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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范围及原则

本次科研项目的申报须符合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陕煤化集团”）2013年科研项目

申报指南（简称“申报指南”）规定的方向和范围，按

照“自愿平等、精诚合作、优势互补、利益分享、风险

共担、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申报，凡被陕煤化集团

立项的申报项目，将在资金、设施、平台、团队及产业

化应用等方面给予全面支持。

二、申报条件

1、项目申报的单位、机构或个人等（以下统称

“项目申报者”）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

（1）具有申报项目所在研究领域的优秀研发

团队；

（2）具有满足申报项目研究需要的实验室及仪

器设备等；

（3）具有与项目研究相匹配的其它基础条件。

2、项目负责人应具备的条件：

（1）在项目技术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2）熟悉本领域国内外技术和市场发展现状及

发展趋势；

（3）具有主持项目研究与开发工作的领导能力。

3、申报的项目应具备的条件：

（1）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

果具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或知识产权无纠纷；

（2）具备良好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等研究

价值；或能解决陕煤化集团生产、安全、经营、管理等

实际问题，预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或具有进行产

业化的良好前景；

（3）项目研究内容具体，技术路线可行，具有领

先的技术优势或创新性，取得阶段性成果者优先。

4、涉及多方联合申报时，由第一承担单位组织

申报，其它单位可作为协作者共同申报。

三、申报流程

1、本次申报采取网上申报的方式，项目申报者

须先登录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简称“研究院”）

网站（http://www.sxccti.com/），进入网上申报系统

进行注册，通过审核后，按照网络申报系统格式和要

求，填写申请书和建议书规定内容。

2、我方对网上申报的项目进行立项的步骤：

（1）对通过网上申报的项目进行初步的审查与

论证后，对于符合条件的科研项目，将与项目申报者

取得联系，通知进一步补充更完整的纸质申报材料

（若为单位申报应加盖公章，个人申报应签名并提供

身份证复印件），并确定双方进行技术交流的时间

（若涉及技术秘密，可先签订保密协议，再进行技术

交流）；

（2）根据确定的时间，邀请项目申报者来研究院

进行技术交流，交流期间的食宿及往返交通费用全

部由我方承担；

（3）对于交流过的项目，如果符合我方要求，将

会提前通知项目申报者准备答辩材料，并组织有关

专家对项目进行集中答辩论证；

（4）经过论证后可以开展的项目，将按《陕煤化

集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程序进行立项；

（5）对于立项的项目，若符合煤炭分质利用方

向，可直接作为国家煤炭分质清洁转化重点实验室

项目。

3、对于不符合条件、暂未被选用的申报项目，我

方将会告知项目申报者，但不对未被采用的具体原

因作解释，且申报资料根据要求给予退还。

4、凡经过初审后、研究内容与陕煤化集团产业

发展相适应、技术水平先进、但暂不具备条件开展的

科研项目，经申报者同意可进入陕煤化集团的项目

储备库，待条件具备后再进行合作。

5、凡经过技术交流或论证后的项目，若因为技

术暂不成熟或经济、技术等指标不够先进等原因未

能立项，待技术改进或指标提高后，无需通过网上进

行申报，可随时与我方再进一步进行交流和论证。

四、合作支持方式

1、凡网上注册通过审核后的项目申报者，将成为

研究院的会员，具有查看陕煤化集团后续相关项目申

报的权限，并在今后的相关项目中优先选择合作。

2、凡申报的项目经过专家论证符合要求的，陕

煤化集团将给予立项，与其签订具体合同委托或共

同开展项目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依照合同中约定的

研究进度分批拨付科研资金，并根据项目需要，配备

专业的技术人员、提供相关的实验仪器、设备、设施

