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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瑞悦公司攻关废盐处置技术——

创新固废利用释放增长效能
本报记者 吴陆牧

盛虹控股集团打造负碳产业链——

用产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本报记者 王轶辰

盎瑞悦公司自主研发盎瑞悦公司自主研发

的自蔓延热解焚烧废盐处的自蔓延热解焚烧废盐处

理设备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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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见到重庆盎瑞悦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部副部长罗建军时，他正在对新研发的一

套车载式固废处置智能设备进行可靠性测

试。“这套设备采用了公司自主研发的自蔓

延热解焚烧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焚烧

算法优化，可以对不同物料的焚烧温度进行

智能调节，提升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置能力。”

罗建军说。

盎瑞悦公司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是一

家从事固废无害化处理及资源综合利用的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公

司专注于工业废盐和垃圾飞灰无害化处置

领域，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不仅

成功破解了废盐绿色循环处置过程中的一

系列技术难题，还为化工、新材料、垃圾发电

等多个行业提供废盐、飞灰等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解决方案。

开展技术攻关

盎瑞悦公司于 2005 年成立之初，主要从

事工业污泥、生活污泥、铬渣等固废的无害

化处理及资源综合利用。“通过持续的研发

投入和技术积累，公司成功研发出生活污泥

无害化处置系统等一批固废无害化处置领

域的核心专利技术，并在项目中得到广泛应

用。”盎瑞悦公司董事长李秉正说。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拥有敏锐的市场

洞察力是企业生存的关键。李秉正在带领

团队深耕固废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业

务过程中发现，国内每年的废盐产生量较

大，但由于处置技术难度较高，资源化利用

不足，成为制约化工、新材料等行业发展的

痛点。为破解废盐资源化利用的技术瓶颈，

打开新的市场空间，盎瑞悦公司经过充分的

市场调研后，于 2010 年开始聚焦工业废盐处

置和资源化利用领域，开展技术攻关。

废盐中含有多种有机污染物，还可能

夹带重金属、氮、磷等有害杂质，属于危

险废物。如何才能对废盐中的有害杂质进

行无害化处理，并形成再生盐产品应用于

下游工业领域？这是摆在盎瑞悦公司面前

的一道难题。

“不同行业产生的废盐成分不同，其中

的有害杂质含量也有差异，这增加了废盐无

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难度。”李秉正回

忆，公司的研发团队先后尝试过化学法、氧

化法等 10 多种方法，要么杂质去除不彻底，

要么处置后的废盐达不到下游工业原料的

应用标准，始终无法达到满意的试验结果。

试验失败并没有浇灭盎瑞悦公司研发

团队的创新热情，他们加班加点，对工艺流

程进行优化，在反复试错的过程中不断积累

经验、调整方向。历经 6 年多潜心研发和试

验，公司终于突破了废盐无害化处置的技术

瓶颈，成功研发出自蔓延热解焚烧技术（以

下简称“SPI 技术”）。

“SPI 技术采用独特的自蔓延热解原理，

实 现 了 对 工 业 废 盐 中 有 害 杂 质 的 彻 底 去

除。处置后的废盐可作为离子膜烧碱生产

原料，形成废盐、烧碱和氯气的资源化循环

利用。”罗建军介绍，该技术是目前国内有效

解决化工、新材料、垃圾焚烧等行业高含盐

废料无害化处置及循环利用问题的先进技

术，已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无废城

市”建设先进适用技术清单。

打造系统装备

SPI 技术研发成功只是盎瑞悦公司实现

创新发展迈出的第一步。如何让这项新技

术从实验室走进工厂、走向市场，成为公司

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盎瑞悦公司总经理

李一表示，技术创新的目的在于创造市场价

值，企业的技术成果只有进入市场，才能获

取相应的商业利益，实现“以创新占市场、以

市场养创新”的良性循环。

废盐处置技术要稳定、高效应用于工业

生产中，需要有高精度、高稳定性的装备作

支撑。盎瑞悦公司在市场调研中发现，废盐

焚烧处置设备未能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原因

在于，废盐会在高温下结圈、结块、积盐，造

成设备堵塞，同时烟气中的酸性气体对设备

腐蚀严重。“要想推动 SPI 技术从实验室走向

实际应用，我们只有自主研制新装备，这是

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盎瑞悦公司副总

经理李中清说。

对盎瑞悦公司来说，废盐处置设备的研

制同样面临不少挑战。“既要满足自蔓延热

解焚烧技术应用条件，又要解决高温下设备

堵塞、腐蚀等问题，同时还要降低设备的能

源消耗，帮助用户实现降本增效。”李中清

说，围绕新技术和应用需求，公司研发团队

跨界集成了冶金、化工和环保行业的特性，

从装备结构设计、预处理方式、物料配比等

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试验攻关，成功研制出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蔓延热解焚烧废盐处

