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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红坤

“我们要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

式。”“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让人民切实感受

到发展带来的生态效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已深入人

心，在生产生活中正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

观念。

由于我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依旧面临着

高污染高能耗的问题，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唯有创新绿

色科技。科技的创新不仅有助于减缓经济发展与资源环

境的矛盾，还可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将绿色低碳、节能

环保产业推向可持续发展的快车道，对推动我国经济又

好又快发展，实现天更蓝、水更清的宏伟蓝图将起到重要

作用。

塑料工业的“前生今世”

塑料是人类发明的重要基础材料，为人们的生产和生

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球塑料年增

长率持续增加。到2018年，全球塑料产量高达3.59亿吨，

同期国内产量达到1.08亿吨。

近些年来，我国的塑料工业迅速发展，在世界各国

塑料制品产量排名中始终位于前列，其中多种塑料产品

如PVC、氨基模塑料等，产量已位于全球首位。塑料制

品是我国石化、轻工行业的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塑料薄

膜、板片、塑料管及其附件、泡沫塑料、包装箱及容器、日

用制品等 10 个子行业。传统塑料制品主要应用在农

业、建筑业和民生等方面，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及生产

工艺的逐渐加强，塑料产业逐步朝着高端领域深入，如

汽车、医药等行业。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社会对塑料制品的

需求将持续增加。

2015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批了我国实施制造

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

这一行动纲领肯定了我国塑料工业的重要地位，表明了塑

料制品仍将持续稳定增长。

为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部署，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十三五”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轻工业发展规划（2006-2020年）》

《轻工业技术进步“十三五”发展指导意见》的要求，继续推

动塑料加工业由大向强迈进。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在

《塑料加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导意见》基础上，编制了

《塑料加工业技术进步“十三五”发展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指出，要坚持“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科技创

新型”的产业方向，大力实施“高效、安全、循环、生态”发展

战略，推动塑料加工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作为世界塑料生产和使

用大国，如何在塑料生产和使用生产中降低工业污染和使

用后的环境污染问题，依旧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一部分

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收集处理的塑料进入生活环境，

并发生破碎、腐化，给地表水、土壤和海洋等带来严重的环

境污染。再比如，塑料生产中排放的有毒气体以及能耗问

题严重等，都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以常见的氨基模塑料（俗称电玉粉）为例。氨基模塑料

是指含有氨基或酰氨基的化合物与甲醛反应而生成的热固

性树脂。工业上应用较多的氨基树脂有：脲醛树脂（尿素—

甲醛树脂）、密胺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

氨基模塑料发展至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早在1920年，

德国BASF就已经开始了对氨基树脂的研究。1922 年，英

国BIP公司生产出第一个塑料产品——BEETLE。在这之

后，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各国逐渐把这一古老的塑料产品转移

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尤以我国为主。1957年，我国从苏联引

进生产技术，逐渐进行工业化生产。经过60余年的发展，

在工艺和设备上都得到了创新和改进，但污染和能耗问题

依然严峻。

这是因为无论是脲醛树脂还是密胺树脂，其生产加工

中都需要产生大量的游离甲醛。甲醛，这种无色、有强烈刺

激性气味的气体，易溶于水、醇醚，是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

的致癌和致畸形物质，以及公认的变态反应源，也是潜在的

强致突变物之一，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主要表现在嗅觉异

常、刺激、过敏、肺功能异常等方面。在我国有毒化学品优

先控制名单上，甲醛高居第二位。

显而易见，如果企业没有很好地处理工业甲醛，会导致

生产工人在工作中身体健康遭到损伤。另外，作为工业废

气之一，甲醛如果没有得到合理地排放处理，同样也会对环

境造成污染。因此，做好甲醛的有效利用有利于多领域的

健康发展。

留住甲醛 少排放多盈利

如今，我国正走向资源节约型社会，国家积极倡导低碳

生产、节能环保理念，举全国之力减少污染、减少排放，提高

生产效益。

面对这样的发展环境，安徽省滁州市十扬环保塑木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素银，表达了他对塑料行业的深深担

忧。他说：“我刚接触这一行时，第一印象就是生产车间弥

漫着的浓浓的游离甲醛气味。当时我透不过气来，两眼流

泪，咳嗽得厉害。我问老板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

题，老板习以为常地说‘这个行业大家都这样呀，要不添加

排风设备，将这个气味吸出排走。’”

在这之后，杨素银始终都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甲醛是氨基模塑料的生产原料之一，游离甲醛挥发越

多，那不就意味着原材料甲醛白白消费了吗？这不仅会伤

害员工的身心健康，造成资源浪费，还严重污染环境。一向

喜欢在氨基模塑料产品生产中搞点研究的杨素银，开始打

破常规思维，投入了十几年时间，做了大量实验，希望找到

一种方法，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游离甲醛，提高生产效益。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年2月24日，杨素银在《中国

环境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留住甲醛少排放多赚钱 甲醛

控制成为氨基塑料行业节能减排头等大事》的署名文章，

该文章对塑料生产行业的污染情况、解决方法，以及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了深刻阐述，一经刊登便在业内引起

