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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 

共建“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 

 

日前，浙江大学能源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研讨会暨实践基

地授牌仪式在浙大邵科馆举行。浙江大学向应邀前来参加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工作研讨会的 21 家公司授牌。蓝天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受邀出席仪式，会上蓝天环保被授予  “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实践基

地”。 

会议介绍了浙江大学能源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情况，总结了近

年来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工作经验，并就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工作经

验进行了交流。 

此举为校企合作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将学校优秀

的人才输送到企业进行实践学习提供了平台，将企业生产过程中遇到

的技术难题与学校科研项目相结合，形成产、学、研一体的发展之路。 

 
国电龙源环保设计国内最大脱硝技改 

工程投运   

3月 29日，由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设计、供货及调试

的华能玉环电厂4×100万千瓦脱硝技改项目竣工庆典在浙江玉环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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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该脱硝系统的投运预计年可减排氮氧化物 1万多吨，开创了国

内在役百万千瓦机组脱硝改造的先河，成为国家实施节能减排战略的

一个成功典范。 

玉环电厂脱硝技改项目，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SCR）技术

和蜂窝式进口催化剂，以尿素为还原剂，对 100%烟气量进行脱硝处

置，脱硝效率高于 80%，装置可用率超过 98%。在国内首次采用热风

并经电加热的尿素热解新工艺，降低了脱硝系统的能耗；首次实现尿

素颗粒的气力上仓，提高了尿素颗粒的上仓效率,为我国百万千瓦火电

机组烟气脱硝改造积累了成功经验。 

玉环电厂脱硝项目于 2008 年 1 月启动，2009 年 8 月 20 日正式

开工。2010年 5月，2号机组暨全国首台在役百万千瓦机组脱硝系统

一次顺利通过 168小时试运行，3号、1号、4号机组脱硝系统分别于

2010年 7月、11月和 2011年 3月投运，各项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

值。 

 

远达公司活性焦干法脱硫技术研究进入 

中试实验阶段 

为开发广泛适用于水资源缺乏地区的脱硫脱硝技术，适应北方燃

煤电厂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远达公司开展了活性焦干法脱硫技术

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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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托重庆永川电厂，建成了目前国内最大的活性焦干法脱硫

中试实验平台，可进行烟气量为 10000Nm3/h 的中试试验，远达公司

计划于 2011 年底前，掌握相关工艺及系统性能参数，开发出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大型节水可资源化活性焦干法脱硫技术。 

据估算，预计“十二五”期间活性焦脱硫技术将占中国脱硫市场

10%以上的份额，平均每年将有约 60亿元的市场空间，该项技术的应

用与推广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远达公司开展燃煤烟气同时脱硝脱汞 

技术研究 

汞的使用与排放不当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已成

为国际上备受关注的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在国家环境保护部的统一

部署下，我国多家燃煤电厂已启动了燃煤电厂烟气汞排放监测和治理

试点的相关工作。 

远达公司依托合川烟气净化综合实验基地、脱硝催化剂生产基地

等平台，制定了同时脱硝脱汞技术路线，开展了 SCR同时脱硝脱汞催

化剂及相关工艺技术的研发工作。该技术通过对现有脱硝催化剂的改

良，提高烟气中单质汞的氧化性能，使烟气中的汞在脱硝系统中被去

除。该技术的优势在于充分利用脱硫、脱硝和除尘设施实现对烟气汞

的协同脱除，无需单独设置脱汞设施，实现投资和运行成本的大幅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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