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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亚洲首张 RSB 认证证书、
在国内首次完成规模化试生产⋯⋯
事实上，这并非镇海炼化在生物燃
煤领域的首个第一。镇海炼化与生
物航煤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至 13
年前。

2009 年，中国石化启动生物航
煤研发。镇海炼化主动请缨，承担起

“绿色航油”的孕育重任。由中石化系
统内的镇海炼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
院、工程建设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等4家单位组成的项目组随即成立。

2011 年 ，在 杭 州 市 平 炼 路 48
号，绿树掩映间，生物航煤工业示范
装置在镇海炼化杭州基地改造完
成。

2012 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国民用航空局正式受理中石化生
物航煤适航审定申请。

2013 年春，东方航空加注 1 号
生物航空煤油的客机在上海试飞成
功。

2014 年，镇海炼化拿下中国第
一张生物航煤适航证。

此后几年内，镇海炼化的生物
航煤又相继完成商业试飞和跨洋飞
行，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芬兰
之后，第 4 个拥有生物航煤自主研
发生产技术的国家。

这一系列成果的背后，离不开
研发人员夜以继日的奋斗。从一个
试验的项目到完成商业试飞，从小
试生产再到如今完成规模化试生
产，要把臭烘烘的“地沟油”变废为

宝，难度可想而知。与矿物航煤不
同，“地沟油”存在臭味重、杂质繁
多、酸值高、含盐量高等诸多问题，
尤其是在加氢精制过程中产生的大
量的水，不仅对催化剂有损害，还会
让离心泵激烈波动。研发人员从实
验室研究到装置改造、运行调试，解
决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难题。

“以去杂质为例，由于‘地沟油’
的来源复杂，它的内部最多可找到
20 多种金属杂质，而生物航煤装置
绝大部分设备、管线是碳钢材质，存
在生锈的可能。同时，成品生物航煤
对于铁离子的含量要求在 0.1PPM
以下，相当于每千克生物航煤中，铁
离子的含量不得高于 0.1 毫克。多重
因素的叠加，使得生物航煤金属质
量指标的控制难度提升了好几个等
级。”周伟告诉记者，在“地沟油”的
处理和转化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裂
化、提纯、去杂质，最终分离出生物
柴油、生物石脑油以及生物航煤。

除此之外，“地沟油”相对于普
通矿物航煤原料来说凝固点更高，
输送过程中更容易凝固。为保证“地
沟油”的流动性，从储运源头开始，
到装置生产的每一台设备、每一根
管线，需要蒸汽伴热全覆盖，相当于
给整套装置铺了一层“地暖”，整套
装置的伴热距离累计已超过1万米。

“完成规模化试生产，不仅是对
镇海炼化研发创新的认可，也将拉
开镇海炼化清洁能源生产的新序
幕。”周伟说。

生产工艺大不同
既要铺“地暖”又要去金属杂质

◀测试人员
手 中 的 “ 地 沟
油”与生物航煤
有着明显的区别。

工作人员正在测试生物航煤工作人员正在测试生物航煤。。

位于镇海炼化的中国首套生物航煤工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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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距离‘地沟油’上天
只差最后一步。”黄爱斌说，按照
计划，最快今年 8 月，甬产生物航
煤完成适航审定后，就可以销售给
国内的航空公司。“这两天，下游
航空公司的客户以及提供原料的上
游供应商打来的电话络绎不绝。空
客 （中国） 公司得知我们启动规模

化试生产后，已与我们开展了
合作，其采购的部分生物航

煤，将用以天津组装基地
飞机发动机的调试和验证

飞行，这说明生物航煤
市场潜力巨大。”

黄 爱 斌 说 ，在 完
成适航审定后，尽管
“地沟油”已具备上

天 的 条 件 ，但 要 想
在国内形成完整的
生 物 航 煤 全 产 业
链体系，仍有很长
的路要走。以原材
料的供应为例，目
前 镇 海 炼 化 选 用
的 预 处 理“ 地 沟
油 ”，仍 需 要 从 四
川某环保科技企业
通过公路运输运至
镇 海 ，不 仅 耗 时 较

