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
技术装备研发标准

0 总则

为使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技术装备和第二代

中国浮法玻璃技术装备创新研发目标更清晰、路

径更明确、内涵和标准更清楚，验收和达标更有

依据，从而推动与提升我国新型干法水泥和浮法

玻璃产品品种、功能、质量、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能耗与排放等方面届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第

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领导

小组的领导与组织下，研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广

泛征求行业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二代新

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技术装备研发

标准》和《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技术装备验收规

程》、《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技术装备验收规程》（另

发）。

研发创新的标准必须坚持国际领先的原则，

不仅现在领先，而且验收时仍然是国际领先；必

须坚持创新的原则，核心技术必须是新的创新成

果而不是原有技术的集成；必须坚持衡量任何一

项技术装备的研发是否达标要与其实际产生的效

能效果相一致；必须坚持对每项研发成果的独立

效果考量，对辅助或另外采取其他手段带来的效

应与效果必须将其排除；必须坚持择优的原则，

在创新的技术水平同等的前提下优先选择“第二代

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领导小组

明确立项的研发单位的研发技术成果，一旦他人

更领先时，可以择优选择。在两个以上研发单位

同类技术成果同时满足研发标准时，优先选择留

有更高空间或更有提升可能的技术成果。

《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

技术装备研发标准》制定的主要依据是《第二代新

型干法水泥技术装备研发方案》和《第二代中国浮

法玻璃技术装备研发方案》加以提炼并具体为研发

标准的。同时相应制定了《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技

术装备验收规程》、《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技术装备

验收规程》。在《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

浮法玻璃技术装备研发标准》的制定中进一步明确

了有关名词的定义和有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1 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技术装备研发标准

1．1 高能效低氮预热预分解及先进烧成技术研发

攻关技术达标要求

运用先进的高效能和低氮燃烧理论，以计算

机模型和数字化模拟的科学方法，指导研究水泥

窑拓展功能、提高效率，不仅能生产高标号水泥，

而且在利用废弃物替代燃料降低能耗和排放等方

面全面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地降低各

种污染物排放。

致力创新预热器、分解炉、喷煤管、篦冷机

的节能降耗技术，提升分解炉和第四代篦冷机的

能耗技术与效率；致力创新预热器新技术，不仅

挖掘现有效能，而且由 5节变 6 节突破；研究开

发新型耐火材料，提高窑体保温效果，实现熟料

烧成可比热耗达到 2 680kJ/kg.cl，烧成系统电耗达

到 18kWh/t。致力开发更先进的旋窑、预热器、

分解炉、燃烧器、冷却机的功能与效能，进一步

提高悬浮预热、预分解和高温烧成过程的燃烧、

传热效率，降低氮氧化物的产生量，研究与攻破

氮氧化物在窑体内大部分先消化的功能。

注：熟料可比综合煤耗是指以熟料 52.5MPa 为基数

统一修正后，并扣除余热发电后的综合煤耗，主要包括烘

干原料、燃料和烧成熟料所消耗的燃料。熟料烧成可比热

耗是指在 72h考核期内生产 1kg熟料消耗的燃料燃烧热平

均值，按熟料形成热修正到 1 735kJ/kg.cl（415kcal/kg.cl）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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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石 CaCO3标准偏差 S＞3%时应设置预均化堆场
原料进料成分变异系数 R＞10%时应设置预均化堆场

