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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热塑性弹性体创新联盟成立

日前，安徽省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及制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在合肥成立。该联盟由来自安徽省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及制品产业的

8 家生产企业和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院、合肥工业大学等 5 家高校、

科研院所组成。

战略联盟成立之后，联盟成员将按照技术创新链条的不同阶段，

本着优势互补的原则进行合理分工，技术原创性研究和小试研究以

联盟内的高校、科研院所为主，中试、工业示范和批量生产以联盟内

的企业为主。按照分工，以安徽中意胶带有限责任公司为主，重点开

展热塑性弹性体材料新产品、新技术研究；以安徽中鼎橡塑有限公司

为主，重点开展热塑性弹性体制品研究；以黄山华兰科技公司为主，

重点开展热塑性弹性体用高分子材料研究；以安徽圣奥化工有限公

司为主，重点开展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及制品用助剂研究；节能、环保

和循环经济方面的研究由安徽江淮电缆集团牵头。

联盟选举安徽中意胶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宋长江为联盟理事

长，聘任 27 名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科技人员为联盟技术委员会成

员；并通过了联盟研究开发专项资金及项目管理办法、知识产权管理

办法等，并就近期重点开展的几项工作进行了安排。

山东淄博大力推动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

山东省淄博市自去年启动“铸链工程”计划以来，全市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得到迅猛发展。目前，已组织成立 21家高新技术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要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与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五大行业领域。联盟聚集了近

300 家企业、151 家技术支撑单位，实施 720 余个技术创新项目，力争

到 2015 年实现销售收入 1700 亿元以上，到 2017 年形成销售收入

3100 亿元以上，年均增长达到 30%，建成 19 个百亿级以上规模的产

业创新集群，打造全市转型升级的重大增长极和战略支点。

为推进联盟建设工作，淄博市成立了市创新发展联席会议办公

室，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链建设的指导意见》，为

工作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围绕今年确立的规划编制、项目建

设、重大科技交流、商业模式创新和规范联盟运作等几项重点任务，

各联盟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20个联盟均已启动发展规划编制

工作，预计 7 月底之前全部完成；2013 年度实施 121 项重点创新发展

项目，开工率达 90%以上，完成投资占总投资比重达到 40%以上；举

办了 22项重大科技交流与商业模式创新活动，47项联盟内部交流活

动，为提振行业发展信心、激发发展干劲注入强大活力。目前联盟管

理和运行机制不断完善，重点项目顺利推进，联盟发展态势良好。

对于成立 4年，拥有 55家成员单位的尾矿综

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来说，40 余项技

术组成的专利池，似乎显得有些“单薄”。

“技术不多，实用就好。”尾矿联盟副秘书长

杜根杰这样总结专利池的特点。这里的专利没

有一个是躺在书架上、锁在抽屉里的，它们实实

在在地在尾矿综合利用中“大显身手”“独当一

面”，把废物变资源，化腐朽为神奇。

科技日报：一般专利池的知识产权共享都

是以优惠转移方式进行，而尾矿联盟的知识产

权共享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杜根杰：是的，我们知识产权共享的方式是

由这个产业的特点决定的。尾矿综合利用产业

的最显著特征是，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不

同矿山，所产生的尾矿矿物成分、微观结构以及

粒度分布都有较大不同。

尾矿综合利用产业链中，没有“放之四海皆

准”的技术，一项专利在这个矿山适用，换个地

方很可能就不灵了，要“因地制宜”进行研发再

创新。所以在这个产业中，单纯的专利转让是

行不通的，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知识产权共享方

式也要再创新。

科技日报：那么尾矿联盟成员之间的知识

产权共享以什么方式进行？

杜根杰：尾矿联盟成员之间基本不存在简单

的以知识产权优惠转移为特征的知识产权共享

模式，而是以技术再创新为核心，以原有知识产权

技术作为再研发的基础，进行多方合作的产业化

研发与产品市场推广的模式占主导地位。

科技日报：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多方参与，怎

样才能做到多方受益？

杜根杰：各方的利益是在联盟秘书处的协

调与推动下，遵循市场机制和以契约的形式实

现共赢。因此联盟建立专利池，建立成员之间

的沟通、了解与信任的平台，并依托专家团队组

织知识产权共享和产业化实施进程中的再创

新，以及协调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在这个过

程中，让进行合作的联盟成员成为主角，而联盟

秘书处要当好配角，更是不可或缺的粘合剂。

科技日报：您所说的遵循市场机制的“契约

形式”，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杜根杰：联盟专利池中有这样一项技术《一

种利用铁尾矿生产混凝土活性掺合料的方法

（200710118711.9）》，在联盟成立之前由北京科

技大学独家申请，尾矿联盟成立后这项专利进

入专利池。

在这个专利的产业化实施过程中，专利持

有单位未收取专利转让费，而是通过受益单位

支付科研经费，筹建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

等方式，并免费提供研究生现场工程实验场地，

以及联合申报国家 863 项目等方式实现共赢。

其他科研单位则各贡献所长，推进以该专利技

术为核心的再集成与再创新，形成上下游产业

链协同的成套技术。

专利转让，
也可以“不收费”

