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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特别重大风险。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

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

风险因素”所述内容，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 2021 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

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 元（含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 94,67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7,040,600 元（含税），占 2021 年度合

并报表中归属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30.49%。本次分红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青达环保 688501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公维军 高静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胶北办事处工

业园达能路3号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胶北办事处工

业园达能路3号 

电话 0532-86625751 0532-86625751 

电子信箱 zqb@daneng.cc zqb@daneng.cc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以服务国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宗旨，致力于节能降耗、环保

减排设备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为电力、热力、化工、冶金、垃圾处理等领域的客户提供炉渣节

能环保处理系统、烟气节能环保处理系统、清洁能源消纳系统和脱硫废水环保处理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深耕节能环保行业，通过加强技术研发，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节能、环保解决方案。目

前，公司的技术、产品已覆盖包括炉渣、灰尘、烟气、细颗粒物、NOX、SOX、脱硫废水等污染

物的防治及锅炉炉渣和烟气余热回收，同时涉足电厂灵活性改造以及清洁能源消纳领域。 

公司主要产品为炉渣节能环保处理系统、烟气节能环保处理系统、清洁能源消纳系统设备、

脱硫废水环保处理系统及零配件。 

1、炉渣节能环保处理系统 

炉渣也称炉底渣，是固体燃料在锅炉等燃烧设备的炉膛中燃烧后，从炉底排渣口排出的灰渣，

是我国主要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之一。依对炉渣处理方式的不同，炉渣节能环保处理系统分为干式

炉渣处理系统和湿式炉渣处理系统。 

（1）干式炉渣处理系统  

干式炉渣处理系统是指依靠炉膛负压和风机，引入适量受控的冷却风对高温炉渣进行冷却的

炉渣处理系统。其主要工作原理是：经过燃烧后的高温炉渣由炉底连续排出，通过渣井经关断门

破碎后在干渣机的输送带上低速运动，在炉膛负压和风机作用下，受控的少量环境空气逆向进入

干渣机内部与热渣进行热交换，使热渣在输送带上完成燃烧并冷却，经碎渣机再次细化破碎后进

入渣仓中储存和定时卸料。干式炉渣处理系统对高温煤渣进行冷却收集处理，减少有害物质的排

放，同时实现炉渣余热回收利用，提高了锅炉热效率，具有节能减排的功能。 

（2）湿式炉渣处理系统  

湿式炉渣处理系统是指依靠冷却水对高温炉渣进行冷却的炉渣环保处理系统。其主要工作原

理是：经过燃烧后的高温炉渣由炉底连续排出，通过渣井和关断门后落到装满冷却水的刮板捞渣



机槽体内，并经冷却、粒化后输送至渣仓中储存和定时卸料。 

2、烟气节能环保处理系统 

锅炉排放的烟气中含有大量粉尘、SOX、NOX等有害物质，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锅炉排放烟气温度约 140℃～160℃且体积流量大，有较高的余热利用价值。公司研发生产的低温