粘土 可与石灰石一起进行预配料，并参与预均化

砂岩 SiO2含量在 80%~85%之间时，采用堆棚、铲斗车设施

铁粉 Fe2O3含量在 30%~50%之间时，采用堆棚设施

煤
煤的灰分大于 30%，标准偏差 S＞5%时应设置预均化设
施；入窑煤粉相邻两次检测灰分 A的波动大于±2%，挥发
份 V的波动大于±2%时应设置预均化设施

表 1

海拔高度统一修正后所得的热耗。

1.2 高效节能料床粉磨技术攻关达标要求

在料床粉磨已显现出更高的能效和产能效率

的基础上，通过料床挤压粉碎的计算机仿真模型、

高效料床破碎理论研究，提升水泥立磨终粉磨优

化技术和提升水泥辊压机终粉磨优化技术，进一

步提升无球化料床粉磨技术的效能效率，开发与

完善适用不同原料、燃料和熟料配比的新型磨盘-

磨辊水泥辊磨，提高运行可靠性和不同粉体性能

的可控性，特别要满足混凝土对水泥的级配、粒

径、粒型和需水性等要求，实现系统产量 180t/h，

水泥粉磨可比综合电耗达到 27kWh/t以下。

注：

（1）此处产量指 PO42.5 水泥按国家标准的各龄期强

度、性能和最大混合材的掺入量。

（2）系统产量：以 5000t/d熟料生产线为基准，以两

套水泥粉磨系统配置推算单套系统产量。Q=5000÷0.75÷

0.8÷24÷2=174（t/h），取 180t/h。

（3）水泥粉磨综合电耗：包括从配料库底到水泥成品

入库为止（包含输送，但不含气力输送），不包含用于烘干

热耗折算的电耗。

（4）由于水泥强度和熟料掺入量都已经修正，因此此

处水泥细度可以不作为指标。

1.3 提升水泥窑废弃物安全无害化处置功能和替

代燃料技术攻关达标要求

主要是根据新型干法水泥窑的特点，重点研

究开发协同处置工业废弃物、城市垃圾、污泥的功

能与利用技术，在保证水泥正常生产和稳定产品质

量的前提下，研究开发废弃物的安全无害化处置和

替代燃料利用技术与装备，在提高不同质的原料、

不同的燃料的均化和配置技术的同时，提高替代燃

料利用率。使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协同处置生活垃

圾的技术与装备，水泥窑协同处置大宗城市废弃物

及危险废弃物的技术与装备，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泥

的技术与装备，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用耐火材料的

设计与制备技术全面提升，使水泥窑炉具备环保功

能。在环境条件许可和需要的情况下，实现利用废

弃物、城市垃圾、替代燃料达到 40%，节省吨熟

料煤耗在现在 720kcal/kg.cl（按每公斤标煤热值 7

000kcal计算）的基础上，再降低 30%~40%，同时

实现二噁英/呋喃类排放小于 0.1ngTEQ/m3，汞排放

小于 0.05mg/m3，TOC 排放小于 10mg/m3，氮氧化

物排放小于 200mg/m3，二氧化硫排放小于 50mg/

m3，粉尘排放小于 20mg/m3。

注：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物及资源利用过程中，

废弃物进入水泥窑系统，替代了部分水泥常规原料和燃

料，因此水泥窑系统在接纳废弃物后，需要关注更多的是

排放技术指标，以减少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真正做

到无害化及资源友好利用。通过对国内外水泥行业污染物

排放数据的统计分析，以及现行排放标准的比较，确定了

废弃物安全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技术指标要求。其

中，常规污染物排放指标将比国内现行排放指标严格，考

虑到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物，承担资源再利用、环境保护

的社会职能，一些特殊污染物排放限值依然参考国内现行

标准和欧盟最新工业排放标准。

1.4 研究与提升原料、燃料均化配置技术攻关达

标要求

主要是研究与提升不同原料、不同燃料的均

化配置技术，使不同质的原料、燃料都有科学的

配方和合理使用的规则，做到物尽其用，把其作

为促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能耗、物耗、减少排

放、充分扩大资源利用成功的重要支撑。实现石

灰石出堆场 CaO 标准偏差≤1%或均化系数≥6，

生料出均化库 CaO 标准偏差≤0.20%或均化系

数≥5，煤预均化出堆场煤低位热值标准偏差不高

于 630kJ/kg或均化系数≥4。

注：为稳定水泥窑的正常热工操作制度，提高熟料

质量，增加产量，保证窑系统的长期安全运行，水泥生产

对入窑生料成分的均匀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通过对国内

外水泥行业对物料均匀性的评价体系，以及常见的总包工

程性能测试方法的归纳总结，确定了二代水泥原、燃料均

化配置指标要求。

（1）原料预均化与储存主要由最初的多库搭

配与多点下料，发展为长形与圆形预均化堆场。

当企业规模较大，原燃料设置预均化设施的一般

条件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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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技术装备研发标准