等，保证科研项目的顺利开展。

3、对于开发成功的科研项目成果，如需进行产

业化示范，陕煤化集团可优先将科研成果在所属企

业的相关产业领域进行推广应用。

4、针对开发失败的申报项目，陕煤化集团将按

照“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管理理念，组织项目合作

各方认真分析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形成专题报告后

结题。

五、奖励及成果分享

1、申报项目的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带来的荣誉、

国家奖励和经济收益，由申报单位或个人按照与我

方签订的委托或合作合同约定分享。

2、申报项目开发成功后，项目申报者可以与我

方按照以下原则共同组建公司，合作进行技术推广

和后续的研发工作：

（1）项目申报者作为公司股东，参照委托或合作

合同约定的成果分享比例享有公司股权，特别鼓励

和支持项目申报者技术团队作为独立股东参与组建

公司；

（2）我方可以以担保融资或现金注资的方式为

公司提供后续发展所需的资金；

（3）公司成立后将独立运营，项目申报者技术团

队核心成员可以担任公司高管职务；

（4）公司的经营收益和技术研发成果归公司

所 有 ，公 司 股 东 按 照 公 司 章 程 规 定 享 受 相 应 的

权益。

3、对实施过程中项目进度、质量、投资、成果水

平、人才培养、安全与环保等主要指标完成好的项

目，陕煤化集团将针对科研项目管理给予项目团队

进行奖励。

六、申报截止日期

本次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3年 6月 30日。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申报 2013年科研项目有关问题的说明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

煤化集团”）是陕西省省属特大型能源化工企业。近

年来，陕煤化集团按照“以煤炭开发为基础，以煤化

工为主导，多元发展”的战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

科技创新，实现了每两年翻一番的跨越式发展。目

前，陕煤化集团已拥有全资、控股、参股企业近 60

个，在册职工 12.8万人。2011年，煤炭产销量双双过

亿吨，实现销售收入 709 亿元，利税 240 亿元。2012

年，位列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07 位，位次较上年前移

51位。位列中国企业效益 200佳第 97位。

在企业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陕煤化集团高度

重视科技创新。“十一五”期间，累计完成科技投入近

30 亿元，先后建立了 3 个国家级科研机构，4 个省级

工程技术中心，4 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0 个企业技

术中心，1 个院士专家工作站，5 个创新合作平台。

在复杂地质条件下煤炭开采、煤矿灾害防治、低浓度

瓦斯利用、甲醇制低碳烯烃、低阶煤分质清洁高效转

化利用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成果，获得了 72 项授权专利，52 项各类省部级科技

奖项。

“十二五”期间，按照“支撑煤炭，引领煤化，拓展

多元”的科技发展战略，陕煤化集团计划投入 120 亿

元科技资金，全面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充分

依托外部科技资源，深化政产学研用合作，推进协同

创新，针对自身科技发展需求及当前存在的关键技

术难题，陕煤化集团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2013 年科

研项目，诚邀各科技机构(国际、国内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企业等)和拥有先进技术的个人积极申报，共

同开展合作。

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爽 李瑞斌
电 话：029-81772059 029-81772060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9月13日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2013年科研项目征集公告年科研项目征集公告

