济

账。

低浓度瓦斯多孔介质燃烧制热一体化技

术的落地，让伯方煤矿感受到了科技创新带

来的绿色生机。2024 年 10 月试运行以来，伯

方煤矿利用低浓度瓦斯 200 余万立方米，相

当于减排了二氧化碳 3 万吨。同时瓦斯高效

抽采，降低了井下瓦斯浓度，减少了井下作业

瓦斯爆炸的安全隐患。

刘随方说道：“低浓度瓦斯多孔介质燃烧

制热一体化技术的利用，实现了经济效益、安

全效益和环保效益相统一。目前伯方煤矿已

经形成了以利用促抽采、以抽采保安全的瓦

斯抽采利用一体化模式，每年瓦斯排放量约

600 万立方米。接下来，公司将在伯方煤矿新

建 2伊1000kW 低浓度瓦斯发电项目。并在供

热的基础上，再引入低浓度瓦斯发电技术，努

力将低浓度瓦斯‘应用尽用’，助力山西煤炭

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姻 崔振海 裴囡囡

科学导报讯 近日，随着沁源县灵空山镇生活污

水处理项目建成，沁源县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实

现“全覆盖”。沁源县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由原来的

1 万立方米提高至现在的 2.96 万立方米，县城出水

水质由原来的三项五类提高至四项三类，群众人居

环境及水生态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作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沁源县拥有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资源，生态保护成为发展核心任务。近年