项目 长形预均化堆场 圆形预均化堆场

占地面积 储量相同时，占地面积大
储量相同时，占地面
积省 30%

均化效果
布料方法多，布料均匀，
均化效果好

圆环形堆料，内外相
差大，不够均匀

操作方式
堆料机、取料机分布对两
个堆料交叉作业，若失控
有相撞危险

堆料机、取料机围绕
设备中心 360°旋转进
行堆料、取料，自控
方便

投资及维修费 投资及维修费用高
设备费可减少 30%~
40%

使用条件
便于扩建，适用于粘土预
配料

不便扩建，粘料易堵
中心卸料仓

表 2

（2）当需要采用预均化堆场时共有两种方式

可供选择。两种形式的预均化堆场的比较如表 2。

（3）入窑生料的均化分间歇式空气均化库和

连续式均化库。两者性能指标对比如表 3。

1.5 攻克窑体氮氧化物消化和提升窑尾脱硝的技

术攻关达标要求

在优化原料、燃料配制和效能的前提下，研

究与攻克窑体自身消化氮氧化物的功能，改变与改

进氮氧化物处置方式，实现 NOx由单一从窑尾排

出转向由窑体内自身消化大部分之后再由窑尾排

放，使二次燃烧脱硝技术控制在 132ppm（不喷氨），

达到不带烟气脱硝 NOx排放水平低于 400mg/Nm3。

提升处置氮氧化物还原催化技术，降低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使带烟气脱硝 NOx排放水平达到欧洲

