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破地域限制，与院士团队、高校、科研院所及
行业头部企业深度联动，让外部创新资源与企业实
际需求高效对接，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
联合体。

M（创新矩阵图）

▶ M+O·高能级创新平台 ◀

通过绘制覆盖钢铁、有色、电力能源等产业的
战略技术研发矩阵图，系统性梳理技术短板与创
新需求，统筹内部研发力量与外部资源，明确攻关
方向，形成“问题导向、精准发力”的创新格局。

O（开放合作）

本报讯（记者 李淑芳） 今年以来，宏
晟电热公司锚定设备效能提升目标，精准
实施2×320MW机组喷氨系统改造，在提
高喷氨调阀自动控制能力的同时，为节能
减排与降本增效注入了强劲动能。

在电厂运行体系中，稳定控制机组喷
氨调阀是氮氧化物减排的关键环节。近年
来，受设备老化、工况复杂等多重因素影
响，喷氨调阀自动控制装置运行效果未达
预期，不仅给电厂达标排放带来挑战，还增
加了生产成本，成为制约企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的瓶颈。

为此，宏晟电热公司迅速组建技术攻
关小组，对喷氨调节阀阀体、烟道流场、导
流板等核心部件展开深度分析，并制定系
统改造方案，决心攻克技术难题，实现喷氨
系统智能化升级。

在系统改造过程中，技术人员率先突

破 SCR 流场模拟与喷氨系统先进控制技
术瓶颈，构建起“数值模拟+物理验证+算
法优化”三位一体技术体系，通过对高、中、
低不同负荷工况下对 SCR 入口流场的速
度、温度、NOx浓度进行全维度数值模拟，
精准定位流场磨损与积灰成因，为系统优
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烟道流场优化领域，技术团队运用
CFD 数值模拟技术对烟道流场进行深度
剖析与优化设计，并按比例搭建物理模
型，对优化方案进行验证，烟道内流场分
布均匀性得到显著提升，为烟气与还原剂
的高效反应创造了良好条件。在浓度场
优化方面，通过加装大尺度预混合器、优
化喷氨格栅结构、增设氨烟混合装置等一
系列措施，有效解决脱硝系统普遍存在的
速度场浓度场不均、大延迟大惯性等难
题，实现烟气与还原剂的充分混合，大幅

提高了脱硝效率。
在氨空混合器改造中，技术人员借助

数值模拟设计扰流器，增加流体速度梯度、
制造新的湍流，实现了氨气与空气的均匀
混合。同时，对全截面网格分区巡检取样
在线监测系统进行全面升级，采用主动抽
气法的矩阵式装置，在多个取样点进行轮
巡取样，实现了氨氮同源位取样和同步测
量，确保了氨氮比数据精准可靠。

改造后，2×320MW 机组喷氨调阀自
动控制响应速度提升40%，SCR出口NOx
小时浓度始终稳定在超低排放限值区间，
喷氨量同比降低 18%，空预器堵塞风险大
幅下降。“这不仅大幅降低了机组运行成
本，年节约喷氨费用超百万元，更推动企业
在环保治理与能效提升领域实现了‘双突
破’。”宏晟电热公司热电保障作业区热控
保障责任工程师张国政说。

宏晟电热公司锅炉喷氨阀自动控制技术取得突破由于超期服役，嘉北站老旧电源
屏故障频发，且备品备件已无厂家生
产。为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与稳定，
我和班组成员决定迎难而上，对嘉北
站电源屏进行升级更换。

周密的计划是确保升级更换顺利
完成的第一步。然而，实际的挑战远
超预期——空间狭小导致设备拆装困
难重重；老电源屏安装时未标明电缆、
线路等接口，造成前期电路摸排工作
异常繁杂；旧设备安装存在的遗留问
题更是给新电源屏安装蒙上了一层阴
影。面对困难，我们没有丝毫退缩，而
是对整个嘉北站机械室进行深入检查
摸排，并与厂家技术人员多次沟通协
调，制定了详细的施工方案，确保每一
个环节万无一失。

施工开始后，我带领班组成员严
格按照方案要求，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中。白天，我们利用有限的天窗时
间，挤在炎热狭小的机械室内，争分
夺秒地进行设备拆卸、线路摸排和新
电缆敷设；晚上，在总结作业情况的
同时，加班加点研究技术资料、模拟
调试流程。经过连续多日的奋战，当
看着监控屏幕上稳定的电流数据，以
及测试报告中各项指标均达到优良
标准的结果，所有人都露出了欣慰的
笑容。

在收尾工作完成之后，我和班组成
员进行了全面复盘，对摸排出的线路重
新标记留档，形成了车站机械室电缆路
径走向文件，彻底弥补了机械室电缆线
路不清等一系列缺陷，也为其他站点的
类似作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看到结果，大家露出了笑容

