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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宁夏腾格里六盘山电

厂2号锅炉首根钢架顺利吊装到位，标

志着宁夏回族自治区能源保供、集团

公司“两个联营”重点示范项目两台百

万千瓦机组锅炉全面进入安装阶段。

该项目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能源

保供、集团公司“两个联营”重点示范

项目，位于宁夏固原市新材料产业

园，占地面积51.97公顷。规划建设2

台100万千瓦清洁高效超超临界间接

空冷燃煤发电机组，配套开发南湾、

炭山两处矿区，同步建设铁路专用

线、光伏及风电，同时建设“综合能源

供应+”模式新型智慧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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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步到达入井口，刷卡通过闸机，新疆能

源宽沟煤矿综采队机修班副班长任向阳坐上

入井猴车。今天，101011 工作面的轨道铺设需

要加快进度，还要抓紧时间对机头和机尾进行

联合试运转，争取早一天铺设完成，为工作面

设备吊装创造条件。

想着连日来的工作，任向阳有些兴奋，也感

到疲惫。井下轨道铺设是他们首次“操刀”的工

程，在 20 天内完成 1800 米运输线铺设，时间紧、

任务重，压力不言而喻。铺设轨道，6米长单轨重

约 180 公斤，要靠四个人合力用手抬到枕木上，

一天最多只能施工8 对，工友们个个累得腰酸腿

软。看到这个情况，他对工友们说：“照这个速度

可不行，咱们得想办法提高效率。”查资料、画草

图……机修班所有人立刻忙活起来，切割、打眼、

组合，吊装工具制作完毕。使用时，直接用挂钩

咬住轨道，四人前后两组，用肩扛就可将铁轨移

动，既省时、省力，又安全便捷。

“还是咱们想的办法好，小工具解决了大麻

烦。”弯腰用挂钩夹住铁轨，直起身体的聂晓阳笑

着说。海学明接着说：“可不是，要不现在矿上大

力建设智能化工作面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小工具的投用极

大提高了效率。轨道铺设第二天就达到 13 对、

第三天 17 对，工友们对此交口称赞，干活儿更起

劲了。

弯道施工中的一大难题是轨道的弯曲变

形。利用轨道器将铁轨弯成设定角度是细致的

技术活儿，如果角度不好机车容易掉道，给物料

运输带来安全隐患。接到此项任务的任向阳心

中不免有些打鼓。他仔细研究了施工图纸，接缝

不大于 5 毫米，外轨比内轨高 5 厘米。将关键参

数熟稔于心后，他将铁轨按 30 厘米平均记号，两

人扶着，一人打千斤顶，3 人合作，小心翼翼地开

始打弯。

“这弯道太难搞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弯出一

根……”工友阿不都抹了一把汗，喘着气说。

“是啊，这简直是在铁路上绣花。”另一名工

友接话道。

“再难，咱们也不能放弃。”任向阳坚定地说，

“一定会搞定的！”

一条弯轨，他们足足打了七遍，经过两个小

时精工细作，最终做出圆滑无比的完美弧度。

“牛气呀，一个班就搞定了，轨道工还需要两

天时间呢”“我觉得可以命名为‘向阳弯’”“哈哈

……”一片笑声响起。

听着工友的玩笑话，任向阳的心情颇为

复杂。

“今天剩最后80米，近10天时间铺设1800米

轨道，比计划提前了 10 天。”任向阳轻松地说，

“我们真的很棒……”

时间在工程收尾中很快过去。铺设轨道的

工友们纷纷收拾工具准备下班。走在巷道中，大

家相互交流着，轻松和自信的氛围弥漫开来。在

机尾施工的工友也陆续来到井底车场。看着工

友湿淋淋的工服，任向阳不由心生敬意。

“兄弟们辛苦，机尾顶板滴水，看你们的工服

都湿透了。”

“嘿嘿，小意思，运输线贯通了就能早点准备

工作面，矿上正常生产了，我们的日子就好了。”

工友答道。

简单的话语，蕴含着朴实与真诚。在这运输

线施工的 10 多天里，综采队职工团结协作，在平

凡工作中默默耕耘。他们不仅是轨道的铺设者，

更是煤矿井下的勇士，以专注与执着彰显新时代

矿工的力量和价值。

国家能源集团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将创新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目前，创新项目多，科研投入

