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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上海建
材人用各自不同的形式支持着这场战役，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有居家办
公切断疫情扩散渠道的，有全力防控疫情
积极保生产的，有主动请缨争做志愿者
的，有心系疫线捐资捐物的，共同构成了
一幅幅上海建材人大爱善举温暖画面。

4月份以来，面对上海复杂严峻的疫
情防控形势，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副
会长单位上海建材集团按照市委、市政府
及上级党委疫情防控的部署要求，立即响
应。在该集团党委的号召下，近300名党
员干部、职工、青年团员递交了请战书，投
身抗疫一线，防疫保供，坚决筑牢疫情防

线，彰显国企使命担当。
疫情就是命令，援舱就是责任。该集

团党委迅速成立应急工作专班全力支援
国展中心方舱医院 7、8 号馆项目，下设

“综合协调组”“志愿者工作组”“后勤保障
组”“驻场临时组织”“建材方舱现场组”，
将保障工作落实到人。该集团各成员企业
闻令而动，4月8日晚志愿者队伍开始集
结，分四批陆续出征，该集团党委书记殷
俊坐镇现场，协调指挥。

该集团分别于4月10日晚和4月11
日晚接到紧急指令要求在方舱医院的接
纳处和医护人员休息的集装箱中设置穿
衣镜。该集团成员企业“耀皮公司”和“百
姓装潢公司”立即响应，整合资源，第一时
间完成了人员集结和物资准备，火速装
车，连续奋战，次日就完成了总计135面
穿衣镜的安装。

方舱医院建设处于最后冲刺阶段，集
团物资保障小组，分头落实物资采购和运
输工作，打通多种渠道，克服当前物资紧
缺、物流运输困难等因素，想方设法迅速
完成了涉及食品、饮用水、应急防疫、日用
品、药品等五大类，把价值约27万元的物
资保障品运至方舱，分发到现场工作人员
手中。

据悉，封闭管理期间，该集团成员企
业纷纷成立临时党小组，充分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党员带动骨干，骨干带动群众，全

力以赴完成防疫保供任务。“耀皮公司”康
桥汽玻留守的51名员工就地打地铺，吃
住在车间，24 小时不间断地进行封闭式
生产，一人多岗开展工作，他们以有限的
人力资源，承担起所有的生产任务，并多
次组织对厂区、住宿区域和办公区域等进
行消杀，切实保障了员工的身体健康。

“百姓装潢公司”发挥“无接触式”
家装服务优势，开展线上业务咨询、合
同签订等，设计师通过线上软件直播量
房，VR 全景技术向客户线上展示介绍
设计方案。

据悉，疫情暴发初期，“玻机公司”
即迅速建立防疫物资三级保障机制和应
对措施，优先加强浦东机场、国家会展
中心等幕墙维护班组的防疫物资保障，
消除安全隐患，守护申城平安。该市普
陀区某大型商业体出现建筑幕墙檐口石
材坠落风险，该公司迅速开展线上指
挥，紧急调动项目经理、施工人员、大
型设备，层层落实抢险方案的制定，抢
险工作从晚上 10 点持续到次日凌晨 1
点，彻底消除了石材坠落风险。

在这场守“沪”战役中，人们看到
了上海建材集团及成员企业团结一心，
全力以赴、主动请缨、艰辛奋战、逆向
而行的强大正能量。在这次大考中，该
集团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同心战“疫”、合
力守“沪”的责任与担当。

上海建材集团坚决筑牢疫情防线，彰显国企使命担当

同心战“疫” 合力守“沪”
□李兴龙

日前，全球特种化学品引领者诺力
昂发布了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重点介
绍了该公司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未来方面
的进展和承诺。诺力昂可持续发展战略
分为三大方面，包括持续提高安全和环
境绩效，发展和创新可持续解决方案，
以及与员工、客户、供应商和社会互动
合作，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

——2021年诺力昂可持续发展凸显
六大亮点

一是人员安全表现在同行业排名数
量的前四分之一。年度人员和工艺安全
表现创历史纪录。可记录伤害率同比下
降25%，工艺安全事故率同比下降23%。

二是更新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
标。自2019年以来，尽管产量和销量增
长强劲，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仅增长
1%。诺力昂设定了2030年新目标，即将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减少 40%，并确认了
其现有目标，即与 2019 年的基准相比，
将用水强度和固废强度减少 10%。到
2050年，诺力昂希望实现净零排放。

