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王 权 出版视觉部电话：23602868

2024年2月15日 星期四 5天津

本报记者 李吉森

三个多月前的2023年10月26日，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
举行，在一些矿业公司和机械公司的展
台前，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边驻足观看，
边向工作人员提出一些冶炼技术问题。

提出的问题精准且具有启发性，看
得出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是个行家，经
交谈得知，退休前，他是一家大型矿业公
司的总工程师，曾为十多家矿业、冶炼公
司提供过技术咨询服务。

老人边走边看，在俄罗斯及一些非
洲国家矿山公司的展台前，他仔细了解
这些金属矿的成分及特征，并交流行业
内一些前沿问题。老人曾多次参加在天
津举办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这次他特
别希望能遇到一些金属冶炼公司，将自
己掌握的两项发明专利推介出去投入应
用，可以帮助企业节省电力，减少碳排
放，提升经济效益。

一封感谢信

这位老人名叫陈仲华，出生于
1953年10月底。虽已年过古稀，但他
一直想继续发光发热，用所学的技术
为金属冶炼企业服务，为国家产业转
型升级服务。

20世纪70年代，陈仲华在上中学
时，就对化学课非常着迷，还被同学们
选为班级的化学课代表。闲暇时间，
他喜欢自己躲在小房间里做各种实
验，研究各种物质和试剂的作用及相
互反应。

中专毕业后，他被安排到天津市
电解铜厂工作，岗位是实验员，主要任
务是检验铜产品的成分，测出其所含
的杂质比例。这恰是他的兴趣所在，
很符合他学生时代的期望和对未来的
憧憬。

当年，这个任务需要借助进口仪器
才能完成，在学习检测过程中，陈仲华掌
握了光源、光谱仪器的使用。当时，受制
于专业设备和人才的不足，国内电解铜
产品的杂质成分较多，杂质比例过大，这

是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陈仲华思考着如何创新生产工艺，

降低杂质比例，提升产品品质。但当时
他只是一名实验员，学历也不高，单位并
没有把这项任务交给他，而是聘请多位
专家，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改造生产线，
提升产品纯度。

陈仲华了解到，这些专家学者采用
的技术都是从国外的资料翻译过来的，
面对一个新的技术方案，首先确保的就
是安全，所以只能从国外已经实践过、证
明过的方案里照搬。这种求稳思维，一
定程度上束缚了行业的发展。

有一天，南开大学一位教授找到了
陈仲华，给了他很多英文材料，教授他金
属冶炼的路径和方法，并推心置腹地对
他说：“金属冶炼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路，
不能走国外的老路。你虽然是一名实验
员、检测员，但只要你有钻研精神，一样
能出成果。”

在教授的引导和鼓励下，陈仲华开
始尝试做实验，他发现四种药水组合有
很好的防腐蚀作用。于是，单位组织几
位技术骨干继续探索和实验，研制出了
当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的金属防腐
液，并申请了发明专利。1986年，这项
成果还被评为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
奖。金属防腐液，先后在多家建筑钢窗
厂和医疗器械厂推广使用，提升了企业
效益。

1988年的一天，宁夏银川某油田
采油大队向天津市科委求助，他们有
5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在地下出现了腐
蚀现象，急需技术人员前去进行防腐
蚀处理。天津市科委找到了陈仲华所
在的单位，于是，陈仲华带着技术人员
赶到当地，他们对输油管道进行了防
腐处理，仅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任
务。他们还手把手地向采油大队传授
防腐技术，解决了长期困扰油田的管
道腐蚀问题，油田给天津市科委寄来
了一封感谢信。

这封感谢信，转到了陈仲华所在的
单位，极大地鼓舞了在实验室和生产线
上奋战的技术员们。经过夜以继日的实
验和探索，反复对比多种方法，他们终于

生产出了纯度更高的电解镍和电解铜。
“出产的电解镍和电解铜产品杂质比例
很低，品质达到了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交
货标准。”陈仲华回忆说。

拓展技术服务

20世纪90年代，陈仲华帮扶多家金
属冶炼企业建设生产线。其中，帮助某
单位在西青区杨柳青建设的一家电积铜
生产企业，投产后效益稳定。帮助山东
济南章丘设计建设的铜生产企业，具备
万吨生产能力，所生产的铜符合伦敦金
属交易所LME标准板型A级标准。

1994年，陈仲华在该铜业公司应用
的相关技术，申请获得国家专利局授权
专利。生产的电解铜品质高，可以用来
生产电缆。随后，他又帮助山东蓬莱某
集团、江苏铜山某企业建设了电解铜生
产线，用于生产电缆。