陕 煤 化 集 团 此 次 发 布 的 申 报 指 南 均 为 企 业

当前存在的技术难题和未来科技发展需求，共包

含煤炭、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矿山机械与 LED

产品、钢铁、企业管理等 7 大领域，共计 29 类技术

方向。

鉴于陕煤化集团产业领域广泛、技术需求多元、

科技创新水平不均衡的特点，本次申报指南未能涵

盖所有产业，我们将根据各产业发展情况，长期进行

内部技术需求的归集整理，择机补充发布。

一、煤炭领域

1、煤炭绿色高效开采

（1）根据陕北矿区的地质与环境条件，开展该区

域煤炭资源开发与环境协调发展技术体系研究，形

成该区域国内领先的煤炭资源开发技术体系和开发

模式；

（2）开展千万吨现代化矿井建设和生产的管理

模式研究，形成企业、行业或国家标准；

（3）探索陕北矿区煤炭保水开采方法，确定现代

煤炭开采技术对地下水资源影响的量化指标和分析

方法，真正实现煤炭资源合理开发与水资源的有效

保护；

（4）研究或应用提高煤炭回采率、块煤产率和煤

炭质量的工艺技术与装备；

（5）针对陕北薄、中、厚多煤层开采及煤层夹矸

硬度大等问题，研究含硬质夹矸煤层综采、煤层群合

理配采及薄煤层开采等技术及装备，以持续保持千

万吨级矿井的生产能力；

（6）针 对 陕 北 和 彬 长 矿 区 煤 层 赋 存 条 件 ，开

展 特 厚 煤 层（8m 以 上）开 采 方 法 、安 全 技 术 措

施 及 装 备 应 用 研 究 ，实 现 煤 炭 资 源 的 安 全 合 理

开 采 ；

（7）针对彬长矿区高瓦斯、易自燃煤层，开展综

放工作面采空区矸石充填、顶煤冒放性研究，实现矸

石不升井，提高顶煤采出率。

2、煤炭开采地质保障及煤矿灾害预测防治

（1）开展矿井精细勘探和地质灾害探测技术研

究，提高对煤矿采空区、火烧区下煤层赋存条件、复

杂地质构造、区域富水情况等高精度探测，实现工作

面可视化超前探测及信息实时分析；

（2）开展渭北矿区奥灰水承压开采的水害监测

预报及防治研究，实现煤矿开采对水害的超前预测

预报；

（3）推广煤矿抑尘、防灭火新技术及装备，实现

对煤矿粉尘、火灾的有效预防和治理。

3、煤层气抽采与开发利用

（1）开展煤与煤层气协调共采研究，确定科学合

理的开发模式及煤层气高效抽采工艺，实现煤矿的

安全开采与煤层气高效开发；

（2）针对韩城矿区煤层高瓦斯、低渗透特性，开

展提高瓦斯抽采率研究，解决瓦斯抽采率低、煤层容

易突出等问题。

4、矿井掘进与支护

（1）针对黄陵矿区，开展煤层巷道快速掘进与支

护研究，彻底解决巷道的底鼓问题；

（2）针对铜川焦坪矿区，开展高应力采区巷道支

护研究，优化巷道支护参数，彻底解决巷道频繁修复

问题。

5、矿山机电与设备

（1）针对煤矿井下无轨胶轮车尾气问题，开展尾

气排放治理研究，解决尾气对井下环境的污染；

（2）应用有效的输电线路防雷技术方案，解决高

压架空线路防雷电技术，保证矿区用电安全；

（3）针对煤矿井下越级跳闸事故频繁发生，开展

煤矿井下预防越级跳闸治理。

6、煤地下气化

开展报废矿井或边角煤气化探索，研究煤矿地

下气化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为企业提供决策

依据。

7、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

（1）应用煤矿生产过程中的节水、节电等工艺与

技术，实现企业节能降耗；

（2）开展煤矸石（综合利用率>80%）、矿井水、粉

煤灰、矿山设备废油、废渣、废水等综合利用，实现企

业减排；

（3）其它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改造及工艺优化。

二、化工领域

1、煤炭中低温热解

（1）新型粉煤中低温快速热解技术开发研究，重

点支持以 6—20mm 粒煤、＜6mm 粉煤为原料，焦油

产率＞85%（以原料煤的铝甑值为基准）且具备进行

中试研究的技术；

（2）中低温热解油气与热解粉焦气固在线分离

技术及关键设备开发研究，要求除尘效率＞99%；

