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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申报指南

高新技术领域（高新技术处）

1. 新型燃煤机组灵活智能发电关键技术开发及示范

研究内容 1：开展燃煤锅炉变负荷运行智能控制技术研究。

开发锅炉变负荷燃烧过程与烟气污染物的高精度在线监测

技术；开发变负荷锅炉燃烧、蒸汽参数协同与受热面安全控制技

术，实现燃烧设计参数与变负荷工况的精准匹配；开展燃煤锅炉

变负荷运行过程中各系统控制策略的深度优化设计；研发全工况

下各参数的协同优化自动控制系统。

关键指标：构建深度灵活调峰机组优化协调控制方法，实现

无人干预的自主运行；机组实际负荷响应速率不低于 4% Pe/min。

研究内容 2：开展燃煤锅炉灵活发电与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

研究。

针对燃煤发电机组深度调峰和快速变负荷需求，开发燃煤锅

炉超低负荷下稳定燃烧技术；开发快速变负荷下锅炉风-水-煤的

动 态 协 同 匹 配 技 术 ； 开 发 变 负 荷 锅 炉 烟 气 常 规 污 染 物

（SO2/NOx/PM）超低排放控制技术，实现燃煤锅炉灵活清洁发

电。

关键指标：锅炉负荷调节范围 20%～100%，烟尘排放浓度

≤5mg/Nm3，SO2 排 放 浓 度 ≤35 mg/Nm3，NOx 排 放 浓 度 ≤50



mg/Nm3。

研究内容 3：开展燃煤机组灵活智能发电的协同优化和示范

应用。

开展燃煤机组适应锅炉、汽轮机快速变负荷的主辅机匹配与

系统集成；实现燃煤机组变负荷灵活发电与智能运行控制的协同

优化；提出一体化解决方案并进行工程验证与示范；开展全工况

机组安全保障技术和运行经济性评估。

关键指标：形成燃煤机组宽负荷快速灵活调峰及系统集成技

术，在 300MW 及以上机组上完成工程验证，实现机组全工况安

全运行。

2. 燃煤烟气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关键技术开发与示范

研究内容 1：开发适用于燃煤烟气的新型高效碳捕集技术。

从捕集速率、捕集容量、再生能耗、化学稳定性及经济性等

多方面综合考虑，开发适用于燃煤锅炉烟气的新型 CO2 捕集材

料；探究 CO2 捕集材料在捕集及再生过程中的多尺度热质传递机

理，揭示捕集材料再生微观机制；以低能耗与 CO2 捕集效能的

平衡、可规模化生产为工艺目标，结合材料的理化性质，开发新

型工艺实现 CO2 捕集材料的性能调控与优化。

关键指标：开发两种以上碳捕集材料，CO2 捕集率>90%。

研究内容 2：高效低能耗 CO2 捕集与再生装置开发及工艺优



化。

研究 CO2 捕集反应器结构、尺寸、溶剂性质与捕集效率的关

系；探究捕集材料寿命及深度脱碳的影响因素以及再生塔结构、

运行条件；开发高效低能耗的 CO2 捕集与再生装置，并优化 CO2

捕集与再生的工艺路线与条件。

关键指标：阐明碳捕集材料的捕集及再生过程中传热传质机

制，CO2 捕集率>90%，捕集能耗<=1.8GJ/t CO2，再生能耗<2.4GJ/t

CO2。

研究内容 3：开展燃煤电厂碳捕集与利用的工程示范。

开展新型碳捕集与碳捕集材料再生反应器的放大设计与试

验，并在燃煤电厂实现工程示范；综合考虑技术、经济、环境等

多方面指标建立燃煤电厂碳捕集－利用综合评价体系。

关键指标：构建碳捕集－利用综合评价体系，开展万吨级燃

煤电厂碳捕集－利用综合示范。

3. 准噶尔盆地南缘深部煤层气“地质－工程一体化”高效

增产关键技术研发及先导试验

研究内容 1：深部煤层气储层物性与产出机理研究。

开展深部煤层物质组成、孔渗特征和吸附/解吸特征及其地

域和层域非均质性研究；开展不同尺度样品的高温、高压解吸－

渗流实验，明确深部煤层气产出机理，构建深部煤层气渗透率动



态变化模型，建立深部煤层气多场、多尺度和多介质渗流模型，

揭示深部煤层气产出机理。

关键指标：建立多因素控制下深部煤层气渗透率动态变化的

评价方法，申报发明专利 2~3 项；建立深部煤层气临界深度评价

方法，揭示 3 个有利区的临界深度。

研究内容 2：准南复杂断裂带深部煤层气赋存机理及有利区

评价。