文·本报记者 王婷婷

来自中国矿业联合会尾矿综合治理办公室

的数据显示，我国尾矿潜在经济价值约 1300 亿

元——这无疑是一块巨大的蛋糕。“要分好尾矿

综合利用这块蛋糕，除了突破技术瓶颈，完善相

关标准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尾矿综合利用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秘书长王书文表示，标准

的缺位已经给这个行业的发展拖了后腿。

科技日报：在尾矿综合利用这个行业中，存

在哪些标准缺口？

王书文：虽然我国的尾矿堆存量已经超过

120 亿吨，年产出量接近全世界尾矿产出量的一

半，但是我们的尾矿综合利用标准的制定工作才

刚刚起步。有关产品和技术大多套用相应行业

的标准，不能够很好地反映尾矿综合利用的产品

和技术的特点、价值及优势，也不足以有效地防

止和规避尾矿综合利用过程中存在和可能引发

的特有问题。

举个例子，尾矿物质成分以及含量决定了其

回收和资源化再利用的价值，目前，我国对尾矿

物质成分的检测技术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标

准体系，给企业资源化利用尾矿带来极大的困

难；对于金属尾矿的综合利用来说，相关标准不

完善、不配套而且明显滞后，导致其技术、工艺和

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以尾矿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

料也因为缺乏标准而无法打开市场。

科技日报：牵头以及推动行业乃至国家标准

的制定，对于联盟来说应该是分内之事，在这方

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面临什么困难？

王书文：目前，我们提出了十余项行业标准

建议项目，尾矿砂产品已经作为机制砂标准的一

部分已发布，尾矿综合利用有价及有害成分检测

方法、闭库尾矿库复垦难度等级等标准正在编制

和申请中。

说到困难，尾矿综合利用的技术很多是跨行

业的，同时由于我国标准体系建设不完备，我们

的很多标准难以找到专业的技术归口单位。

以水泥混凝土的尾矿微粉生产技术为例，近

年来，这项技术进行了广泛推广，并且已经形成

了一定产业规模，在福建龙溪建成了 120 万吨/

年尾矿微粉项目、河北临城也投产了 100 万吨/

年的铁尾矿微粉生产线。但是，尾矿微粉行业标

准的制定工作却远远落后于尾矿微粉发展速

度。在这个标准困局中，既有跨行业的技术局

限，也存在利益冲突。

行业内的很多标准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为

了解决标准的困扰，尾矿联盟在成员之间形成了

一些联盟标准，但这些标准并没有得到国家相关

标准制定机构的认可，甚至没有进行备案，无法

在全行业范围内发挥作用。

目前，全社会对尾矿等废弃物为原料的产品

了解不够，认知度、认同度不高，对产品的质量、

技术性能持怀疑态度，这就更需要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发挥作用。少了标准这颗“定心丸”，何谈

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标准制定，
还应加快脚步
文·本报记者 王婷婷

杜根杰：
尾矿联盟

常务副秘书长

王书文：
尾矿联盟

副秘书长

固体废弃物的第一主角是谁？

面对这个问题，更多人想到的是生活垃圾、

建筑垃圾等等，却很少有人会想到尾矿。 事实

上，目前我国尾矿累积堆存量在 120 亿吨以上，

尾矿已成为我国目前产出量最大、堆存量最多的

固体废弃物。

大量尾矿的堆积不仅会引起严重的环境问

题而且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如果将遍布全国

的尾矿加以利用，其带来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

和社会效益可想而知。这也正是尾矿综合利用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尾矿联盟”）

成立的初衷。

7 月 18 日至 21 日，尾矿联盟组织各成员单

位对尾矿综合利用比较成功的福建新创华建尾

矿微粉基地、浙江中材设计院西南分院进行调

研。在调研活动中，先进的尾矿综合利用技术不

断得到推广和升级，而这样的调研和技术交流活

动联盟每年都会组织四五次。

尾矿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尾矿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化腐朽为神奇，只需要一点“催化剂”

尾矿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于2009
年12月由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现已更名为中国
循环经济协会）发起，联合34家企业、高校和科研院
所等单位共同组建，2010年 3月 22日成立，现有成
员单位共55家。2010年 6月被科技部确定为国家
试点联盟。

图为紫微辰恒雕塑，矗立于首都国际机场T3航
站楼，它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我国古代的浑天仪，主要
制作原材料为尾矿。

