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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观察

湖北日报讯（记者金凌云、张
元媛、通讯员杨婷婷、谢雪娥）1月
15日，宜昌高新区宁德时代邦普
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园，邦普循环浸
出车间内，废旧动力电池经过破碎
形成黑粉，陆续投入接收槽，在除
杂后加工成碳酸锂液和磷酸铁液。

邦普循环项目是废旧磷酸铁锂
回收产线，属于电池循环利用关键
环节，于2022年9月正式试生产。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
“心脏”，一般来说，车辆使用5年
到8年，电池容量低于80%，就要
退役。随着动力电池“退役潮”接
踵而至，回收市场日渐火热。根
据测算，每回收10万吨废旧动力
电池，相当于减少原矿开采进口
150万吨。

“拆解回收动力电池，主要是
将其中的金属材料提取出来，进行
循环利用。”宜昌邦普全链条一体
化产业园总经理王皓介绍，废旧电
池循环利用要经过3个环节，前处
理、金属提取和材料再生。

他介绍，动力电池主要由正
极、负极、隔膜、外壳等不同部分组
成，其中包含塑料、铝、铁、铜以及
有价金属含量高的电极材料。回

收过程中，通过提取，再从浸出液
中分离、制备，这些材料可再次用
于生产新的电池。这样就形成电
池生产—使用—梯次利用—资源
再生的产业闭环，实现电池全生命
周期闭环。

因为整个项目是全链条一体
化，某个工序产生的废气、废水、废
渣可以进行捕集，用于其他工序做
原辅料。在这个过程中运输环节
明显减少，三废协同消纳，碳排放
量可得到整体控制。

据介绍，目前邦普循环产线已
实现正极材料碳减排近50%，化
学物耗降低达40%。截至 2023
年底，邦普已参与制修订废旧电池
回收、电池材料等相关标准369
项，申请专利4527件，实现锂回收
利用率达90%，镍钴锰综合回收
率达99.3%，对于铜、铁、铝及电解
液、石墨等资源也可再生利用，实
现绿色环保。

目前，邦普循环项目生产线已
火力全开，碳酸锂月产量已达
1100吨，突破设计产能，磷酸铁已
启动生产。王皓说，未来整个产业
园全部投产，可实现30万吨废旧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一根甘蔗，在生产线上溜一
圈，剩下的代谢物化作肥料，又回
归至甘蔗田。一滴水，“奔跑”在各
个车间，通过管道被反复循环使
用。在全球第二大酵母公司安琪
酵母，绿色循环已成为企业的优势
竞争力。

1月11日，安琪生物科技产
业园内的酵母绿色生产基地，一袋
袋酵母从生产线上鱼贯而出。

南方甘蔗、北方甜菜，加工制
糖后产生副产物糖蜜，安琪公司将
其“消化”后，用来生产酵母及酵母
衍生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烘焙与
发酵面食、食品调味、酿造及生物
能源、人类营养健康等领域，延长
了制糖循环产业链。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代谢物作
为原料生产有机肥，回归田间地
头，用于农作物生长。“这得益于我
们自主开发的‘浓淡分开、废水资
源化’综治技术。”安琪酵母宜昌公
司酵母生产部部长曹俊飞介绍，酵
母生产中产生的高浓度废水通过
蒸发浓缩工艺变成酵母代谢物，下
游的肥料工厂可将其作为原料生
产有机肥。

安琪公司逐渐形成“原料来自
农产品加工、主产品端上餐桌、衍
生产品又为农业服务”的循环经济

产业链，以吃干榨净、变废为宝、循
环利用为宗旨，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生产车间，设备冷却水源源
不断输入一排蓝色的泵，为高速运
转的机器降温。“冷却水通过空中
架设的水管流进循环水槽，再次进
入不同的生产单元，满足其他工序
的用水。”安琪酵母宜昌公司环保
生产部副部长谭爱冬介绍，以前，
用来冷却泵的水，直接经环保排污
处理，每天生产需耗水200吨。工
艺改进后，这部分设备冷却水实现
全部回收利用。

目前，CIP排放水、二次分离
水、蒸汽冷凝水等传统意义上的

“废水”，均在安琪各生产线上充分
回收、循环使用。针对“酵母有机
废水处理”这一产业技术难题，安
琪公司累计投入超过10亿元，突破
环保瓶颈，将用水单耗降低60%。

此外，废气、废渣、废热，也在
安琪公司“节”尽所能。废水处理
过程中会产生沼气，生产基地新建
了一台沼气锅炉，将沼气转换为蒸
汽，通过管道输送到车间作为动能

“反哺”生产。
2022年 7月投产以来，安琪

酵母绿色生产基地主要能耗指标
中，气耗下降 14.3%，水耗下降
11.7%，电耗下降4.9%。

回收利用废旧动力电池

宜昌邦普项目
碳酸锂月产达1100吨

来自田间 端上餐桌 回到地头

安琪酵母的“循环王国”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元媛 通讯员 杨李根

湖北日报讯 （记者高伊洛）
“这间新民居全屋无梁无柱，由
装配式预制构件 100%密拼而
成。需要时，随时拆卸，循环使
用。”1月12日，位于宜昌高新区
白洋工业园的湖北泰力建筑装
配科技有限公司内，公司总经理
朱云凤介绍。