烟气余热深度回收系统、细颗粒物去除系统和全负荷脱硝系统，有助于减少烟气有害物质排放和

余热回收利用，实现节能减排效果。  

（1）低温烟气余热深度回收系统 

低温烟气余热深度回收系统的核心设备为烟气深度冷却器（也称“低温省煤器”），是一种采

用冷却工质对烟气进行深度冷却并吸收余热的热能转换装置。其采用翅片管作为换热元件，翅片

管内通水，烟气流经翅片管外壁，因水温低于烟气温度，水经翅片管吸收烟气的热量，水温升高

的同时使烟气温度降低。烟气深度冷却器具有节能降耗与增效减排的双重效果。 

（2）细颗粒物去除系统  

细颗粒物去除系统核心设备烟气冷凝装置，是一种采用冷却工质对烟气进行更深度冷却的热

能转换装置，该装置可使烟气中几乎所有的酸蒸汽和部分水蒸汽发生相变冷凝析出（烟气深度冷

却器只使烟气中的硫酸发生相变和飞灰中碱性物质发生凝并吸收）。细颗粒物去除系统通过烟气

冷凝装置将脱硫塔出口烟气温度降低，使烟气中的细颗粒物与水蒸汽凝结去除，实现环保排放的

目的，冷凝水可循环利用；与烟气深度冷却器、烟气再热器联合配置可去除有色烟羽和白色烟羽，

减轻烟囱腐蚀。  

（3）全负荷脱硝系统  

为实现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的环保要求，大部分燃煤发电机组都使用 SCR（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烟气脱硝技术。SCR 系统的高效催化剂最佳运行烟温一般要求在 300℃～420℃之间，但目前多数

火力发电厂都存在机组锅炉低负荷运行、脱硝入口烟温不达标的问题。另外，未来火电机组承担

电网深度调峰已成必然趋势，深度调峰时或锅炉启动过程中，脱硝入口烟温也达不到催化剂投运

最低温度要求。烟温低于催化剂最佳运行温度时，会导致氨分子逃逸率增大，减少了与 NOx 的反

应机率，脱硝效率下降，最终导致排放不达标。同时，逃逸的氨分子与 SO3和 H2O 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硫酸铵或硫酸氢铵，生成物附着在催化剂表面，易引起积灰进而堵塞催化剂的通道和微孔，

降低催化剂的活性和脱硝效率，生成物也会随烟气到达空预器位置，引起空预器的堵塞，造成后

续引风机等设备出力增加，严重时会造成机组停运事故。 

针对锅炉低负荷调峰运行及启动时 SCR入口烟温低的情况，公司研究开发了全负荷脱硝系统，



通过锅炉省煤器水侧调节技术，减少锅炉省煤器内工质从烟气侧的吸热量，从而提高 SCR 装置进

口烟气温度，满足电厂锅炉在并网后的全负荷范围内 SCR 系统正常投运的要求，满足低负荷及深

度调峰时脱硝系统正常运行的要求，降低污染物排放，缓解空预器堵塞问题，确保锅炉长期的低

负荷能力。 

3、清洁能源消纳系统 

清洁能源消纳系统包括电极锅炉系统和蓄热器系统，二者既可单独使用，又可联合配置使用，

将电能转换成热能存储和供给，以实现火力发电机组灵活性调峰、清洁供热、清洁能源消纳等用

途，从而减少弃风弃光率、解决热电联供用户热需求与电需求不平衡、促进供电负荷稳定等目标。 

（1）电极锅炉系统  

电极锅炉是电极锅炉系统的核心设备，是一种利用水的高电阻特性，采用三相电极直接在锅

炉内设定电导率的炉水中放电发热，使得电能以接近 100%的转换效率转换成热能，产生热水或蒸

汽的装置。  

（2）蓄热器系统  

蓄热器是利用水的蓄热能力蓄存热能的一种装置，其工作原理是基于不同温度下水密度的差

异，在罐体容器中，密度不同的冷热水因重力影响而自然分层，热水在上，冷水在下，中间形成

厚度 1 米左右的过渡层。当热源产热量大于用户用热量时蓄热器蓄热，当热源产热量小于用户用

热量时蓄热器放热。蓄热器罐体中水的质量是保持恒定不变的，而储热量是变化的。蓄热器通过

解决热能供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矛盾，来实现削峰填谷、蓄存热能的作用，以满足火力发电机组

灵活性调峰、清洁能源消纳及清洁供热的节能环保需求。 

4、脱硫废水环保处理系统 

脱硫废水处于全厂水处理的最末端环节，已成为燃煤电厂中最难处理的高盐废水，为最低成

本的实现脱硫废水零排放，公司根据用户需求及现场情况提供不同解决方案，主要工艺路线为浓

缩减量+干燥固化，将废水中清洁的水进行分离回用，废水中的石膏、粉尘、杂盐进行干燥固化。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节能环保设备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产品主要面向电力、热力、化工、冶

