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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摆永萍）高手在一线，智慧在基
层。近期，宏兴股份炼轧厂各作业区积极推进合理化
建议、“五小”等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在降低成本、提
高效率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炼轧厂耐材作业区中包生产现场，浇钢过程中
飞溅的钢渣容易粘连在方坯塞棒开闭机构的横梁压
咀和护套上，岗位人员下线清理钢渣难度大，还易造
成横梁及护套损坏。

为更好保护方坯塞棒开闭机构的横梁压咀和护
套，耐材作业区职工为其穿上了“保护衣”：将清渣剂
与水混合制成泥浆，用毛刷均匀涂抹在横梁及护套易
粘渣部位，成功解决了钢渣粘结的难题，有效减少了
横梁及护套更换频次，同时降低了现场职工的工作
量。据测算，此举平均每月可减少 3根横梁及 5个护
套的投入量，节约成本1.2万元左右。

炼轧厂二高线作业区加热区域推钢机因信号识
别器位置不固定，多次出现信号识别器失效、推钢机
收缩异常问题，每月引发加热炉空步距、轧线停轧等
故障10余次，影响生产节奏。

为解决上述问题，该作业区技术人员通过多次现
场实地观察和讨论研究，将信号盘设计成圆盘形，提
升信号识别连贯性，同时优化信号识别器安装位置，
确保精准捕捉信号，并在信号盘加装导向杆，增强信
号识别器的结构稳定性。

通过上述改造，加热区域因推钢机信号识别器失
效、推钢机收缩异常导致的故障降低 90%，进一步保
障了生产稳定顺行。

炼轧厂群策群力
抓创新求实效

本报讯（通讯员 赫哲 苏峰） 2024年，东兴铝业公司深入贯彻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在关键
技术攻关、数字化转型、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科
技成果转化效益显著，为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全链创新开新局。该公司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
新产品研发，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全年开发 1系、3系、5系、7系
等高附加值新产品15种，累计完成产量17.2万吨，研发双零铝箔坯
料1.4万吨，新产品计划兑现率达172.3%，实现了板、带、箔、棒、杆、
线等铝材产品全品类覆盖发展目标。同步完成3条铸轧线除气除
渣系统智能化改造，产品合格率提升12个百分点，获得宁德时代、
比亚迪等头部企业质量认证。

数智赋能筑根基。该公司把数字化转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动力，引进钢铝焊接机器人、钢水捞渣机器人等25台智能装备，
关键工序自动化率达 85%。应用出铝全流程系统，出铝效率提升
20%，配铝发包人员劳动强度降低40%。此外，使用“AI轨道巡检+
配电系统综合监控”为一体的电解铝整流智能分析与应用系统，设
备故障预警准确率 98.5%；实施磁流体稳定性原位升级技术，成功
优化了电解槽垂直磁场分布和电磁力分布，降低了极限极距、效应
和异常摆动电流分布偏差，使电平衡均衡性提高约60%。

成果转化结硕果。该公司顺利完成“铝电解网络化母线磁流
体稳定性原位升级技术研究”等29项科研项目，相关成果已实现推
广应用。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甘肃省科技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等项目均按计划正常推进，其中，“铝电解低电压生产工

艺技术研究与应用”荣获集团公司2024年科技成果一等奖。与兰州大学合作申报的“甘
肃省铝合金新材料工程研究中心”通过甘肃省发展改革委评审认定，推动了该公司在铝
合金新材料领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创新蓄势强动能。东兴铝业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0%，
超额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目标任务，全年累计获政府科技创新奖补资金715万元。申报
增值税加计抵减先进制造业企业，已列入工信厅第一批名单，年减少增值税超2亿元。申
报专利 69件，其中发明专利 6件；发表论文 31篇，其中核心期刊 3篇，相关专利成果已全
部应用于生产项目实际，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人才沃土育英才。该公司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加快打造有色金属行业科
技创新人才队伍。全年开展技术交流和外出考察活动159次，邀请或到访专家237人，培
训技术人员463人。引进博士后研究人员1名，聘请省级技术特派员1人，与兰州理工大
学联合培养研究生2人，培育青年科技骨干47人，形成2名在站博士领衔的研发团队，为
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础。

2025年，东兴铝业公司继续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征程上，加足马力、奋力向前，为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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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24——我们奋进的足迹

开发高附加值新产品15种

新产品计划兑现率172.3%

产品合格率提升12个百分点

关键工序自动化率85%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0%

申报专利69件

发表论文31篇

深化深化““三抓三促三抓三促””行动行动

坚持管理创新与技术突破

宏宇新材料公司全力推动热轧工序降本增效

宏宇新材料公司热轧生产现场。张志方 摄

炼轧厂耐材作业区职工为横梁及护套刷涂层。

在电力行业，锅炉的高效运行至关重要，锅炉能效
测试是监督其高效运行的关键环节。然而，宏晟电热
公司烟气分析仪因“力气不足”无法完成高负压区域烟
气抽取，导致锅炉能效测试结果不够准确，成为困扰技
术人员的“拦路虎”。