1996年，山东某铜业公司急需扩
产，他们联系某家冶金设计院设计生产
线，并设计建造了一座生产电解铜的铜
阳极板冶炼阳极炉。陈仲华在走访该
公司时，主管人员请他参观铜阳极炉图
纸和新建的铜阳极炉。陈仲华发现阳
极炉加料口的水套炉口垒在了炉内，水
套炉口是用钢板焊接的，开炉熔化的铜
水高达1300摄氏度，容易造成水套炉
口焊口裂缝熔化，一旦水流入1300摄
氏度的铜水中，存在爆炸开炉顶的重大
风险。

陈仲华当场指出了这一隐患，公
司迅即找来设计人员。设计人员听到
陈仲华指出的三个阳极炉的致命缺陷
后，当即表示改进设计。“很多设计人
员并没有一线的生产经验，导致生产
线的设计并不符合实际生产情况。这
种现象在一些地区长期存在。”陈仲华
感慨道。

2007年，山西阳泉某稀土公司董事
长赵先生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他投资的钴铜矿生产线是北京某单位负
责设计的，钴铜矿萃取分离生产草酸钴，
用做生产钴酸锂电池原料，萃取分离后
再生产电积铜，但该厂一直没能生产出

正式产品。从阴极母板下来的都是碎
铜，电积铜板不成型，无法达到投产标
准。设计院几次到公司考察，都没能解
决这一技术难题，眼看数千万元的投资
就要打水漂，十分焦虑的赵先生辗转找
到了陈仲华。

老陈二话没说就赶到山西阳泉，在
生产车间内，他看到车间里酸雾太浓，人
员操作十分困难。而无法投产的另一个
核心问题是，技术人员在书本上参考外
国专利使用的不锈钢阴极母板，萃取获
得电积铜生产的电解液有机萃取剂分离
不彻底，导致不锈钢板与铜板之间结合
太紧密，所以造成电积铜板不成型。

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陈仲华在不
锈钢板的表面打上了一层薄薄的隔离
剂，下到电解槽里生产电解铜种板，串上
吊耳，放到电解槽内，经过六七天，终于
生产出5毫米以上厚度的国标电解铜。
他还通过采用专用发泡剂浮盖住电解液
面技术，成功地解决了酸雾问题。

半年后，该公司从非洲进口了800
吨氧化铜矿原料，赵先生再次来到天
津邀请陈仲华，期待用氧化铜原矿生
产出国标壹号电解铜。陈仲华仅用两
个半月的时间，就创造性地运用全湿
法及新工艺流程，建造了电积铜生产
线，所生产的高品质产品被北京某单
位全部采购。

山东青岛的孙先生在非洲赞比亚投
资铜矿，他用当地的氧化铜矿生产粗铜
锭，回收率低，冲天高炉收尘含铜量高，
收尘粉细，再次用火法冶炼遇到了困
难。经多方打听，这家企业找到了陈仲
华。陈仲华接下这个任务后，便与孙先
生一起奔赴赞比亚。在那里，他用一个
小方法便帮助孙先生彻底解决了问题。
他的方法是：把不成团的细收尘与黄黏
土1比1搅在一起，再用硅酸钠水溶液加
入搅拌，团成铅球大小，待干燥后再用冲
天高炉熔炼，就可以实现高回收率回收
粗金属铜的目标。这个小方法经过验
证，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孙先生感到
非常惊喜。

始终不忘初心

作为实验员、技术员，陈仲华并没
有多高的学历，但他从不迷信盲从国
外的科技成果。一位前辈曾经对陈仲
华说，与我们相比，你最大的优势就是
敢于设想，勇于探索和实验，这才是创
新的源泉。陈仲华也从前辈的话中获
得了激励，长期扎根在实验室里，遇到
问题就查找资料、思考解决方案；想到
新办法后就去做实验，在实验中获得
了更多灵感，突破性地解决了很多实
际问题。

在多年的实践中，陈仲华发现，金
属冶炼的阳极板和阴极板的成分决定
了耗电量，因此可以通过改造阳极板
和阴极板，达到节能降本的效果。于
是，他在退休后把多年的创新成果整
理出来，于2021年申报获得两项国家
级专利。“如果电解铜企业采用我设计
的阳极板和阴极板，电力节省率在
15%至30%，具有非常可观的效益。”陈
仲华表示。

年过古稀，陈仲华回顾梳理自己的
全湿法及新工艺流程生产电积铜的相
关技术，准备申报国家发明专利，服务
更多的金属冶炼行业，提升这些企业的
国际竞争力。

退休后坚持钻研技术，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期待服务更多企业

古稀老人 矢志技术报国

陈仲华在家中阅读技术资料，钻研铜冶炼和钴冶炼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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