金、垃圾处理等领域，需依据订单客户具体工况和参数条件进行设计、制造并采购原材料，产品

主要直接销售给预定的客户。业务模式可分为产品设计制造业务（EP）和工程承包业务（EPC）两

类，以 EP业务为主。  

EP 业务系公司根据业主或总承包商招标要求进行投标，中标后按照商务合同进行产品研发设



计、生产采购、包装发货、指导安装；EPC业务系公司除按照 EP业务的流程制造、提供产品和服

务外，还负责设备基础设计施工和产品安装服务。  

公司在采购、生产和销售三个主要环节的经营模式如下：  

1、采购模式 

公司一般情况下的采购均按照销售、生产订单进行采购，当预计主要原材料价格将发生重大

变化，公司认为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时，采购部提出申请并经管理层讨论通过后，可以提前采

购部分原材料进行储备。 

2、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性质和市场特性决定了公司的生产和销售需要以客户为导向，公司产品设计制造业

务（EP）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以及客户的实际状况进行订单式设计

和订单式生产。公司销售部门与客户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后，转至项目部具体负责执行合同，项目

部根据需求安排项目计划， 技术部根据项目计划、客户的具体要求和实际情况设计具体图纸并制

定采购清单， 生产制造部根据项目计划安排部件的生产，确保满足客户的需求。公司也会根据市

场预测、生产能力和库存状况生产少量通用配件，以提高交货速度，并充分利用生产能力，提高

设备利用率。 

工程承包业务（EPC）项目在签订相关合同后，开始安排设备生产和施工招标，根据电厂安排

的开工和竣工时间，公司委派项目经理，并组织施工单位进入现场施工，设备生产完成后运抵现

场，由项目经理和施工单位共同清点验收，项目工程师指导安装设备，安装完成后进行设备调试，

调试后进行负载试运行，运行通过后进行竣工验收，在调试运行阶段对客户运行、检修人员进行

系统培训。 

3、销售模式 

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为自主销售。由于公司客户主要为火电、热力、

化工等大型工业企业，客户相关项目的采购主要通过公开招标或邀标方式进行，因此公司的业务

机会主要通过参与客户公开招标或邀标方式取得。公司的营销及管理工作主要包括获取项目信息

及项目报备、项目评审、组织投标、合同签署与项目执行等环节。  

公司设立了销售部全面负责销售管理。公司销售人员前期进行市场开拓并开发新客户，技术

人员根据客户具体情况设计方案，客户对方案进行具体论证并确定方案，公司投标并中标后与客

户签订销售合同，根据销售合同要求采购原材料并安排生产，产品检验合格封装后准时送达客户

指定接收地点，客户验收入库后开具收货凭证，并根据双方约定的方式进行结算。公司建立了一



系列完善的配套销售管理制度，包括《销售事业部管理办法》、《国内营销事业部日常管理规定》、

《销售部末位淘汰制实施办法》等，根据各事业部订单、回款等业绩情况进行考核。  

4、影响经营模式的关键因素及未来变化趋势 

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定位、产品技术工艺特点、所处产业链上下游发展情况以及管理团队从

业经历等因素，公司采取了目前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同时为提高经济效益，夯实企业基础管

理，公司持续对产品生产技术进行改造和工艺创新。公司专注于节能环保系统的设计、制造和销

售业务，主营业务及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影响公司经营模式的关键因素未

发生重大变化，未来公司的产品结构可能会随着国家政策改变及行业发展方向而相应地做出调整，

但经营模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节能环保产业是指为节约能源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

的产业，主要包括节能产业、环保产业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是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之一。 

（1）行业发展阶段和基本特点 

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发达国家大规模工业生产和经济水平快

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并引发多起环境公害事件,环保重要性开始受到广泛重视。20 世

纪 70 年代各国开始建立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法律,推动产业进入发展正轨。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至

今,环保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各项先进技术纷纷运用到环保产业中,

产业体系趋于成熟。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从 20世纪 60年代中后期开始萌芽,重点是“三废”治理和

综合利用;1973 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标志着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起步;1988 年首