三是可持续解决方案以满足不断增
长的客户需求。诺力昂 38%的销售额来
自“生态优质解决方案”，同时该公司
71%的研发项目专注于具有可持续效益
的解决方案。2021年，诺力昂推出了多
款创新且具有可持续效益的产品，包括

符合美国环保局安全选择标准的系列新
型脱脂剂和清洗剂，以及用于先进水处
理的智能标签聚合物系统。

四是荣获国际金牌评级，碳排放披露
气候变化B级评分。该公司在全球最大的
商业可持续发展评级机构所评定的所有
公司中名列前3%。此外，诺力昂首次自愿
参与气候变化问卷，获得B级评分。

五是构建包容和多元的工作环境。
诺力昂推出了其包容性和多元化计划，
该计划支持全球办公室和生产基地的50
多名志愿协调员，四个由员工主导的业
务资源团体，以及全球 800 多名成员，
为员工提供培训和其他资源，以帮助提
高多元化的理解和协作。该计划还通过
全球辅导项目，支持诺力昂的员工职业
发展，第一年就有200多名参与者受益。

六是增强透明度和数据披露。该报
告是根据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的
框架而编写的，也是第一份符合气候相
关财务披露特别工作组建议的报告。此
外，诺力昂还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契约。
即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倡议。

——致力于共创可持续发展未来
“在诺力昂，我们以公司使命为指

引，致力于共创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可
持续发展是我们战略和价值观的核心，
因为它对社会、我们的客户和业务都至

关重要。”诺力昂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Charlie Shaver 表示，“我为我们专注的
投资、以创新为主导的工作方式以及紧
密的客户关系感到自豪，这有助于我们
在整个价值链中创造有意义的影响，并
为我们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带来价值。”

“我们推进了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优先
事项，这在我们的2021年报告中均有体
现。这包括在实现关键气候目标方面取
得的进展，并继续关注安全，同时提高
我们的环境、社会、治理战略发展透明
度。”诺力昂首席可持续发展与传播官
Vivi Hollertt表示，“我为全新和升级的
框架、标准和外部保证感到自豪，这为
我们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广泛的数据和
信息披露，同时进一步证实了我们正在
取得的进展。”

全球各行各业都几乎与诺力昂的解
决方案有关联，如个人护理用品、清洁
用品、涂料、建筑材料、农产品、食品
和药品等。凭借近 400 年的悠久历史、
全球约7650名员工的敬业精神，以及对
客户、业务增长、安全、可持续性和创
新的共同承诺，诺力昂始终保持着强韧
的财务业绩，业务遍布全球 80 多个国
家，旗下拥有众多行业领先的产品品牌。

——发展报告介绍了多项来自中国
的成果案例

据悉，此次诺力昂可持续发展报告
介绍了数个来自中国的案例。

一是满足亚太市场需求。2021年诺
力昂宣布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基地的新生
产装置投产，同年诺力昂位于天津市的
世界级有机过氧化物生产基地宣布全面
投产，这些都旨在满足亚洲地区包装、
油漆和涂料以及建筑行业客户日益增长
的需求。天津基地拥有三个生产设施，
还配备了安全、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领
域的最新技术，生产的诺力昂产品包括
有机过氧化物和过氧化甲乙酮。宁波基
地的新装置设计年产能为 35,000 吨，为
其有机过氧化物业务生产两种关键中间
体：叔丁基过氧化氢和叔丁醇。

二是引发剂连续加料技术专利授
权。2021 年 7 月，诺力昂宣布与陕西北
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陕
西北元） 签署了为期 5 年的专利授权协
议，将向陕西北元授权其创新的引发剂
连续加料技术，并将同时销售供应其专
有的引发剂产品，该引发剂将由诺力昂
在天津新建的世界级工厂生产。陕西北
元总经理刘延财表示：“通过这项协议，
我们期待推动PVC行业的发展并在中国
创造更多价值。通过聚合引发剂的自动
化处理，PVC 生产流程更安全、高效，
且能耗更低。我们相信通过与诺力昂的

合作，北元将始终处于行业前沿，积极
应对日益严格的环境和安全法规。”

三是实现社区开放日。2021 年 7 月
至 9 月，诺力昂在中国的泰兴、嘉兴、
宁波、广州分部相继举办社区开放日活
动，旨在展示化工创新成果，提高信息
透明度，倡导与周边社区公众和利益相
关方公开、和谐沟通。以“携手可持续
发展和碳中和建设”为主题的年度活动
是嘉兴工厂自加入诺力昂以来的首次开
放日活动。诺力昂已经与国际化学品制
造商协会合作举办了十余年的相关活
动。300多名诺力昂员工及其家人、工业
区利益相关者参加了这些活动。

