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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本报讯 随着广西防城港核

电1号机组日前升至满功率，中国

广核集团（以下简称“中广核”）21

台在运核电机组首次实现全部机

组同时满功率运行。这是继今年6

月30日辽宁红沿河核电站首次实

现四台机组满发后，我国核电行业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

思想的又一个新成果，也是各级政

府为落实中央鼓励清洁能源发电

精神，将核电纳入清洁能源管理所

取得的良好成果。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全

面推动绿色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

能源结构，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

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核电是一种清洁、安全、可靠

的能源，具有资源消耗小、环境影

响小和供应能力强等优点。面向

2035年，为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的

目标，核电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促进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和低碳转

型、深化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等方面，承担更加重要的任务和

责任。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8

年1月~6月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

据，1月~6月，受市场预期向好、高

温、雨水较少等影响，全国全社会

用电量32,291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9.4%，全社会用电需求较去年

增速明显。其中江西、浙江、湖北

等省份用电负荷更是创历史新

高。核电多发满发运行，将为我国

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起到重要支撑

作用。

2017 年，中广核清洁能源上

网电量为2119亿千瓦时（包括核

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减

排二氧化碳约1.6亿吨，相当于种

植48万公顷森林。核电作为我国

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落实我国节能减排目标，建设环

境友好型、资源友好型社会具有重

要意义。 （核 讯）

□ 申 海 李佳佳

经过聚合、纺丝、牵伸“热身”，

再入氧化碳化“炉烤”，48K大丝束

碳纤维一身黑亮，“破炉而出”——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股份公司的

“PAN（聚丙烯腈）基大丝束原丝

及碳纤维技术及工艺包开发”项

目日前通过中国石化组织的权威

专家组鉴定，大丝束整体技术填

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悉，碳纤维是一种含碳量在

95%以上的高强度、高模量新型纤

维材料。其力学性能优异，比重不

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倍~9倍，

并且还具有耐腐蚀性、高模量的特

性，被称为“新材料之王”，也被称为

“黑黄金”，在各行各业有着广泛的

应用前景。不过，碳纤维也有着森

严的技术壁垒，迄今为止核心技术

也只有日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

拥有并掌握。

在碳纤维行业内，K 指的是

1000，48K就是48,000，就是一个

喷 头 同 时 可 以 喷 出 48,000 根

丝。目前，国内每束碳纤维基本处

于 1000 根 (1K)～12,000 根 (12K)

