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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比于鲁霾的沉重，冀霾的激烈，

沪霾的湿热和粤霾的阴冷，我更喜欢京霾的

醇厚，它是如此的真实，又是如此的具体。黄

土的甜腥与秸秆焚烧的碳香充分混合，再加

上尾气的催化和低气压的衬托，最后再经热

源袅袅硫烟的勾兑，使得京霾口感干冽适口，

吸入后挂肺持久绵长，让品味者肺腑欲焚，欲

罢不能。”这是网友在雾霾来袭的日子里写下

的段子，曾一次次刷爆“朋友圈”。其实，调侃

段子的背后，透露出的则是对雾霾天气的万

般无奈。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在发布的

《中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提出，尽管政府部

门一直在积极治理大气污染，但世界上污染

最严重的 10个城市中，中国仍占了 7个，在中

国 500 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 1%达到世界

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在前不久的 2016

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环保部环境规划

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指出，目前我国

几乎所有与大气污染物有关的指标的排放，

在全世界都是第一，整个大气环境所面临的

压力前所未有。

空气污染真的要了人
的命，工业锅炉烟气排放
难辞其咎

雾霾是身体健康的“隐形杀手”，甚至比

2013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还可怕。这并

非耸人听闻。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 2013年大气 PM2.5

所致共 91.6万例过早死亡。其中燃煤导致的

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的达到 36.6万例。如果

采取行动控制空气污染，2030年之前大气污染

水平将大幅度下降，这将避免27.5万例过早死

亡。”2016年8月18日，清华大学和美国健康影

响研究所联合发布的《中国燃煤和其他主要空

气污染源造成的疾病负担》报告指出。“91.6万

例过早死亡”，这个冰冷的数据表明人类寿命

因空气污染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报告》称，燃煤产生的颗粒物是大气

PM2.5 的最重要来源因素，2013 年对 PM2.5

年均浓度的贡献率达到 40%。而在特定省市

（重庆、贵州、四川），其贡献率甚至高达近

50%。燃煤已是中国疾病负担的重要贡献因

素之一，2013年，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导致死

亡率已明显高于高胆固醇甚至吸毒。

据《报告》的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大气

污染与控制研究所所长王书肖介绍，这是第

一次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对中国燃煤和其他颗

粒物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引起的当前和未来

的疾病负担进行的综合评估。评估结果显

示，2013 年中国的 PM2.5 人口加权平均浓度

为 54 微克/立方米，估计 99.6%的人口生活在

超出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指南标准（10 微

克/立方米）的地区，工业燃煤排放导致 15.5

万例死亡，工业过程排放导致 9.5 万例死亡。

“到 2030年，燃煤对 PM2.5年均浓度的贡献率

将上升到 44%—49%之间。即便按照最严格

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控制理念，煤炭仍将是大

气 PM2.5和疾病负担的最大单一来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大气污染与

公众健康》报告中也指出：燃煤导致的大气污

染已成为影响中国公众健康的最主要危险因

素之一。专家估计，如果在燃烧技术和煤的

转换上没有大的突破，我国的大气污染可能

还会加重。“和燃煤电厂排放相比，工业和民

用燃煤还存在很大减排潜力，减少工业和民

用燃煤污染排放应成为未来大气污染治理的

优先管理策略。”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曾为此呼吁。

“要环保必禁煤”？煤
炭是我国目前仍不可替代
的主要能源

为减少燃煤对大气造成的污染，我国在

重点城市及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区设立了“禁

烟区”，这使得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要环保必

禁煤”，甚至一些中小城市脱离缺乏天然气、

电等清洁能源的实际，不顾燃油的二硫化碳

污染更严重和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危害，也依

葫芦画瓢地展开了“环保禁煤”。但实际上，

小型燃煤锅炉仍源源不断地大批出厂，用户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和环保部门玩起了“双

行头”：检查时就开启烧油、燃气锅炉，人一走

依旧是燃煤锅炉当家。

临汾市曲沃县立恒钢铁公司转炉车间冒

红烟；唐山市滦县兴隆钢铁有限公司 3 号高

炉无组织排放严重；石家庄市晋州塑胶制品

厂燃煤小锅炉正在运行；天津市北辰区河北

工业大学供热站两台燃煤锅炉烟气无法达标

排放……2 月 19 日至 20 日，2017 年第一季度

空气质量专项督查的 18 个督查组，对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 18 个城市大气污染工作进行