理成套设备，突破了化工废盐绿色循环处置

技术及连续稳定工业化生产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自蔓延热解焚烧废盐处理

成套设备由废盐预处理系统、自蔓延热解焚

烧系统、自循环过滤系统、烟气净化处理系

统等多个部分组成。该装备自动将废盐进

行收储管理和预处理后，送入自蔓延热解焚

烧系统进行热解焚烧。焚烧后的废盐进行

精制除杂、分质结晶，分质结晶后的再生盐

可以用作离子膜烧碱、印染、化肥等产品的

工业原料，同时，烟气经大循环利用系统后

进行净化处理、达标排放，真正做到废盐资

源化、绿色循环使用。

去年，自蔓延热解焚烧废盐处理成套设

备入选《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

目录（2023 年版）》。“该设备的应用，为用户

公司每吨减少废盐处置费用约 75%。90%以

上的废盐可以作为原料进行循环利用，综合

成本可节约上千万元。”李中清说，目前，公

司建成投运以及在建的废盐处置项目已覆

盖 12 个省市。

健全发展体系

走进盎瑞悦公司的废盐无害化综合利

用项目远程维护保障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

示 着 所 有 废 盐 处 置 设 备 的 运 行 画 面 和 数

据。“去年以来，公司对多个投运的废盐处置

设备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升级，实现了设备工

艺参数自动记录、运行情况实时监控、生产

质量智能化分析，为项目稳定运行、节能减

排、维护保养等环节提供重要支撑。”盎瑞悦

公司装备部副部长傅雪说。

近年来，盎瑞悦公司坚持以技术为主

导，以市场需求为方向，每年拿出营业收入

的 10%投入研发，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展产

学研合作，建成“重庆博士后工作站”“重庆

市企业技术中心”等科研平台，推动固废处

置技术和装备创新迭代升级。

垃圾焚烧发电是“减量化、无害化、资源

化”处置生活垃圾的有效方式，然而焚烧产

生的飞灰含有较高浓度的二噁英和重金属，

属于危险固体废弃物。“去除烟气中的二噁

英及重金属是研发垃圾焚烧飞灰处置技术

的一大难点。”李一告诉记者，依托产学研合

作，公司与重庆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

二噁英的合成及分解机理、重金属晶格化固

化机理及条件等方面开展研究和试验，成功

研发出垃圾飞灰无害化处置高温烧结技术，

实现垃圾焚烧飞灰中二噁英和重金属彻底

解毒处理。经无害化处置后的飞灰可以形

成氯化钠再生盐、氯化钾再生盐、无害化灰

渣等不同产品，之后可进行资源化再利用。

截至目前，盎瑞悦公司共拥有专利 80 余

项。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重庆市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荣誉。今年前

三季度，盎瑞悦公司营业收入超 3 亿元，同比

增长约 12%。

如今，依托自蔓延热解焚烧技术，盎瑞

悦公司形成了以废盐处理技术及装备、垃圾

飞灰高温烧结技术及装备为主，协同推进生

活污泥、工业污泥等固废无害化处置的发展

格局。

谈及未来发展，李秉正充满信心：“公司

将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加强固废、危废处置

领域新技术、新装备的研发，健全废弃物循

环利用技术体系，同时推动装备智能化、数

字化升级和节能降耗技术提升，让更多废弃

物‘变废为宝’。”

在近日举办的 2024 国际纺织制造商

联合会年会上，由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子公司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公司、

北京服装学院等单位申报的《碳循环：从

二氧化碳到聚酯纤维》荣获“国际纺联可

持续和创新奖”。

二氧化碳是一种常见的温室气体，

人类要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实现可持续

发展，必须解决碳排放问题。实现碳中

和主要有两大路径：一方面，通过提升清

洁能源占比、提高能源效率等方式降低

实际碳排放量；另一方面，针对较难降低

碳排放的领域，提升碳去除（负碳）技术

水平。长远看，要实现整体深度脱碳，必

须更加重视负碳技术。

目前，在众多减碳技术中，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CCUS）技术因为能够大幅减

少火电与工业二氧化碳排放，成为各国在

绿色技术领域竞争的关键。当前，我国高

度重视 CCUS技术创新和推广，在负碳技

术上加大投入，但相关技术应用多集中于

碳捕集与封存环节，如何把捕集的大量二

氧化碳用足用好是更大的难题。

近年来，盛虹着眼国内市场需求，

积极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径，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率先在石化行业提出向

新能源、新材料转型，从低碳、零碳、

负碳全方位深耕绿色技术，创新打造绿

色负碳产业链，通过吸收化工装置废气

中的二氧化碳，“变碳为宝”制作新能

源、新材料。

2021 年 9 月，盛虹旗下江苏斯尔邦

石化有限公司与冰岛碳循环国际公司

“15 万吨级二氧化碳捕集与综合利用项

目”签约，“二氧化碳捕集利用—绿色甲

醇—新能源材料”产业链项目正式落户

盛虹。2023 年 9 月，10 万吨/年二氧化碳

制绿色甲醇项目正式投产。

江 苏 盛 虹 石 化 产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副总裁杨军介绍，该项目每年可回收 15万

