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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实践训练整体情况

实践单位

名称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煤制油化工质检计量中心

实践单位

地点
宁夏灵武市宁东镇宁煤煤制油化工质检计量中心 10号楼

实践岗位

名称
中心副主任

2019年 01月 01日开始  至  2021年 01月 25 日结束
专业实践

训练时间
集中进行

专业实践训练累计   755   天（单位考核前），其中项目

研究天数   183  天（单位考核前）

（1）基本概况（含实践单位简介、实习实践内容等）

（一）实践单位简介：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具有 85万吨/年甲醇、

165万吨/年聚丙烯、6万吨/年聚甲醛、400万吨/年煤制油 5个项目。煤制油化工质

检计量中心，主要负责承担公司煤制油化工园区的原材料入场、出厂产品检验；各生

产厂生产中间控制分析；“三废”处理分析；各类物资、产品出入厂过磅；各生产厂

互供内部结算及出入厂物资结算；各类仪表检定、计量监督。中心设 5个机关部室

（综合办公室、党委工作部、经营管理部、生产管理部、安健环保部）、9个基层车间

（生控分析一车间、生控分析二车间、生控分析三车间、生控分析四车间、生控分析

五车间、产品检验车间、煤质分析车间、环境监测站和计量站）。现有职工 765人

（含劳务派遣人员 99人）平均年龄 36岁；大专及以上人员 658人。

（二）实习实践内容：本项目参考石油基化工产品标准，结合费-托合成化工产品自

身特点，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规范要求，建立《煤基费托合成软蜡》行业

产品标准，详细技术内容包括：（1）产品标准应用范围及牌号划分；（2）产品的技

术要求确定；（3）产品的具体检测方法的选择和确定；（4）产品取样、检验规则、

安全、标志及储运要求。



4

（2）项目研究概述（含项目名称、项目来源、项目经费、主要研究目标和技术难点

等）

（一）项目名称：《煤基费托合成软蜡》行业产品标准制定

（二）项目来源：根据工业和信息部办公厅文件，工信厅科发【2018】103号《关于

印发 2018年第五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制定行业标准《煤基费托合成 软

蜡》，项目计划编号 2018-2224T-HG。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原神华宁

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科合成油技术有限公司、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

西南化工研究设计有限公司为《煤基费托合成 软蜡》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全国煤化工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制化学品分会为归口单位。

（三）项目经费：根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标准管理办法》要

求，行业标准制定计划费用为 20万元，实际发生标准归口管理费 5.00万元，专家咨

询费 4.35万元，会议费 2.49万元，共计 11.84万元。

（四）主要研究目标：本项目的研究目标为制定《煤基费托合成软蜡》行业标准。

煤基费托合成软蜡是一种以煤为原料，经过气化、费托合成以及加氢精制工艺生产的

软蜡产品。煤基费托合成软蜡基于生产原料、工艺与传统石蜡裂解行业有所不同，主

要由碳数为 C15-C35之间的正构烷烃组成，由于费托合成生产工艺特点，本产品具有

馏程范围稳定、硫含量低、不腐蚀设备、正构烷烃含量高等特性，煤基费托合成软蜡

主要用途为生产高粘度氯化石蜡及其下游产品包括塑料增塑剂、阻燃剂、聚氨酯泡沫

胶等，以高粘度液体石蜡为原料的终端产品因成本较低，正在大量推广使用，预计仅

聚氨酯泡沫胶的市场需求在五年内将达到 50万吨以上。目前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

公司、伊泰煤制油项目、潞安煤制油项目、兖矿未来能源间接液化项目五家单位煤基

费托合成软蜡的销售量已占据国内使用市场的 80%以上，基本替代了石油基类似产品。

目前国内尚未有煤基费托合成软蜡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标准的缺失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煤基费托合成软蜡的发展。该标准的制定将便于产品质量的监

督、有效规范市场、提高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利益，使煤基费托合成软蜡产品健康

发展，满足国内外贸易的需求。为煤炭间接液化产业化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提供可靠的

操作依据；可以有效地保证产品质量，规范企业产品等级，有利于规范市场公平交

易，对今后企业发展、指导产品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五）技术难点：1.现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均为石油基化工产品标准，无相关煤基