现场督导检查，发现包括上述问题 137 个。

由此看来，如全面实施禁煤还难以符合当下

中国的国情。

众所周知，我国的化石能源特点是“富煤

少油缺气”，煤炭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结构中处

于绝对位置，50 年代的比例曾高达 90%。数

据显示，2010年，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

构中占 68%，到 2015 年才降到 64%。当前，中

国煤炭年消耗量仍约占世界煤炭消费量的一

半，达 40亿吨。

在《中国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中，20多位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一致认为，即

使到 2050 年，我国煤炭所占能源比例仍然不

会低于 50%。可以预见，能源资源条件决定

了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

难以转变，未来几十年内，在清洁能源不具备

经济性的情况下，煤炭仍是我国不可替代的

最主要能源。

中国迫切需要适合国
情的治理大气污染的实用
技术，燃煤工业锅炉将成
为大气污染治理的主战场

其实，找出污染源头并不难。据不完全统

计，我国在用工业锅炉约有 47万余台，其中燃

煤锅炉占到 80%，每年所消耗标准煤约 4 亿

吨。以达到大气污染物排放限额标准Ⅰ时段

为例，每公斤标煤实际烟气量按 13.46Nm3/kg

计算，每年向大气排放烟气达53.84亿Nm3、烟

尘16.152万吨、二氧化硫538.4万吨、氮氧化物

1346万吨。数据显示，工业锅炉（65吨/小时以

下）中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的排放

比普通煤电厂还高出2—4倍。

为此，中国环发国际合作委员会在提交

的一份建议中指出：煤炭将长期作为中国的

主要能源，应推广清洁高效的洁净煤技术，

鼓励研究、开发适应中国国情的技术装备，加

速自身的研究开发与自主创新。

2014年 11月 6日，国家能源局、国家发改

委、环保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燃煤锅炉节能

环保综合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到 2018 年，推

广高效锅炉 50 万吨，完成节能改造 40 万吨，

提高燃煤工业锅炉运营效率 6 个百分点，计

划节约 4000万吨标准煤。

这是继火电行业大幅提高排放标准后，国

家部委首次针对其他燃煤工业锅炉的环保提

标改造措施。业内人士表示，在环保压力倒逼

下，燃煤工业锅炉行业迎来了以燃煤清洁化、

替代化为主要技术路线的节能减排革命，将催

生数千亿元的改造、运营市场。到 2018年，燃

煤工业锅炉改造市场将高达4500亿元。

据了解，在火电与其他燃煤工业锅炉行

业之间一直存在大气污染物排放双重标准，

燃煤工业锅炉标准低，与火电超临界、超超临

界机组相比，技术水平和环保措施落后至少

十年。我国工业锅炉平均热效率仅为 60%，

较国外低 20%—25%。工业窑炉超过 16 万

座，年耗煤量 3 亿吨，供热窑炉平均热效率仅

为 40%，较国外低 10%—30%。技术装备落

后、环保设施不到位是导致燃烧效率低、污染

物排放浓度高的直接原因。

消除工业污染，中国
要走自己的治霾道路

我国自 2013年起已出台一系列治霾政策

与法规，环保治理虽初见成效，但仍任重道

远。专家表示，我国工业化进程比发达国家

晚，雾霾成因更为复杂，治霾要充分考虑自身

国情。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资金不足，

缺乏先进的、适用的新技术是我国在发展能源

工业中消除污染、保护环境很难逾越的障碍。

对污染防治技术，中国政府报告明确指

出：我国环境科技研究的任务，应该是发展适

合我国国情的实用技术，努力协调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控制环境污染的发

展。根据我国的能源结构、资源条件和经济

能力，以燃煤为主的基本格局将成为我国大

气污染控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今后的研究

方向是采用综合的、低投资、低运行费、高效

益、适合国情的技术。

“煤炭本身不是污染，可以通过技术进步

实现洁净利用，我国要实现以节能减排治理雾

霾天气，必须靠科技手段解决。”烟台华盛燃烧

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政华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一语中的。他认为，当前社会

