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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8日，国家电
投黄河公司新能源分公司还
原分场一线电子级多晶硅生
产还原车间，2号还原炉的小

“望窗”内，炉火正旺，多晶硅
棒正在生成，已见雏形。

透过炉外“望窗”，记者看
到了这一现代科技的壮观景
象。生产车间工段长俞朝介
绍说：还原炉内温度一般为
1050℃，从投料到硅棒出炉需
要 125个小时，这个车间每炉
产量可达1吨。旁边1号还原
炉，两名“全副武装”的工作人
员正在清理炉子，为下一炉多
晶硅生成和出炉紧张有序地
准备着。

“与往年相比，今年一季度
的订单量大幅增长，提振了全
年销售工作的信心。”国家电
投黄河公司新能源分公司营销
总监王鹏说。得益于产品质量
与品牌优势，国家电投黄河公
司新能源分公司的订单量实现
逐年上扬，2022年首季度,电子
级多晶硅销量同比大幅增长，
8-12英寸硅片应用占比超过
60%，电子级产品高端市场应
用份额持续扩大，并与国内多
家知名集成电路硅片制造商签
订了多年框架协议。

青海电子级多晶硅崛起的青海电子级多晶硅崛起的““新势力新势力””

本报讯 （记者 谭梅 通讯员 王宝军） 3 月

21 日，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

理局了解到，去年以来，海西州市场监管局及消

协组织以“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为主题，以“净

化市场环境，优化消费环境”为宗旨，充分发挥

市场监管职能，持续提升消协组织效能，大力守

护食品安全、全力守护药品安全、着力守护质量

安全、努力守护消费安全，多维度打造放心的消

费 环 境 ， 齐 心 协 力 让 消 费 者 吃 得 安 心 、 买 得 放

心、用得舒心。

据悉，2021 年以来，海西州市场监管局坚守

食品安全底线，深入开展了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

动、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农村牧区假冒伪劣

食品整治行动、食品销售环节风险分级评定、“网

红餐厅”监督检查等系列专项行动。围绕重点时

段、重点环节、重点品种先后组织开展“春秋季

学校食堂”、“进口冷链”等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30
余次，查处食品违法案件 78 起，形成了有效的震

慑力。与此同时，不断推进“明厨亮灶”工作，

餐 饮 服 务 单 位 建 设 率 93% ， 学 校 食 堂 建 设 率

100% 。 共 完 成 食 品 抽 检 3664 批 次 ， 合 格 率

96.83%，按时完成核查处置率达 100%，有效保障

了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积极筑牢用药用械安全防线，扎实开展“药

品安全·蓝箭护航”2021 系列专项整治行动，全

面加强防疫药械质量监管，重点加强对新冠病毒

疫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医用防护服、医

用口罩等产品质量监管及不良反应监测，确保疫

情防控产品流通使用质量安全。

不断加强产品质量监督工作，深入开展两节

期间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消防产品质量

安全集中检查、农资打假进农村、学生服专项检

查 和 监 督 抽 检 、 促 进 口 罩 质 量 提 升 专 项 整 治 行

动、拟获证企业监督评查等一系列旨在推动产品

质量的专项工作。在此基础上，持续加强计量管

理工作，集中开展了节日期间市场计量监督检查

和计量标准专项监督检查。

2021 年 监 督 抽 检 生 产 流 通 领 域 钾 肥 、 有 机

肥、复合肥、汽柴油、车用尿素、水泥及水泥产

品等 8大类产品 208批次，合格率 99.97%。

同时，多措并举推进消费市场监管。对防疫

物资和粮油肉禽蛋菜奶等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价

格进行了专项检查，持续加强防疫用品和生活物

资市场价格监管，不断加强重要节庆期间市场价

格 监 管 ； 对 网 络 主 体 数 据 ， 进 行 搜 索 审 查 后 建

档，并进一步加强网络市场巡查，维护网络市场

竞争秩序；大力开展违法违规商业营销宣传集中

整 治 活 动 ， 深 入 开 展 “ 守 护 夕 阳 红 ” 医 疗 、 药

品、保健食品虚假违法广告整治工作；集中开展

了打击消费欺诈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预付卡消

费侵权行为专项执法行动。2021年，12315 投诉举

报平台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605 件，其中投诉

471 件 ， 举 报 134 件 ， 办 结 率 分 别 为 96.60% 和

93.28%。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 共 调 处 消 费 纠 纷 450 余

起 ， 有 效 保 障 了 通 信 、 铁 路 、 民 航 、 网 购 、 快

递、餐饮、住宿以及商品或服务众多领域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由于组织监督有力、维权有效，海

西州消费者协会荣获全国消费维权先进集体，海

西州在 《2020 年 100 个城市消费者满意度测评报

告》 中入围全国前 30 强，消费者满意度首超全国

平均水平。

海西州
多维度打造
消费环境

在循环经济发展中,企业
是真正的主角。近年来，青海
省众多企业根据各自特点,以
不同的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全
面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减少
废物产生,提高资源利用率,实
现由末端治理向污染预防和
生产全过程的控制变化。

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
责任公司依靠科技创新着力
推进炼锌尾矿渣无害化、减量
化、资源化，在推进循环经济、
绿色发展上咬定目标、笃定前
行。自2019年10月完成升级
改造，新增炼锌尾矿渣无害化
处置系统以来，湘和公司经过