该建筑地上地下采取全装配、
墙柱梁板全预制的方式拼装组成，
水、电、气、通信等管线在工厂生产
构件时提前预留预埋。相较于传
统建筑，这类新型建筑施工效率可
提高20%以上，工期缩短30%以
上，模板使用率可降低70%以上。

这些可循环利用的构件是如
何生产出来的呢？走进3万平方
米的数字工厂，伴随着一条条程序
指令，图纸上的预制构件从智能装
备生产线中下线，每个构件都携带
有大数据“身份证”。未来拆卸进
入循环利用时，可通过工业物联技
术，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匹配。

作为建筑循环生态的一部分，
建筑地下的海绵城市水循环系统，
也具有集水、蓄水功能，雨水可向
下渗透并完成储存，实现二次循环
利用。

目前，该公司低碳循环装配式
技术已运用于多个建筑项目。

宜昌打造装配式建筑
循环利用“样板间”

宜昌邦普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园现场。（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夏晓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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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回收拆解废弃汽车近6000辆

循环利用废钢等资源近1.9万吨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吴坚 通讯员 谭政 曹梦雯 姚华

1 月 15 日，兴发

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

园，五颜六色的有机

硅餐具、不同包装的

绿色生态除草剂、各

类电子级化学品琳琅

满目。

“别看它们应用

于不同领域，生产过

程中却是环环相扣。”

园区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宋燕君介绍。

作为国家循环改

造示范园区，兴发园

区内 10 多家企业互

为上下游配套企业，

耦合发展。园区微电

子新材料、有机硅新

材料、草甘膦三大产

业高度关联，利用不

同产品间的共生耦合

关系，每一个产品及

其副产物都是下游产

品的原材料。

建绿色循环产业园变废为宝
在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园，最典型的就是

草甘膦与有机硅的循环。草甘膦是一种绿色生态
除草剂，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副产物氯甲烷；这部分
副产物通过管道输送，可应用于生产有机硅；有机
硅副产的盐酸再回头全部用于生产草甘膦，这一循
环也被称为兴发“魔环”。

从2016年起，该园区累计投资约70亿元，按
照循环化的思路，加强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延长
产业链，将各个环节的副产物转化为其他环节的原
材料。

“没有绝对的废物，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宋
燕君说，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副产品，在这里“变废
为宝”。离子膜烧碱的主产品烧碱、氯气、盐酸可用

来生产草甘膦；草甘膦副产的氯甲烷、工业盐可用
于生产有机硅、烧碱；有机硅生产副产物一甲基三
氯硅烷、三甲基一氯硅烷，分别作为原料输往汇富
纳米、苏鹏公司。

一个管道飞架至马路对面，这是园区与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的运输管道，有机硅副产物一甲基三氯
硅烷就从这个管道运输至汇富纳米，用于生产气相
法二氧化硅。

一甲基三氯硅烷是一种危险品，需要进行专业
的危险品运输和处理，如果无法有效消纳，有机硅
单体原料就很难扩大生产规模。但在科技加持下，
危废品点石成金，成为生产原材料，身价也随之“水
涨船高”，最高可卖到5000元一吨。

每年节水1亿吨减排200万吨
在园区企业苏鹏公司蒽醌车间尾气深度治理

项目现场，成套的尾气处理装置正全速运转。
兴发环保科技公司总经理杨坤介绍，这是与苏

鹏公司合作开展的尾气深度治理示范工程，用于处
理甲苯、氯苯精馏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

“过去这类挥发性有机物通常作为危废直接处
理，现在我们采用树脂吸附，进行回收利用。”杨坤
介绍。

采用树脂吸附尾气中的甲苯、氯苯后，再用蒸
汽加热的方式对其进行脱附。脱附后的树脂继续
使用，而脱附后的甲苯、氯苯和水的混合物则冷却
降温后自然沉降分离出水和甲苯、氯苯，继续应用
于生产。这一循环过程，不仅实现了尾气稳定达标
排放，可以帮企业每年可回收甲苯、氯苯分别约30

吨、100吨，各节省采购成本约18.9万元、84万元。
2018年以来，兴发环保科技公司与园区众多

公司开展水、气循环治理项目。在泰盛公司，白水
膜处理装置采用纳滤膜、脱氨膜等新型高效处理工
艺，将废水中的乌洛托品通过纳滤膜回收的工艺进
行浓缩回收，回收后乌洛托品水溶液可继续用于甘
氨酸生产。据了解，这一装置回收率已经达到
99%，每年预计回收乌洛托品约330吨，合计节约
采购成本约227.7万元。

园区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已基本建成
节能环保型生产体系，每年节约煤、磷等矿产资源
约50万吨，节水约1.1亿吨，减少废弃物外排量约
200万吨，直接增效约8亿元，磷化工单耗、废弃物
综合利用指标等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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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汽车，放错位置