长，而且成本也高。
“ 我 们 之 前 也 考

察过周边的供应企业，
但一方面浙江地区的餐

饮废油无法达到成渝地区
的规模，另一方面供应企

业的技术水平仍有待提高。”
黄爱斌坦言，加上生物航煤不

能与其他矿物航煤混合，车辆需要
经过特殊清洗才能进行装载，运输
成本大幅提高。同样，运送至机场
的生物航煤在储备及加注的过程中
也需要进行特殊处理。

在一系列综合成本的叠加下，
生物航煤的生产成本差不多是普通
矿物航煤的 3 倍至 4 倍。“尽管如
此，我们还是必须去做，因为生物
航煤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中石
化镇海炼化公司代表、党委书记莫
鼎革告诉记者，随着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逐步临近，要在 2060 年实
现“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通过植物造树造林、节能
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完成二氧化碳“零
排放”的目标，生物航煤的应用或
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今年初，民航局已印发 《“十
四五”民航绿色发展专项规划》，
这是中国民航历史上编制的首部绿
色 发 展 规 划 。《规 划》 明 确 ， 到
2025 年，中国民航的碳排放强度要
持续下降，低碳能源消费占比不断
提升，民航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
高。基于此，《规划》 还提出了涉
及航空公司、机场的 8 个定量预期
性指标，力争到 2025 年，生物航
煤的用量要达到 5 万吨。

风口已至，如何尽可能地降低
成本，已成为生物航煤推广的关
键。按照计划，下一步，镇海炼化
将通过催化剂的迭代以及供应链的
逐步完善，不断降低生物航煤的成
本，让甬产生物航煤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

降低综合成本
让甬产生物航煤走得更远

全国首套生物航煤工业装置完成规模化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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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殷聪 通讯员 卞江岐

近日，镇海炼化中国第一套生物航煤工业装置
首次产出的生物航煤，经过馏程、冰点、金属含量等
16项关键参数分析确认合格，这标志着中国生物航
煤向大规模生产及商业化应用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与普通的矿物航煤不同，此次镇海炼化完成规
模化试生产的生物航煤，其原料是餐饮废油等可再
生资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地沟油”。从原先遭废弃
的“地沟油”，到专供航空公司使用的生物航煤，它已
踏上了一条变废为宝的逆袭之路。

全国首套生物航煤工业装置究竟
长啥样？在镇海炼化厂区大门不远
处，这个以吃“地沟油”为主的装置
正在进行试生产后的首次体检。与想
象中的全国首套不同，这个由管道、
加热炉、压缩机、裂化装置等设备组
成的生产装置，看上去似乎有些普
通。

“虽然瞅着其貌不扬，但这套装
置在完成规模化试生产后，可谓意义
重大。”镇海炼化生物航煤生产区域
负责人周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
年设计加工能力 10 万吨计算，这套装
置一年差不多可消化掉一座千万人口
城 市 回 收 来 的 “ 地 沟 油 ”。 折 算 下
来，差不多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8 万
吨。

除了回收端更加绿色化以外，与
传统石油基航空煤油相比，生物航煤
在全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可减少
50%以上。按照我国目前航煤年消费
量 3000 万吨计算，如全部以生物航煤
替代，一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500 万吨，相当于植树近 5 亿棵、逾

3000 万辆轿车停开一年。
“事实上，这并非生物航煤的首

次亮相。随着全球航煤消费量的不断
增长以及对碳排放日趋严格的管控，
生物质燃料以其更为绿色的优势进入
专家视野，生物航煤逐渐成为全球航
空燃料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周伟
告诉记者，欧盟 《可再生能源指令》
明确规定了生物燃料的原料种类和具
体占比要求。目前，欧盟各国对于生
物航煤强制混合的比例总体维持在 6%
至 20%。

我国虽尚未明确要求航空公司生物
航煤强制混合的比例，但随着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日益临近，国内航空燃料的
绿色化发展也将变得越发重要。

“此前，我们已获得全球可持续
生物材料圆桌会议认证，即 RSB 认
证。这也是亚洲可持续航空燃料获得
的第一张全球 RSB 认证证书。”镇海
炼化发展科技部科技室主任黄爱斌告
诉记者，作为目前业界最高的可持续
标准之一，RSB 认证的获得，说明镇
海炼化生物航煤工业装置以餐饮废油

为原料生产可持续航空燃料已获得
全球认可。

随着镇海炼化全国首
套生物航煤工业装置完

成规模化试生产，不
久的将来，我国自

主 研 发 的 生 物 航
煤不仅能在国内
使 用 ， 还 有 望
走出国门，打
开 国 际 市 场 ，
促 进 可 持 续
航 空 燃 料 的
产 业 化 运 行
以 及 商 业 化
应用。

变废为宝
一年消纳一座千万人口城市的“地沟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