普遍对治霾的难度认识还不够充分，同时经济

效益至上和监管力量薄弱也降低了雾霾治理

的效果。我国的一些环保技术如电厂超低排

放等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大部分

电厂也安装了在线实时监测系统，但仍然有许

多工厂偷排，其实都是经济在作祟。更重要的

是，关于雾霾治理的技术路线还缺乏创新。无

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都经历过从制定标

准到标准执行、从技术开发到技术应用的过

程。我国应该从科学研究出发，针对现实问

题，多方参与治理，才能重现“蓝天”。

大气污染催生新技
术，“控制锅炉烟气排放总
量”在我国首次提出

面对我国严峻的空气污染治理形势，企

业家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日前，姜政华就

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控制锅炉烟气排放总量，

减少废烟气向大气排放”新方法，旨在通过采

用富氧烟气再循环技术，为我国工业锅炉及

电厂中小型锅炉实现大幅度节能减排找到新

的出路。

烟气再循环是指把锅炉煤炭燃烧后排出

的烟气抽回 10%—20%，再送进锅炉作为一部

分送风助燃，故称烟气再循环。因抽回的烟

气中含氮量比空气中含氮气低又称为低碳燃

烧技术，烟气再循环低碳燃烧技术是当前大

型火力发电锅炉的标准配置，技术成熟。

姜政华提出的“控制

锅炉烟气排放总量”新方

法，正是在这个技术之上

采用富氧烟气再循环技

术，可使减排、节能效率

大为提高。

目前，热电厂锅炉采

用烟气再循环技术时的

烟气回收率一般都控制

在 10% —20% 。 如 烟 气

再循环率太高，造成烟气

太多，燃料就得不到充足

的氧气，会出现燃烧不稳

定或不完全燃烧，导致热

损失增加，同时还会增加

黑烟的产生量。

富氧烟气再循环是

把锅炉煤炭燃烧后排出

的 烟 气 由 原 来 抽 回

15%—20%增加到 50%—

70% ，在 50% —70% 的 烟

气再循环中再增加一定

的富氧，姜政华将这项技

术命名为富氧烟气再循环混合燃烧技术。据

介绍，该技术原理由研究者 Home（霍姆）和

Steinburg（斯坦伯格）于 1981年提出。“此前我

国膜法制氧富氧助燃技术尚不完备，所以国

内目前还没有企业从事该技术研发。”

据姜政华介绍，目前一般富氧烟气再循

环可抽回 50%烟气。工业锅炉如采用该技术

后，烟气量可以降低烟尘排放 50%，降低二氧

化硫排放 50%，降低氮氧化物排放 50%。

“在工业燃煤锅炉采用富氧烟气再循环

是可行的、技术是成熟的。不仅如此，在工业

燃油、燃气、燃生物质工业锅炉、火电厂、中小

炉窑等都可采用富氧烟气再循环燃烧技术，

以有力控制烟气排放总量，达到减少雾霾的

形成。该技术是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治理

大气污染最行之有效的简便方法，为我国工

业锅炉特别是循环流化床锅炉应用膜法制氧

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姜政华告诉记

者：“烟气湿度和温度都能影响雾霾天气，治

理脱硫脱硝不能放松，最重要的还是采用富

氧烟气再循环技术，减少烟气排放总量，此才

是根治我国雾霾天气的必由之路。”

姜政华认为，在进行大气污染治理时，最

重要的设计数据之一是锅炉运行实际烟气排

放量。但目前我国在用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限额标准都是以排出烟气每立方米含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多少计算，而没有限定锅