次提出发展环保产业这一概念,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国内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环保产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0 年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推动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意见和规划,节能环保相关政策法规也不断完善,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和规模增

长迅速,成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 

以公司主营的火电行业为例，从上世纪末期到 2010前，电力系统经历建设高潮以后，逐渐进

入环保改造的新阶段，电力系统也从量的发展阶段进入质的发展阶段。国家于 2011年颁布新版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随后电站锅炉脱硝、脱硫、除尘等新工艺改造提上日程。2014年 9月，国家



发改委、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

提出行动目标“全国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低于 300克标准煤/千瓦时”。2015年 12月，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

案》，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燃煤电厂节能减排改造进入快车道。 

为加快能源技术创新，挖掘燃煤机组调峰潜力，提升我国火电运行灵活性，全面提高系统调

峰和新能源消纳能力，2016年 6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下达火电灵活性改造试点项目的通

知》确定丹东电厂等 16 个项目为提升火电灵活性改造试点项目。2016年 11月，东北能源监管局

连续出台《东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专项改革试点方案》、《东北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试行）》，

通过建立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及分担共享市场机制，深度挖掘火电机组调峰潜力、引导火电机组为

风电、光伏、核电让路，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促进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消纳。

火电灵活性改造、深度调峰与新能源消纳开始提上日程。 

为助力全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进一步降低煤电机组能耗，提升灵活性和调节能

力，提高清洁高效水平，促进电力行业清洁低碳转型，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开展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的通知》（发改运行【2021】1519 号）和《全国煤电机组改造

升级实施方案》，提出了十四五期间节煤降耗改造、灵活性改造和清洁能源消纳目标，拉开了火电

灵活性改造大幕。 

随着政府十四五规划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电力、钢铁、化工、建材、水泥等重点

碳排放行业的节能环保改造目标和措施陆续推出，节能环保行业面临新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环保产业是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是推进节能减排的

重要支撑。环保产业涉及技术、装备、产品、材料、工程、服务等各方面，与国民经济的很多行

业具有全方位、多层次的关联作用。环保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增加了污染治理能力，为改善环境

质量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环保产业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具有产业链长、设计面广、

影响力大等特点，其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机构调整、增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

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2）主要技术门槛 

环保技术产品种类庞杂，各门类之间关联性不强，难以实现大规模生产。环保产品多为集成

产品﹐且受地方自然经济条件影响，本土化因素强，复制性较差。节能环保技术涉及行业多，经



验丰富的多专业人才门槛较高。环保产业的服务和装备制造、试制研发需要涉及机械工程、电气、

热动、环境、土建工程等多个专业领域，一项工程设计和实施需要多专业领域的人才团队才能实

现。节能环保巿场多样化、非标化程度高，难以实现标准化,需要定制设计、生产、施工。这主要

是因为﹐在工业领域﹐环保工程是依托于其他产业生产过程，受其他产业生产线规模大小、现场

环境、排放条件等影响而不同。整体来看，节能环保产业是一个需要个性化设计、生产、施工、

运营的产业。 

水、气、土和固废等节能减排、污染防治关键技术工艺的技术水平高、系统集成复杂，节能

环保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投资大、周期长、专业化程度高、风险大，当前的招标体制下，客户资源、

品牌资源、项目业绩经验、运营资质、研发能力、技术专利和行业标准等都形成了较高的技术壁

垒。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深耕于节能降耗、环保减排技术设备的设计、制造和销售，凭借独有的核心技术，已经

在节能环保设备制造领域形成较强的竞争力，属“节能环保领域”中的“高效节能产品及设备、先进

环保技术装备”科技创新企业。公司参与多项国家、省、市级研发项目，多项技术及应用获得科技

进步和科技创新奖项，并参与制定了多项行业标准，具有较高的市场地位。 

近年来，公司在充分借鉴电力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技术成果和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

钢铁、化工等非电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在保持电力行业占比稳步上升的基础上，逐渐向其他行