先进水平 250mg/Nm3，并争取在采用更先进脱硝

技术和开发可重复使用的高性能催化剂，使 NOx

排放水平达到 200mg/Nm3。

1.6 数字化智能型控制与管理技术攻关达标要求

通过运用模糊逻辑、神经网络理论和模型预

测控制技术，将现代智能化控制与现代管理的原

理融入水泥生产全过程，全面提升自动化生产控

制和管理水平。主要开发水泥生产能效监测控制

技术，智能化运行控制技术，数字化计量分析管

理技术，将智能型工艺控制技术运用于现代工艺

流程、物料燃料配置与消耗检测、产品质量检测、

物流和经营成本计量等实行全方位的系统智能化

管理，整体提升生产过程和管理的控制，提高运

营效率与效益。将世界水泥行业一流的智能技术

融入中国水泥工艺流程和生产管理全过程，实现

过程控制参数采集率达到 100%，能源管理系统投

入率 100%，系统最优参数运转率大于 98%，熟

料产量增加 3%，燃料消耗减少 3%，劳动生产率

提高 1.5~2 倍，5 000t/d 生产线定员达到 60~80

人，生产线管理费用成本下降 30%。

注：熟料产量增加 3%，燃料消耗减少 3%，劳动生

产率提高 1.5~2倍是指在现有的先进水平的基础上通过信

息化方式产生效果。认定时需通过专业的能源管理机构检

测并出具报告。

1.7 新型低碳高标号、多品种水泥熟料生产技术

攻关达标要求

拓展与提升水泥窑生产高标号和多品种水泥

的功能，在需要的前提下能够生产硅酸盐水泥

70~80MPa，硫铝酸盐水泥 70~80MPa 的高标号水

泥，并且能够能动地调剂生产各种特种水泥的功

能，特别要在开发低温烧成的、以硅酸盐矿相、

硫铝酸盐矿相为主的新型低碳高标号水泥熟料矿

物，并充分利用各种工业废渣、低品位矿物尾渣

生产出中国特色的低碳高标号和多品种的高质量

水泥。包括新型低钙水泥熟料的研究及工业化应

用，新型静态水泥熟料煅烧技术的开发，低能耗

环境友好型水泥熟料烧成系统，高水化活性贝利

特水泥的研究与生产。实现贝利特硫铝酸盐体系

低碳熟料 CO2排放量吨熟料小于 0.64吨，原料中

工业废渣使用比率>30%；高贝利特体系低碳熟料

可比 CO2排放量在现在普通熟料 0.9 吨/吨 CO2排

放量的基础上再降低 10%；可比熟料综合煤耗在

项目

间歇式均化库 多流式均化库

双层
间歇

串联
连续

混合
式库

均化
室库 IBAU库 MF库 CF库

均化压力
kPa

200~
250

200~
250 60~80 60~80 60~80 60~80 60~80

均化用气
量 m3/t 9~15 16~29 10~15 18~25 7~10 7~10 7~12

均化效果
H 10~15 8~10 5~9 11~15 7~10 7~10 10~16

建设投资 很高 很高 低 低 较高 较低 较高

操作要求 复杂 简单 很简单 很简单 很简单 很简单 简单

特点

库 高
60 ~70
米，土
建费用
大，电
耗大

土 建
费大，
效 率
不高，
电 耗
大

土建费
低，管
理方便

土建费
低，管
理 方
便，电
耗略高

土建复
杂，电
耗 省 ，
管理方
便

管理方
便，电
耗低

均化效
果 好 ，
土建费
高，控
制复杂

混合式均化库

均化
电耗

MJ/t

kWh
/t

1.44~
2.34
1.4~
0.65

2.52~
4.32
0.7~
1.2

0.54~
1.08

0.15~0.3

1.80~
2.16

0.5~0.6

0.36~
0.72

0.1~0.2

0.54

0.15

0.72~
1.08

0.2~0.3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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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普通熟料 720kcal/kg.cl（折合 103公斤标煤/吨

