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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石】

2022 年上半年我国电石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2022 年上半年，在煤炭价格持续上涨的带动下，电石所用原材料

（兰炭、焦炭、电力）等价格居高不下，导致电石成本大幅提高，再

加上下游产品市场低迷等因素，进入 6 月来，在上游涨价，下游压价

的不利局面下，全行业处于亏损态势，行业面临地困境有所加剧，生

存尤为艰难，生产运营压力持续增大。

一、上半年累计产量同比下降 0.9%。据我会统计，除 1-2 月累计

产量同比增长 2.1%外，其它单月产量均同比处于下降态势，其中 4 月

产量下幅较大，同比下降 3.92%。

二、上半年国内电石整体价格延续震荡下行态势。最高价格出现

在 3 月中旬的 4550 元/吨，最低价格在 6 月中旬的 3650 元/吨，基本

上价差在 900 元/吨，6月均价较去年同期下降 13.04%，但 1-6 月累计

均价较去年同期仍增长 3.59%。

三、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导致企业成本居高不下。今年以来通

过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干预了动力煤格使其稳定，但化工

用煤不在管控范围，在短期内价格维稳后，因供应紧缺，价格一直居

高不下，据了解，今年兰炭用煤（块煤）价格由年初的 1000 元/吨上

涨至 1500 元/吨以上，涨幅超过 50%。截至 6 月底，吨兰炭产品的煤炭

成本已超过 2000 元，受此影响，兰炭价格从年初的 1600 元/吨上涨至

2000 元/吨以上，而去年同期只有 1000 元/吨。其它原材料价格亦是水

涨船高，如，电力价格普遍上涨 20%左右，河南、湖南更是上涨达到

40%左右，石灰石及电极糊均较去年同期上涨超过 20%以上。原材料与

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电石成本相对于 2021 年提高了 1160 元/吨。根据我

会统计，截至到 6 月底，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为例，电石出厂价约 4000

元/吨（含税），但是生产成本已普遍达到 4200-4300 元/吨，每吨电

石要亏损 200 元到 300 元，而宁夏、乌海等地电石价格更低，每生产

市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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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电石就要亏损 300 元以上。

四、上半年全行业处于亏损态势。据我会不完全统计，上半年除

了 3 月和 5 月行业整体盈利外，其它月份均处于亏损态势，其中 6 月

份理论值吨电石亏损达到 200 多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22%。（供稿：

蒋顺平）

电石出口情况

据国家海关部署数据显示：2022 年 6 月我国出口电石为 19394.58

吨，环比上升159.30%，同比上升73.19%，1-6月份出口量总计60701.98

吨。其中 6 月份主要出口印度占总出口量的 31%，泰国占总出口量的

18%，菲律宾占总出口量的 7%及越南占总出口量的 5%。

近期西北地区电石价格

近期西北电石主流出厂均价由上周末的 3850 元/吨下跌至本周末

的 3833 元/吨，跌幅 0.43%，较去年同期同比下跌 20.96%。

兰炭价格稳中有跌。从 7月初的 1900 元/吨下跌至当前的 1670 元

/吨（出厂价格），吨跌幅达到 230 元/吨。

下游 PVC 价格小幅下跌。PVC 市场价格由上周末的 6850 元/吨下跌

至本周末的 6498 元/吨，跌幅 5.13%，较去年同期同比下跌 28%。PVC

市场价格小幅下跌，下游客户对电石采购积极性减弱，下游 PVC 行情

对电石价格产生利空影响。

【BDO】

近期 BDO 市场持续阴跌

近期国内 BDO 市场持续下跌，虽供应端支撑增强，但下游整体开

工偏低位，且合约有所减量，利空业者操盘心态。贸易市场报盘震荡

下行，实单重心走低。华东地区 BDO 市场跌势延续。进入新交易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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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供应端支撑增强，但下游需求跟进不畅，场内看空情绪仍存。贸易

市场报盘淡弱下行，重心偏低端运行。据了解，近期国内 BDO 价格已

跌破 1.5 万元/吨大关，7 月 19 日报价 14450 元/吨，比上周跌了 1875

元/吨。

BDO 在建情况

7 月 18 日，由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的内蒙古东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 1,4-丁二醇项目公辅空压制氮装置负荷

