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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深入贯彻“科技兴蒙”行动，加快实施科技

“突围”工程，敢于在科技创新上“闯新路、进前列、创一流”，在科技创新主体

培育、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用好“组

合拳”、打赢“攻坚战”、蹚出“新路子”。

鄂尔多斯举全市之力，以加快培育科技领军企业为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多措并举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逐步形成

以“群雁”高飞“头雁”领，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推动科

技创新高质量供给和促进产业结构性调整等方面的引领作用，最大限度地释

放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因子，有力推动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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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全年，鄂尔多斯持续加大重大科技项

目支持力度，鼓励领军企业承担科技计划项目，通

过联合“产、学、研、用”各方主体和创新资源，推进

“企业家”和“科学家”握手行动，合力推进科技成

果转化，激发全社会科技创新动力。全市以项目

引导，产出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向构建具有自身特

色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发展模式迈进了一大步。

近日，鄂尔多斯市联合有关部门，以成果转化

进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度、产业化应用前

景为依据，共同筛选出 2024 年度鄂尔多斯十大技

术创新成果（已具备产业化条件或已实现产业

化），具体内容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高铝粉煤灰/煤矸石制备铝硅
合金创新技术中试成功

作为国家的重要能源基地，鄂尔多斯市在凭

借丰富煤炭资源大量生产能源的同时，也产生了

数量可观的粉煤灰、煤矸石等工业、矿业固废，而

其中的高铝粉煤灰是铝硅资源制备的重要原料。

从 2018 年起，内蒙古蒙泰集团决定改变生产方

式，将铝硅产业板块的原料来源由矿产资源转向

工业固废，集中力量攻克高铝粉煤灰提取制备铝

硅合金的技术难关。

蒙泰集团组成 425 人的技术研发团队，累计

投入近 20 亿元，历时 6 年技术攻关，成功于 2024

年打造出高铝粉煤灰/煤矸石制备铝硅合金万吨

级中试生产线。目前，整体工艺流程已全面打通，

开创了以高铝粉煤灰/煤矸石为原料，铝、硅元素

协同利用，通过活化、除杂方法制备铝硅氧化物，

并以此为原料熔盐电共析-还原法短流程生产高

品质系列铝硅合金技术路线，开辟了高铝煤基固

废高质化利用新路径。

今年 8 月 21 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组织

部分行业专家对该项目开展了科技成果评价，专

家组认为该项目技术创新程度高，技术、经济指标

先进，整体技术水平国际领先，形成了符合我国经

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质生产力。

该项目不仅能变废为宝，有效解决高铝煤基固

废的规模化消纳问题；还将对我国铝工业资源安全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当前我国铝土矿对外依存度高，

进口量在60%以上）；降低铝硅合金生产过程的碳排

放。建议加快该项目工业化开发，推进规模化产业

建设。项目评审后，中国有色协会已出具正式技术

评估报告书，将逐级申报审批项目规模化生产。

半干旱地区矿区生态环境
一体化修复关键技术与
工程示范意义重大

长期以来，矿区生态修复面临着各要素治理

要求各异的问题，制约了生态整体成效和生态系

统功能恢复和提升。隶属于国家能源集团的神东

半干旱地区矿区生态环境一体化修复关键技术与

工程示范项目研发团队，通过长期自主创新和科

技攻关，提出了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的协同处

理与利用理念，揭示了鄂尔多斯地区乃至内蒙古

其他地区半干旱土壤环境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和

基于治理的区划技术，探究了满足不同修复目的

的植被类型和生态修复模式，实现了规模化应用，

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该成果对推动我

国矿区生态修复工程技术革新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通过创新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三

水协同”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技术理论体系，创新“三

维协同”土壤保护和治理技术体系，以及创新防护

林、复垦林、经济林的“三林协同”植被恢复与建设

一体化保护技术体系，揭示了人工修复在遗传多样

性上显著低于自然修复的现状问题及干旱地区生

态系统稳定性提升的驱动因子，为干旱地区生态修

复模式的选择提供可借鉴的依据。项目成果还可

核算研究区域生态产品总价值，为干旱矿区以产品

价值为导向的生态修复提供重要的技术依据。

电石法聚氯乙烯无汞催化
生产技术

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内在要求下，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专注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近 5