四是“责任关怀”荣誉奖。国际化
学品制造商协会高度认可诺力昂在中国

可持续发展和责任关怀领域的杰出表
现，并颁发了2020年“责任关怀”荣誉
奖。四名诺力昂员工也获得了2020年杰
出贡献者奖，表彰了他们在产业政策倡
导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方面的贡献。
为满足责任关怀荣誉奖的要求，诺力昂
在中国的七家工厂每年都会进行自我评
估并制定改进计划、接受内部审计。“责
任关怀”是化工行业的一项全球倡议，
旨在增强和改善行业的环境、健康、安
全和安保绩效。作为责任关怀全球宪章
的签署者，诺力昂致力于培育一种企业
文化：积极支持安全的化学品制造和物
流、保护人员和环境、吸引业务合作伙
伴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并通过开发创新
型解决方案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诺力昂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
□本报记者 顾今

近年来，海螺集团深入践行新发展理
念，坚持创新引领、数字赋能、绿色转型，
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增效，高质量发展势头强
劲。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压舱石”。海螺
集团实施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以低碳零碳和
新能源新材料为攻坚方向，大力发展人工智
能、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高端装备
制造等新兴产业，近年来获得发明专利 485
项，形成了一系列高端制造创新成果。

数字经济是企业增长的“新引擎”。海螺
集团抢抓工业互联网发展机遇，打造具有较
强影响力的跨行业、跨领域的“双跨平台”，
孵化出无人驾驶、智能机器人、智能质量管
理和智慧物流供应链平台等智能制造科技公
司，接入各类物联网设备 40 余万个，入选工
业和信息化部首批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在工
信部发布的第二批“5G+工业互联网”典型
应用场景和重点行业实践名单上，海螺集团

“5G+AI+智慧装船”项目成功入选，该项目
实施后，生产效率提升70%。

绿色低碳是企业转型的“风向标”。在山
东济宁打造“零外购电”标杆工厂；在福
建、安徽等地建设光伏绿色产业园；在内蒙
古投资建设铝加工、风电制氢发电储能等新
能源开发项目；加入长三角光储产业联盟，
打造“光伏+储能”全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加速推进光伏发电工厂全覆盖……近年来，
海螺集团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通
过与一流科研院所合作，构建起以绿色建材
与高端制造安徽省技术创新中心、三碳 （安
徽） 科技研究院、水泥行业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技术应用产业园等十大载体和两只基金为
主的“10+2”绿色低碳发展体系，助推美丽
中国建设。 （海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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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产竹国，素有
“竹子王国”之誉。全国竹林面积641万
公顷，立竹数量超过 280 亿株，竹材总
蓄积量约 5 亿吨。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
景下，竹产业以新型的复合材料和固碳
能力，展现在人们面前。

竹缠绕复合材料以竹材为基材、以树
脂为胶黏剂，采用无应力缺陷的缠绕工艺
加工而成。充分发挥了竹材轴向拉伸强度
高、弹性模量大的特点，具有重量轻，强度
高、绝缘性和耐腐蚀性好、使用寿命长等
特点。竹缠绕复合材料制成的管道、管廊、
房屋等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城市给排水、
农田灌溉、水利输送、城市管廊、新农村建
设等领域，有效减少钢铁、水泥、塑料等高
耗能产品的需求量。完全自主创新，技
术水平国际领先。

竹缠绕复合材料具有优良的技术指
标，在埋地1米深、地面车载90吨的情
况下，竹缠绕管廊最大竖向变形量不到
1%，远低于 3%的控制标准;在管道形变
超过 30%时，抗压强度还可以继续上
升，弯曲强度保留率为108.4%，弯曲弹
性模量保留率为112.4%;国家农业灌排设
备监督检验中心对竹缠绕复合管进行 1
万小时静水压试验，竹缠绕复合管在正
常件下，使用寿命可达50年以上。加拿
大国家林产品创新研究院对竹缠绕复合
材料进行加速老化试验，表明竹缠绕复
合材料在自然条件下使用56年后，强度
保留率为 74%。竹缠绕复合材料的生产
全过程能耗和碳排放均要明显小于钢筋
混凝土产品，以压力等级为0.6兆帕、管
径为 1000 毫米的管道为例，能耗仅为
54.9 千克标准煤/米。分别比焊接钢管、
塑料管、球墨铸铁管、预应力钢筒混凝
土管、钢筋混凝土排水管节能 77.6%、
64.2%、77.3%、38.3%、32.2%。

