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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

展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

生活垃圾的产量正在逐步增

加，对人类生活和环境构成

了危害。但是在很多地方，

由于地貌的原因，采用传统

填埋的方式处理，垃圾渗漏

液会长久地污染地下水资

源，后患无穷。

这种情形下，铜陵海螺

的 CKK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系统，非常有推广的

必要。

但是谁来做这个事？所

需的资金从哪里来？

在一份递交省经信委的

文件中，海螺集团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利用新型干法水

泥窑处理城市生活垃圾技

术，单靠企业的自身力量难

以维持运转，更没有办法大

面积推广，希望给予相应的

政策支持。

诚然，处理城市生活垃

圾是政府的事情，企业也需

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但

是，企业同样需要生存，政府

希望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就

理应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与

方便。

我想，只要一切为了民

生，适度考虑利益的均衡，必

能换取彼此的相互理解和支

持。

一年“吃”掉垃圾20万吨，发电46亿度
海螺打造“绿色水泥”，变废为宝，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铜陵海螺利用水泥生产过程中的

余热发电，去年一年的发电量达到 46.7

亿度；垃圾焚烧项目每年处理19.8万吨，

节约标煤1.3万吨。

近年来，海螺集团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由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

向式直线过程，转变为“资源-产品-废

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过程，变废为

宝，积极打造绿色水泥，走出了一条有

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记者 刘海泉 文/图

才毕业没几年的徐淼淼，是一

名行车操作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

坐在遥控椅上，透过正前方密封的

玻璃，操作着行车的抓手，将一吨

吨的垃圾送入垃圾破碎机。

“首先用密封运输车将生活

垃圾运送进厂，称重后卸入垃圾

坑，通过破碎、搅拌进行均化，再

喂入气化炉内焚烧。整个处理过

程没有异味。”徐淼淼一边操作

着，一边向记者介绍着，他们称之

为“CKK”的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系统。

“严格说来，我们的垃圾处理

并不能称为‘焚烧’，因为焚烧是耗

氧的，我们采用不耗氧的气化炉，

配合水泥窑的高温来控制二恶英，

同时还在气化炉里采用负压处理，

让新鲜垃圾的臭味不扩散。相比

其他垃圾处理方式，节能减排效果

好，属典型的循环经济模式。”铜陵

海螺总经理李群峰介绍道，目前铜

陵海螺的垃圾焚烧项目实际日处

理铜陵市生活垃圾300吨、年处理

19.8万吨，节约标煤 1.3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3.12万吨。

“对于生产而言，水泥窑协同

处理垃圾能够降低煤耗和电耗，而

且垃圾燃烧的热能可替代部分水

泥熟料生产所需的燃料，灰渣用作

水泥原料。”同时，李群峰也坦言，

用灰渣做原料对熟料产量有一定

影响，因此实际操作中，一般很少

使用。“可以说，目前这个项目，更

多的还是侧重社会效益。”

“十二五”期间，重点是要强化

对水泥窑处置城市污水、污泥和危

险废弃物的技术研究。“李群峰说

出了未来的计划。

沈强是铜陵海螺余热发电工

段工长，5月 13日，记者见到他的

时候，他正在安排巡检员，对机组

振打装置进行维护修理。在张贴

板上，清楚地写着，他所在的工段

月度生产任务是1138千瓦。

“我们这项技术，仅仅去年一

年发电量为46.7亿度。”铜陵海螺

制造分厂厂长助理董志刚的一席

话，让记者很是吃惊。

“以往，水泥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大量热能，很多被白白浪费。通

过多年的技术探索和集成创新，海

螺有效利用其两条日产万吨水泥

生产线生产中浪费的热能，在国内

率先开发和实施了水泥纯低温余

热发电，并得到了推广和应用。”董

志刚介绍说，目前，海螺集团已建

立了成熟完善的水泥窑炉低温载

能废气的开发与利用研发体系，具

有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和科

研团队，采用“闪蒸技术”水泥窑纯

低温余热发电能力，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

据了解，铜陵海螺这一套国内

最先进的余热发电设备，是海螺集

团与日本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合

作研发的，两强联手成立了专门的

设备制造公司，还为泰国和国内多

家水泥企业设计制造余热发电设

备。

“截至今年2月底，海螺集团

已推广了159套余热发电机组，规

模达到1930兆瓦。涉及国内外45

家水泥企业集团、235条水泥熟料

生产线，年发电量约 146 亿千瓦

时，年节约 518万吨标准煤，减排

1347万吨二氧化碳。”李群峰告诉

记者，在海螺的带动下，余热发电

已被列入国家水泥建厂标准，成为

水泥工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被

列为中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之一。

“海螺集团开发工业废弃物系

列综合利用技术，采矿回收率达

100%，实现了矿山开采零排废。”海

螺水泥集团党委副书记王俊表示，

在水泥生产中使用工业废弃物做

原料，是海螺集团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最有成效的做法。

“仅2011年，我们利用废渣总

量就达2100多万吨。提升经济效

益的同时，有效降低了工业废渣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王俊告诉记

者，通过多年的摸索和创新，海螺

集团在水泥生产过程中，使用柠

檬酸渣、脱硫石膏、铁、铜矿尾渣

等工业废渣替代水泥生产所需原

料的技术日趋成熟，已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

大家都知道，粉煤灰、湿粉煤

灰、脱硫石膏是电厂里出了名的

“三废”。记者了解到，海螺在沿江

沿海建设粉磨站，却都与当地电厂

签订有粉煤灰供应协议，主动回收

“三废”。这又是为什么呢？

“收来后，再通过技术研发，

就可以大量使用脱硫石膏替代天

然石膏，作为水泥的生产原料，极

大地节约了成本。”海螺水泥副总

经理汪鹏飞给出了答案。

“我们这样生产水泥，既充分

利用电厂产生的废弃物，又能开

发电厂下游产业，你说这是不是

一个循环经济的好项目？”王鹏飞

笑着问记者。

报表显示，2012 年一季

度，海螺集团实现营收88.59亿

元。相比于其他行业的亏损

而言，海螺人有理由高兴。

“1～4 月份，累计生产水

泥 3695 万吨、熟料 4320 万吨

和型材13.08万吨，实现汇总含

税收入 231 亿元，同比下降

6.2%；利润同比下降48%。”抛

出以上的数字，海螺集团总经

理任勇没有理由不忧虑，“今

年的经营形势与2008年国际

金融危机时相比，可能更严

峻。节能减排，不仅仅是发展

循环经济的需要，也是应对严

峻经营形势的需要。”

据其介绍，今年以来尤其

是一季度，受欧债危机的深度

影响，房地产等宏观政策的进

一步收紧，流动性不足，市场

资金紧张，国家大的工程部分

停建或缓建，经济下行效应开

始显现。加之春节长假和低

温雨雪天气较多，市场启动

晚，供需矛盾突出，公司生产

经营遇到了较大的困难。4月

份，随着天气好转，产销情况

较一季度有所改善，但产品价

格同比出现大幅下滑。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以

更加积极的姿态应对困难和

挑战。利用目前市场下行的

契机，实施管理倒逼，着重在

节能减排、控制成本、管理挖

潜、考核激励上下工夫；重视

现金流管理，开源节流，增收

节支。”任勇还透露，“近期，集

团开发推出高效节能立磨、节

能预热器等大型装备，力求形

成新的产业增长点。”

水泥窑“吃”光生活垃圾

一年余热发电46.7亿度

让工业废弃物变废为宝

节能减排应对严峻形势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