试车一次成功，标志着项目吹扫、试车工作已陆续展开。

7 月 15 日，中泰美克化工五期 10万吨/年 BDO 项目建设破土动工，

挖掘机、装载机轰鸣声此起彼伏，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据了解，美克化工五期 BDO 项目前期手续办理顺利，长周期设备

已订购完成，目前正在编制初步设计，现场“三通一平”已基本完成，

挖掘机、装载机准备就位。该项目筹划建设 2.5 万吨/年电石法乙炔、

10万吨/年 1,4-丁二醇、24 万吨/年甲醛、13,000Nm3/h 制氢 4套工艺

装置；配套热电装置、焦油炉、循环水、脱盐水站&回用水、空压制氮

站、生产水泵站、全厂火炬、变配电、机柜间、全厂地管/外管等，项

目占地 333 亩，总投资 26.93 亿元，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 24.5 亿元，

增加 266 个就业岗位。

5 月 30 日，中泰集团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五期年产 10万吨

BDO 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据了解，自

2004 年成立以来，美克化工通过一、二、三期项目建设，已形成年产

27万吨 BDO 产能规模。目前，美克化工四期年产 10万吨 BDO 项目正加

快建设，计划今年 7 月 30 日实现中交、10月底投产。同时，中泰集团

其余新增 BDO 项目也将陆续择机开工，届时将形成 170 万吨 BDO 产能

规模，牢牢 占领行业规模制高点，进而转向行业技术和效益制高点，

充分释放新疆能源资源潜能，将新疆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2022 年 5 月 24 日，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美克化工”）

五期 10 万吨/年 BDO 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签约仪式在新疆美克化工园

举行。（来源：BDO 研究院）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Q4NTcwMQ==&mid=2247489214&idx=2&sn=c684772be6c1c1a2498239318badb7f9&chksm=cec199d4f9b610c2ee0c2c3306fe3b238e1820b74d4b87056fa30f1b15d15ed55442f704a5ce&token=283081786&lang=zh_CN&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Q4NTcwMQ==&mid=2247489214&idx=2&sn=c684772be6c1c1a2498239318badb7f9&chksm=cec199d4f9b610c2ee0c2c3306fe3b238e1820b74d4b87056fa30f1b15d15ed55442f704a5ce&token=283081786&lang=zh_CN&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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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已基本建立

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已基本建立，各领域重点工作有序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良好开局。

近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联络员会议，全面

总结 2022 年上半年工作进展，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2022 年上半年，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中

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和领导小组交办事项，加快制定出台分领域、

分行业实施方案和支撑保障措施，积极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大力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升级，深入推进节能降碳工作，强化科技支撑

和财税金融支持，不断夯实统计核算、标准计量、干部培训、人才培

养等基础工作，加大绿色低碳宣传教育力度。总的看，碳达峰碳中和

“1+N”政策体系已基本建立，各领域重点工作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取得良好开局。

会议强调，下一阶段，各成员单位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双

碳”工作取得新成效。一是抓紧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完善碳达峰碳中

和“1+N”政策体系，加快推动相关政策文件出台实施。二是扎实抓好

工作落实。明确责任分工、细化任务安排、强化跟踪调度，加强对地

方工作的督促指导，及时纠正偏差，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既不搞

“碳冲锋”，也不搞运动式“减碳”。三是深化重大问题研究。加强

调查研究和形势研判，密切跟踪“双碳”领域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

新动向，及时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四是做好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积

极开展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主动回应群众和市场主体关切，在全社

会营造共同推进“双碳”工作的良好氛围。五是做好工作成效总结和

经验推广。及时总结各地区各行业推进“双碳”工作的好经验、好做

法、好案例、好建议，做好信息上传下达，加强典型经验做法的推广

政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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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六是统筹对外合作斗争。准确把握气候变化领域国际斗争合作

形势变化，积极参与双多边谈判磋商，认真筹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大力宣传我国“双碳”工作成效，

坚决维护我发展权益。（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官微）

工信部：上半年工业经济实现企稳回升 长期向好基本面不会改变

工业经济在 4月份出现负增长之后，5 月份实现由负转正，6 月份

制造业 PMI 重回荣枯线上方。7 月 19 日国新办发布会上发布的数据，

传递出工业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田玉龙表示，今年上半年，

工信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积极应对上半年国内外环境变

化带来的新风险新挑战，有力扭转了工业经济指标一度下滑的势头，

工业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恢复增长态势，充分发挥了宏观经济“压舱石”