年科技研发投入超过 40 亿元，依托于自身科技创

新平台与人才“飞地”模式，持续不断地通过自主

开发推动多项新技术产业化，引领行业发展。围

绕“绿色低碳、碳增值”的发展路径，完成了一大批

典型科技创新示范项目。

其中，该企业研发团队的电石法聚氯乙烯无

汞催化生产技术成为自主开发实现的领域内全球

首台套技术。该技术成果从乙炔氢氯化无汞催化

机理以及基础应用研究出发，完成了无汞催化剂

负载与起活诱导，换热体系、转化器运行方式与配

比、床层温度与出口乙炔控制、原料气除水除杂、

装填与翻倒方法、黄金高效捕集回收等关键工艺

与设备设计，形成了成套的无汞催化工艺包，解决

了催化剂寿命短、副产物量大、诱导期长、热量利

用低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目前，该项目已全面装填无汞催化剂，全面实

现了无汞化工艺生产，打造了电石法聚氯乙烯无

汞规模化工业生产示范工厂，获得了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的认证，并已在“世界新能源

新材料”大会上作为重大前沿科技成果重磅发布。

氢能源管道系统工程化应用
关键技术具备重要深度减碳
和新能源发展带动作用

绿氢是一种绿色、高效的可再生能源，输氢管网

被视为“油、气、电”之后第四大能源输送通道。传统

天然气管道材质是以钢为主体的合金材质，输氢时

面临氢脆、氢鼓泡和氢腐蚀等氢损伤问题，会导致金

属材料损减、裂纹扩张速度加快和断裂韧性下降。

在此背景下，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联合浙江

大学、内蒙古西部天然气公司共同立项了《氢能源管

道系统工程化应用关键技术研究》“科技兴蒙”重大

科技项目，进行氢能源管道关键技术攻关与研发。

项目研发团队深耕玻纤增强型非金属输氢管

道技术，对行业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并在乌海市

落地玻纤增强型非金属耐高压输氢复合管道的示

范应用项目。该示范项目采用的管道内外层均为

耐腐蚀高密度塑料材料，增强层采用双保险防氢

渗透层设计，寿命最高可达 50 年，示范项目从根

本上解决氢脆问题，有效降低氢能源远距离输送

成本、提升氢能源使用效率。

业内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目在突破氢能产业规

模化发展瓶颈、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通过“氢

进万家”来缓解天然气供应压力、实现终端用能领

域深度减碳和带动氢能全产业链科技创新等方面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腰 3椎体肌肉指数前瞻性
注册临床研究

本研究得出了鄂尔多斯地区相关人群肌少症

诊断阈值，肌少症人群较非肌少症人群接受细胞

毒性药物治疗后严重毒副反应发生率明显增高，

项目证实通过主动营养干预可使全程治疗过程骨

骼肌数量稳定或增加；进一步计算分析单位瘦体

软组织接受细胞毒性药物剂量强度与药物诱导毒

副反应的关系，并提出营养与运动联合干预的发

展方向。项目发表了 5篇高水平 SCI学术论文，被

行业相关指南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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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化运输多机智能
协同装卸技术应用于我国
大型露天煤矿

露天煤矿生产组织涉及穿爆、采掘、运输、排

弃、供电、洗选、装车一套完整生产链的协调运转，

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牵一发而动全身。近年来，

国家能源集团所属准能集团致力于一体化智能联

动大数据分析系统的生成，实现每天采集、共享数

据 1亿多条，包括生产数据、经营指标、设备状态、

安全状态等，通过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实现上千

台套生产设备的高效运转。

凭借数智助手、数据分析和数据联动，矿业大

学（北京）内蒙古研究院参与研发的“露天矿机器

人化运输多机智能协同装卸技术”在国家能源集

团所属准能集团黑岱沟露天矿成功上线。

该技术一举解决了鄂尔多斯大型露天煤矿

300t 级大规模重型矿卡无人运输难题，从减少矿

工数量、改善人员作业环境、增强矿山整体安全、

提升煤炭清洁开采能力等多方面赋予了现代矿山

智能化、无人化全新的面貌与意义，有力推动了矿

山开采工艺变革、重型装备机器人化发展、高新技

术转化落地，打通了国内市场煤矿生产、无人驾驶

技术、装备制造、标准制定、信息技术等一体化协

同发展，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

煤基高端相变材料及热转印
油墨用蜡新技术

内蒙古伊泰集团经过 5 年艰苦攻关，自主研

发了煤基高端相变材料及热转印油墨用蜡新技

术，煤经气化、费托合成、精密分离及结晶提纯等

反应分离过程，实现了从煤炭到高端特种蜡材料

的转变，形成相变点覆盖 20℃—80℃范围的系列

相变蜡产品以及热转印油墨用蜡，技术指标均达

到全球领先水平。目前已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建成了 1000 吨/年工业示范装置，