预测不同深度煤层含气性；分析深部煤层气成因，揭示气源

及运移路径；揭示准南复杂断裂带深部煤层气赋存机理；考虑资

源参数、保存条件等要素，建立准南深部煤层气勘探有利区评价

指标体系，开展准南深部煤层气资源潜力综合评价，优选可供勘

探开发的有利区。

关键指标：揭示准南复杂断裂带深部煤层气赋存机理，构建

2~3 种深部煤层气聚气模式；构建准南深部煤层气勘探有利区评

价指标体系 1 套，制定准南深部煤层气勘探选区企业标准 1 项；

优选准南深部煤层气有利区块 3 个，评价资源量 2000 亿方。

研究内容 3：深部煤储层可改造性研究。

判识深部煤储层煤体结构；分析地应力空间展布特征，揭示

深部煤储层的应力状态；开展储层温压条件下的煤岩全应力－应

变力学实验，明确不同深度及煤体结构煤岩的力学性质差异；研

究储层渗透性、煤体结构、地应力和力学性质对深部煤储层压裂

效果的影响，探讨深部煤储层的压裂可改造性。



关键指标：建立深部煤储层可改造性评价体系 1 套，申报发

明专利 2~3 项；明确适用于不同地应力、煤体结构条件的压裂方

案 2~3 种。

研究内容 4：深部煤层气井超大规模压裂与精细化排采关键

技术研究。

开展压裂缝网实时监测，明确缝网形成的地质、工程主控因

素，揭示深部煤层气井超大规模压裂缝网形成与扩展机理；基于

煤层压后气水全过程流动模型，结合深部煤层压裂井生产特征与

气水两相流动规律研究，形成压降范围内主力产气区域诊断方法

和深部煤层气多阶段多梯度排采控制方法。

关键指标：研发深部煤层气超大规模压裂技术体系 1 套、形

成相应的企业标准 1 项，应用此项技术后产气量提升 30%；研发

智能化、精细化排采技术体系 1 套、形成相应的企业标准 1 项，

应用此项技术后检泵周期延长 100 天。

研究内容 5：深部煤层气地质—工程一体化技术应用及先导

示范。

开发地质煤层气工程地质一体化平台建设，构建水平井风险

及可钻性预测模型，形成水平井多约束条件下导向与控制技术、

水平井高效防漏防塌钻井液调控技术、低成本快优钻井技术、水

平井高效密封固井技术、高二氧化碳酸性煤层气井开发技术，开

展深部煤层气地质—工程一体化技术应用及先导试验。

关键指标：试验超大规模压裂及精细化排采技术的深部煤层



气井稳产气量不低于 5000 立方米/天；应用深部煤层气“地质—

工程一体化”高效增产关键技术体系，引领建成新疆深部煤层气

开发先导示范区 1 处，形成煤层气产能 3000 万立方米/年。

4.高氯煤高效转化与利用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

研究内容 1：高氯煤燃烧全流程烟气腐蚀机理与防护技术应

用示范。

研究高氯煤在锅炉内燃烧的全流程分布特性，分析高含氯烟

气与脱硫废水对金属的腐蚀机理；针对环境需要优选设备金属材

料；针对不同使用环境开发相应的涂层技术。

关键指标：开展腐蚀机理研究的典型金属数量：≥5 种；开

发的涂层：≥3 种，在大型工业锅炉炉内环境条件下涂层不起泡、

不脱落，寿命>300 天以上，基体金属不腐蚀。

研究内容 2：高氯煤前端脱氯关键技术研发与中试验证。

研究各项工艺参数对高氯煤脱氯的影响规律；探索脱氯过程

中固液两相的流动与传质机理；开发煤与水的低成本高效分离技

术；开发含氯废水低成本脱氯技术；形成高氯煤转化与利用的前

端脱氯成套技术，完成中试验证。

关键指标：形成高氯煤转化与利用的前端脱氯成套技术，完

成万吨级中试示范，氯的脱除率≥80%，处理后煤中氯含量小于

0.1%。



研究内容 3：高氯煤气系统的设备防腐蚀与净化关键技术研

发与应用。

针对荒煤气优选金属材料，完成防腐蚀技术开发与应用；开

发高含氯荒煤气的除油、脱氯和除尘成套装备并应用；开发荒煤

气转化一体化烧嘴并应用。

关键指标：荒煤气处理量≥38 万 Nm3/h；荒煤气中氯的脱除

效率≥95%；荒煤气转化一体化烧嘴安全运行周期超过 300 天；

荒煤气除油、脱氯及除尘效率达到 98%；荒煤气压缩机等设备运

行周期超过 270 天。

5. 煤制烯烃产业与新能源耦合发展关键技术研发及工业示范

研究内容 1：大规模绿氢制备技术开发。

关键电极催化材料研发；催化剂失效机理研究；新型双极板

研发；多能互补系统集成研究。

关键指标：绿氢规模≥12000Nm3/h，并按照逐年增加≥