大，从煤炭生产单位来看，多项新技术、新创

造落实落地，有效推动了矿山安全高效发展。

然而，煤炭企业科技创新也存在一些堵

点，以准能集团哈尔乌素露天煤矿为例。无

论传统的钻机、电铲等操作，还是无人驾驶卡

车、远程操控液压反铲等新兴设备操作，推动

创新工作的科研人员往往与发现问题、使用

设备的人员身处不同岗位，这就存在创新创

效与实绩实效之间的矛盾，如何能真正做到

以创新解决实际问题，成为创新工作的难点。

从矿内历史经验看，以往的激励方式

更偏向于提出解决方案的职工，这就导致

发现问题、提出创新方向的职工对于创新

没有激情，不愿参与、不想参与；而有能力

解决问题、具备充分理论基础的人员又不

能及时发现问题，两者存在一道“鸿沟”。

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升创新能力，哈尔乌素

露天煤矿如今提出一个创新思路。

要打通创新堵点，就要“同题共答、同题

共奖”，对“出题人”和“答题人”共同奖励，让

发现问题成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打

通创新的需求侧，真正做到靶向施策，坚持

问题导向、系统思维，将科研项目真真正正

运用于生产一线，实事求是地解决现场存在

的问题，将创新用在刀刃上。同时，矿内依

托职工创新工作室，将一线职工与技术专业

人员联动，将采矿计划、采空区探测与治理、

边坡监测、环境保护、安全管理等工作中的

难点、重点作为创新工作的着力点，不断提

高科技创新的参与率和成果转化率。

科技创新要以实为要，没有方向的创新

是闭门造车，没有经济效益、实际意义的创新

是浪费资源。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充

分发挥职工力量，将理论与实际充分融合，画

出最大同心圆，才能让创新“开花结果”。

今年以来，电科院以“集中攻关、布局

规划、示范应用”为目标，为区域内火电厂

量身定制“一厂一策”方案，不仅为全面落

实集团公司“疆煤出区”一体化决策部署提

供了更科学和权威的技术保障，也为行业

提供了可借鉴的模板。

精准施策除顽疾
药到病除显奇效

新疆高碱煤是我国重要的动力用煤之

一，但其煤灰中碱金属氧化物含量普遍大

于等于 4%，碱土金属氧化物含量普遍大于

等于 20%。碱（碱土）金属含量高是燃用高

碱煤极易造成锅炉严重结渣、沾污的主要

原因。随着疆煤掺烧“朋友圈”的扩展，如

何将多年燃烧调整的实践经验运用到掺烧

高碱煤中去，解决高碱煤结渣沾污世界级

难题，为火电企业安全、稳定、经济使用疆

煤提供更科学权威的技术保障，是电科院

一直的求索。

“煤炭作为火电机组的‘口粮’，和人吃

饭一个道理。机组设计和煤炭特性相互匹

配就能顺利消纳，否则就会消化不良引发机

组设备‘肠梗阻’。”电科院技术人员介绍，同

为疆煤，但各矿煤种特性千差万别。

哈密天池的“炸弹煤”在卸煤过程中，

粉尘如原子弹爆炸般腾起，形成蘑菇云，给

当地环保和安全带来巨大压力。电科院攻

坚小组智慧应对，提出“边卸边浇、层层掺

混”的方法，有效化解粉尘与自燃的危机。

今年8月28日，宁夏灵武公司4号炉C

磨煤机在每小时 85 吨出力下稳定运行 24

小时，困扰电厂 7 年之久的“堵管顽疾”彻

底解决。“多亏电科院量身定制的方案，为

电厂解决了大问题。”灵武电厂运行部负责

人回忆当时的情景，难掩激动心情。

2020 年，电科院开始涉足疆煤掺烧领

域。宁夏中卫热电作为“疆煤入宁”首站，率

先尝试。2020年6月，由于机组焦块掉落频

繁、非停事故频发，电科院攻关小组精准施

策，仅用3个月就找到症结并成功化解。

为推动集团公司“疆煤出区”战略，

2023 年 8 月，电科院牵头完成集团公司川

渝地区在役煤电机组疆煤掺烧可靠性专项

排查工作，研究制定《川渝地区疆煤掺烧可

靠性专题研究工作方案》；2023 年 11 月 28

日，由电科院牵头抽调9名技术骨干与5位

外部专家组成“智囊团”，为集团公司 33 家

电厂量身定制疆煤掺烧“一厂一策”指导方

案，每一步都见证了电科院攻坚团队的智

慧与汗水。

技术操作无阻挡
科技为钥变日常

宁夏区域火电机组受大比例掺烧新疆

高碱煤影响，普遍出现磨煤机出力降低、煤

粉细度和煤粉均匀性差等“顽疾”，尤其在

用电高峰时段会降低机组出力，严重影响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针对这一问题，电科院深研磨煤机节