业延伸。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近年来，节能环保技术装备迅速升级，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主导技术和产品基本满足市场需

求，重点节能环保技术方面也取得一定突破，部分技术装备水平达到国际领先。虽然我国节能环

保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取得一系列成绩，但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

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面临产业集中度低、污染治理任务重、商业模式创新不足、资金短缺、

科技创新动力不强等一系列突出问题。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体规模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偏低，

仅占 3%，与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 

 



（1）新技术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① 电站炉渣节能环保处理 

新技术名称 技术介绍 

湿渣升级为干渣

技术 

包括两种：①水力排渣技术升级为湿式炉渣处理技术，单位水耗 8t-10t 降低到

1t 以下。②水力排渣技术和湿式炉渣处理技术升级为干式炉渣处理技术，回

收炉渣余热，减少水消耗和水污染，实现节能和环保双目标。由于两种技术的

不同和改造工期限制（利用检修时间），尤其是与原锅炉对接和空间布置要求，

在改造中需要根据目标和技术特点来灵活设计和配置，适应现场工况。 

高效余热回收技

术 

随着近三年我国政府对电价的下调和控制，电力行业开始燃用低价劣质煤保证

效益，同时响应环保政策要求进行低氮燃烧改造，导致锅炉在低负荷时排渣量

增加、含碳量升高 1.5％～5.5％。炉渣量的增大，推动余热回收技术进步，提

高炉渣处理系统运行效率来加快炉渣燃烧，降低含碳量提高炉效和灰渣利用能

力，干渣机换热技术由表面换热的简单冷却向穿透换热的高效冷却发展，更多

的回收炉渣余热来提高锅炉效率、降低煤耗。 

一级进仓技术 

一级进仓技术源于捞渣机和干渣机技术的进步，包括输送能力、输送距离的增

大，输送角度的提高和冷却技术的发展。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进步，炉渣节能

环保处理系统由原二级和多级进仓向着一级进仓发展，系统产品数量减少使得

系统更加简单、稳定，同时投资和运营成本降低。 

耐磨输送链技术 

干式和湿式炉渣处理系统设备的核心都是输送链，输送链受到高温、污水影响

的磨损是引起主要故障、失效原因。针对输送链寿命与稳定性的技术瓶颈，研

究了炉渣处理过程中输送链失效的机理，发现了面接触摩擦副与共轭传动形成

的技术条件，提出了以链孔为参数的节圆设计方法，开发了面接触摩擦副共轭

传动的模锻板轴链及直插式轴心联结技术，实现了进口高耐磨输送链的技术替

代。抑制磨损的主要措施有：①摩擦副磨损机理研究与面接触模锻板轴链技术

开发；②输送链啮合传动机理研究与共轭传动技术开发；③联结副失效理分析

与直插式轴心技术开发 

零溢流技术 

随着各地环保要求的提高，污水零排放已经成为基本要求；湿渣改造为干渣会

受到实际工况条件影响，与之相比，零溢流技术改造更加灵活、实用。在原系

统基础上添加大渣分离装置或换热器，将炉渣热量带入锅炉或炉渣处理系统

外，保证系统内热量平衡、捞渣机水温不超过 70℃，来实现污水的零排放。

捞渣机零溢流技术实现了由工作时定量溢流热污水到零污水溢流，从源头上解

决了污水排放。 

渣仓脱水技术 

经过捞渣机初步脱水后，炉渣含水率在 35％～55％，湿渣排入渣仓后，在存

储时会不断析出污水，装车外运时也会有污水洒落；渣仓脱水技术是对渣仓内

湿渣在存储时进行强制脱水，将含水率降低，避免湿渣在运输中有污水析出。 



② 电站烟气治理及余热回收 

新技术名称 技术介绍 

烟气更深度冷却

余热利用 