董浩
物流公司工电作业区嘉北信号检修班班长

每一颗螺丝、每一条线路，都是保障铁路安全
稳定运行的关键，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

创新创效

近日，宏兴股份镜铁山矿黑
沟矿区 TR100 自卸矿车后桥轮毂
漏油问题频发，成为制约安全生
产和效率提升的顽疾。面对这一
难题，黑沟矿区联合北方重工公
司，提出并实施“车上原位修复”
方案，不仅根治了漏油问题，还有
效节约了拆卸运输费、人工成本
及材料费。 时龙 摄

22 个电气设备，12 个控制元件，
一套气浮机、叠螺机和智能一体化设
备……这是西沟矿区污水处理站的

“设备家底”，而我和同事们则是这些
设备的“守护者”。

每当清晨的阳光洒向矿区大地，
一天的巡检工作就开始了，我们班组
的人员穿梭于污水站各个处理单元
之间，仔细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倾听
设备运转声音，敏锐捕捉任何细微的
异常。这些巡检虽然重复琐碎，但每
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关乎着整个污
水处理系统的稳定运行。

尽管日常的点检细之又细，但设
备和人的身体一样，难免会出现“头
疼发热”。污泥泵堵塞就是长期困扰
污水站稳定运行的“病灶”之一，不仅

严重影响生产，还存在异常烧泵、损
坏其他设备、发生安全环保事故的潜
在风险。

针对这一难题，我带领班组设备
检维修人员轮流记录每次堵塞前后
的参数，每班观察污水泵在不同结块
程度时的运行情况，并得出结论：污
泥结块过小会导致叠螺不足，从而清
汤流下；污泥结块过大又容易堵塞污
泥泵，导致污水无法顺利抽出。最
终，我们找到了适合污泥泵运行的参
数范围，并利用6mm薄板制作了微型
可调的挡泥板，彻底解决了污泥异常
堵塞污泥泵的“顽疾”。

污水处理站设备故障次数从最
初的每周10起到目前的长周期为零，
我们的“守护”得到了回报！

我们的“守护”得到了回报

赵宝仓
宏兴股份西沟矿汽运保障作业区矿区检修班班长

设备巡检虽然重复琐碎，但每一个环节都至
关重要，关乎着整个污水处理系统的稳定运行。

本报讯（通讯员 马喜军）
在工程技术公司信息自动化分
公司技术人员的努力下，目前，
榆钢超低排放智能管控一体化
平台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各关键
工期节点无拖期问题，预计可按
照原定计划完成建设目标，为宏
兴股份榆钢公司顺利完成整体
超低排改造提供可靠助力。

该项目于 2024 年 12 月启
动，实施内容分为清洁运输、有
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三大部
分，需完成超低排一体化平台
建设；实现门禁数据及厂区门
卫视频监控画面接入，原料、成
品计量数据接入，各生产系统
DCS 运 行 信 号 、治 理 设 施 、
CEMS数据接入；加装160余套
TSP、空气微站、VOCS设备；实
现环境治理、除尘设备信号接
入。项目实施后需进行为期 3
个月的功能考核，且要在 2025
年底通过外部专家评审验收。

为保证项目按期交工并通
过验收，信息自动化分公司成
立项目组，合理安排施工计划，
严把建设质量关。对项目建设
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项目
组建立问题清单，明确责任人
及整改期限，逐项消除建设过
程中的各类问题，确保交工时
不遗留任何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该公
司首次实施此类项目。项目建
设过程中，技术人员遇到了多
项技术难题，如受场地限制，普
通摄像头无法实现全景画面采
集；现场DCS设备版本老旧不
支持数据网络上传；传统有线通信方式无
法满足设备移动需求等问题。

困难面前，技术人员不断探索尝试，
逐一攻克各项技术难关：对榆钢公司工控
网络进行深入调研，重新规划网络布局，
制定 IP地址优化方案，在解决项目实际需
求的同时，协助榆钢公司对工控网络布局
进行优化。创新引入智能网关、国产边缘
计算网关等新型设备，不断实验摸透设备
功能、掌握编程技能，在保证项目成本不
变、工期不变的前提下解决现场数据采集
难题，切实践行了为集团公司提供优质信
息化服务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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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钢铁企业，集团公司长期面临
人才流失、原料与市场“两头在外”、技术积累不足等现实
挑战。如何突破地域限制、提升核心竞争力？答案直指
创新。

集团公司深刻认识到，传统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高
质量发展需求，而高能级创新平台正是连接科学研究与
产业应用的关键载体。企业亟需通过系统性创新，打通
技术研发与产业转化的“堵点”，解决“科研孤岛”问题。

在此背景下，集团公司以世界一流企业创建为契机，
启动“M+O·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以“矩阵图”（Matrix
Diagram）统筹内部资源，以“对外开放度”（Opening De⁃
gree）拓展外部合作，构建起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创新
体系。

