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从制样到化验，人工检测

单个煤样大约需要 6 小时，现在有了

煤质分析仪，两分钟就能出检测结

果。”神东煤炭新能源科技公司布尔台

煤质检测室副主任林布和说道。

煤炭质量检测是煤炭生产、销售

结算、利用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传

统煤质检测技术主要是化学手段，存

在过程复杂、操作差异大、流程长、风

险大、结算周期长等诸多问题，严重制

约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为解决这些难

题，集团与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早在2021年就启动了对煤质快

检技术的探索，并于 2022 年确定了融

合光谱煤质快速检测的技术路线。项

目先后完成试验平台、实验室原理机

研发，并于 2022 年至 2023 年开发出在

线检测产品。

煤质快检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是

集团公司重点专项科技项目。作为项

目试点单位之一，神东煤炭新能源科

技公司积极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各项工

作部署，结合当前实际工作，成立布尔

台煤质快检攻关专项组。今年 4 月 30

日，集团煤质快速检测技术研发与应

用项目神东布尔台试点通过公司验

收。紧接着，5 月 17 日又通过集团验

收。通过验收意味着煤质快速检测技

术研发与应用项目在神东煤炭顺利落

地，为集团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助推

煤质检测技术革新，带动产业升级。

煤质快检技术成功实现自动无人干

预，改变了传统采样、制样、化验的复

杂流程，构建了高效、透明的在线检测

模式，标志着煤炭质量检测技术迈入

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

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科技公司

积极配合集团开展外购煤检测精度专

项提升攻关试验。按照集团要求，神

东煤炭需完成2700组煤样试验。截至

10 月 23 日，新能源科技公司已完成

4507 组，完成率 160%。整体外购热值

通过率 82.1%，其中原矿样 3080 个，热

值通过率 78.7%，外运样 1427 个，热值

通过率 89.3%。10 月 1 日至 10 月 23

日，检测模型更新后，整体热值通过率

96.8%。

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如何消

纳利用固废已成为我国探索绿色低碳

发展之路上一道绕不开的坎。

煤矸石是煤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废弃物，除部分回填采空区外，很难再

找到利用价值。为充分发挥煤矸石潜

藏的经济价值，保障实现清洁能源输出

目标，2022年连续数月，工程材料检测

室组织人员对11个洗煤厂33组煤矸石

的泥块含量、含泥量及压碎指标进行检

测，其后对检测结果较为理想的布尔台

矿选煤厂的煤矸石现场取样，制作好立

方体试块进行经受高温前后的强度检

测，获得第一手资料，为煤矸石作为配

制混凝土骨料的利用提供了依据。

“以前大家都是心里想，希望工作

能更便利些，现在点击几下屏幕就能

实现采样、制样，真正让智能化走进了

现实。”补连塔煤质检测室张杰和乔建

军看着皮带中部采样机系统带来的新

变化，不由赞叹道。

皮带中部采样机在补连塔已正式

运行。该系统实现了对外运煤炭进行

全流程、全自动的煤样采集、制备、存储

及快速检测工作，并对各环节进行无死