（3）粉煤中低温热解增油技术开发研究，重点支

持焦油产率＞150%（以原料煤的铝甑值为基准）的加

氢热解、催化热解（包括该反应系统内所产干气催化

活化）增油技术；

（4）干熄焦技术及关键设备开发研究，要求半焦

显热吸收率＞80%；

（5）粉煤热解产物粉焦的钝化技术及关键设备

开发研究，优先支持具备进行中试研究的能解决粉

焦储存、运输及利用的钝化技术与关键设备；

（6）支持生物质与煤共热解技术。

2、粉煤中低温热解产物粉焦及粉煤的综合利用

（1）粉焦替代锅炉燃料技术开发研究，重点支持

粉焦掺烧比大于 80%且具备进行中试试烧的技术；

（2）粉焦替代高炉喷吹原料技术开发研究，重点

支持粉焦掺喷比例大于 60%且具备进行中试试喷的

技术；

（3）粉焦干法或湿法气化技术开发研究，要求干

法和湿法气化的碳转化率分别大于 98%和 95%；

（4）粉焦制浆及大规模、长距离管道输送技术开

发研究，优先支持已完成实验室小试的技术；

（5）粉焦成型技术及关键设备开发研究，优先支

持已完成实验室中试的技术；

（6）湿法气流床气化水煤浆提浓技术开发研

究，要求将水煤浆浓度在原来基础上提高 3 个百

分点以上。

3、中低温煤焦油加工利用

（1）中低温煤焦油芳烃分离及重整技术开发研

究，优先支持煤焦油芳烃收率>97%且具备进行中试

研究的技术；

（2）中低温煤焦油酚类化合物提取与分离技术

开发研究，优先支持酚类化合物提取率≥90%且具备

进行中试研究的技术；

（3）中低温煤焦油提萘及精制技术开发研究，优

先支持萘的回收率≥90%且具备进行中试研究的技

术；

（4）中低温煤焦油加氢制燃料油及其系列催化

剂技术开发研究，优先支持产品收率＞93%且具备进

行中试研究的技术；

（5）中低温煤焦油加氢尾油综合利用开发研究，

优先支持润滑基础油达到 APIⅡ类标准的尾油加氢

生产润滑基础油技术。

4、煤基化学品的开发及利用

（1）甲醇制碳酸二甲酯技术开发研究，重点支持

收率≥60%的尿素甲醇法合成技术；

（2）甲醇 制 芳 烃 及 芳 烃 精 制 技 术 开 发 研 究 ，

优先支持甲醇转化率≥99%且具备进行中试研究

的技术；

（3）煤基橡胶技术开发研究，优先支持由甲醇和

含硅化合物为原料制备常规橡胶的替代品；

（4）煤基化学品替代现有非煤基化学品的技术

以及低成本煤基化学品成套工艺技术开发研究。

5、氯碱化工

（1）新型 乙 炔 法 PVC 无 汞 催 化 剂 技 术 开 发

研 究 ，重 点 支 持 工 艺 转 化 率 和 选 择 性 均 ＞ 95%

的 技 术 ；

（2）PVC生产用助剂与添加剂技术研究开发，要

求乙炔法 PVC 生产用进口助剂及添加剂国产化技

术指标达到或优于同类进口产品的指标；

（3）卤水净化及卤水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开

发研究，要求卤水经净化后可稳定达到生产用卤

水标准，卤水生产副产物十水硫酸钠的综合利用率

大于 90%；

（4）电解制氢系统氧气回收利用技术开发研究，

要求氧气回收率＞95%。

6、精细化学品及其他方向

（1）炔醛法 1,4-丁二醇生产中关键催化剂技术

开发研究，重点支持 1,4-丁二醇生产中高压加氢及

1,4-丁炔二醇合成催化剂的国产化技术，要求技术

指标达到进口产品相应标准或以上；

（2）PTMEG 生产过程中助滤剂谷壳灰开发研

究，要求技术指标达到进口产品相应标准或以上。

7、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

（1）煤焦化、煤热解、煤焦油加氢等工艺废水处

理技术开发研究，优先支持煤焦化 HPF 脱硫后废液

有价值组分回收技术；

（2）再生废水处理技术开发研究，重点支持离子

树脂再生废水处理技术；

（3）煤化工生产中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开发研

究，重点支持综合利用率>60%的煤气化废渣利用技

术，综合利用率>60%的磷石膏利用技术，综合利用

率>90%的电石粉尘利用技术。