是垃圾，找准定位是富矿。

变“破车烂铁”为“绿

色资源”，宜昌先试先行，

成立“废旧物资循环利用

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对废弃汽车回收拆解

进行全流程监管，构建“回

收—拆解—再生—利用”

循环产业链。

2023 年，宜昌市共回

收拆解各类汽车近 6000

辆，循环利用废钢、有色

金属、塑料、橡胶等资源

近 1.9 万吨，产值逾 3700

万元。

精 细 拆 解
从回收“废品”里淘金

抽排油液、拆解部件、分类入库……1月12日，
位于宜昌市猇亭区的宜昌城发集团物产车拆公司，
一辆报废汽车经过十多道工序后被“大卸八块”。车
门、轮胎、座椅、电池、仪表、线束……大大小小几十
个零部件，被分门别类地放置在存储箱里。

该公司执行董事俞桦介绍，报废汽车经拆解
后，废钢、有色金属、塑料、橡胶等材料，五大总成
（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四门两
盖、仪表、电机等零部件，以及油液等部分危废都
可重新利用。

“拆解得越精细，再利用的价值就越明显。”俞
桦举例说，新能源汽车电池的核心部件——继电
器，虽然只有手机大小，但如果拆解得当，可直接
重复利用，其价值将是“论斤卖”的10倍以上。未
损坏的仪表、电机等部件，拆解出来后，单价最高
可达千元以上。“安全带插销也能卖到5元一个。”
俞桦说，该公司拆解的报废汽车，资源循环利用率
达80.3%，远超行业标准。

宜昌市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汽车拆解公
司在精拆细解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废弃汽车的
再利用价值，也大幅提高了废弃汽车的收购价。
2022年以前，宜昌地区废弃汽车收购价每吨不足
300元，至2023年底每吨收购价最高可达2000
元以上，有些还需要“一车一议”。相较于以前，车
主主动报废废旧汽车的积极性更高，有利于减少

“僵尸车”。

位于远安县城南工业园的湖北省源之远汽车零配件
再制造有限公司仓库内，500多台印有“RM（汽车零部件
再制造产品标志）”的发动机静待装车发货。总经理李锋
介绍，公司自2023年9月投产以来，再制造各类发动机
3000多台，已出售2600多台，实现产值800多万元。

李锋说，发动机再制造不是简单的翻新，而是在原机
基础上，采用专门的工艺和技术进行深加工，使之与新件
质量相同。国家规定，合格的再制造零部件要在产品显要
位置标注“RM”标志，进入维修领域供消费者选择。

“汽车发动机使用寿命一般为15年左右，可运行约
50万公里。”李锋说，一些废弃汽车的发动机远没有达到
这个极限，直接作为废钢回炉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目
前，该公司再制造的发动机共有8款，可匹配市面上100
多款车型，售价不到新发动机的一半，市场供不应求。

对具备条件的“五大总成”进行再制造，予以循环利
用，才能真正“吃干榨尽”废弃汽车。一台中档燃油车的发
动机、车架等零部件再制造价值最高可达万元。

新能源汽车的再利用价值更是不菲。以动力电池为
例，若材料中锂、钴、镍、锰等金属能全部回收利用，每台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仅回收价值就达2万元以上。

2021年，宜昌布局电池回收再利用领域，投资规模达
320亿元的宁德邦普一体化电池材料产业园项目落户宜
昌高新区，长宸锂能等一批重大项目跟进布局。

目前，宜昌正在加快建设全国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
基地和产业集群，全市废旧动力电池年回收处理能力有望
达50万吨，实现产值300亿元。

再 生 利 用
把废弃汽车“吃干榨尽”

全 程 监 管
车辆拆解可追踪溯源

宜昌欣徽弘报废车辆回收拆解有限公
司也位于远安县城南工业园。废弃汽车进
入厂区后，从信息登记、拆解全程到零部件
入库，全部在监控范围内。公司总经理陈
源介绍，监控画面全部与车管所联网。

2023年3月，宜昌市商务局、公安
局、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
门，联合开展废弃汽车回收拆解专项整
治行动，对废弃汽车回收、运输、注销、报
废、存储、拆解进行全程监管，实现车辆
信息完整追踪溯源，阻止废弃汽车流入
非法渠道。同时，对具备再制造条件的

“五大总成”等零部件向再制造环节交售
行为，以及汽车维修企业规范利用废弃
汽车零部件等行为实施监督管理。“包括
再利用的四门两盖，也必须标明是回用
件。”宜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罗金
城说。

宜昌市商务局局长覃扬波介绍，宜
昌目前机动车保有量约150万辆，按照
国家机动车废旧拆解指导性规范，已有
6家汽车拆解公司获批资质，年拆解能
力约8.5万辆。面对未来的汽车报废高
峰，宜昌正加快布局废弃汽车回收拆解
循环产业链，力争通过经济手段加速废
弃汽车的回收再利用。

宜昌城发集团物产车拆公司小车拆解线。（通讯员 张伟 摄）

兴发新材料产业园。（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曙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