角实时监控，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

且精确度也大大提高。

今年以来，新能源科技公司的采

样化验设备不断升级，8套车载式智能

煤炭采样机正在融合在线快检试运

行。乌兰木伦煤质检测室和海勒斯壕

站采样机械臂投入运行，补连塔煤质

检测室皮带中部采样机通过验收，无

人值守智能制样系统安装机械臂 1

套，更新其他检测设备 68 台套，公司

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迈上新台阶。

四季度，新能源科技公司将以创

新能力和技术优势持续提升检测能力

与服务水平，展现新质生产力在检测

领域的强大驱动力，不断推进公司高

质量发展。

新能源科技公司
赋能检测行业高质量发展

神东煤炭

■ 本报通讯员 吴光丽 朱 超

打造检测服务金字招牌

“将 DL、GK 的远方/当地转换开

关打至当地位”“合上2111GK，确认合

位并加锁”“合上211DL，确认合位”。

11 月 8 日，断路器行程正常，模拟

屏上显示送电成功，灯带全部亮起

——尚有全创新工作室内，正在进行

一次模拟送电过程的标准化作业。

新朔铁路供电公司尚有全创新工

作室成立于 2014 年 6 月，是供电公司

重点推进的创新工作室。工作室设有

检修创新组、党员创新组、试验创新

组、保护创新组和接触网创新组 5 个

科研攻关小组，致力解决新朔铁路所

辖大准线、准池线、新准线牵引供电设

备在运行、检修、故障处理过程中产生

的各类技术难题，保障新朔铁路供电

安全可靠。

尚有全创新工作室积极践行“创

新创效、实践实训、传承传播、成长成

才”创新理念，将老、中、青员工紧密团

结在一起，是一支富有活力、敢于突

破、具备多元化思维方式和跨界合作

能力的创新型队伍。

“60 后”的范建军是工作室试验

创新组组长，凭借过硬业务本领和昂

扬斗志，总能在第一时间找出并解决

“病人”的沉疴痼疾。

“80后”的刘君是工作室创新领导

组副组长，高效完成数次紧急抢修任

务。他不断完善工作方式和方法，使

整个团队工作效率得到极大提升。

“95 后”的陈昊宇是工作室保护

创新组组长。供电专业科班出身的

他，起初遇到“疑难杂症”时，总是缠

着老师傅们答疑解惑，现在他也成了

老师。

目 前 ，尚 有 全 创 新 工 作 室 拥 有

一个模拟变电所。该项目从最初的

构思和设计到具体安装实施以及后

续的细节优化，都由尚有全带领团

队完成。模拟变电所建成以来，共

举办 31 期变配电所专业技能培训，

累计培训职工 564 人次。此模拟变

电 所 的 建 成 ，获 得 国 家 实 用 新 型

专利。

近年来，供电公司提出“智慧供

电”战略布局，新设备、新技术广泛

应用在变配电所。变配电运维车间

依托尚有全创新工作室，带领青年创

新突击队完成系列技术攻关。针对

管内外西沟配电所小电流选线装置

预告不准确的问题，他们现场测试，

进行技术改造，使系统能够准确判断

小电流接地故障，有效缩短电力故障

处理时间。同时，尚有全创新工作室

对大准线 6 个牵引变电所、准池线 4

个牵引变电所智能化设备进行改造，

设备稳定率升至 96%，远动成功率达

99%以上。在大准线、准池线、新准

线的变电所内建成继电保护系统 ，

为重载铁路可靠稳定供电提供坚实

保障。

2021年，尚有全创新工作室内“重

载铁路牵引供电系统平衡供电技术研

究及应用”获国家能源集团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2022年，尚有全创新团队获

“2022 年度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智慧

运输创新奖”。

尚有全创新工作室是变配电“运

管修专业一体化”团队，发挥着创新的

“头雁效益”，紧紧围绕装置运行中的

“卡脖子”问题，以劳模、专家为引领，

激发工作室成员积极性，组织实施技

术攻关、创新创效等活动，为公司重载

铁路安全运行提供“智慧供电”技能支

撑和人才保障。

尚有全创新工作室
勇担成果转化“攻关队”