作用。

主要指标呈现四方面亮点

田玉龙介绍，上半年工业经济呈现出以下亮点：一是从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来看，二季度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28.8%，

比 2021 年增加 1.4 个百分点；二是从投资贡献来看，二季度制造业投

资增长 7.4%，高出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 3.2 个百分点，拉动作用明显；

三是工业出口迅速由降转升，实现两位数增长。四是装备制造业快速

回升，特别是 6 月份对整体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七成，装备制造业发

力比较大，说明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工业体系中的作用逐步体现。

“工业经济企稳回升态势不会改变，而且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

改变。”田玉龙表示，当前内外部压力比较大，特别是全球经济放缓、

通胀高企，不可避免对贸易需求、全球供应链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带

来影响，因此下半年我国面对的经济压力较大，环境也比较复杂。

下一步，工信部坚持稳字当头，把提振工业经济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促进工业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具体来看，一是落实落细稳经

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特别是提振工业经济的系列政策要加快落地落实，

支持各地政策措施要靠前发力、适当加力；二是引导扩大投资消费需

求；三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四是加大帮扶中小企业纾困解

难，开展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特别是在减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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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促进中小企业开展综合督查，使政策落地。

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

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对于上半年工业经济恢复增长至关重要。工

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负责人陶青表示，产业链供应链是工业

经济的筋骨和血脉。3 月份以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产业链供应链一

度面临不少堵点卡点，导致部分工业企业停工停产。工信部把畅通产

业链供应链作为工业稳增长的首要任务，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畅通。

具体来看，一是聚焦重点区域，全力打通堵点卡点；二是聚焦重

点企业，建立实施“白名单”制度；三是聚焦重点行业，促进上下游

对接服务。搭建汽车、集成电路、医疗物资等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协调

平台，建立汽车企业零部件库存小于 3 天的“红灯”预警机制、大宗

原材料供应“红黄蓝”预警协调机制等，逐一推动解决企业反映的原

材料供应、员工返岗、物流运输等问题。

数据显示，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及时协调解决企业问题诉求 5.4

万余个，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包括 2.25 万家部省“白名单”企业在

内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均已实现平稳生产，有力支撑工业经济稳

定增长。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产业链稳定是国内生产活动恢复和内循环畅通的基础，经济活动恢复

带动就业和消费加快回暖。同时，生产供给恢复有助于保持物价整体

平稳，产业链稳定对稳定经济大盘和稳定物价有着重要意义。

“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产业链供应链日益畅通，工

业经济迅速扭转了下滑态势，实现了恢复增长。目前，长三角、珠三

角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恢复正常生产，汽车、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

链的产能也全面恢复。”陶青称。

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

年来，产业链水平有了长足发展，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日趋完善，中国

制造正在向中国智造转型，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在大多

数传统工业制造业，我国已逐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部分新兴领域的

产业链正在逐步健全，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但同时，我国产业链水

平仍面临产业布局有待优化、创新能力不足、自主可控水平有待提升

等因素制约。（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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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神木电石能源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 管理成效取得新进步

今年以来，为全面开展精细化管理工作，

巩固落地要素，持续创新管理要素和落地方

式，实现各项管理举措互通互联，推动企业

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公司以“保障安全、稳

定生产、降低消耗、改善环境、精细管理、

持续改进”为工作重点,构建完整、全面的管理体系，实现各项管理举

措互通互联，推动企业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加强燃料调整，煤泥掺烧比例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为确保实现经济

高效运行，热电分厂合理调整掺燃煤种类，将实现煤泥掺烧达 40%作为

今年的重点攻坚目标。在 1 月份干煤泥掺烧比达不到 15%的情况下，通

过外出对标学习，采取改造煤箅子、调整配煤比例等方式，干煤泥的

掺烧比例达到了 33%，截止 6月底干煤泥的掺烧量达到了 5 万吨，湿煤

泥累计用量约 4万吨，合计节约燃料成本 2000 余万元，为公司创造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

保障面煤质量，自动采样系统顺利投用。公司新投用的面煤采样

系统具有自动选点、连续全断面采集试样、收集试样、自动破碎缩分、

自我诊断、余料回收等功能，并且通过与物流系统、门禁系统数据共

享，实现了车辆从入厂、过磅、采样等全过程自动化无人值守，替代

了原有入厂大宗原材料人工采样的模式，克服了受采样工具、主观因

素影响及效率低、风险高、煤样代表性差等弊端，使公司进厂面煤质

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完成中央控制室搬迁安置，自动化、本质化安全水平再提升。公