烟气更深度冷却是对烟气余热更进一步回收和利用。温度 20℃~35℃的冷却工

质，将 90℃左右的烟气进一步降至 60℃~75℃，甚至使烟气中的水蒸汽发生

冷凝，此过程不仅能更进一步回收和利用部分烟气显热潜热，提高机组热效率，

还能通过冷凝脱出部分 SOX、NOX、Cl2 等酸性气体，从而更进一步减少污染物

气体的排放。 

耐腐蚀、低成本

换热材料或工艺

研究 

烟气更深度冷却余热利用过程中，烟气温度降至 60℃-75℃，此时换热材料不

仅要承受露点腐蚀，还可能包含烟气冷凝过程中 HNO3 和 H2SO3等多种酸的腐

蚀，常规的不锈钢很难抵御上述酸的腐蚀，因此耐腐蚀、低成本的换热材料或

工艺是未来技术的一大发展趋势，如新型耐腐蚀材料，或在现有材料喷涂一些

耐腐蚀介质的工艺等。 

新型换热器结构 

现烟气深度冷却器基本为翅片管形式，翅片焊接在换热管上且翅片之间的节距

较少，将烟气温度降至 60℃~75℃过程中，烟气中酸洗物质与水蒸汽将发生冷

凝，极易对换热管造成腐蚀及积灰，因此新型的无焊缝、耐腐蚀、不易积灰的

新型换热器将是以后烟气更深度冷却余热利用的另一个研究方向。 

低低温静电除尘

技术 

随着国家对超净排放的要求越来越高，电厂超净排放技术也不断向着新的高度

发展，烟气深度冷却器在降低烟气温度实现节能目的的前提下，烟温降低也可

以降低烟气的粉尘比电阻及体积流量，若设备安装在静电除尘器前，可实现低

低温高效除尘目的。 

细颗粒物去除技

术 

锅炉烟道尾部烟气治理由开始的 MGGH 纯加热消除视觉污染“白色烟羽”和减

轻烟囱腐蚀，到现在的冷凝和冷凝+加热技术，大范围去除包括可凝结颗粒物

等细颗粒物，更大的实现了环保功能，同时对换热元件的低温、氯离子等腐蚀

有了更高的要求。 

③ 灵活性改造和清洁能源消纳 

新技术名称 技术介绍 

全负荷脱硝技术

高智能化的远传

控制系统 

为更好地服务于电厂，协助电厂投运水侧改造系统，尤其是兼做启动系统用的

复合热水再循环系统，并为机组运行提供指导，开发高智能化的数据远传系统，

将该系统及锅炉的主要实时运行参数传回公司电脑终端，成为该项技术的又一

发展方向。 

全负荷脱硝技术

多系统综合治理

方案 

目前全负荷脱硝水侧改造系统主要解决机组锅炉低负荷脱硝入口烟温低的问

题，但投运该系统时由于排烟温度升高，可能会导致锅炉效率下降，未来采用

水侧改造系统的同时，在空预器出口烟道增加烟气冷却器，回收因水侧改造而

丢失的烟气余热。同时可将水侧改造系统应用于解决空预器堵塞、磨煤机出口

风温低等方面。 

电极锅炉宽电压 目前电极锅炉电压一般为 10kV 及以下，电厂调峰用电极锅炉需要从电厂主变



适配技术 压器后引电，利用降压器降压到 10kV，增加了系统复杂程度及设备投资。如

果能够从发电机母线接电，不经变压器直接接入电极锅炉，将解决以上问题。

这对电极锅炉系统电压适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电极锅炉系统能够适应发

电机出口母线电压。 

电极锅炉调频技

术 

目前电极锅炉系统在电厂基本都是用于灵活性调峰。电极锅炉调频技术作为电

力辅助服务的关键技术，使电极锅炉负荷的调节越来越迅速、准确。 

承压蓄热器技术 

目前大型蓄热器主要为常压蓄热器，存在储热密度低、储能品质差的问题，承

压蓄热器比常压蓄热器储热密度更大，可用同体积设备储存能量更多、品质更

高的热媒介质。 

“零碳”能源技

术 

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建设零碳社会综合能源服务势在必行，

采用“光伏（风能）＋电采暖＋储能”供暖方式。在供暖季，白天将光能（风

能）转化为电能，驱动电锅炉供暖，实现自发自用，其余电能转化为热能储存

在储能装置中。雨雪天气（无风）时，利用峰谷电价政策， 在夜间低谷电价

时段使用电锅炉，将热能储存在储能装置中。非供暖季，光伏（风能）发电系

统并网发电，产生发电收益，降低运行成本，同时可提高设备利用率，解决非

供暖季配套变压器闲置问题。 

④ 非电节能装备技术 

新技术名称 技术介绍 

汽水联合淬钢渣

及余热回收技术 

目前钢渣处理主要采用水冷湿法熄渣工艺，存在无组织排放、热量无法回收、

耗水量大等问题。本技术采用干法熄渣工艺。以压缩空气产生的超声速气流作

为熔融钢渣粒化的动力，以喷水急冷和推渣装置作为流动性差的钢渣的破碎动