炉实际烟气排放总量。

工业锅炉运行炉膛出口空气过量系数标

准应是 1.3，按系数 1.3 计，以每公斤标煤实际

烟气量按 10.36Nm3/kg 计算，每年就向大气

排放烟气 41.44亿 Nm3，工业锅炉运行炉膛出

口空气过量系数运行好的锅炉在 1.7左右，按

系 数 1.7 计 ，以 每 公 斤 标 煤 实 际 烟 气 量 按

13.46Nm3/kg 计算，每年就向大气排放烟气

53.84 亿 Nm3，大部分工业锅炉运行炉膛出口

空气过量系数都在 2.0左右，按系数 2.0计，以

每 公 斤 标 煤 实 际 烟 气 量 按 15.28Nm3/kg 计

算，每年就向大气排放烟气 61.12 亿 Nm3，工

业锅炉运行炉膛出口空气过量系数一般在

2.0 左右。与工业锅炉运行炉膛出口空气过

量系数 1.3 相比多向大气排放烟气 19.68 亿

Nm3，排 放 烟 尘 590.4 万 吨 ，排 放 二 氧 化 硫

1968万吨，排放氮氧化物 4920万吨。

因烟气总量是根据空气过量系数的变化

而变化，所以导致数据差距非常大，锅炉超排

放烟气量也是直接形成大气污染的主要因

素。“比较可靠的方法是在锅炉运行中实际测

定排烟量，也可以根据锅炉热力计算书、热工

测试报告，得出锅炉在运行负荷下的限额排

放，不得超额排放排烟量。”

现有热力设备最大的节能制约因素在于

空气燃烧法。在常规的化石燃料燃烧装置

中，燃烧过程都是以空气来助燃，空气中含有

大量的氮气（接近 79％），因此导致烟气中

CO2 的浓度较低（约为 13％—16％），直接分

离 CO2 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致使成本过

高。“如果能在燃烧过程中大幅度提高烟气中

CO 的浓度，使浓度达到无需分离即可回收，

就能有效控制 CO2的排放。富氧烟气再循环

技术就是在这种原理下产生的。”在姜政华看

来，控制锅炉烟气排放总量采用烟气再循环

技术应用十分灵活，既可在锅炉系统上使用，

也可在其他燃烧设备、燃烧技术配合使用，都

能达到降低氮氧化物生成量的目的。“通过降

低燃烧器氧气的浓度，烟气还可用来输送二

次 燃 料 。 如 利 用 省 煤 器 后 烟 气（温 度 为

250℃—350℃）的一部分烟气再循环，并可以

实现调节炉膛温度的作用。”

现有工业锅炉的燃烧方式使 NOx 排放

较高，无法通过燃烧调整达到国家环保要

求。“就拿目前普遍采用的 SNCR 和 SCR 燃

烧后脱硝技术，其运行成本不但高，且脱硝剂

为化工产品，在消防等方面存在安全隐患，如

氨逃逸会造成二次污染。”姜政华分析说。

相比之下，O2／CO2 混合富氧燃烧技术

的优越性就十分明显。首先，采用烟气再循

环比达到 50%左右后，以烟气中的 CO2 替代

助燃空气中的氮气，与增加的富氧一起参与

燃烧，使排烟中 CO2体积分数大于 95％，可直

接回收 CO2，与常规空气燃烧相比，SO2、NO

排放量大为降低。再者，富氧烟气再循环使

得燃烧装置的排烟量仅为传统方式的 1／4，

使锅炉烟气排放量明显减少，排烟热损失的

降低，也使得锅炉热效率显著提高。此外，通

过调整 CO2的循环比例，还可以实现燃烧、传

热的优化设计。

膜法富氧燃烧技术已
在我国钢铁、水泥等行业
成功应用，节能减排效果
显著

2012 年 8 月 18 日，由烟台华盛燃烧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研制的“MZYR-12000 富