司新建中央控制室于今年 3 月份陆续完成搬迁安置并顺利投用，此次

搬迁使 DCS 操作人员及出炉机器人操作人员远离生产装置区，降低了

操作人员的安全风险，协调管理效率得到全面提升，对操作人员更加

了解现场生产情况、掌握生产安全动态，更进一步确保各装置安全平

稳运行均具有重要意义。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流程化建设。为推动安全管理基础工

作做实做细，公司在 2021 年标准化建设推进年的基础上，将今年作为

会员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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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化管理推进年，持续夯基固本，系列成果得到政府和行业认可。

得益于安全生产标准化、流程化建设取得的良好成效，公司今年再次

受邀参编了《电石及其下游产品能耗限额》《电石行业碳排放交易》

等多项行业标准；3 月底，在神木市应急管理局组织下，公司作为地区

兰炭行业安全生产示范点拍摄的安全宣传片在神木全市宣传；4月初，

公司作为编制单位制定的《榆林市兰炭行业特殊作业实施细则》由榆

林市应急管理局颁布，在榆林全市推广、执行，为地区兰炭企业安全、

规范生产贡献出了重要力量；6 月份，神木市兰炭产业办全体人员到公

司观摩学习，对公司兰炭生产治理工作取得的巨大进步和系列成果表

示高度赞许，并表示将把公司作为神木地区兰炭生产标杆企业，推广

先进的经验和做法，为地区兰炭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精细化管理是一项战略性、长期性的重点工作。公司将继续深化

精细化管理要素，统筹安排、周密部署，以夯实责任落地为突破，全

面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促进管理“铁三角”深度融合，牢筑企业高

质量发展根基。（综合管理部供稿）

亿利洁能则荣获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据亿利集团官方发布的消息，亿利洁能与

亿利化学公司、亿利制药三家亿利企业再传喜

报。亿利化学公司获 2022 年内蒙古自治区科

学技术奖配套奖励，亿利制药获鄂尔多斯市

2022 年度第一批科技创新-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奖补，而亿利洁能则荣获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近年来，亿利洁能达拉特分公司的创新研发成绩受到广泛认可。

公司成立创新工作室，其研发实施的“电石炉远程出炉控制系统”实

现出炉工序全过程的远程自动控制，突破了机械化出炉领域“卡脖子”

技术，并率先在行业中推广实施。公司截止目前累计研发成果并申请

专利 74 项，其中发明专利 5 项，承担“863 科技计划项目”1 项，参

与制定国家标准 1 项、行业标准 2 项、团体标准 3 项，推动电石行业

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绿色、低碳企业转型。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充分

发挥科技优势，在“创新创造价值”的战略部署下，亿利洁能与亿利

化学公司、亿利制药三家亿利企业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又为亿利集

团写下了亮眼注脚！（来源：亿利集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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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炼化行业重点产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五项强制

性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专家：

受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委托，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组织整合修订的《炼化行业重点产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醇醚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电石及其下游行业单位产品能

源消耗限额》《化肥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变形铝及铝合金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五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完成征求意见稿。

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请组织相关人员对该

五项征求意见稿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前将意见

以电子邮件形式反馈给标准起草组或全国能标委秘书处。

化工行业联系人：周俊华 电话：13621272026 E-mail:

pvc1990@126.com

附件 3：《电石及其下游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国家标准征

求意见稿（略）

附件 6：国家标准意见反馈表（略）

具体见网址：

https://www.cnis.ac.cn/bydt/bzyjzq/gbyjzq/202207/t20220718_5

3572.html

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2 年 7 月 13 日

协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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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部组织召开了重点电石生产企业座谈会

我会近期组织行业内重点20多家电石企业通过视频方式召开了经

济运行分析会，张玉理事长出席了会议并作会议总结讲话，杨传玮秘

书长就电石产业政策、标准制修订及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介绍与

分析。与会代表主要就当前原材料上涨、电石价格下跌、企业严重亏

损及企业营商环境等进行了交流。蒋顺平副秘书长主持会议。

我会根据会议要求，及时调研生产企业运行情况，已向国家工信

部、发改委等部门反映了我国电石行业运行困难的情况说明，同时，

我会也得到了以上部委的反馈。我们相信通过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

我们一定能渡过难关，共同助推电石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技术部组织专家对陕西地区部分企业进行了安全帮扶工作