面对这一难题，宏晟电热公司“星火之光”QC小组
迎难而上，从“零”开始研制出一台便携式烟气分析仪
前置抽气过滤装置，不仅解决了技术瓶颈问题，还为企
业节省了数十万元的设备采购成本。

难题浮现——烟气分析仪的“无力感”

锅炉水冷壁高温腐蚀问题一直是威胁发电机组安
全生产的“心头大患”，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准确
测量锅炉水冷壁区域烟气中各成分的含量。

为此，宏晟电热公司引进便携式烟气分析仪，用于测
量锅炉水冷壁区域烟气中的一氧化碳、氧气等气体含量。

“锅炉能效测试同样要求对锅炉尾部烟道烟气中的一氧化
碳、氧气等气体含量进行测量，于是我们想将该便携式烟
气分析仪应用到锅炉能效测试工作中。”宏晟电热公司电
力研究所热效率测试协理工程师王玉涛介绍，但便携式烟
气分析仪可以准确测量锅炉水冷壁区域烟气各成分的含
量，无法准确测量锅炉尾部烟道内烟气含量。

经过多次排查，技术人员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便
携式烟气分析仪的抽气泵功率过小，无法在高负压环
境下正常工作。“便携式烟气分析仪工作时形成的负压
只有 2983Pa，而锅炉能耗测试取样孔处的负压高达
3442Pa，这就像一个小孩子试图拉动一辆大卡车，根本
不可能完成。”王玉涛解释道。

面对这一棘手问题，团队成员意识到，只要研制一
台能够增强便携式烟气分析仪抽气能力的装置，就能
确保锅炉能耗测试的准确性。于是，一场技术攻关的
序幕就此拉开。

灵感迸发——从借鉴到创新

为解决便携式烟气分析仪的“无力感”，技术小组

开始广泛的调研和借鉴工作。小组成员王玉涛、马中
荣等迅速行动起来，从现有的设备中寻找灵感，借鉴了
三件实物：烟气预处理器、抽气泵和MRU多功能烟气
分析仪。

然而，经过大量文献查询和专利检索，他们发现，
市场上现有的设备虽然功能强大，但要么体积庞大，要
么价格昂贵，无法满足现场便携使用的需求。于是，技
术团队决定自主研发一台便携式烟气分析仪前置抽气
过滤装置。

在借鉴烟气预处理器、抽气泵和 MRU 多功能烟
气分析仪的设计思路后，技术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创
新方案：将烟气的抽取和过滤功能整合在一起，同时
兼顾装置的轻量化和便携性。“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
是要让这台装置既能‘抽得动’，又能‘带得走’。”王
玉涛说。

经过多次讨论，技术团队设定了明确的目标：装置
工作时形成的最大负压必须大于 5.5kPa，同时要确保
抽气量适中，避免因流量过高而影响测量精度。这一
目标的设定，不仅为后续的研发指明了方向，也为团队
注入了信心。

攻坚克难——从方案到实施

目标确定后，技术团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方案设
计和实施。他们首先对装置的各个部件进行详细的功
能分解，包括抽气泵、电源、气路连接管、粉尘过滤系统
和装置外壳等。每一个部件的选型都经过反复对比和
测试。

在抽气泵的选择上，技术团队最终选定 12V隔膜
抽气泵，其工作时形成的负压超过 20kPa，完全满足需
求。在电源的选择上，团队摒弃了笨重的铅酸电池，选
用轻便且续航能力强的锂电池组。“我们不仅要考虑性
能，还要考虑现场的实用性。”王玉涛说。

在气路连接管的选择上，技术团队选用透明的硅
胶管，不仅密封性好，还能直观地观察气路是否被灰尘
堵塞。此外，团队还选用烟气分析仪专用过滤器，确保
粉尘过滤效果达到要求。

经过多次试验和优化，技术团队确定最佳方案，并
着手组装和实验室检测。在组装过程中，小组成员严
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操作，确保每个部件的安装都精
准无误。在测试阶段，小组成员对装置的严密性和续
航能力进行多次验证，确保其能够在高负压区域稳定
工作。

经过数月的努力，技术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一台
符合所有设计要求的便携式烟气分析仪前置抽气过
滤装置。装置不仅体积小巧、便于携带，还能在高负
压环境下稳定工作，彻底解决了便携式烟气分析仪的