来，该县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纳入政府部门年度考

核，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年考评”机制，并按照“一

镇一策”原则，优先布局人口密集区、生态敏感区及

水质超标流域。针对不同镇域特点，灵活采用

“A2O+深度处理”和一体化模块处理工艺，累计投

资 3.4 亿元，完成县城污水厂扩建及郭道、王和等 6
个建制镇污水处理项目建设，同步建成 12 个村级

污水站。

为确保长效运营，沁源县 6 座污水厂、12 个污

水站均通过公开招标委托第三方环保企业运维，并

出台《污水处理运营考核管理办法》，将绩效考核结

果与运营费用挂钩。同时，在管网建设方面，沁源县

创新实施分级治理，新建镇道路严格执行雨污分流，

管网与道路工程同步推进；对既有合流制管网区域

开展“微创手术”，通过增设截流井、调蓄池降低雨季

溢流污染；偏远村庄则采取“分流管网+收集池+就近

转运”模式，杜绝污水直排。目前，沁源县 181 个行政

村中，64 个村接入镇级管网，51 个村实现污水转运

处理，4 个村完成整村搬迁。
贾志敏

沁源县实现建制镇
生活污水处理厂全覆盖

科学导报讯 连日来，位于大同市云冈经济技

术开发区清洁能源产业园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

目正在加紧建设，此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使 100 万吨

建筑垃圾“变身”建材原料，实现废弃物循环利用与

绿色建材生产“双赢”。

据了解，由大同市富凯鸿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占地约

73333 平方米，总投资 2.57 亿元，于 2014 年 4 月开

工，预计今年 9 月建设完成。施工现场，多台大型机

械设备正协同作业，大批建设者穿梭于钢筋桁架之

间，厂房立柱、铺设管网、设备安装等一项项工作正

有力有序进行。据该项目总工程师李德玉介绍，项

目计划新建建筑垃圾处置线、整形制砂生产线、再

生混凝土生产线、水稳搅拌站生产线、再生沥青生

产线、干混砂浆生产线等 11 条智能化生产线，采用

先进技术和设备，对建筑垃圾进行破碎、筛分、分类

等一系列处理，将混凝土块、砖瓦等建筑固废转化

为 34 种再生建材。预计将实现年生产再生混凝土

34.5 万立方米、干混砂浆 21.6 万吨、水稳搅拌料

62.4 万吨、再生砖 26.4 万立方米、再生沥青 15.4 万

吨，这些再生建材产品相当于减少天然砂石开采

150 万立方米，节约填埋土地 13 万多平方米，降低

二氧化碳排放 1.3 万吨。

“项目涵盖建筑垃圾破碎筛分、再生建材产品制

造等全产业链，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精细化加工

技术，资源转化率可达 95%以上。”李德玉表示，下一

步，项目建设将再加力、再提速，力争早日生产出高

品质的再生建筑材料，真正实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

用，为大同市乃至全国的建筑市场提供优质绿色建

材。 纪元元

大同市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项目加紧建设

科学导报讯 污水处理中，生物

池曝气头随着时间的推移，性能会

逐渐下降，导致污水处理能耗增加，

处理效率降低。近日从太原市城管

局城市排水管理中心了解到，在污

水处理厂正常运行状态下，该中心

杨家堡区域保障所首次采用蛙人，

历时 15 天完成了曝气头的更换。

在更换生物池曝气头的过程

中，杨家堡区域保障所制定详细的

施工方案和安全措施，成立了设备

安装、技术指导、安全监督、工艺巡

视、应急保障、潜水作业等多个班组

参与更换作业，严格筛选出精湛的

施工队伍。在确保污水处理系统持

续运行的前提下，作业团队克服“非

停产、不放空”施工限制，派出蛙人

水下作业，按照曝气池前端至中端

再到末端的顺序，先对 1 号生物池

10606 个曝气头进行更换，再对 2
号生物池 13690 个曝气头进行更

换。

更换安装前，工作人员对安装

水域的环境情况进行仔细勘查后，选定合适

的安装位置与方式，之后检查曝气头及其配

件有无破损、变形或缺失，并配备完善的安全

设备，潜水设备及水下安装工具。根据设计图

纸确定曝气头的安装位置，工作人员先在水

面上进行标记，然后潜入 6 米深的浑浊污水

中，克服水下能见度为零、设备承压作业风

险、微生物腐蚀等重重挑战，凭借毫米级精准

定位，完成所有曝气头的更换安装。现场还进

行了曝气系统的调试和检查，达到了最佳曝

气效果。 任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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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
对低浓度瓦斯
多孔介质燃烧
制热设备进行
维护。
姻 崔振海摄

在介休市昌盛煤气化有限公司，一套围

绕 180 万吨/年焦炉技改项目和焦炉煤气综

合利用项目配套建设的水处理零排放综合

利用系统，正颠覆人们对焦化企业“污水横

流”的固有印象。这套系统能让工业废水、生

活污水实现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不仅破解

了传统焦化行业的“水困局”，更探索出“治

污—循环—增值”的绿色发展新模式。

“我手中拿着的这瓶，是未经处理的蒸氨

废水，浑浊不堪；而这瓶相对清澈的水，是处

理过后的、可再次回用于生产的再生循环

水。”江苏鑫林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昌盛煤气化

污水处理项目技术员柴书凯手持两瓶水样对

比道。通过“生化—中水处理工艺”，该系统每

日可处理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约 2500 吨。处

理后的反渗透产水完全符合国标再生循环补

充水要求。此外，系统还可处理河水、再生水

等原水，产出符合国家《工业锅炉水质》标准

要求的二级除盐水，每年可为企业减少原水

取用、再生水 100 万吨左右，废水回收利用率

可达 92%。

江苏鑫林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昌盛煤气化

污水处理项目经理石向前说：“我们会把处理

废水过程中产生的浓水，分离成氯化钠浓液

和硫酸钠浓液。送三效蒸发系统，经过浓缩结

晶、离心机分离、烘干机干燥、打包机装袋等

工序，生产出工业级氯化钠、硫酸钠产品，符

合工业标准，不仅做到了污水零排放，每年还

能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

不仅如此，整套污水处理设备还拥有中央

控制系统，通过集中管理方式，实时在线监测

污水处理各个环节的情况，精准记录送水量、

设备运行状态等数据，通过优化设备运行参

数，不仅能提高设备运行效率，还降低了 20%
的设备能耗，实实在在地实现了节能降耗。

这套投资 1 亿元建设的水处理零排放综

合利用系统从污水产生到处理结束，每个环

节清晰明确，构建起“全流程管控+资源化回

用”的工业水循环体系，进一步擦亮了工业生

态底色，让企业逐“绿”前行的脚步愈发坚定。

“未来，我们将继续优化运营管理，挖掘

更多节能减排潜力，坚定走节能零排、资源

循环利用的绿色发展道路，持续为介休市、

晋中市的生态环境改善出一份力，也将继续

完善‘万、千、百、十’的昌盛目标，带动焦化

行业朝着绿色、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介休市

昌盛煤气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曹亮说。
陈琦 雷浩 李春辉

介休市昌盛煤气化有限公司

废水循环利用擦亮工业生态底色

介休市昌盛煤气化有限公司水处理零排放综合利用系统中水车间。姻 李春辉摄

建成后每年可使百万吨建筑垃圾
“变身”建材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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