能技术。今年 3 月，攻坚团队传来捷报，磨

煤机增容提效专利技术在宁夏电力平罗公

司深度调峰项目中成效显著，为磨煤机效

能提升开辟了新路径，对集团燃煤锅炉的

疆煤燃运能力提升作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锅炉可视化燃烧内窥镜的成功研

发，让锅炉燃烧状态一目了然。这项融合多

光谱摄像、计算机视觉等前沿技术的产品，能

实时展现锅炉燃烧视频，及时发现水冷壁泄

漏、高温腐蚀等问题，成本仅为国外同类产品

的六分之一。目前，该设备已在宁夏多家电

厂安装应用，今年计划落地 20 套，通过“产

品＋服务”方式，预计实现产值2000万元。

此外，集团十大科技项目之一的“多元

燃料耦合 6 兆瓦锅炉燃烧试验平台研发”

备受关注。这一燃烧试验平台是国家能源

集团在燃煤发电、燃煤耦合零碳/低碳燃料

等领域的首个平台。它集成最新技术成

果，专注于新疆高碱煤燃烧技术研究。该

平台就像一个“锅炉预演场”，让疆煤在上

大炉前先进行试烧，根据试烧结果制订燃

烧方案，避免盲目掺烧带来损失。该项目

在宁夏灵武电厂落地实施，2025 年 5 月具

备投运条件。

与此同时，作为“低碳智能燃煤发电与

超净排放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分支基地，6

兆瓦锅炉燃烧试验平台还将面向西北区域

电厂及各大高校，发挥科研与实训基地双

重作用。目前，电科院已与清华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宁夏大学等高校进行洽谈联动，