“无力感”。

成果显著——从实验室到现场

装置研制成功后，技术团队立即将其投入现场测
试。在热电 2号锅炉的能效测试中，装置配合便携式
烟气分析仪成功完成空预器漏风率的测量任务。“以
前，我们总是担心便携式烟气分析仪在高负压区域无
法正常工作，现在有了这台装置，问题迎刃而解。”王玉
涛兴奋地说道。

同时，令人欣喜的是，这台装置的成本仅为 890
元，而如果购买一台功能相近的进口设备，则需要花费
13万元。这一成果不仅为企业节省了大量成本，还为
类似的技术难题提供了可借鉴的解决方案。

目前，技术团队已经将装置的设计图纸、使用和
维护说明整理归档，并提报了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未
来，这台便携式烟气分析仪前置抽气过滤装置还具有
广泛的推广应用价值，不仅适用于锅炉能效测试，还
可用于环保监测、废气检测等领域，为更多行业带来
便利。

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从借鉴创新到自主研
发，“星火之光”QC 小组用智慧和汗水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难关，刻有“酒钢”烙印的便携式烟气分析仪
前置抽气过滤装置成功诞生。下一步，这支技术团
队将继续探寻新方法、新理论、新技术，针对热电 6
号锅炉炉底漏风率偏高、热循环效率降低的问题展
开攻关。

“小装置”破解“大难题”
——便携式烟气分析仪前置抽气过滤装置诞生记

记者 殷 艺

本报讯（记者 张志方 通讯员 李嘉
昕） 面对复杂多变的钢铁市场环境，宏兴
宏宇新材料公司坚持“应节尽节”原则，以
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以“三抓三促”行动为
抓手，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精细管理为手
段，通过阶段性限产、优化工艺参数、严控
能耗指标等措施，推动热轧工序降本增效
工作落地见效。

在单线生产或低产能时段，该公司严
格按照节能降耗要求，精细管理各生产环
节。例如，根据停轧时长精准设定加热炉
炉温，在 4—8小时内将炉膛温度稳定控制
在 850℃，并合理关闭部分烧嘴，最大程度
降低煤气消耗；根据停机时间优化轧机区
域冷却水用量，停机超过1小时关闭DC4、
DC5冷却水，停机超过15分钟关闭主线设
备，实现用电量大幅下降；严格控制磨辊间
轧辊冷却时间，冷却完成后立即关闭阀门，
杜绝水资源浪费。

为确保各项降本措施落地，该公司将
能耗管控指标层层细化至个人，并实行严
格的考核机制。技术人员定期巡检、评估
各区域节能降耗成效，及时发现并纠正问
题，确保降本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在持续强化精细管理的同时，宏宇新
材料公司积极开展技术创新，着力突破生
产瓶颈。在钢板卷取流程中，卷取机侧导
装置承担着引导与夹持钢板的关键任务，
随着热轧工序生产钢种日益多样化、强度
不断提升，侧导装置耐磨板使用寿命和稳
定性逐渐降低。技术人员积极开展攻关，
通过大量试验，将侧导装置耐磨板材质由
Q235 升级为 16Mn，虽然使用寿命有所延
长，但仍难以满足高强度、高频次生产需

求。同时，频繁更换装置不仅增加了维护
成本，还严重影响生产效率。

面对难题，技术人员顶住压力、迎难
而上，通过深入调研与可行性分析，大胆
引进粉末等离子堆焊技术制作新品耐磨
板。该新品采用非晶态金属陶瓷粉末打
造，耐磨性与抗冲击性极高，上线试验结
果显示：15 天内累计过钢量约 3 万吨，磨
损最深部位仅 6mm 左右。相比 16Mn 耐
磨板，其单次过钢量提升超 8 倍，为热轧
生产工艺持续稳定和产品质量稳步向好
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全力推动降本增效的过程中，宏宇

新材料公司不仅坚持技术创新与精细管
理，还积极挖掘职工的智慧与创造力，大力
开展修旧利废工作，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
效率。该公司相关专业班组制定修旧利废
计划，并将指标细化至每位职工，鼓励大家
从细节入手，成功修复步进梁转台液压马
达、加热炉炉辊冷却水管路旋转接头、炉门
气缸等生产设备，充分利用了废旧物资的
剩余价值。

下一步，该公司将继续树立“一切成本
皆可降”的理念，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内生
动力，以更高效的管理、更先进的技术、更
精益的举措，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坚持管理创新与技术突破

宏宇新材料公司全力推动热轧工序降本增效

为 确 保 按 期 完
成华能庆阳风光综
合新能源示范项目
二批风光 D1 项目订
单交付，近期，西部
重工庆阳公司深化

“三抓三促”行动，加
强生产组织，同步启
动外协基地生产保
供 ，推 动 生 产 线 24
小时运转，持续释放
塔筒产能。3 月份，
该公司产量预计达
到 4500 吨 ，发 货 16
套以上。
张泰阳 文鹏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