熟料）的基础上再降低 10%。

1.8 高性能高效率滤膜袋收尘技术攻关达标要求

研究开发高性能高效率的滤膜材料，提高质

量与性能，优化提升薄膜袋收尘和提高创新电收

尘技术与装备，提升玻璃纤维/高分子复合高性能

滤料制备关键技术，推广玄武岩纤维滤料制备关

键技术与示范应用，低阻、高效大型袋式除尘器

捕集 PM2.5超细粉尘和二英技术，全面优化提升

袋收尘和电收尘技术，重点以解决 PM2.5 的颗粒

物排放为目标，配置严格有序的操作规程，增加

收尘设施配置，实现水泥工业粉尘有组织零排放，

收尘每立方米控制在 20毫克以内。

1.9 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技术经济指标达标要求

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技术经济指标全面达到：

（1） 熟 料 烧 成 可 比 热 耗 <2 680kJ/kg.cl

（640kcal/kg.cl）；

（2）可比水泥综合电耗<75kWh/t（PO42.5）；

（3）替代燃料率>40%；

（4）新型熟料水泥可比 CO2排放量降低 25%

以上；

（5）主要生产设备粉尘排放量<20mg/Nm3；

（6）劳动生产率提高 1.5~2倍；

（7）生产线定员 5 000t/d生产线 60~80人；

（8）可比管理成本降低 30%；

（9）可比生产成本降低 15%～20%。

2 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技术装备创新研发

技术达标要求

2.1 浮法玻璃质量品种创新提升技术攻关达标要求

要把攻克我国浮法玻璃原片质量微缺陷多、

稳定性差、不能满足高档建筑，尤其不能满足以

汽车前风档玻璃为标志的原片质量攻关作为第二

代中国浮法玻璃创新研发的主要目标。要针对浮

法玻璃微缺陷偏多、稳定性差、原片质量档次偏

低、品种功能受限、高档用途不足等问题，致力

研究原料优化技术、奠定产品质量基础，着力提

升与优化熔窑熔化技术作为稳定原片质量的关键，

创新提升优化锡槽结构作为提升功能、增加品种

的重要支撑，使浮法玻璃整体技术与装备水平全

面升级，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浮法玻璃的原片质

量、品种和技术功能全面升级，实现浮法玻璃

0.1mm 原片点状缺陷不超过 50 个微缺陷/吨玻璃

成品，2mm 厚浮法玻璃光学变形≥55°，2mm 厚

浮法玻璃产品连续稳定生产时间达到 45 天到 60

天之间。产品满足高档建筑、汽车风档、高档制

镜、电子等领域应用。

2．2 浮法玻璃节能减排技术攻关达标要求

针对我国浮法玻璃生产线热耗水平高、污染排

放高等问题，创新提升玻璃熔窑大型化技术、开发

先进燃烧技术，使 600t/d 浮法线熔窑的热效率≥

45%，800t/d浮法线熔窑的热效率≥52%，能耗比

我国目前先进水平降低 15%~20%，800t/d 级浮法

线热耗降低到 5 000kJ/kg（1 196kcal/kg）玻璃液，

600t/d浮法线热耗降低到 5 700kJ/kg（1 364kcal/kg）

玻璃液；污染排放水平降低 20%~30%，排放浓度

SO2≤0.11kg/重箱，NOx≤0.4kg/重箱，颗粒物≤

0.072kg/重箱。

注：

（1）确定以天然气为燃料消耗考量。

（2）余热发电、电助熔辅助节能措施扣除之后计算耗

能耗电。

（3）鼓励使用零号氧枪助燃、鼓泡等新技术措施提高

质量降低能耗。

2.3 浮法玻璃增加产品品种技术攻关达标要求

针对我国浮法玻璃生产品种单一，深加工率

和产品附加值低的现状，重点研究开发各种超薄

超厚玻璃，主要开发增加各种超薄玻璃，满足新

的领域和新的功能的需要，尤其要攻克生产汽车

前风挡玻璃，既是质量提升的标志又是代替引进

的必须，拓展在线阳光膜玻璃的品种，提升在线

Low-E玻璃的技术，增加品种，提高在线 TCO玻

璃技术，增加太阳能利用玻璃，延伸电子显示屏

玻璃，提升高档制镜玻璃等以满足新兴产业领域、

节能建筑领域、新型环保领域、新兴汽车产业领

域等各种需求的高品质玻璃生产技术为目标，实

现我国浮法玻璃生产品种全面拓展和全面升级。

2.4 浮法玻璃数字化智能型控制与管理攻关达标

要求

通过运用模糊逻辑、神经网络理论和模型预

测控制技术，将现代智能化控制技术与现代管理

的原理融入浮法玻璃生产全过程，全面提升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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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控制与管理水平。主要开发浮法玻璃生产