化工产品标准可以参考借鉴；2.《煤基费托合成软蜡》产品行业标准中正构烷烃含量

是非常重要的技术要求，目前国内外正构烷烃测定方法均不适用软蜡产品，因此标准

工作组需研究建立符合煤基费托合成软蜡产品特点的正构烷烃含量测定的分析方法。



5

（3）项目开展情况（含项目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研究团队分工、本人

承担任务及完成情况，存在问题与改进建议等，不少于 500字。）

（一）研究内容：本项目参考石油基化工产品标准，结合费-托合成化工产品自

身特点，研究并建立煤基费托合成软蜡化工产品标准。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行业

的规范要求，建立费-托合成化工产品标准的技术内容包括： （1）产品标准应用范围

及牌号划分；（2）产品的技术要求确定；（3）产品的具体检测方法的选择和确定；

（4）产品取样、检验规则、安全、标志及储运要求。

（二）方案及技术路线：

1.行业现状调研：对产品的生产规模、工艺路线、市场的应用领域、市场需求量、现

有产品标准的覆盖领域等方面开展行业现状调研。

2.主要指标的选择及检测依据的确定：

（1）参考石化行业现有类似产品标准，结合产品特性及用途提出产品质量评价可能

需要的性能指标；

（2）调研该产品所涉及的性能指标所反映的产品特性；

(3)依据现有的检测该产品性能指标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结合产品的特性评估各

个标准对该产品的适用情况，提出建议试验方法；

(4)采用建议试验方法，收集装置在正常工况下所产出产品的性能指标的分布情况；

（5）对比目标产品与石油石化行业类似产品标准中各项产品性能指标的限值，评估

目标产品优劣势；

（6）调研目标产品用户对该产品的性能要求，同时结合现有类似产品性能指标限值

与目标产品的数据分布情况，提出性能指标的建议限值；

（7）结合产品特性明确样品采集方法和要求，产品标志、包装、运输、贮运及安全

要求。

3.标准草案的编制、审核修订、发布：

（1）依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20001.10《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部分：产品标准》及确定的性能指标编制产品标准草

案、编制说明和试验验证报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征求同行业相关单位、标准委员会委员的的意见，根据意见对标准草案、编制

说明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3）标准委员会组织相关单位专家召开技术研

讨会，根据研讨会的修改建议修改标准草案、编制说明形成标准报批稿；（4）审核

发布产品行业标准。

（三）团队分工：根据行业标准制定工作安排和人员特点标准制定工作组分为四个小

组，第一小组承担本标准的各稿文本编制、协调取样、试验安排、工作分工等全面工

作；第二小组承担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的收集、分析及资料查证；第三小组承

担本标准实验数据测试及分析整理工作；第四小组负责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整理校

错，以及标准立项申报和报批工作。

（四）本人承担任务及完成情况：

本人为该项目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本标准的各稿文本编制、协调取样、试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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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工等全面工作。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能够积极与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制化学

品分技术委员会以及各参与单位相关专家进行有效沟通；严格按照标准制定流程要求

组织相关人员完成标准草案、编制说明；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实验验证等各项工作。

《煤基费托合成软蜡》行业标准已经于 2021年 1月完成报批。

（五）问题与改进建议：

存在的问题：1.分析领域专业知识不够扎实，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对技术要求确定目的

及意义不清楚；2.对标准制定流程不熟悉。

改进建议：1.加强分析领域专业知识学习，深入了解各个分析项目对产品的意义；2.

查漏补缺增加标准制定流程与具体要求相关内容的学习，为以后参加标准制定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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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实践训练收获

（一）围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举例说明以下收获（不少于 800字）

一、知识掌握：

通过参与《煤基费托合成软蜡》产品行业标准制定项目，本人在行业标准制定和生产

工艺方面掌握了更深层次的知识，具体如下：

1.本人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过程有了一次深入的学习，掌握了标准制定应如

何开展工作，如何编制标准草案、编制说明，如何组织开展方法试验验证等工作。

2.深入学习了费托合成生产工艺的特点，掌握了国家能源集团宁煤公司与伊泰煤制油

公司和山西未来能源煤制油公司在生产工艺上的不同点。

3.对油品分析领域相关项目的分析方法有了深入的了解，详细掌握了馏程、正构烷烃

含量的测定、总硫含量、机械杂质、水含量等项目分析方法与分析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4.在《煤基费托合成软蜡正构烷烃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方法标准编制过程中对检

测方法标准的制定过程进行了实践学习，掌握了如何开展方法试验验证工作，数据的

筛查、方法精密度、准确度的确定，并进一步了解了色谱分析的特点与操作方式。

5.经过大量文献检索和调研，本人对煤化工产业的生产工艺，市场规模、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学习，通过对比煤炭直接液化、煤炭间接液化和石油化工等不同工艺的

比对，掌握了煤化工的优缺点。

二、能力提升

通过参与《煤基费托合成软蜡》产品行业标准制定项目，本人在组织协调、分析操作

等各个方面能力均有较大提升，具体如下：

1.协调组织能力的提升，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需要配合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制化学