高能级创新平台并非单一的技术载体，而是一个融
合战略规划、资源整合、机制优化的系统工程。集团公司
创建的“M+O”模式包含两大核心：

“M”即创新矩阵图，通过绘制覆盖钢铁、有色、电力
能源等产业的战略技术研发矩阵图，系统性梳理技术短
板与创新需求，统筹内部研发力量与外部资源，明确攻关
方向，形成“问题导向、精准发力”的创新格局。例如，针
对不锈钢材料研发中的铁素体含量控制难题，矩阵图精
准定位技术瓶颈，引导资源向薄弱环节倾斜，最终攻克关
键工艺，实现高端产品国产化替代。

“O”即开放合作，打破地域限制，与院士团队、高
校、科研院所及行业头部企业深度联动。集团公司与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围绕酒钢数字化发展、智慧矿山、5G+
智慧工厂等方向深入开展信息化项目合作；携手北京科
技大学等十余所高校，推动新材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
加强与各级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及时掌握
政策方向，把握前瞻性、有效性资讯，争取省市级重点项
目支撑。这种“引智借力”的模式，让外部创新资源与企
业实际需求高效对接，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
联合体。

“这一平台的核心价值在于‘聚合’与‘转化’：既汇聚
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又通过机制创新加速成果
落地。”科技信息部科技管理室相关负责人介绍，高能级
创新平台的价值，最终体现在技术突破、产业升级与效益
提升上。

酒钢通过多个路径，将平台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激活内生动力。集团公司建立

“321·强科技”管理体系，统筹科技项目布局，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以
各单位负责人牵头、集团公司职能部门与二级单位合力、
公司全员参与、内外部耦合发展的创新氛围。

深化产学研融合，突破技术壁垒。集团公司牵头组
建“甘肃省钢铁新材料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创新联合体”，
联合多家单位协同攻关。通过这一平台，347H不锈钢成
功应用于高温熔盐储罐项目，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材料
研发取得阶段性突破。

组建外部创新平台，发挥平台作用。集团公司策
划组建或改建甘肃省不锈钢工艺装备及新材料开发技
术创新中心、甘肃省钢铁冶金装备开发与制造技术创
新中心、甘肃省焊接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甘肃省难
选铁矿石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甘肃省碳钢涂镀产品
表面处理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促进各类创新平台
更高效运行。同时，聚焦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电解前
沿技术的研发以及高炉炼铁智能化相关技术的研究，
加强与院士专家团队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并根据研究
课题组建相应的项目团队，深入开展课题研究、成果申
报、工程实践与应用等工作，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高质
量发展。

构建开放生态，加速成果转化。集团公司以技术合
作为纽带，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与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开展联合技术创新，建设西沟矿5G智慧矿山项
目，实现了矿区无人化作业，西沟矿获国家智能制造示范
工厂认证；依托行业前沿研究，东兴铝业公司将工业互联
网技术应用于铝电解工艺，显著降低能耗。

培育战略科技力量，赋能区域经济。博士后工作站、
创新联合体等平台吸引高端人才扎根西北，为持续创新
储备智力资源。通过技术溢出与产业协同，集团公司带
动甘肃省钢铁、新能源等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为区域
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集团公司“M+O·高能级创新
平台建设”成效显著。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科技成果
转化率、专利数量等关键指标持续提升，逐步构建起“基
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升级”的全链条创
新生态。下一步，集团公司将坚持“抓科技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理念，持续推进高能级创新平台建
设，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酒钢酒钢：：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 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记者 殷 艺

长期以来，宏兴股份榆钢公司铁水检验工作繁琐，
仪器耗材备件费用居高不下。对此，检验检测中心榆钢
检验检测站通过优化光谱仪检测曲线、改良取样流程，
实现“单仪器一次性全项检验”，使单样品检验时间缩短
40%，年节约耗材备件费用5万元。 宋建超 摄

近日，宏兴股份检修工程部碳钢检修作业区采用多光
谱激光对中系统，成功实施宏兴宏宇新材料公司9号连
铸机组1号排雾风机电机轴系的精准调校，轴线偏差
达到行业领先精度标准，延长了设备平均无故障时间，
为生产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可靠保障。 王耀龙 摄

图说
新闻

核心阅读

为打通技术研发与产业转化的“堵点”，解
决“科研孤岛”问题，集团公司以世界一流企业创
建为契机，启动“M+O·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以
“矩阵图”（Matrix Diagram）统筹内部资源，以“对
外开放度”（Opening Degree）拓展外部合作，构
建起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创新体系。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集团公司“M+O·
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成效显著，企业研发经
费投入强度、科技成果转化率、专利数量等关
键指标持续提升，逐步构建起“基础研究—技
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升级”的全链条创
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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