能效监测与控制技术、智能化运行控制技术、数

字化计量分析管理技术，将智能型工艺控制技术

运用于现代化工艺流程，物料燃料配置与消耗的

控制检测、产品质量、物流、成本计量分析等实

行全方位的智能化管理，整体提升对生产过程和

管理的控制，提高运营效率与效益。将世界玻璃

行业一流的智能技术融入二代浮法玻璃生产与管

理的全过程，实现过程控制参数采集率达到

100%，能源管理系统投入率达到 100%，系统最

优参数运转率大于 98%，降低燃料消耗提高运营

效率，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可比成本降低

20%。

注：燃料降低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在现有先进水平

基础上考量，届时以智能化专业机构检测结果为准。

2.5 浮法玻璃装备技术攻关达标要求

创新提升浮法玻璃装备技术是提高玻璃原片

质量和提升功能、增加品种的关键环节和主要支

撑，也是提高国产化率，降低建设成本和运营成

本的关键要素。针对我国浮法玻璃生产装备材质

和制造精度差、优质浮法线冷端系统和质量检测

系统还需从国外进口，在线切割精度偏低，检测

漏检率、错检率偏高，分等堆垛自动化水平低等

问题，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装备技术要致力研发

提升平板玻璃垂直堆垛机的技术、功能与效率，

研发提升数控拉边机的功能技术，研发提升冷端

机组智能柔性化控制系统的技术，提升新型垂直

搅拌器、熔窑组合式投料装备等关键装备的水平，

实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装备占整个浮法玻

璃生产线的 95%以上，主要的装备达到国际领先。

2.6 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技术装备研发技术经济

指标要求

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技术综合示范线技术经

济指标应全面达到：

（1） 质量指标：0.1mm 以下原片点状缺陷不

超过 50 个微缺陷/吨玻璃成品，2mm 厚浮法玻璃

光学变形≥55°，600t/d 浮法线熔窑的热效率≥

45%，800t/d浮法线熔窑的热效率≥52%；

（2） 能耗比我国目前先进水平降低 15%~

20%，800t/d级浮法线热耗降低到 5 000kj/kg玻璃

液，600t/d浮法线热耗降低到 5 700kj/kg玻璃液；

（3）污染排放水平降低 20%~30%，排放浓度

SO2≤0.11kg/重箱，NOx≤0.4kg/重箱，颗粒物≤

0.072kg/重箱；

（4）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装备占全线

95%以上；

（5）可比单位生产成本降低 15%~20%；

（6）可比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

注：

（1） 按研发目标要求，平板玻璃原片质量、品种功

能、节能减排及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不仅达到现有国际领先

水平，还应达到届时国际领先水平。

（2）为了突出创新研发效果，各项具体研发目标应给

出创新前、后指标的对比。

（3）核定指标时，应扣除外加辅助因素的影响，要一

对一地进行同比。

（4）坚持择优选择的原则。同等技术水平，可优先选

择二代领导小组明确的研发单位的技术成果；如其它单位

技术更领先（包括留有更大发展空间或更新提升技术），则

坚持择优选择的原则。

3 技术装备研发验收和成果评价规则

3.1 技术装备研发验收

3.1．1 验收依据

由“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

玻璃”领导小组负责“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

二代中国浮法玻璃”项目研发验收工作。验收以研

发的标准和项目合同任务书确定的任务与指标作

为考核的依据；项目验收应在规定执行期结束后

半年内完成。

3.1.2 验收程序

对联合会组织立项并按计划完成的“第二代新

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研发项目，

项目单位应在合同规定执行期限内向“第二代新型

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领导小组办公

室提出书面验收申请，“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

“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接到申

请后一个月内组织预验收，在预验收通过后，三

个月内由领导小组组织正式验收。

对联合会组织立项的项目因故不能按期完成

的，承担单位应提前三个月向“第二代新型干法水

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

延期，经批准后按新方案与时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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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合会组织立项的项目如中途需要终止的，

由项目承担单位提交书面报告。并由“第二代新型

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相关人员赴现场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情况，就项目是否正常实施、是否需要