氧助燃节能装置”在中国企业 500 强—河南

天瑞集团汝州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5000 吨的

水泥回转窑上投入运行。这是目前我国水

泥炉窑配备的最大膜法富氧助燃装置。运

行效果显示，炉窑火焰温度提高了 200℃，

二 次 风 温 提 高 100℃ ，节 煤 率 达 到 8.18% 。

通过在线仪表测试，炉窑排放烟气中 NOx

浓 度 降 低 了 15.64% ，二 氧 化 硫 浓 度 降 低

7.71%，烟气流速降低 2.28%，各项排放指标

达到了设计要求。

该装置采用国内尖端制造技术，率先

把膜法制氧设备大型化。为保障在恶劣环

境 下 的 使 用 ，该 公 司 精 心 设 计 了 自 洁 式

PLC 控制空气过滤系统，可确保膜组件使

用寿命长达 10 年以上。同时，该装置还首

次采用大型集成化膜组件，使富氧流量每

小时可达 24000 立方米，能满足日产 10000

吨 水 泥 炉 窑 和 企 业 自 备 热 电 联 产 每 小 时

450 吨以下的锅炉使用。局部全富氧助燃

技术的应用，不仅让工业炉窑节能率达到

了 10%—15%，也使设备性价比更加合理。

该装置填补了该领域的国内空白，已达到

国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

研究表明，煤炭（包括油品、天然气）在氧

浓度为 26%时燃烧最完全，速度最快，温度最

高，热辐量强度最大，其燃烧机理是高分子膜

在压力差的作用下，使空气中的氧气优先通

过进入，以提高工业炉窑内氧气的含量，让燃

料中的挥发份和没燃尽的碳粒子在富氧中充

分燃烧，最大化地转为热能，在不增加燃料的

前提下，火焰温度提高 100℃—350℃，由此达

到节能之目的。

当前，我国工业总体上尚未摆脱高投入、

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方式，资源能源消耗量

大，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迫切需要加快构

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

色制造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印发的《工

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中

规定指出，未来五年，是落实制造强国战略的

关键时期，是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攻坚阶段。

“结合国家政策和要求，在我国大力推动

以富氧代替空气助燃，锅炉采用控制烟气排

放总量的方式，更符合工业绿色发展的方式，

此举不仅有利于推进节能降耗、实现降本增

效，更补齐了工业绿色发展中的重要短板。”

姜政华表示。

找回蓝天白云，要让富氧烟气再循环燃烧技术大显身手
本报记者 魏 东

科技日报：膜法制氧、富氧助燃技术也称

为有机高分子气体分离膜技术，其研究已有

近百年历史，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膜技术取得

突破，膜法制氧、富氧燃烧才被国内关注。该

技术在我国的应用情况如何？

姜政华：这 是 一 个 值 得 探 讨 的 问 题 。

1983 年美国康宁公司率先应用在燃烧领域，

在熔化炉采用全富燃烧技术并成功。几十

年来，国内外研究机构对富氧燃烧技术和节

能效果、污染物减排效果、燃烧和传热特点

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计算和试验，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被发达国家称之为“资源的创造

性技术”。

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表明，富氧燃烧技术

目前有三种技术，分别是深冷空分技术、变

压吸附制氧技术、膜法制氧技术。深冷空

分技术始于 1903 年，高炉炼钢主要采用（深

冷法）富氧喷煤技术，已有将近一个世纪的

历史，综合节能效益非常显著，至今仍是钢

铁厂标配的主流工艺技术，现在建钢厂必

建 制 氧 车 间 。 变 压 吸 附 制 氧 技 术 发 明 于

1958 年，上世纪 70 年代应用在燃烧领域。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把高炉富氧喷煤作为