品分会组织相关单位、专家对标准草案进行审核。

    2.分析操作能力的提升，行业标准的制定需要科学准确的数据作为依据，在标准

制定过程在油品方法、实践操作能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3.文献检索能力的提升，在标准制定过程需要检索大量文献，需要通过文件检索得到

需要的信息，本人在文件检索能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三、素质养成

本人养成了科学、严谨、准确的素质。行业标准的制修订需要科学、严谨、准确的态

度。在标准制定过程，有幸能与同行业专家一起研究、探讨。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凡

事都要有理有据，做事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还有项目本身要求所有分析数据必须准

确无误，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看到分析人员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操作，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四、其他

存在的问题：1.分析领域专业知识不够扎实，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对技术要求确定目的

及意义不清楚；2.对标准制定流程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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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成效

（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评估

本项目通过借鉴石油基化工产品标准，结合煤制油费托合成化工产品自身特点，研究

并建立了《煤基费托合成软蜡》行业标准和《煤基费托合成软蜡正构烷烃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检测方法标准，完善了企业煤制油化工产品标准体系，推动了我国煤制

油化工产品行业标准体系的发展。为煤基化工产品标准化生产及产品应用提供依据，

进而推动煤炭间接液化产品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以更好地适应现今市场的需求。为煤基

液化产品多元化销售提供了条件，提高了煤制油行业产品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

在产品的下游应用方面，有利于客户合理依据煤基液化产品性能特点延伸下游产品中

的应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产品标准的制定已成为进入国内外市场的一道门槛和掌控

市场的一种手段，可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地位和企业竞争力，有利于强化

企业创新能力和技术成果的转化，推动我国煤化工标准体系的发展，促进煤间接液化

产业的发展，开辟大宗非石油基化工品生产技术路线，提升国家能源安全水平。

（二）与学位论文撰写的相关程度

本人毕业论文为《煤制石脑油裂解深加工生产过程控制分析方法的研究与应用》，主

要针对煤基石脑油裂解深加工工艺中存在的分析难题，目的是解决分析中存在的难

点，为煤基石脑油裂解深加工的工艺调整提供数据参考，为后续类似工艺提供较好的

分析方法。通过对丁二烯中微量乙腈分析方法的研究、烃中微量环丁砜分析方法的研

究、油中双烯值含量分析方法研究、乙腈中亚硝酸钠含量的测定方法研究制定了《丁

二烯中乙腈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烃中微量环丁砜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汽油中二烯值的测定 红外光谱法》、《乙腈中亚硝酸钠含量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四项企业标准。本人的专业实践课题为《煤基费托合成软蜡》行业产品标准制定，均

是对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 400万吨/年煤制油项目产品深加工产品及其检测方

法的研究。通过《煤基费托合成软蜡》和《煤制石脑油裂解深加工生产过程控制分析

方法的研究与应用》两个课题的研究，完善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 400万吨/年

煤制油项目产品与分析方法标准体系。

3.在校期间主要研究成果【含产品与样机、专利（含申请）、著作、软件著作权、论

文、标准、获奖、成果转化等】

成果名称

类别 [含产品与样机、

专利（含申请）、

著作、软件著作权、

论文、标准、获奖、

成果转化等]

发表时间/

授权或申请

时间等

刊物名称/专

利授权

或申请号等

本人排名/

总人数

学校排名/

总参与单位

数

煤基费托合成 软

蜡
标准 2022-12-01

已经通过审

查，计划
5/9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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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支撑材料

在校期间主要研究成果【含产品与样机、专利（含申请）、著

作、软件著作权、论文、标准、获奖、成果转化等】证明材料原件

扫描件，具体提交要求如下：

1.产品与样机扫描件包含企业证明材料（含产品与样机功能及

创新性介绍、社会经济效益、个人贡献说明及相关照片等）。

2.授权专利扫描件包含专利证书授权页；未授权专利扫描件包

含专利受理书扫描件和专利请求书扫描件需加盖事务所公章或发明

专利申请页（有二维码）。

3.著作扫描件包含封面、封底和版权页。

4.软件著作权扫描件包含著作权证书和事务所出具著作权人排

序证明。

5.论文扫描件包含封面、封底、目录和论文全文（含收录证

明）。

6.标准扫描件包含封面、版权页、发布公告、前言和目次。

7.获奖扫描件包含显示单位和个人排名的获奖证书。

8.成果转化扫描件包含企业证明材料（含成果技术说明、社会

经济效益、个人贡献说明及相关照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