调整或撤销向“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

国浮法玻璃”领导小组提交报告，经批准后执行。

3．1.3 项目验收需具备的资料

“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

璃”项目验收一般需提交项目验收申请表、项目研

发总体工作报告、关键技术研发创新报告、示范

工程或实际应用成果报告、经济效益对比分析报

告、研发投入与财务收支执行报告及有关必要的

附件。所有验收材料一式三份加盖承担单位公章

后报送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第二代新型干法水

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领导小组办公室。

3.1.4 技术装备研发成果验收分类方式

技术装备研发成果验收方式采取会议和实地

现场验收相结合的两种验收方式。对第二代新型干

法水泥的分解炉、篦冷机、预热器、喷煤管、辊磨

等主要技术装备类项目研发成果采取现场验收方

式；对玄武岩纤维滤料、新型耐火材料、高性能催

化剂、碳化硅陶瓷内筒等新材料验收一般采取会议

验收的方式进行，必要时也可以组织有关专家赴现

场考察。对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的原片微缺陷、原

料优化技术、熔窑优化技术、锡槽结构优化及功能

提升技术采取现场验收的方式；增加品种、改善功

能、节能减排和相关技术采取会议审查资料的方式

进行。对“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

玻璃”智能优化控制系统以及成效实地演示采取现

场验收评估的方式。对低碳水泥制备技术与成果、

“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示

范线建设采取现场验收的方式。

3.2 技术装备研发成果评价与鉴定

“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

璃”技术装备研发成果评价鉴定原则上在预验收的

基础上开展。对项目预验收中初步确定达到“第二

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技术要

求的成果，可以进行成果评价鉴定。对于没有列入

研发计划的但与“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

中国浮法玻璃”技术有关的研发成果，在达到“第二

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标准或

超出时，也可以申请成果评价鉴定。成果评价鉴定

原则上采用材料审查、现场考核测试和同行专家会

议鉴定的方式进行。成果评价鉴定工作步骤如下：

（1）申请验收材料的受理和审查的内容

由“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

玻璃”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受理“第二代新型干法

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技术装备研发技术

成果评价鉴定申请材料。“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

“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收到申

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审查工作。初步

审查内容包括：

（a）资料审查。“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

二代中国浮法玻璃”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评价鉴定材

料按照鉴定内容的要求进行审查，确认提交的文

件是否符合要求；

（b）专家初审。对符合资料审查要求的项目，

“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

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分别对评价鉴定材料进

行技术审查。主要审查研发的技术和装备是否符

合《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技

术装备研发标准》，在材料具备并达到要求的前提

下，组织专家赴现场进行预验收，并对技术装备

达标作出初步评价，向领导小组提交预审报告。

（2）评价鉴定材料预审和预验收通过后，由

“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

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

二代中国浮法玻璃”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成员在内

的 15名行业专家组成技术装备研发成果评价鉴定

委员会（委员会中除技术专家以外，还应有相关的

管理专家和经济专家），对研发成果进行评价鉴定。

（3）评价鉴定结果形成后由“第二代新型干法

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领导小组在有关建

材报刊或网站等媒体上予以公示。公示后两星期

内如未收到异议，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正式认

定研发成果。

4 技术推广和应用

（1）通过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认定的“第二代

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技术装备，

根据不同的技术类型由联合会统一颁发科技成果鉴

宏 观 动 向



定证书，对“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

法玻璃”技术示范工程统一颁发示范工程标牌。

（2）通过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认定的“第二代

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技术装

备，由联合会通过编制“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

“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技术推广目录、召开成果

发布会、进行媒体宣传等方式向行业内推广。

（3）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向国家有关部门推

荐“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

璃”技术成果，纳入国家重大专项计划，重点推广

技术和产品目录，加快成果向生产力转化。

5 知识产权

通过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认定的“第二代新型

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技术装备知识

产权原则上由研发单位所有。在推广过程中由中

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根据行业需求，按市场机制建

立知识产权共享模式。

6 研发标准实施

本研发标准由“第二代新型干法水泥”和“第二

代中国浮法玻璃”研发领导小组发布，“第二代新型

干法水泥”和“第二代中国浮法玻璃”领导小组办公

室对具体问题负责解释。

（责任编辑：谢光全）

我国发展循环低碳生态型水泥产业的几个问题

吴清仁 1，2

（1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2华南理工大学特种功能材料及其制备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介绍了我国水泥行业可采用的五种循环低碳生态模式，探讨了我国发展循环低碳生态型水泥产

业的几个问题。阐述了我国发展循环低碳生态型水泥产业，既可成为我国工业固体废弃物及城市垃圾的资

源化循环利用产业，又可成为具有生态环境净化机能的清洁生产行业，还可摆脱我国水泥原料天然资源和

能源短缺的状况，可实现我国水泥行业从传统资源消耗型向循环低碳生态型水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低碳生态水泥；生态循环模式；循环低碳生态型产业；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水泥行业近年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

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走上

现代化的道路。 2012 年水泥产能达到 31.0 亿 t，

1 650条新型干法生产线所生产水泥占总量的 90%

以上，其中约有 1 000 条新型干法生产线带有余

热发电工程，极少部分生产线带有水泥窑协同处

理城市生活垃圾装置，减排氮氧化物的设施处于

起步阶段。

低碳经济是人类应对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引起

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而提出的新发展方式和经济

形态，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低碳含量

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优环境为基本特征

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提高资源能源效率和

清洁能源结构比例，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

创新，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

耗，逐步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建立以

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

低碳生态水泥是指与生态环境友好的资源节

约型水泥，它既具有先进使用性（Advanced），又

具有从水泥的设计、制造、使用、废弃到再资源

化循环利用的整个生命周期（ Life Cycle）中与生态

环境协调性（Environment Conscious）和人居环境舒

适性（Amenity） [2]。

我国传统水泥工业不仅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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