我会技术部受榆林及神木应急管理局的邀请，对府谷县昊田煤电

冶化有限公司及神木市 4 家电石企业进了安全帮扶工作，专家组一行

主要围绕管理提升，对企业的安全管理制度、岗位职责、操作规程、

应急预案等 4 大类制度进行了把脉、评审及帮扶。同时，也对府谷三

源东山有限公司在电石炉气分析小屋防爆设置、炉气净化区域设置隔

断阀等 13项安全隐患整改方案进行了帮扶，还编制完成了神木市应急

管理局的《2022 年度神木市电石企业安全诊断服务工作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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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电石行业污染物排放现状及治理技术

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 张文斌 屈阳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制造已经走向世界，中国的各个行

业也在与时俱进，各类新型材料的使用逐渐增加，在我们的生活中的

占比越来越大，从而带动化工生产化工原料及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生产

和运输是社会进步的心脏和大动脉。乙炔气，作为工业母气，其主要

用于聚氯乙烯、1,4-丁二醇、正丁醇等的生产；工业母气—乙炔气的

主要方式方法是电石与水反应进行制取，俗称水解法制取乙炔气，目

前使用的乙炔气制取方式主要有湿法乙炔和干法乙炔为主，湿法乙炔

由于其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消耗等方面的缺陷，已经逐渐被干法

乙炔所替代。干法乙炔具有连续生产、压力稳定、纯度较高等优势，

且副产物电石渣中的水分含量处于较低的水平，一般可控制在 2%～8%

左右；水分控制过低，会造成电石渣中的生电石较多，原料浪费较多；

水分控制过高，则会造成电石渣在中间仓和运输车辆中结块，不利于

电石渣的运输于转运，且会增加后续电石渣干燥过程中能源消耗。故

电石渣水分的控制是在为后续的工艺处理节约较多的处理步骤和能源

及物料的消耗，提高装置及能源的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降低

固体废弃物的处理难度，为国家节约能源、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1 电石行业污染物排放现状

电石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设施主要是石灰窑、电石炉和干燥窑。

我国石灰窑特别是一些独立生产建材用的石灰窑污染防治设施相对不

足，环境管理水平较低，部分燃煤石灰窑无任何治理设施，环境管理

水平较差。相比而言，电石企业的石灰窑污染治理水平较高，普遍使

用袋式除尘，颗粒物排放大都能满足现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因原燃料含硫量相对较低，大部分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浓度相对较低，

也有个别企业超标排放；氮氧化物因不同窑型和工艺的差别造成排放

浓度相差较大。

技术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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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石行业污染物排放治理技术分析