实现了稳定生产。

其中，部分相变蜡产品焓值高达 250J/g，可用

在高精度电子器械温控领域。

该技术的研发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煤炭到高

端新材料的跨越，为煤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探索了一条可行道路，推动国内煤炭资源

综合利用深度延伸，保障下游产业的创新与持续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煤加氢气化联产芳烃和
甲烷技术为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提供世界级新方案

煤 加 氢 气 化 是 指 煤 粉 与 氢 气 在 中 温

（800℃ —1000℃）和 高 压（5MPa—10MPa）条 件

下，发生煤快速热解、加氢裂解以及活性焦炭加氢

等系列反应，最终生成甲烷、轻质芳烃油品和清洁

半焦的过程。今年 7 月，新奥集团下属的新能能

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建设的 400 吨/天煤加氢气

化联产芳烃和甲烷技术成功完成了煤加氢气化一

体化技改项目试车任务，标志着煤加氢气化技术

在鄂尔多斯取得重大突破。该技术适用于高挥发

分低阶煤，具有运行稳定可靠，甲烷产率高，油品

品质高，半焦清洁，废水易处理等特点。

该项目承担“863”国家计划课题，历经了 13

年的设计研发，通过反复验证，最终达到煤向化工

以及能源产品的一次性直接转化，成功实现了煤

炭资源的阶梯利用和全价值开发。

这一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有效缓解石油、天

然气的供需矛盾，保障中国能源安全，还能够满足

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实际技术需求，是实现经

济、社会、环境、生态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我国

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

贡献了新方案。

亿吨级矿区煤自燃多区
协同精准防控关键技术
得到应用

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国家能源集团

神东矿区作为我国现代化煤炭生产基地，其煤层

开采过程中多次重叠扰动效应显著，多煤层群超

大复合采空区煤柱破碎严重，地表井下立体式漏

风通道错综复杂，加之不同矿井采用正、负压通

风，煤炭自然发火愈发严重，防治难度显著增加，

这种条件十分罕见。

国家能源集团所属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联合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矿业大学、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创新性提出了自燃煤层“三

区”联动防控机制与技术体系，系统地研究了多煤

层群立体空间复杂漏风机理及漏风通道分布规

律、超大采空区煤自燃隐患的精准辨识技术以及

分区联动的高效智能堵漏风与防灭火一体化技

术，形成了 1 个自燃煤层“三区”联动防控理论体

系，5 项堵漏风、防灭火技术和 4 套创新装备。核

心技术在神东矿区大柳塔煤矿、石圪台煤矿、补连

塔煤矿、上湾煤矿、保德煤矿等多座矿井成功应

用，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显著，具有很好的推广应

用前景。经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组织鉴定，研究成

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中科合成油煤炭清洁转化
与可再生能源融合技术
示范项目实现并网

中科合成油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落地的煤炭

清洁转化与可再生能源融合技术示范项目，预计

将于 2024 年 12 月底建成并网，本期将实现 6MW

光伏发电系统、2MW/8MWh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

系统融合下的长周期运行。

该项目从能源系统集成、调控、优化等关键技

术方向出发，打造了国内首台套“化工装置+绿

电+大容量储能”一体化耦合重大技术示范装置，

标志着传统煤化工向绿色转型迈出了关键一步。

该技术集成不仅拓展了新型储能技术的应用场

景，提升了化工产品的绿色属性，且储能系统的核心技

术提供方拥有全钒液流电池完整自主知识产权及全产

业链开发和高端制造能力。由于极具创新示范意义，

项目被列入“中国科学院前瞻战略科技先导专项（A

类）”，得到属地区、市、旗三级专项科技资金支持。

同时该创新实践解决了多能耦合过程中的电

力系统稳定性和能源系统安全性难题，优化了多

元电力管理与调度策略，探索了低成本源网荷储

接入方案，为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并网、高效消纳以

及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化

工行业可持续发展及多能源互补的现代能源体系

的构建开辟了可行路径。

图文及数据来源：鄂尔多斯市科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