■ 本报通讯员 郝文文 赵 鹏

新朔铁路

煤间接液化技术研究中心
“FTLAO”技术领先世界

低碳院

■ 本报通讯员 岳 媛

10 月 16 日，一个打破高端化工壁

垒的消息从国家能源集团传来。

国家能源集团低碳院与荷兰埃因

霍芬理工大学等机构合作开发取得重

大突破性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基于

纯相χ-Fe5C2催化剂的高碳效率合成

气直接制线性 α-烯烃技术》为题，发

表于《自然》（Nature）期刊。

这是一项填补国际技术空白的重

要成果。该研究通过原创“纯相 χ-碳

化铁”催化剂，实现煤炭、天然气或生

物质转化得到的合成气（氢气与一氧

化碳的混合气）直接转化为高端化学

品线性 α-烯烃，可大幅提高碳效率、

降低二氧化碳生成，为一步法制备高

端线性α-烯烃提供了新途径。

这项研究成果提出“纯相碳化铁

催化剂体系”新理论，并将新技术命名

为“FTLAO”技术。“FTLAO”技术是一

种间接液化技术，可以将煤炭转化为

线性 α-烯烃这种高级化工原料。其

中，“FTLAO”里的“FT”代表费托合

成，“LAO”代表线性 α-烯烃。线性

α-烯烃作为一种高端化工原料，应用

范围之广、需求量之大超乎想象。从

食品包装到工业制造，从日常洗护到

高科技材料，处处都能见到它的身

影。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线性 α-烯

烃进口依存度高，价格居高不下，严重

制约我国以线性 α-烯烃为关键原料

的高端化工产业发展与更新迭代。

面 对 国 家 战 略 的 迫 切 需 求 ，自

2015 年起，低碳院煤间接液化技术研

究中心青年科学家、团队技术带头人王

鹏博士挺身而出，开始对合成气转化直

接制线性α-烯烃这一难题发起挑战。

课题研发第一道难关是技术路线的选

择，钴基催化剂活性卓越，但价格不菲；

铁基催化剂价格低廉，但普遍存在二氧

化碳选择性高、碳利用效率低、液体产

品中 C6+α-烯烃组分少等问题，技术

路线如何选择成为一大难题。

王鹏在查阅大量文献基础上，结

合多种先进原位表征技术，对铁基催

化剂的活性相和活性位问题进行实

验，发现铁基催化剂二氧化碳选择性

高、碳利用效率低等问题的本质是催

化剂还原碳化过程中生成了其他物相

导致副反应发生。基于此点发现，王

鹏提出以纯相碳化铁为催化剂活性相

的原创思路。这样既能够利用铁基催

化剂价格低廉的优点，又巧妙避开了

副反应的困扰。

相碳化铁催化剂高度活跃，无法

在空气中稳定存在，因此，对其进行表

征研究需要使用各种高级原位表征仪

器。但是，初期阶段低碳院缺少原位

穆斯堡尔谱、环境电镜等必需的原位

仪器，导致很多实验无法进行。面对

这一困难，王鹏带领团队积极“走出

去”，先后与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

学建立合作关系。在“纯相碳化铁催

化体系”研究过程中，王鹏与团队非常

注重国际化合作，积极推动构建低碳

技术研究全球创新网络，与荷兰埃因

霍 芬 理 工 大 学（TU/e）联 合 建 立 了

“NICE-TU/e碳一催化合作实验室”，

定期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

在课题攻坚阶段，王鹏经常在各

地来回奔波，期望以最快速度获得真

实准确的实验结果。最终，团队与北

京科技大学合作使用环境电镜在世

界上首次原位捕捉到“纯相 χ-碳化

铁”的生成全过程。经过艰苦工作，

王鹏团队发现以纯相碳化铁替代传

统铁催化剂活性位时，催化剂展示出

“近零二氧化碳选择性”的特性以及

95%以上的超高碳效率，打破了学术

界对铁催化剂固有的低碳效率的认

知。2018 年，该成果以《基于“纯相

ε-碳化铁”的超低二氧化碳选择性费

托合成》为题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

刊《科学》子刊（Science Advances）上，

课题研究自此开始步入快车道。

2022 年，由低碳院牵头，联合国

家能源集团包头煤化工、宁夏煤业、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过程所等 10 家

研发单位，成功申请了“十四五”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低二氧化碳选择性合

成气直接转化制长链 α-烯烃关键技

术”。该研发项目以低碳院原创“纯

相碳化铁催化剂体系”为核心，采用

高效浆态床反应器，与长链 α-烯烃

的高效分离与产物综合利用技术相

结合，形成合成气直接制长链 α-烯

烃成套技术。

“十四五”重大专项计划的成功

申报，标志着王鹏带领团队研发的“纯

相碳化铁催化剂体系”开始走出实验

室，进入实际应用和工业化开发阶

段。“FTLAO”技术将使集团公司煤化

工产业链向高价值下游扩展，生产更

多高端化学品，在保障国家化学品稳

定供应的同时提高集团公司经济效

益。同时，还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使

煤化工产业更加绿色低碳环保。

自 2015 年至 2024 年，王鹏和团队

成员不仅彻底突破了我国在合成气直

接转化制备线性 α-烯烃技术上的瓶

颈，更推动我国在该领域技术水平位

列全球领先地位。截至目前，基于“纯

相碳化铁催化剂体系”，团队共申请发

明专利101件，其中国际专利34项，出

版英文专著2部，发表SCI收录文章30

余篇，取得累累硕果，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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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国家能源集团锚定科技领军企业目标，深

入实施“一个理念、三紧三非、一个扛起”科技创新战略，发挥央企科技创新“国家队”和“主力军”作

用，始终站在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最前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让科技领先成为竞争力的基

石。本报特开辟“争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排头兵”专题，集中展示科技创新领先成果及科技工作

人员潜心钻研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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