文·本报记者 刘园园

2012年 7月，科技部部长万钢会见美国前副

总统戈尔时，将一个名为《对话》的微型雕塑赠送

给了戈尔，并强调这是“中国的低碳艺术”。这座

雕塑的原材料就是尾矿。

中国是个名符其实的尾矿大国，这与我国矿

产资源的“中国特色”密不可分。我国贫矿多、富

矿少，共伴生矿多，而且矿石的品位较差。“这使

得开采出来的矿石中 80%以上都变成了尾矿。”

中国尾矿联盟副秘书长王书文向科技日报记者

介绍道。

据统计，我国现有矿山 15.3 万座，尾矿库

12655 座，而且每年的尾矿产出量还在不断增

加：2011 年尾矿产出量 15.81 亿吨，2012 年达到

16亿吨，2013年则进一步增加到 16.5万吨。

这些产出量惊人的尾矿到底有多少利用

价值？

王书文告诉记者，我国矿业起步晚，技术发

展不平衡，不同时期的选冶技术水平差距很大，

大量有价值的资源存留于尾矿之中。据测算，如

果对现存尾矿中的有价元素进行回收，可回收

2.1 亿吨铁、300 吨黄金、200 万吨铜，以及大量的

钛等稀有金属。

那些无法进一步提取有价元素的尾矿也“浑

身都是宝”。从用作电磁炉托盘的微晶玻璃，到

高楼大厦中的外墙无机保温棉，再到净化海水的

人工鱼礁，甚至到城市中的景观雕塑，尾矿无处

不在地向人们宣示着其“变废为宝”“华丽转身”

的巨大潜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上百亿吨级的尾矿堆存实

际上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尾矿联盟成立，要做的

就是“变废为宝”的“催化剂”。

开展 40 多项尾矿综合利用项目，创造经济

效益近 200 亿元，攻克世界性难题一个，获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个，推动我国的尾矿综合利用

率从 2009 年的 8%提升到 2013 年的 18.5%……4

年来，尾矿联盟的“催化”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

一个理念：变尾矿为资源

黑色金属尾矿、有色金属尾矿、稀贵金属尾

矿、非金属矿尾矿……它们来源于不同的矿产

资源，却都叫做“尾矿”。如何在这个跨行业特

征如此明显的领域，将技术与生产结合起来，

把先进的尾矿综合利用技术推向全国，进而推

动尾矿综合利用的产业化，是尾矿联盟无法回

避的问题。

这本来是一个不利条件，但尾矿联盟却把

它当成了优势。“尾矿的特点决定，它的综合利

用不是一个单位或企业就能完成的，这样正好

可以发挥尾矿联盟的组织、协调和牵头作用。”

王书文说。

2009 年尾矿联盟发现湖北的声荣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尾矿磁选技术“亮点”突出：这项技术