力，以空气作为钢渣余热回收工质，以余热锅炉作为钢渣余热热回收装置，鳞

斗输渣机作为钢渣热量回收及输送装置，以烟气再循环提高锅炉效率和稳定锅

炉负荷，达到钢渣高效粒化、余热高效回收、系统用水少、无废水排放、废气

达标排放的目的。本技术能够节水 90%，余热回收率达到 50%。 

鳞斗式热风干燥

机技术 

目前利用能量降低物料水分的机械装置被广泛应用于多种工业生产中，但大多

处理能力低、效果差且能耗高。鳞斗式热风干燥机技术装备比传统的干燥机装

置处理能力更大、换热干燥效果更好且能耗更低；尤其适用于油母页岩矿石干

燥等大出力工况。 

（2）新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3060双碳政策”的要求以及节能环保要求的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扩大，火力发电已

经由燃煤发电向生物质、垃圾燃料发电发展，其炉渣节能环保处理系统和烟气节能环保处理系统

在本领域不断改造升级。同时非电行业成为节能环保行业新的热点，炉渣节能环保处理系统和烟

气节能环保处理系统已经向冶金、垃圾处理等行业领域拓展，并取得工程应用，新型耐腐蚀塑料



合金管及制成的管壳式换热器、气气换热器、管式换热器等新型换热器已在化工、冶金、石油等

非电行业取得部分工程应用。随着双燃煤机组逐渐承担更多的调峰职责，清洁能源发电及清洁能

源消纳产业持续向好发展，清洁取暖由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传输通道重点“2+26”试点城

市向全国范围推广；火力发电灵活性调峰、调频等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已从东北三省发展到山西、

福建、山东、新疆、宁夏、广东、甘肃、四川等省份。城乡垃圾源头治理、减量化、资源化需求

逐步增加。通过电站燃煤锅炉、垃圾焚烧锅炉耦合消纳污泥的需求逐步增加。 

2021 年 11 月 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开展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的

通知》（发改运行【2021】1519 号）中提出，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精神，进一步降低煤电机组能耗，提升灵活性

和调节能力，提高清洁高效水平，促进电力行业清洁低碳转型，助力全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

期实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方面制定了《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实施方案》，

提出十四五期间的三项改造目标：节煤降耗改造规模不低于 3.5 亿千瓦；存量煤电机组灵活性改

造应改尽改，“十四五”期间完成 2 亿千瓦，增加系统调节能力 3000—4000 万千瓦，促进清洁能

源消纳。“十四五”期间，实现煤电机组灵活制造规模 1.5 亿千瓦。同时，《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

电价机制的通知》《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等电力市场化交易、辅助

服务市场配套政策频出，伴随峰谷电价的拉大以及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成熟，火电灵活性改造市

场将迎来巨大的市场空间，节能环保行业面临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十三五”期间，智慧电厂相关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多个发电集团在该领域启动了相关

研究和应用探索试点。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火电机组复杂过程控制中的闭环应用等关键技术有