12000Nm3/h 进行建设，绿氢规模≥12 万 Nm3/h；阳极强化寿命

稳定运行时间不低于 1000h。

研究内容 2：粉煤的大规模高效气流床气化技术开发。

气化炉湍流反应调控方法与放大准则研究；水冷壁壁面及辐

射屏熔渣生成、流动、传热与相变研究；稠密气固同轴射流粉体

高效弥散调控研究，开发耦合有机废液处置的多功能一体化喷



嘴；高温合成气辐射传热过程研究；辐射废锅接口形式和结构参

数优化研究；大规模粉煤气化工艺系统优化集成与关键技术装备

工程化研究。

关键指标：单炉投煤量≥3000 吨 /天，有效气产量≥21 万

Nm3/h，辐射废锅蒸汽产量≥100 t/h（～10MPa 饱和蒸汽）；有效

成分（CO+H2）≥90%、比氧耗≤310Nm3O2/1000Nm3(CO+H2)、

比煤耗（干基）≤590kg/1000Nm3(CO+H2)、碳转化率≥99%，协

同气化有机废液处理量 1～4t/h，各项指标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研究内容 3：煤制烯烃产业与新能源耦合工程示范。

开展大规模粉煤气化与新能源制氢耦合的工艺系统集成优

化研究；开发协同气化有机废液、日投煤 3000 吨级半废锅流程

粉煤气化成套技术工艺设计软件包及工程示范，形成劣质煤操作

运行优化技术；建设并运行“绿电”电解水制备≥12000Nm3/h“绿

氢”代碳减碳技术工业示范装置，并按照逐年增加≥12000Nm3/h

进行建设，形成多能互补“绿电”制“绿氢”操作运行优化技术。

关键指标：完成≥80 万吨/年煤制烯烃产业与新能源耦合发

展关键技术的大规模工业示范运行，完成 72 小时连续满负荷运

行考核；吨烯烃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 6.2t 以下，吨烯烃耗

水量控制在 10t 以下，能源综合利用效率达到 48%以上。

农业农村领域（农村科技处）



6.叶尔羌河流域水盐调控与盐碱障碍消减产能提升技术模

式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新疆水资源短缺、耕地盐渍化严重、流域尺

度系统研究少，无法支撑分类分区治理等问题。以叶尔羌河流域

为研究对象，着眼于流域视角和系统理念，研究长期滴灌、“干

播湿出”等栽培模式及不同尺度下水资源配置、水盐运排、水盐

运移规律和盐碱耕地生产潜力评估，建立水盐调控模型和预测预

警系统。开展高效低成本咸水淡化设备关键技术及核心装备研

发，形成以咸水淡化为核心的设施盐碱土治理技术。开展改土多

元调控技术研究，重点研究耕层改土重构、破障排盐、滴灌控盐、

化防生改等盐碱障碍消减技术。以流域水盐运移规律为指导，优

化流域灌排调控系统，集成扩容增碳、水肥盐调控、微咸水利用、

暗管排盐、竖井排灌降盐等关键技术及产品，构建“防、控、治”

为核心的流域上中下游盐碱耕地分类分区综合利用与长效控盐

产能提升技术模式，创新示范推广新机制，与地方政府、企业和

新型经营主体紧密结合，联动上中下游进行规模化示范。

关键指标：

（1）建立盐碱地监测点 30 个以上，建立现有主流栽培模

式下流域水盐预测预警系统 1-2 套，不同尺度水盐模型 1-2 套。

（2）研发地下咸水微咸水（3—10g/L）处理后达到种植灌

溉要求（1g/L 以下）技术产品 1 套，成本不超过 0.3 元每立方，

建立 500 亩以上示范区 1 个，创建咸水微咸水安全利用增产增



效技术 3—4 个。

（3）研发物理化学生物耦合盐碱障碍消减技术和产品 4-6

种。

（4）授权发明专利 8-10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5-6 项。

（5）发表高水平论文 15 余篇。

（6）制定盐碱耕地滴灌洗盐控盐技术规程 1-2 套，制定重

度盐碱耕地暗管排盐、竖井排灌降水降盐技术规程各 1-2 套。

（7）构建内陆河流域上中下游灌区盐碱耕地水肥盐调控产

能提升技术模式各 1-2 套，建立千亩以上示范区 3 个。

（8）示范区耕地土壤盐分降低 15%以上，耕地质量等级提

升 1 个等级，作物产量提高 15%以上，上、中、下游共示范 20

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