之间，称为小丝束。48K大丝束的

最大优势，就是在相同的生产条

件下，可大幅度提高碳纤维单线

产能和质量性能，并实现生产低

成本化，从而打破碳纤维高昂价

格带来的应用局限。

2016年5月，上海石化开展碳

纤维48K大丝束原丝工业化研究

试验。2018年1月，成功开发了大

丝束碳纤维的聚合、纺丝、氧化炭

化工艺技术，形成了千吨级PAN基

48K大丝束碳纤维成套技术工艺包

的技术基础。3月份，成功试制出

了国内真正意义上的48K大丝束

碳纤维，并贯通工艺全流程。据测

试，48K大丝束原丝经过氧化炭化

成48K碳纤维大丝束后，单丝强度

达到高性能。这为上阶段通用级

碳纤维(小丝束+大丝束)的技术升

级，以及高性能碳纤维的生产，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上海石化腈纶部总工程师

黄翔宇介绍，从12K小丝束到48K

大丝束，并不是把喷丝口数量从

1.2万个放大到4.8万个这么简单，

中间要走过一条十分艰难的攻关

之路，这需要深厚的科研理论作指

导、丰富的实践经验作支撑，才能

解决很多关键的技术难点，而上海

石化十年磨一剑，创造了这一条

件。可以说，从12K到48K的成功

突破，标志着上海石化碳纤维技术

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不仅填补了

国内空白，而且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并将对“上海智造”工业产生巨

大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一阶段千吨级碳纤维

装置开车以来，截至2018年 5月，

已累计生产原丝4286吨，生产碳纤

维709吨。独特的NaSCN湿法原

丝工艺，使生产的碳纤维具有优异

的表面结构和界面性能，可极大增

强碳纤维复合材料性能。

凭借上海石化这一国家首批

命名的“合成纤维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上海石化与上海石化院共建

的“中国石化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

重点实验室”、上海石化院与七家

企业研究院建成投用的“合成纤

维加工应用中心(FTC)”三大体系

所构成的中国石化高性能纤维及

其复合材料的创新平台，上海石

化碳纤维已经在传统能源领域显

现身手。在莫桑比克N6公路、天

津津滨高速立交桥、沈阳至丹东

铁路线、辽宁蓡窝水库等 9 个病

险基础设施维修工程中，采用碳

纤维拉挤板材加固，不仅施工高

效便捷，而且结构承载力明显提

高；在碳纤维齿轮替代进口塑料

齿轮，以及加固修补液相丙烯、抽

余碳四、火炬气、甲烷氢、氮气、污

水等石化管道、高腐蚀设备、化工

车间受腐蚀建筑等方面得到示范

应用，效果良好。

上海石化还与胜利油田分公

司及其改制企业新大管业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开发碳纤维抽油杆，

经过5个批次的试验后，抽油杆性

能优良，同国外碳纤维水平相当，

完全可以取代进口。截至2017年

底，胜利油田已使用上海石化碳纤

维连续抽油杆试验应用共 93 口

井，累计用杆20.9万米，目前正在

进一步推广应用，特别是西北高腐

蚀深井。

随着 48K大丝束碳纤维的面

世，上海石化碳纤维技术有了支撑

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迎来更加广

阔的应用前景。在传统能源和新

能源领域，该公司将开发生产通用

级、低成本大丝束、高强高模量级

碳纤维原料，重点应用到油田(抽

油杆、抽油套管、部件等)，常压及

高压容器(高压CNG瓶、车载CNG

罐，储氢气瓶，压缩空气瓶等)，加

油站双层罐、车载罐，石化管道修

复加固(各种材质、工况的厂区管

道，长输原油管线等)，大容量风电

叶片等；在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

民用航空、风电等高端领域，实现

商业应用或产业化示范应用。目

前，该公司已与海上风电、大型风

电、汽车行业等相关项目展开合作

意向。

上海石化大丝束碳纤维技术“破炉而出” 大庆石化
上半年利润超18亿元
本报讯 大庆石化公司7月25日透露，

上半年，大庆石化公司累计加工原油301.01

万吨，生产乙烯59.15万吨、合成氨20.75万

吨，实现营业收入248.87亿元、利润18.73亿

元，炼油和化工持续保持盈利态势。

今年是大庆石化实施“十三五”规划承

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公司坚持市场导向和

效益原则，努力发挥一体化优势，统筹优化

资源配置，上半年生产经营目标圆满完成。

1月~6月，在统计的29种主要产品产量中，

有22种好于去年同期，煤油、石油焦等12种

产品产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节能节水完

成进度目标。

在深入开展挖潜增效工作中，大庆石化

大力实施市场战略，建立健全分析研判、风

险应对、快速反应的市场机制，努力赢得发

展主动权。各单位通过采取原料结构、产品

结构、生产方案、能源结构优化等措施，上半

年实现优化增效1.97亿元。大庆石化根据

效益和市场需求，及时进行效益测算，加强

生产优化，调整产品结构，上半年炼油厂共

生产石蜡12.57万吨，增效1059万元；塑料

厂通过抓好2420D、QL-505P等高效产品

生产，增效3458万元。

面对生产装置处于大检修前运行末期

的不利局面，各单位精心组织生产，加强日

常操作管理，努力确保生产装置平稳创效。

截至6月30日，化工二厂合成气装置国产烧

嘴已连续运行163天，创国内最长运行纪录。

在炼油生产方面，大庆石化重点抓好原

油进厂、加工和成品油出厂等工作，使原油加

工量同比增加14.41万吨，超计划进度9.01万

吨。在化工生产方面，大庆石化按照效益情

况，积极优化原料结构，使下游加工装置实现

配套平稳生产。上半年，化工一厂三套裂解

生产、E2装置开工同比增效1.28亿元；化工

主要产品超额完成计划，腈纶生产扭亏为

盈。化肥厂积极加大液氨出厂力度，二季度

化肥生产利润达1704万元。 （秦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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