不断技术优化，工艺、设备运
行平稳，各项指标达到设计要
求。目前，该系统稳定高效运
行，炼锌尾矿渣处理量400吨/
天以上，氧化锌产量稳定至14
金吨/天以上，已实现冶炼渣
的“吃干榨尽”，实现了锌业分
公司电锌冶炼系统固废的零
排放。

2021 年，湘和公司被列
入“无废城市创建”重点试点
单位，为西宁市及甘河工业园
区打造“无废城市”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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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占据市场主动权，企业采取延长产业链和打造自主品牌“两条

腿”走路的方式，持续推进企业多元化布局和转型。

记者了解到，电子级多晶硅产品需要得到下游厂家的认可，而下游

用户看中的是产品质量的稳定性，这对企业来说，本身就有很大挑战。

李海霞说，企业目前已拥有了副产物四氯化硅高效循环利用技术、

三氯氢硅气体分离提纯技术、高纯多晶硅制备和质量控制技术等一系

列核心自主技术，实现了微电子单晶用多晶硅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数十年的深耕细作，加上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优质的产品及服务，如

今，国家电投黄河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在行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近 3
年来，是国内唯一一家批量生产并销售集成电路用电子级多晶硅的企

业，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20%。

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自主创新是引领，核心技术是关键。自创立以

来，国家电投黄河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之本，聚焦

产业引领、人才驱动，关注行业技术难题与“卡脖子”技术攻关，推动技术成

果产业化进程，用技术创新创造企业效益。

深耕市场深耕市场 推动产业化进程推动产业化进程

在国家电投黄河公司新能源分公司的检测中心——青海芯测科技

有限公司，记者和技术员进入作业区之前，需要经过换装、除尘等程序，

通过多道风淋门才能进入不同等级的无尘室。

“事关产品品质，生产高纯度多晶硅材料，对环境要求极其苛刻。环境

越洁净，测试出来的电子产品能达到的精密度也就越高。”青海芯测科技有

限公司检测中心主任薛心禄说。

这背后，是国家电投黄河公司高额的投入，特别是先进设备的投

入。在这个面积 1543平方米的检测中心，配备了区熔单晶炉（FZ-100），

低温红外光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少数载流子寿命测试仪等设备

50 多台（套），80%为国外先进设备，核心检测设备属国内首台，设备总投

资达 4000多万元。

薛心禄还表示，依托实验室信息化建设和青海省新能源材料与储能

技术重点实验室、集成电路硅材料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2个省级创新平台，

企业开展了自主研发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及产学研合作等多模式

创新，汇聚多方创新力量，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不断巩固和提升自身创新

能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该企业已经成功突破电子级多晶硅生产核心

技术，彻底打破国外市场垄断，保障了我国集成电路硅材料产业的战略安

全。累计申请专利41件，其中获得发明专利授权5件，受理发明专利6件，

主持/参编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16部，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作为青海制造的参与者，李海霞认为用品质锻造的品牌，终会得到

市场认可。她言辞坚定：“我们要做电子级多晶硅硅材料领域的佼佼者，

这个目标从未改变！为此，我们要以技术创新为先，打造高品质产品，让

‘青海制造’从国内走向国际，让青海的品牌更响亮，让更多人通过品牌

更加了解青海。”

加大投入加大投入 引领行业新高度引领行业新高度

企业的拳头产品——电子级多晶硅就是企业坚持创新赋

能、攻破“卡脖子”技术难关的硕果。

不久前，国家电投黄河公司新能源分公司“电子级多晶硅成

套制备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了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在集成电路行业高速发展和实现国产替代的大背景

下，持续向好的成绩为企业突破壁垒、抢抓机遇的前进步伐增添

了不少信心。

从引进国内外设备和先进技术到企业开始自主研发，再到

年产值上千万元，如今这家企业已经成长为细分领域的行业“小

巨人”，其生产的电子级多晶硅纯度已经达到 99.999999999%，经

过一系列严格的产品测试和客户验证后，可以用于极大规模集

成电路用 12英寸单晶制造，企业用实力书写了自己的奇迹。

然而，成功绝非偶然。创新、精益求精是国家电投黄河公司

新能源分公司 14年来稳步成长的内核诠释。

实现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用高纯电子级多晶硅国产化的历程有

多艰辛，中间的路有多远，要跨越多少技术关卡，多晶硅企业是如何

突破长期被国外垄断的电子级多晶硅生产核心技术，国家电投黄河

公司新能源分公司给出了答案。

“电子级多晶硅是一种高纯的硅材料，因其纯度要求达到

11N 以上，因此要比光伏级多晶硅纯度至少提高 2-3 个数量级，

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品质差异。突破电子级多晶硅核心技术，

关键还是技术创新，优化改进生产技术和质量控制技术，在产品

生产制造、装置稳定运行等各环节的过程控制上做到精益求精，

并通过成百上千次的科学实验，才能生产出合格、适销对路的电

子级多晶硅产品，实现电子级多晶硅国产化的战略目标。”国家

电投黄河公司新能源分公司质量保证部主任李海霞告诉记者。

创新赋能创新赋能 成就科技成就科技““小巨人小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