8、页岩气资源评价与综合利用技术开发研究

优先支持在页岩气成藏条件、富集规律研究基

础上，确定页岩气资源评价的关键参数和方法体系，

并进行技术适用性和经济性分析。

9、油页岩资源评价与综合利用技术开发研究

重点支持大型油页岩干馏制取页岩油技术、页

岩油加氢精制燃料油技术、油页岩干馏炼油与半焦

燃烧发电集成系统等综合利用技术。

三、新材料领域

1、以煤制大宗化学品为原料的下游高分子聚合

物的新型合成技术开发

（1）二氧化碳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低成本合

成技术开发；

（2）依托 1,4-丁二醇产业，开展聚酯材料（PET、

PBT）合成关键技术开发；

（3）依托甲醇制烯烃、甲醇制芳烃工艺路径，开

展合成橡胶材料（NR、EPDM 等）、热塑性弹性体

（ABS、SBS等）关键技术开发及发展趋势研究。

2、聚氯乙烯（PVC）合金及改性材料

（1）高耐热抗老化 PVC 合金材料技术开发，优

先支持 PVC/ABS 合金材料工艺技术及加工设备

开发；

（2）建筑节能和防火用高性能 PVC 材料制备技

术开发；

（3）自清洁 PVC合金材料制备技术开发；

（4）高流动性高韧性 PVC 合金材料制备技术

开发。

3、高性能煤基碳材料

（1）煤焦油制高性能针状焦技术开发，产品技术

指标：灰分≤0.1%，硫分≤0.5%，热膨胀系数<CTE

1×10-6/℃；

（2）煤制高纯石墨关键技术及成套设备开发；

（3）煤沥青制高等级道路沥青关键技术及成套

设备开发；

（4）煤制超级活性炭关键技术及成套设备开发；

（5）煤焦油制备通用级碳纤维关键技术及成套

设备开发；

（6）新型煤基碳材料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4、金属镁及镁合金

支持低耗能、环保金属镁制备技术及高效设备

开发，技术指标：镁还原率≥86%。

5、催化材料

支持低成本高效甲醇合成催化剂开发。

6、高性能膜材料

（1）高性能聚合物膜（聚酰亚胺、聚砜等）制备关

键技术及工业应用成套化装备技术开发；

（2）复合碳膜制备关键技术及工业应用成套化

装备技术开发；

（3）陶瓷膜制备关键技术及工业应用成套化装

备技术开发；

（4）膜技术发展趋势研究。

7、高性能陶瓷材料

（1）新型碳化硅制备工艺技术，优先支持高纯度

β-SiC晶须（纯度≥99%）制备及应用技术开发；

（2）耐热、耐磨陶瓷材料制备及应用技术发展趋

势研究。

四、新能源领域

1、新能源储能技术

（1）重点支持液流储能电池技术、超级电容器储

能技术；

（2）新能源储能技术研究现状及发展展望。

2、燃料电池技术

（1）重点支持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技术、质子交

换膜燃料电池技术；

（2）燃料电池研究现状及前景展望。

3、生物质利用技术

支持生物质制氢技术。

五、煤矿机械与LED产品

（1）提 高 采 煤 机 齿 轨 轮 、驱 动 轮 的 使 用 寿 命

技术；

（2）采煤机煤岩界面自动识别技术；

（3）提高中厚高强度板焊接和大型铸件质量及

采煤机大型壳体的热处理调质技术；

（4）提高采煤机、掘进机等喷雾降尘技术；

（5）LED 产品低热阻、快速散热技术及电源、光

学、外观设计等。

六、钢铁生产

（1）低硅、低锰铁水的冶炼技术；

（2）降低品种钢铸坯夹渣物和提高转炉的脱磷

效率技术；

（3）回收利用高炉布袋除尘灰等炼铁副产品

技术；

（4）高强度钢筋生产技术；

（5）钢材金相组织中魏氏体消除技术。

七、企业管理

（1）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体制机制；

（2）科研项目概算、预算、决算编制标准及软件

开发等；

（3）数字化工厂生产中工时定额的管理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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