2.1 行业末端治理技术

一是颗粒物治理技术。石灰窑和炭材干燥窑的污染防治主要以控

制颗粒物为主，气烧石灰窑污染治理设施主要是加装袋式除尘器，混

烧窑污染治理设施采用“袋式除尘器+湿法除尘器”二级净化处理后排

放。密闭式电石炉气大多用于气烧石灰窑，炭材干燥、供暖等方面，

其治理和利用技术主要是“干法除尘+气烧石灰窑”和“干法除尘+湿

法净化”后再利用技术 2 种。内燃式电石炉废气的治理技术主要是袋

式除尘。二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治理技术。石灰窑和炭材干燥窑燃

烧温度通常低于 1100℃，氮氧化物产生浓度相对较低；个别企业温度

控制不好会造成氮氧化物浓度显著升高，目前主要通过在窑内设置低

氮燃烧器的方式降低氮氧化物的产生量。部分重点地区城市对氮氧化

物排放提出了更高要求，石灰窑脱硝已有成功的案例。某企业对回转

窑石灰生产线实施了 SCR 烟气脱硝处理，氮氧化物进口浓度为 300～

400mg/m3，出口排放浓度稳定在 50～70mg/m3。从不同行业石灰窑采取

的措施看，重点地区钢铁行业的石灰窑和部分安装了在线监测设施的

独立石灰窑加装了臭氧脱硝、湿式氧化法脱硝设施，个别企业安装了

SNCR 或 SCR 脱硝设施。

2.2 余热的利用

在电石生产中热损失很大，当融乳状的电石从电石炉中流入电石

锅的时候带着 2000℃的高温，携带者大量的热，因电石与水会发生反

应生成乙炔气，乙炔气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化学品，回收这部分热量存

在较大风险，很多公司对这部分热量不重视，选择自然冷却，损失了

大量的热能，经过研究，现提出一种可行电石冷却回收方法，电石锅

余热回收方法，该方法将电石锅进行改造制成夹套电石锅，当电石流

入电石锅中时，在夹套中通入空气，用空气流动带走电石锅中电石的

热量，此方法避免了水从夹套流动时泄漏发生的事故的可能性，同时

带有热量的空气可以进行下一步利用。可以用这部分热量烘干炭材或

回收发电，充分利用电石的余热。降低炭材烘干等的能源消耗。

2.3 炉外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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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外脱硫原有的设计是由生石灰仓、消石灰仓组成，同时在生石

灰仓与消石灰仓中间有一道生石灰制备消石灰的工序，需要用到水资

源和电力资源，同时设备的损耗也需要进行考虑。消石灰的主要成分

是氢氧化钙，而电石渣的主要成分同样是氢氧化钙，对于一个干法电

石制备乙炔的公司来说，电石渣中的水分含量一般控制在 2%～8%左右，

完全符合炉外脱硫装置的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工艺指标；生石灰仓中可

以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处理，一个是继续储备生石灰，在电石渣出现

异常情况的时候，能够有生石灰进行代替使用，避免出现烟气排放中

二氧化硫的超标，造成环保事故，增加大气污染的防止难度；生石灰

仓中也可以储备电石渣或者脱硫剂两种准备，将消石灰的制备装置作

为一个通道使用，不进行加水操作，如此可确保系统不发生超标排放

的情况。

2.4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

一是原燃料储存与运输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①炭材、石灰石、

原煤等应储存于封闭料场（仓、库）中。②石灰筛分粉末、炭材干燥

筛分后的炭粉末等粉状物料应采取密闭转运输送方式。必要时，应在

转运产尘点设置集气罩，并配备除尘设施。③电石堆场应在四周设置

不低于 1m的围挡。在电石粉料堆存和转运过程中应采取抑尘措施。④

废电极头暂存于厂区内应封装后在料库贮存。二是其他无组织排放控

制措施。①除尘器应设置密闭灰仓并及时卸灰，除尘灰不得直接卸落

到地面。②除尘灰在厂区内应密闭贮存，电石炉炉气净化除尘灰应采

用焚烧或其他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置。③除尘灰如果采用车辆外运处置，

在装车过程中应采取可行抑尘措施，并对运输车辆进行苫盖，或采用

专用运输罐车，运输过程中采取防止遗撒和渗漏等措施。④电石行业

除尘灰贮存、处置场周边应采取防止除尘灰自燃的措施，应设置防止

除尘灰流失的堤、坝、挡土墙等设施。

2.5 治理废水

在许多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均会产生大量的酸性废水，在废水排

放前必须要进行中和处理，电石渣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应用，而且采

用电石渣来处理酸性废水，处理的成本相对较低，这在许多企业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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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得到了应用。电石渣对于一些工业废水的处理，还能起到沉淀剂或

混凝剂的作用。如湿法选煤所产生的工业废水呈弱碱性，为胶体分散

体系，存在大量带有较强负电荷的胶粒，使得悬浮颗粒难以靠重力作

用自然沉降，而若用电石渣处理高泥质煤泥水，煤泥悬浮颗粒则会快

速地沉降下去，处理方法简单、效果良好。此外，在处理含氟废水方

面，将电石渣与聚丙烯酰胺合用，也取得了较好的处理效果。

结语

电石渣经处置后即可成为化工产品、建筑材料以及环境治理的原

料，在技术层面是完全可行的，并且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在电石渣

的利用方面，应紧扣固废处置这一主题，在原有生产状况不受影响的

前提下，结合本地、本厂实际情况，选取适合的处理工艺，实现电石

渣的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发送单位：有关领导 专业协会 理事单位 会员单位

备注：工作通讯内容供稿以我会及会员单位为主，版权属我会所有。

联系人：郭永明 蒋顺平

联系电话：010--84885707 投稿信箱：ccia0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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