为后期人员培训、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今年7月，由电科院牵头编制的团体标

准《电站煤粉锅炉高碱煤掺烧技术导则》通

过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的立项审查，为实

现新疆高碱煤规模化利用提供重要着力

点。该标准将为新疆高碱煤掺烧提供全面

理论指导，填补国内相关领域技术标准空

白，为新疆高碱煤大规模开发利用提供科

学依据。

攻坚克难保安全
机组护航显担当

成功的路上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容易，做

好“疆煤掺烧”是突出重围的关键所在。电

科院接到任务后，第一时间确立“党建引领

重大攻关”工作思路，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

项目攻关全过程，成立疆煤掺烧技术攻关青

年突击队，青年党员“揭榜挂帅”，开展疆煤、

高硫煤掺烧试验，为进一步降低入厂标煤单

价、实现安全经济掺烧效益最大化提供全方

位技术支撑。

攻关小组锚定破除科研项目技术壁垒

目标，根据掺配煤种高硫分、低挥发分等煤

质特性，从进煤管理、掺配管理、输煤管理、

燃烧管理四方面精准施策。在采购环节，根

据高硫煤种指标变化情况提前送样化验，保

证高硫煤煤质均匀。掺配环节层层把关，严

格执行掺配计划，确保入炉煤硫份稳定、均

匀。燃烧环节，根据掉焦状态及时调整磨煤

机运行方式，根据锅炉燃烧状况摸索高硫煤

与掉焦平衡点关系，根据掺烧状况定期召开

掺烧分析会，总结不足，提出改进意见，保证

掺烧期间机组运行稳定。全体青年科研技

术人员发扬“三非”科技创新精神，用苦干实

干的奋斗姿态推进技术攻关，为采、卸、储、

配、烧等各环节提供科学依据。

“我们的战场就在各大电厂，我们的使

命就是为机组长周期、大比例、安全稳定运

行保驾护航。”电科院攻坚团队的信念坚定

而自豪。

数据显示，今年截至11月5日，集团公

司“疆煤入宁”项目已输送 853 万吨煤炭，

占年度总量的 84.9%。宁夏电力公司所属

电厂疆煤掺烧比例平均达到 40%。其中，

中卫热电更以 65%的掺烧比例领跑宁夏全

区，平罗电厂、宁东公司、灵武公司分别以

30%、30%、35%的掺烧比例紧随其后。新疆

高碱煤正在通过宁夏这一“桥头堡”实现规

模化、示范化利用。

在能源转型道路上，电科院将继续积

极响应国家能源集团“疆煤出区”一体化战

略，将“深化一体化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作为核心使命，坚定不移地推动“疆煤进

宁”实现良性循环并成为常态，为集团疆煤

出区战略部署及宁夏区域能源安全供应作

出积极贡献。

电科院创新解决新疆高碱煤结渣沾污的世界级难题，推动“疆煤出区”落地落实——

打通高碱煤燃烧的“肠梗阻”
■ 本报通讯员 尚星宇

轨道卫士
■ 本报特约记者 王小燕 通讯员 明彦军

国能创新大家谈

“出题人”“答题人”同台获奖
■ 张 琰

（上接第一版）

布尔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生态示范基地是

神东煤炭与伊金霍洛旗政府共同打造的生态+光伏综合治理示范

项目。为带动周边群众致富、促进乡村振兴，神东煤炭和周边村

组建设肉牛养殖场，利用光伏板下种植的苜蓿，提供给周围村民

用来喂养牛、羊等畜牧，实现草—畜—肥生态经济循环圈，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促进生态建设、产业融合、乡村振兴、资源循环

利用多位一体发展。

目前，基地种植面积最大的饲草是紫花苜蓿、高蛋白饲料桑等饲

料灌草，其饲用价值高、营养丰富，是各种畜禽喜食的饲草。同时，

它生长年限长、根系发达，是优良的防风护土植物，产量还高，科学

种植可获得较高经济和生态效益。

“以前这里很干旱，牛羊只能吃到稀疏的草。谁能想到，现在，这

光伏板下面能种苜蓿而且长得好，又方便喂养，现在的羊肉都格外肥

美。”苏喜明作为“光伏+种植”产业的受益者感触颇深。以前，村民

家养殖牛羊主要靠购买玉米秆喂养。近几年，随着牲畜繁衍数量不

断增加，每年光是购买玉米秆的花销就得三四万元，肉羊的利润一直

无法保障，让他一度准备放弃养殖。基地种植有机苜蓿后，不仅不用

花钱买草料，增加了饲养规模，剩余苜蓿打捆出售还有一笔可观收

入。“我们以前养殖牛羊每年收入近16000元，自从有了‘免费’饲料，

每年光靠养殖收入就近 6 万元，每天还有 260 元植被绿化养护工资

收入。以前大家必须外出打工，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家里老

人、孩子都能照顾上。”苏喜明高兴地说道。

采煤沉陷区生态治理、光伏产业、牧草产业、畜牧产业等多种管

理运营模式，实现了政府、企业、村民三方共赢。“沉陷区”变为“风景

区”，走出一条板上发电、板下种植、种养结合、产业振兴、治沙固土、

水资源综合利用的循环发展之路。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扛鼎国家重大专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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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集团公司上下必须用好改革关键一招，以更科学的组织

管理机制提高科技创新质效，健全完善“1个研究总院+6个产业研究

院+4个科技产业公司+N个企业研究中心”科研组织体系，以更精准

的人才引育用机制“栽桐、引凤、筑梦”，以更多元的投入机制促进科技

研发，以更灵活的合作机制深化协同创新，以更完善的激励机制增强

创新动力，努力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突破新技

术，抢占新赛道，打造新平台，塑造新机制，加快建设科技领军企业。

“国之大者”力承其重，实现科技创新的目标，我们必须坚决扛起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大专项这一科技创新领先工程。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重大专项是我国煤炭产业有史以来搭建的最大的科技攻关平

台。我们要秉持对党和国家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把重大专项作为

集团公司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科技产业最大的事来抓，心无旁骛、尽锐

出征、攻坚克难，举全集团之力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扛鼎国家重

大专项任务，全力构建以重大专项为核心的一体化协同攻关体系，努

力当好“出题者、组织者、答题者、阅卷者”，确保重大专项务期必成。

展望未来，光阴似水，雄关如铁，任务繁重紧迫。让我们抓住当前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勇挑“重担子”、勇啃“硬骨

头”、敢涉“深水区”，切实发挥能源央企在新型举国体制中的骨干支撑

作用，守正创新、久久为功，奋力创建世界一流清洁低碳能源科技领军

企业，不断开创科技创新工作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