吨二氧化碳，经过上下游一体化装置深

度加工，回收后的二氧化碳能够产出 2 万

吨 光 伏 级 EVA 树 脂 ，这 些 材 料 可 生 产

5000 万平方米光伏膜，全部用于光伏发

电后，装机量可达到 5 吉瓦，一年可产生

电量 60 亿千瓦时至 90 亿千瓦时，相当于

2 座百万千瓦火电厂 1 年的发电量。

“相较植树造林，这套装置吸收二

氧 化 碳 能 力 更 强 ，间 接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55 万吨/年，相当于 3.7 万公顷森林种植

面积的减排效果。该项目对我国二氧化

碳大规模资源化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

途径。”杨军说。

除了在新能源材料领域应用负碳技

术，盛虹还整合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

公司和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的研发

生产能力，建成“二氧化碳捕集利用—绿

色乙二醇—功能性聚酯纤维”低碳循环

绿色产业链。采用先进技术捕集工业生

产排放的二氧化碳，经过化学反应，进一

步转化为纤维级乙二醇；开发直接“酯

化—缩聚”以及熔体复合直纺工艺，制备

多种功能性聚酯纤维产品，并应用于纺

织服装领域，实现碳资源循环利用。据

测算，利用二氧化碳制造纤维，比利用原

生纤维碳排放降低近 29%。

盛虹创新构建“源头绿色替代、过程

节能减排、末端变碳为宝”的绿色负碳产

业链体系，为石化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了

新模式和新思路。“我们用产业的‘含绿

量’提升发展的‘含金量’，为解决生态环

境问题提供有效方法，为高质量发展注

入绿色动能。”盛虹石化产业集团副总裁

钱新华介绍，借助绿色负碳产业链项目，

以往需要通过化工生产的原料，现在从

二氧化碳就能转化，不仅实现了源头绿

色化，更改变了下游原材料来源方式。

据了解，下一步，盛虹将锚定“双碳”

目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绿色低碳

技术攻关，充分发挥“链主”型企业创新

优势，全力推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新能

源电池电解液溶剂、酯类高端材料等项

目，大力助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日前，中国农业银行等金

融机构、黑龙江等省份落地小

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

“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乡村小

微企业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面

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推动乡

村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

乡村小微企业是乡村产业

的经济主体，极具发展活力。

“船小好调头”，乡村小微企业

根植于乡村，天然对近端市场

反应灵敏，经营方式灵活，受外

部周期性影响相对较小，这些

都是其优势。经调查发现，一

个以农产品生产为主的小微企

业，如果能够坚持经营 5 年，基

本上可以进入盈利稳定期。这

类企业经历市场风浪的洗礼，

往 往 呈 现 出 较 强 生 命 力 。 眼

下，国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

业农村获得的政策扶持力度前

所未有，乡村小微企业发展面

临巨大机遇。

不过，乡村小微企业主要

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行业效

益低，易遭遇自然风险；从业人

员老龄化，新技术运用少，融资

能力弱。与大中型农业企业相

比，乡村小微企业面临经营规

模偏小、产业链条不完整、生产

成本高、销售渠道窄、品牌支撑

弱等问题，迫切需要外部资源

支持。

乡村小微企业获取信息、

技术、资金的渠道相对较窄，加

上单个企业规模不大，这决定

了其不能完全复制大中型农业

企业的发展策略。面对近年来

日益激烈的农产品市场竞争，

乡村小微企业要突出主业，加

强专业化经营，努力做到小而

精、小而特、小而美。

引入科技力量，避免同质

化竞争。乡村小微企业普遍存

在产品同质化、附加值低等问

题。问题表现在产品，根源在

技术，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拳头产品，缺少独门绝技。要推动科

研单位和企业紧密合作，为企业量身定制高收益品种和配套

种养方案，帮助企业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

顺应消费新趋势，发展绿色供给。企业要认识到，农产品

需求弹性较小，销量不会因为居民收入提高而在短时间内出

现较大增长，而一旦社会需求得到满足，生产者就要面对价格

下行的压力。当前，我国消费已显现出结构转型和升级换代

趋势，农产品绿色消费成为新方向。企业不应一味追求产量

增长，而要在化肥农药上做减法，在生态绿色上做加法，推动

农业绿色发展。

背靠产业“大树”，寻求联合合作。乡村小微企业既要

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过程有一定积累，也要处理好企业与

农户间的问题，这对企业管理提出较高要求。现实中，单个

乡村小微企业普遍不能掌握农产品市场信息，市场判断能力

弱，抗风险能力不足。要进一步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构

建龙头企业与小微企业互利共生新格局，提升企业稳定盈利

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