新型竹缠绕复合材料市场应用广阔

目前，竹缠绕复合材料产品主要包
括复合管、管廊、高铁车厢、房屋、厕
所、军工产品等六个系列。其中，复合
管和管廊已进入产业化应用阶段，其余4
种产品已经研制成功，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竹缠绕复合管。它是首款研制
成功并开展工程应用的竹缠绕产品，主
要包括三层结构，沿管径方向，由内到
外依次为内衬层、增强层和外防护层，

三者由不同的材料组成，发挥不同的作
用。内衬层采用防腐性能优异且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树脂和竹纤维无纺布、竹
针织毡制成，防渗且内壁光滑;增强层由
竹篾、生物填料和氨基树脂制成;外防护
层一般采用防水防腐性能较好的树脂和
防辐射填料制成。竹缠绕复合管的生产工
艺主要包括竹材加工、氨基树脂生产、内
衬制作、增强层缠绕、加热固化、修整脱
模、外防护层涂刷等流程。与焊接钢管、塑
料管、球墨铸铁管、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等传统管道相比，竹缠绕复合管具有明显
的性能优势、施工优势和价格优势。性能
方面，竹缠绕复合管使用寿命长、保温性
能突出、糙率系数低、水流性能佳、抗震性
能好、防渗性能好等优异性能，符合生活
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安全性评价标准，具备
最优化的纵向和环向力学性能，可广泛应
用于水利输送、农田节水灌溉、城市给排
水等管道运输行业。

（二）竹缠绕管廊。2017 年，5 米直径
的竹缠绕管廊研制成功;2020年7月，我国
首根8米直径的竹缠绕管廊研制成功，并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该产品是以竹篾、生
物填料为基体材料、树脂为胶黏剂，采用
缠绕工艺制作而成，具有防火耐水、抗震
抗沉降能力强、初始力学性能好、稳定性
高、使用寿命长、综合造价低、施工安装方
便等优势，与钢筋混凝土管廊相比，竹缠
绕管廊的工程施工周期仅为其30%，综合
成本仅为其70%至80%。完全可代替钢筋
混凝土制作的管廊。

（三）竹缠绕房屋。2017年10月，世界
上第一款竹缠绕整体组合式房屋研制成
功。除整体组合式房屋外，竹缠绕房屋还
包括新时代农居、单体公寓等类型。竹缠
绕房屋是以竹材为基体材料、秸秆为填充
材料、树脂为胶黏剂，采用缠绕工艺制作
而成，具有资源可再生、节能低碳、抗
震、保温、隔音、防火、建造速度极快
等优势，可取代目前使用钢筋、水泥建
设的房屋。最终将实现今后农村建房中

不再使用钢筋、水泥、砖头和瓦片的目
标。竹缠绕房屋的建造流程包括主体缠
绕、房屋起吊、房屋运输、房屋组装、
光伏安装五个环节。其中，主体缠绕是
以每间房屋为单位在工厂中进行整体缠
绕成型、装修、放置家具。房屋运输也
是每间房屋整体运输。在现场进行组装
时，200平方米的二层房屋一般只需2至
4小时即可组装好。

（四） 竹缠绕高铁车厢。2017 年 6
月，竹缠绕高铁车厢样品研制成功。竹
缠绕高铁车厢具有资源可再生、低碳环
保、质轻、抗震、保温、隔音、防火、
安全性好、综合成本低等优势，符合国
家提出的发展绿色、轻量化交通的要
求。由于竹缠绕复合材料具有吸收缓冲
撞击力的天然属性，车厢在受到极限外
力的情况下，能减少乘客受到冲撞力，
减少事故的伤亡率，可极大提高高铁在
极端情况下的安全性能。目前，竹缠绕
高铁车厢正在进行全面测试。

产业基地在创新中不断得到扩大

2015年7月，首个年产2万吨管道的

生产单元在湖北襄阳建成投产，开创了
林产业转型的先河;山东、内蒙古、广
西、福建、河南、重庆等地也陆续建设
了竹缠绕生产基地，产业化基地不断扩
大。截至目前，竹缠绕产业已有 7 个产
业化基地先后建成投产，建设投资4.5亿
元，年产能11万吨。全部达产后产值预
计可达到 16.5 亿元。同时，河南、湖
北、湖南、四川等地有 4 个竹缠绕生产
基地正在建设过程中，建设投资总计4.7
亿元，预期产能为10万吨，预期产值为
15 亿元。国内另有 9 个生产基地已经签
约，分别位于浙江、贵州、陕西、广
西、四川 （2 个）、山东、江苏、重庆 8
个省市，预期投资为11.7亿元，预期产
能26万吨，预期产值39亿元。为了扩展
海外市场，国内竹缠绕相关企业与菲律
宾、缅甸、尼泊尔也分别开展合作，目
前已签约 3 个国际项目。具有一定规模
的产业化基地是一个产业发展成熟的基
本条件。另外一项条件是原料供应基本
保障。全国竹材总蓄积量超过 5 亿吨，
每年可砍伐量约1.5亿吨。而当前竹材每
年砍伐消耗量仅 4000 万吨。显而易见，