待突破。未来的发展重点为以煤质为核心的火电全过程自适应优化控制系统、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在锅炉燃烧过程控制中的闭环应用，例如低负荷稳燃及煤粉输送均布等，建成具有“自学习、自

趋优、少人值守”特征的智慧电厂。 

（3）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化时代冲击和行业技术进步，大量大型企业涌入节

能环保领域，加剧了市场竞争和技术发展。目前节能环保供应商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节能环保工

程总包商，承揽节能环保产品采购或设计生产和安装施工服务；二是节能环保设备生产商，凭借

其研发、生产优势，承揽节能环保产品的设计制造；三是性能检测验收机构，提供节能环保系统

设备性能验收和检测服务。随着行业内供应商的增多和竞争日益激烈，供应商也越来越重视服务



质量，以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由提供保障性服务向支持性、增值性、升级性服务扩大，从单一

的方案设计和产品供给到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服务转变，“EMC（合同能源管理）”和“EPC+C（总

承包+托管运营）”、“BOT（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得到迅速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413,674,576.57 1,112,494,737.56 27.07 1,033,097,447.8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58,118,650.60 502,166,911.69 50.97 454,147,558.20 

营业收入 627,919,290.90 557,564,592.41 12.62 529,214,728.1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5,885,667.04 47,747,165.30 17.04 46,322,032.0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4,059,355.71 41,338,260.80 6.58 39,476,683.1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1,791,723.51 -45,084,499.98 不适用 -28,468,291.6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11 9.99 

减少0.88个百分

点 
10.7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9 0.67 2.99 0.6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9 0.67 2.99 0.65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

（%） 

4.98 4.56 
增加0.42个百分

点 
4.1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0,430,915.10 152,482,977.39 110,009,094.29 344,996,30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19,068.31 9,161,522.06 8,223,236.91 43,919,97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861,768.27 7,605,664.12 1,537,976.12 41,777,483.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352,799.64 -14,311,188.65 -25,559,392.94 71,431,657.7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9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0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王勇 

0 16,371,100 17.29 16,371,100 16,371,1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冰轮环境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0 13,916,000 14.70 13,916,000 13,916,000 无 0 

国 有

法人 

刘衍卉 

0 5,401,350 5.71 5,401,350 5,401,35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张文涛 

0 3,473,000 3.67 3,473,000 3,473,0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东方富海（芜湖）

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0 3,044,500 3.22 3,044,500 3,044,5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朱君丽 

0 2,625,300 2.77 2,625,300 2,625,3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张军 

0 2,550,150 2.69 2,550,150 2,550,15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盛立民 

0 2,399,850 2.53 2,399,850 2,399,85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青岛顺合融达投

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0 2,238,750 2.36 2,238,750 2,238,75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姜昱 

0 2,160,270 2.28 2,160,270 2,160,27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勇的一致行动人包括刘衍

卉、朱君丽、姜昱；青岛顺合融达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王勇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平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权数

量 

表决

权比

例 

报告期内

表决权增

减 

表决权受

到限制的

情况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

股份 

1 王勇 16,371,100 0 16,371,100 17.29 0 无 

2 冰轮环境技

术股份有限

公司 

13,916,000 

0 

13,916,000 14.70 

0 无 

3 刘衍卉 5,401,350 0 5,401,350 5.71 0 无 

4 张文涛 3,473,000 0 3,473,000 3.67 0 无 

5 东 方 富 海

（芜湖）股

权投资基金

（ 有 限 合

伙） 

3,044,500 

0 

3,044,500 3.22 

0 无 

6 朱君丽 2,625,300 0 2,625,300 2.77 0 无 

7 张军 2,550,150 0 2,550,150 2.69 0 无 

8 盛立民 2,399,850 0 2,399,850 2.53 0 无 

9 青岛顺合融

达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238,750 

0 

2,238,750 2.36 

0 无 

10 姜昱 2,160,270 0 2,160,270 2.28 0 无 

合计 /       / / /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2,791.93万元，同比增长 12.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588.5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05.94 万元。报告期

末，公司总资产 141,367.46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811.87万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