能够将弱磁性、细粒级的矿物分选出来——这

是世界公认的选矿难题。该公司对长阳当地的

一个思路：打通整个产业链

对尾矿资源进行综合利用的第一步就使许

多企业望而却步——这是一个昂贵的门槛。

王书文向记者介绍，尾矿综合利用的第一步

是进行组分分析：先是对尾矿中某几种成分进行

初步组分分析，对尾矿是否有利用价值作出基本

判断后，再进一步对尾矿中的所有成分进行全组

分分析。使用相关实验设备对尾矿进行初步组

分分析的市场价是 1 到 3 万元，全组分分析的市

场报价在 30 万到 50 万之间，许多企业听到报价

后就放弃了利用尾矿的念头。

事实的另一面是，一些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

花费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从国外进口的先进实验

设备一年中将近 1/3的时间是闲置的。

如何让产业上下游实现资源共享，把企业尾

矿资源利用的门槛降低，同时让昂贵的实验设备

不再闲置？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尾矿联盟邀请北京大

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等拥有相关科研设备的 8 个成员单位共同组建

了尾矿联盟公共实验检测平台。实验平台向所

有联盟成员单位开放，而且为成员单位提供免费

或低成本公共检测服务。

对于提出尾矿成分检测需求的非成员单位，

尾矿联盟探索出一条新的收费模式：如果只通过

联盟进行成分检测，那么向企业收取低于市场价

的检测费用；如果进行检测后希望继续通过联盟

进行尾矿的综合利用，与联盟签署“技术打包协

议”，那么检测是完全免费的。

去年，浙江天台承瑞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

司向尾矿联盟求助，原来这家企业的铅锌尾矿

库即将堆满，采矿还在进行，而原则上国家已

经不允许新开尾矿库，这样下去只能停产。后

来，天台承瑞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通过尾矿

联盟的公共实验检测平台对尾矿进行检测并与

尾矿联盟签署了“技术打包协议”，通过开展对

尾矿的综合利用减少尾矿堆存，这座铅锌矿最

终得以继续运营。

加入实验平台的相关科研院所和企业也受

益不少。去年一年，8 个公共实验检测平台的使

用一共增加了 5000 多机时，大大提高了实验设

备的利用率。

“这个公共实验检测平台的好处就是，产业

链的上下游是互利共赢的，我们也正在着手开放

更多这样的公共实验平台。”杜根杰说。

一个平台：上下游资源共享

锰尾矿进行弱磁性矿物回收后，将剩下的材料

制作成建材，这样就实现了尾矿的 100%回收利

用。尾矿联盟先是对该技术进行了产业化论

证，之后积极向全国推广这项技术，目前该技

术已在新疆、四川、贵州和山西等地“落地开

花”，而且已走出国门在印尼和南非的矿产公

司得到应用。

尾矿联盟常务副秘书长杜根杰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尾矿联盟的成员单位中不乏最有技术

优势的科研单位，有些矿产企业希望对尾矿进

行加工利用，但苦于没有技术，就向尾矿联盟

寻求帮助。联盟会组织多位相关专家形成“专

家诊疗组”，对企业的尾矿资源利用问题进行

“诊疗”，最终形成适合该企业的最优技术解决

路径。

在实施尾矿综合利用项目的过程中，尾矿联

盟会将科研单位和技术应用较为成熟的企业“配

对”组成工作小组，对技术需求方的尾矿利用技

术进行联手攻关，科研单位输出技术，企业则输

出相关工艺和装备。

2010 年，山西灵丘豪洋矿业有限公司在利

用尾矿制造混凝土的过程当中，始终难以攻克成

分配比的难题，希望尾矿联盟能够提供帮助。尾

矿联盟迅速组织了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金隅集团

混凝土有限公司和浙江中材设计院共同进行该

项目的攻关。其中北京科技大学负责尾矿材料

配方，山西灵丘豪洋矿业有限公司及北京金隅集

团参与资金投入，浙江中材集团负责工艺和装备

路线的设计。

最后，这个项目的成果超出了预期：在国内

外首次实现利用矽卡岩型铜尾矿生产加气混凝

土；实现利用铁尾矿、金尾矿 100%代替加气混

凝土中硅质原料，综合性能指标提高 30%。

谈到科研单位与企业“配对”攻关的模式，杜

根杰不无自豪地说：“科研人员实验的成功，和生

产线上的成功并不是一回事。采取科研单位和

企业联合实施项目的模式，会大大提高尾矿综合

利用项目的可操作性。”

2013年我国尾矿综合利用率同比提高1.1%

2012 年，我国尾矿综合利用量为 2.89 亿吨，同比增长 7.43%，综

合利用率为 17.8%，比上一年度提高 0.8个百分点。

2013 年，尾矿综合利用量为 3.12 亿吨，同比增长 7.96%，综合利

用率为 18.9%，比上一年度提高 1.1个百分点。

2013年尾矿综合利用年产值达到580亿元

2013年我国尾矿综合利用率为18.9%

2013年从尾矿中回收有价组分约占尾矿利用总量的 3%，有价金

属资源回收量超过 1000 万吨，生产建筑材料约占尾矿利用总量的

43%，充填矿山采空区约占尾矿利用总量的 53%。尾矿综合利用年

产值达到 580亿元。

铁尾矿占我国尾矿产生量一半以上

2012 年，我国尾矿产生量达 16.21 亿吨，同比增长 2.53%，其中铁

尾矿 8.21 亿吨，铜尾矿 3.17 亿吨，黄金尾矿 2.12 亿吨，其他有色及稀

贵金属尾矿 1.36亿吨，非金属矿尾矿 1.35亿吨。

2013 年，我国尾矿产生量达 16.49 亿吨，同比增长 1.73%，其中铁

尾矿 8.39 亿吨，铜尾矿 3.19 亿吨，黄金尾矿 2.14 亿吨，其他有色及稀

贵金属尾矿 1.38亿吨，非金属矿尾矿 1.39亿吨。

全国35%以上的黄金产量来自于尾矿

2013 年，我国黑色金属矿共伴生的 30 多种有用组分中，有 20 多

种得到综合利用；有色金属矿的 45 种共伴生组分中，有 33 种得到综

合利用；全国共伴生金属矿产有 70%以上得到综合利用，综合利用的

金属量占到全国金属总产量的 15%以上。全国 35%以上的黄金、90%

以上的银、100%的铂族元素、75%以上的硫铁矿和 50%以上的钒、碲、

镓、铟、锗等稀有金属来自于综合利用。

生产建筑材料约占
尾矿利用总量的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