国内丰富的竹资源为竹缠绕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原材料。从地区分布
来看，中国竹资源主要集中在福建、江
西、浙江、湖南、四川等地，5个地区的
竹林面积约451.4万公顷，占全国竹林面
积的 70%。为了保证原料供应，竹缠绕
产业将在南方部分有竹省份建立数百个
竹材加工基地，向竹缠绕产品生产企业
供应竹材500万吨。

具有显著的减碳固碳与社会经济效益

一是显著的经济效益，竹缠绕复合
管使用竹材作为增强层材料，并以树脂
为胶黏剂，每吨竹缠绕复合管可以相应
产出 1.1 万元的产值，和 9000 元的辅产
品产值。以当前技术最成熟、工业化应
用最多的竹缠绕复合管为例，当竹缠绕
复合管分别替代焊接钢管、塑料管、球
墨铸铁管、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钢筋
混凝土排水管五种传统管道 75%的产量
时，仅投资2280亿元，竹缠绕复合管产
量将达到 3800 万吨，消耗竹材 1.1 亿
吨，产值可实现7600亿元，形成减碳固
碳总量1.54亿吨二氧化碳。

城市排水管网领域现有 73.5 万公里
排水管，如果全部用竹缠绕复合管进行
更新，消耗 8900 万吨竹材，可以创造
1.78 万亿元的竹缠绕复合管的产值。同
时竹材培育、竹篾加工、管道生产三个
环节，共增收3740亿元。在农业灌溉领
域，如果全部采用竹缠绕复合管，建设2
亿亩高标准农田所需的 120 万公里农业
灌溉管道，需求1400万吨竹缠绕复合管
的生产，可以创造2800亿元的产值，竹
材培育、竹篾加工、管道生产三个环节
共可增收 600 亿元。二是有助于减少高
耗能产业比重，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不
仅是实现碳减排与碳中和的重要抓手，
还是缓解能源安全问题与环境问题的重
要途径。三是减碳固碳。在当前化石能
源消费占比仍高达 85%的情况下，竹缠
绕产品替代高耗能产品产生的节能效益

可形成显著的减碳效益。
除以上分析外，竹林的固碳能力远

超普通林木，是杉木的1.46倍，热带雨
林的 1.33 倍。每年可实现减碳 1.97 亿
吨、固碳1.05亿吨，减碳固碳总量达到
3.02亿吨，约占2019年中国碳排放总量
的3.1%。

竹缠绕复合材料新型产业展望

（一）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2015年
以来，该材料技术陆续被列入水利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发布的相关
技术目录中，并被评为全国建设行业科
技成果推广项目、绿色建筑节能推荐产
品、工程建设推荐产品;来自政府部门与
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强化了竹缠绕复
合材料技术的品牌效应，对技术推广起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壮大自主创新力量。截至2020
年，累计专利 250 余项，其中发明专利
45项，国际专利14项。形成1项国家标
准、2项行业标准、1项团体标准，质量
控制体系初步建立。分别成立了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竹缠绕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推进竹缠绕
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机构建设不断完
善。壮大了中国自主创新力量，将成为
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实现制造强国
目标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发挥基础材料作用，促进国民
经济可持续发展。竹缠绕复合材料以天
然竹材为基材，具有原料可再生、能源
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碳排放少等特
点，充分发挥了生物基材料的优势，避
免了钢铁、水泥、塑料等传统材料带来
的高能耗、高排放问题，在城市给排
水、农田水利、城市管廊、乡村振兴等
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中国
仍有1.1亿吨闲置竹资源，若将其全部生
产化，生产竹缠绕复合管等产品，竹缠
绕复合管年产量增加31.8万千米，实现
年产值为7600亿元，可形成4600万吨标
准煤的节能能力，减排二氧化碳1.18亿
吨，可形成固碳量3600万吨，减碳固碳
总量1.54亿吨。因此，新型竹缠绕复合
材料应用前景远大，可期待大力发展。

（世竹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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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竹缠绕复合材料产业前景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