反响。

同年年底，杨素银的研究拿到了“一种三聚氰胺甲醛

树脂合成新方法”和“一种环保型电玉粉树脂合成方法”两

项国家发明专利。该技术经过10余年的优化升级，已经

达到了批量化推广的水准。另外两项服务于纺织行业和

宝石市场的专利——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纤维丝(别名：密

胺树脂纤维丝)和氨基塑料型仿玉、仿翡翠等稀有矿石，目

前正在申请中。

杨素银研究出的氨基模塑料新技术，在设备上和旧有

的技术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新技术在树脂生产密胺粉过

程中，树脂合成、捏合及网带干燥工段时蒸发的游离甲醛比

旧有技术降低90%以上，有利于环境保护和操作员工的身

心健康，而且也明显提高了经济效益。

为此，杨素银算了一笔账，他说：“以2010年为例，全

国电玉粉生产60多万吨，密胺粉生产约20万吨，合计80万

吨。按照旧有方法，两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最少会产生

43，840吨游离甲醛，消耗三大主原料（甲醛、尿素、三聚氰

胺）最少107.2万吨。而按照研究出的两种新方法，至少可

以留住43，840吨的游离甲醛，这样就可以每年节约三大

主原材料34.7万吨，按每吨原料甲醛1500元、每吨尿素

2000元、每吨三聚氰胺10，000元计算，一年可以节约开

支约13.0676亿元。同时，在80万吨氨基模塑料的生产过

程中，应用两种新方法合成树脂，每吨产品（电玉粉、密胺

粉）中可以添加含15%左右的无机矿物质（滑石粉、白云石

粉等），约12万吨。这不仅降低了成本，还能保持产品质

量不变，有的标准甚至高于老产品，这是实实在在能看得

见的节约。”

新老树脂合成，节约能源及效益对比表（60万吨+20万吨）

名称

电玉粉

密胺粉

三大主原料

（甲醛、尿素、三聚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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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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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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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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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节约

（亿元）

/

/

/

/

7.8

4.61

0.6576

13.0676

两种新方法（专利）将过量的游离甲醛转变成树脂是显

而易见的，不但可以给员工们提供一个好的空气环境，而且

在节能减排方面同样表现出色。杨素银这一技术创新对整

个行业乃至全社会构建绿色生产体系意义重大。

让创新技术真正走向成果转化

当前，我国的绿色生产体系正继续向纵深推进，“低碳”

“环保”和“发展”这三个领域也告别了过去各自为战的隔阂

状态。

2020年12月9日，国务院通过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草案）》，明确要求根据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影响

程度等，对排污单位实行分类管理，规范排污许可证申请审

批程序，要求排污单位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公开排

放信息，强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

度，采取按日连续处罚和停产整治、停业、关闭等措施从严

处理，提高违法成本。

出台的相应法律，再次表明国家加强对塑料污染治理

的决心，并且释放了关于未来塑料生产加工业的发展信

号。尤其是在《中国制造2025》以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增

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等一系列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未来塑

料行业企业或迎来生产向绿色低碳化、环境友好化转变，塑

料回收及循环再生企业向规模化、规范化转变，产品向可降

解、无害化转变。在这过程中，关于塑料行业的技术创新和

推广很可能是塑料行业新一轮的发展热点。

而从技术的研发到推广，要想尽快让行业取得立竿见

影的节能减排效果，杨素银建议，希望可以在召开氨基塑料

行业会议时，倡导国内生产电玉粉、密胺粉等企业全部进行

技改。同时他呼吁行政督导由行业理事等人员组成，共同

推动技术推广。

杨素银表示，在技改过程中，不需要添加任何设备，不

会给企业带来任何负担，技改后明显会为企业带来可观收

入。那么，究竟怎样在行业中整体推广？杨素银认为可进

行如下程序的探讨：

发明专利
技术A

投入批量
生产B

权威质量
检测C

权威部门
发部公告E

行业推广
技术培训F→ → → → →论证检测

数量对照D

在他看来，A、B、C、D、E、F这几个环节中，最难办的是

投入批量生产B这一环节，既需要厂房、厂地、设备、资金，

还需要得到党及政府的大力支持，如果国家发改委、环境保

护部等部门能够进行相关扶持，自然最好不过。

另外，批量生产时可以请权威部门（环境检测中心）来

检测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空气以及合成树脂液中游离甲

醛的排放量。新技术、旧技术两种方法的生产过程都可以

通过检测记录数据对照，一目了然。

创新低碳环保技术，构建绿色生产体系，达到经济社会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同目标，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

保护责任，创新技术，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

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建设生态文明

的相关举措。这是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

先粗放后集约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也是实现经济发展与

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

（本文配图由滁州市十扬环保塑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创新技术 助力氨基塑料行业走好低碳节约路
安徽滁州市十扬环保塑木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出氨基模塑料新技术，蒸发的游离甲醛比旧有技术

降低90%以上，既节约了成本，又践行了绿色环保理念

杨素银 1992 年担任安徽省滁州市南谯

区腰铺化工厂厂长；1997 年 5 月参加化工部科

技干部全国化工实用高科技高级研修班；2000年

初任南京市广华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厂长；2016年

创立滁州市十扬环保塑木科技有限公司。其

创立公司的初衷为：利用创新科技，留住甲醛，

少排放多盈利，为行业为社会创造更大的效益。

2010年底，杨素银获颁两项发明证书，分别

为：“一种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合成新方法”“一种

环保型电玉粉树脂合成方法”。

“一种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合成新方法”和“一种环

保型电玉粉树脂合成方法”两项发明专利证书

公司所获荣誉

生产密胺粉、电玉粉以及光粉相关设备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