钢铁工业节能降耗的重点改造项目，在冶

金行业推广应用。

实践证实，膜法制氧是成熟的技术，特别

是对锅炉、工业炉窑采用富氧烟气再循环混

合燃烧技术，膜法制氧是最安全、投资量少，

且安装简单，操作方便灵活，使用寿命长，维

修费用低，为我国工业炉窑应用膜法制氧开

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科技日报：据统计，我国的水泥、钢铁、有

色冶金、玻纤等工业企业现有各种炉窑约 80

万台，年耗用燃料约 3 亿吨标准煤，其中水泥

回转炉窑每年消耗煤炭 2.3 亿吨。富氧助燃

节能技术对这些行业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姜政华：目前，国外的膜法富氧技术采用

全富氧燃烧，而国内大部分仍采用的是局部

增氧技术。我们研制的局部全富氧燃烧技

术，更适用中国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节煤率

大幅度提高，可与国外最先进的技术相媲美，

而价格又比国外产品低得多，由此带来的经

济、社会效益巨大。因此，膜法制氧富氧助燃

技术是目前我国工业炉窑实现节能减排降耗

的重要手段和必由之路。该技术的成功应

用，也标志着我国工业炉窑节能改造在科技

创新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科技日报：雾霾治理牵动国人的神经，富

氧助燃节能技术可以在这方面担当重任。当

前影响到该技术推广的难题有哪些？您有何

建议？

姜政华：总体而言，国家对膜法制氧、富

氧助燃节能产品的重视尚处于开始阶段。鉴

于这项技术在雾霾治理中的独特作用，我们

期待着对此项高科技的重视应该提高到国家

层面上，在相关的政策制定中也应有所涉

及。这样对该技术的推广，减少废弃物的排

放大有好处。同时，也能壮大我们的行业力

量，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研发中来，

将富氧助燃节能产品的市场越做越大。这同

样离不开国家的支持。

科技日报：在没有一分政府拨款的情况

下，作为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家，您先后举债投

入数千万元去研制、生产中国最大的富氧助

燃装置，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尽管产

品已推向市场，但研发生产投入一时难以收

回，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什么动力使

您在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姜政华：首先这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产品，

为了研发和生产，我将企业的全部资金投入

后仍不够，先后从银行贷款几千万元，后来

又从亲戚朋友、兄弟姊妹手里借钱，为了把

这个产品早日推向市场，我没有给自己留后

路，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辞。走前人没有

走过的路，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勇于超越、

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的信念已融入我的血液

和骨子里。冒险精神是企业家非常重要的

一种天性，要敢为天下先，要勇于成为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企业家只有敢于冒险，才能

够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捕捉到契机。创新

是企业家的生命和灵魂，但对我而言，最终

还是源于肩负的责任。

前进的道路不总是平坦的，曲折带给我

的是磨炼。如给河南天瑞水泥制造的大型装

备，造价 1500 多万元，这些资金都是通过我

们自筹和银行贷款。现在推广一项节能减排

技术非常艰难，企业不做出样板工程，别人是

不会用的。既然在这个行业里拼搏，首先就

要付出，为了完成向枣庄中联、临沂市施可丰

等多家用户生产设备，公司先后从银行贷款

5000 多万元。这些贷款像沉重的大山一样，

压得我有些透不过气来。酸甜苦辣，个中滋

味只有自己知道，目前公司依然没有走出资

金短缺的困境，处于危机境地，但为了这个利

国利民的产品，再艰难也要走下去。

节能减排是国家发展中的大趋势，我们

的产品属于朝阳产业，成长性非常好。尽管

企业背负重债，我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但看到

产品能为国家节能减排做贡献，心里又感到

特别欣慰。尤其是我们的新产品研发成功

后，被烟台市政府授予优秀节能奖，被山东省

政府授予山东省优秀节能成果奖，并下发文

件在全省推广。该产品更受到了国家部委的

高度重视，科技部把富氧助燃技术列入节能

减排和低碳技术推广清单第一名向全国大力

推广。这些都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动力。

科技日报：华盛燃烧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作为当前我国最大的富氧装置生产基地，为

了满足不同行业的需求，公司在新产品开发

上还有何计划？

姜政华：我们正计划研发应用于垃圾焚

烧的富氧助燃装置。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垃

圾 30亿吨,约有 2万平方米耕地被迫用于堆置

存放垃圾，同时带来土地退化及荒漠化现象非

常严重。由于大量塑料袋、废金属等有毒物质

直接填埋或遗留土壤中难以降解，严重腐蚀土

地,致使土质硬化、碱化。垃圾处理是困扰当

前我国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光靠填埋已行不

通，现在垃圾焚烧要解决异味、氮氧化物、二恶

英等有害物体，采用富氧燃烧是一条最为可取

的路径。膜法富氧燃烧技术应用领域非常广

泛，既是新兴产业，也是我国未来新的经济增

长点，市场空间巨大。当前，公司正和实力雄

厚的环保企业兼并重组、联合研发，努力打造

出世界一流的富氧助燃技术。

科技日报：膜法富氧助燃技术有着积极

的示范作用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您对产品的

未来有何期待？

姜政华：找回属于我们的蓝天白云，是 13

亿人民最质朴的期待和梦想。我国通过节能

减排治理雾霾天气，归根结底要走自己经济

发展的道路，这首先离不开先进科技的支

撑。我相信，随着国家对膜法制氧富氧燃烧

技术的重视，会加快其在全国燃烧领域的推

广步伐，我更坚信，这项新技术会在“雾霾战

役”中担当重任，发挥出巨大的减排节能作

用，为美丽中国和早日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

的贡献。

创建美丽中国，应重视节能减排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访烟台华盛燃烧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政华

本报记者 魏 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