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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破长风奏凯歌

在缅北的热带丛林中，达贡山脚下，绵延的伊洛瓦底江畔的平原上，短短三年半

时间，一座现代化的全流程、特大型高端镍铁冶炼厂拔地而起。它像一座丰碑，铭刻

了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国建设者的智慧、心血、胆识、汗水、眼泪、欢笑，甚至生命。它

更见证了中色镍业以及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建设者为中缅合作所奉献出的忠诚、坚忍

和无畏。

——中色镍业（缅甸）有限公司达贡山镍矿建设纪实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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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贡山全景



432013年第1期 中国有色金属

上篇：丰碑  屹立在大山的深处

缅北的热带丛林中，绵延的伊洛瓦底

江缓缓地流过达贡山脚下……短短三年

半时间，一座现代化的，全流程、特大型

的高端镍铁冶炼厂拔地而起。它像一座丰

碑，铭刻着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国建设者的

智慧、心血、胆识、汗水、眼泪、欢笑、甚

至生命。它更见证了中色镍业以及所有参

与这个项目的建设者为中缅两国经贸合

作所奉献出的忠诚、坚忍与无畏。

2012年 10月 3日，伴随着跳跃的火

花，奔流的铁水从一号电炉顺利涌出，这

个历经磨砺，备受关注的项目正式投产！

它的投产标志着中国从此再没有了红土

型镍矿采、选、冶炼的空白！这是中缅两

国领导人亲自签署的合作协议，受到两国

几任领导人的高度关注 ；是中国有色集

团最为重要的海外资源项目之一，也是

合作方——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第

一个“走出去”的生产企业。项目投产后，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发来贺信，对

中国有色集团缅甸达贡山镍矿项目的投

本刊记者  屠 雯

特约记者  王 刚  刘 轶  何 涛
文

资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不愧是中缅

两国经贸合作的典范。

达贡山镍矿项目位于缅甸曼德勒省

北部与实皆省交界处的伊洛瓦底江东岸

冲积平原上，南北长12千米，东西宽8千

米。项目总投资超过8.5亿美元，建成后

年产镍铁8.5万吨，是迄今为止中缅两国

矿业领域最大的合作项目之一，也是中国

政府“十一五”境外资源开发的五个重点

项目之一。

重托——不负期望

达贡山镍矿项目从一开始便被赋予

了不同寻常的意义。2004年3月，时任国

务院副总理吴仪访问缅甸期间，同缅甸达

成了一系列政府间合作协议，决定由中国

有色集团负责落实达贡山镍矿项目。2004

年 5月30日，中国有色集团企划部齐长

恒、刘国平、徐锋三人组成的考察团前往

缅甸，与缅甸矿业部、缅甸第三矿业公司

洽谈达贡山镍矿的合作开发事宜，并于

2004年6月3日首次赴达贡山现场进行踏

勘。2004年7月12日，中国有色集团同缅

甸矿业部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达贡山

镍资源勘探和可行性研究协议》，中国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时任缅甸总理钦钮共

同出席了项目签字仪式。

2004年8月5日，中国有色集团缅甸

达贡山镍矿项目部成立，并下设缅甸仰光

代表处，任命李洪元为缅甸达贡山镍矿项

目部经理、中国有色矿业集团驻缅甸仰光

代表处总代表。2007年12月17日，中国

有色集团在北京注册成立中色镍业有限

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中国有色集

团总经理助理王小卫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8年5月9日，缅甸达贡山镍矿项目部

撤销并入中色镍业有限公司，至此，缅甸

达贡山镍矿项目部完成历时近4年的历史

使命，项目正式进入公司化运作。2008年

7月28日，缅甸达贡山镍矿产品分成协议

在缅甸首都内比都签署，标志着中缅矿业

领域第一个，也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在

东盟矿业领域最大的投资项目即将进入

投资建设阶段。

达贡山镍矿项目是集采、选、冶于一

体的大型镍铁冶炼项目，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坚持以科技为先导，经过参建各方

的共同努力，创造了诸多领先和“第一”：

设计选用了国际领先、世界一流的红土型

镍矿冶炼工艺——回转窑电炉工艺 ；拥

有自主设计、制造的亚洲体积最大的两条

长115米、直径5.5米的焙烧回转窑 ；拥

◎镍矿项目矿山投产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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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主设计、制造的亚洲最大的两台72

兆伏安镍铁冶炼电炉 ；建设了从瑞丽江

水电站至达贡山镍矿项目的140千米220

千伏高压专用输电线路 ；修建了伊洛瓦

底江畔最现代化的码头 ；在世界上首次

采用了高差大、坡段长的管状带式红土矿

输送系统。     

达贡山镍矿项目共有93个子项，于

2009年1月1日破土动工，顺利实现了各

阶段性目标 ：2009年全面推动项目各子

项基础建设 ；2010年上半年全力以赴完

成土建基础工程、下半年全面进入设备安

装阶段 ； 2010年11月15日，全长近140

千米的输电线路建设完工，仅用时45天

就完成了220千伏总降压变电站设备安装

调试工作，比行业最快纪录70天缩短了

25天 ；12月24日，220千伏送、变电工程

一次送电成功 ；2010年12月12日，码头

举行交付使用仪式 ；2010年12月14日，

管状带式输送系统正式合拢 ；2011年 3

月27日，矿山投产庆典隆重举行 ；2011

年6月，主厂区建设全部完工 ；2012年5

月8日，达贡山镍矿项目恢复受电一次成

功 ；2012年 8月13日，1#电炉烘炉点火

一次成功 ；2012年 8月23日，1#电炉烘

炉送电一次成功 ；2012年 10月 3日，1#

电炉成功产出首炉镍铁产品。

在这里，上

千名建设者把团

结拼搏的精神刻

在达贡山上，把

无私奉献的情怀

写在伊洛瓦底江

畔。

远征—— 

海外红土镍矿

第一军

2004 年，项

目勘探可行性协

议签署后，项目

部委托云南有色

地质局308地质队勘探队先遣组进入现场

进行基地建设，随后野外地质勘探工作正

式展开。2004年9月30日，308队派出第

一批勘探人员进入达贡山现场，开始勘测

的准备工作。时任308队队长的云南有色

地质局副局长罗玉福在自己撰写的《赴缅

甸勘探红土型镍矿纪实》中，把这场海外

勘探称作“远征”，以比拟60多年前赴缅

参战的中国远征军，其中的艰苦程度可想

而知。2004年12月，由308队地质、探矿、

测绘、检测四大专业的100多名精兵组成

的勘探队伍，带着几十吨勘探设备物资，

经当年的“史迪威”公路，从云南进入了

缅甸北部的热带林区，他们克服了高温、

蚊虫、野兽、疟疾等恶劣的自然环境，硬

是坚持了5个多月，施工浅井184个、钻

孔137个，采集样品7910件，并测试分析

了其中的镍及其他元素含量。赶在2005

年雨季来临之前，完成了前期勘探取样工

作。2005年10月，308地质队向中国有色

矿业集团提交最终的《缅甸达贡山地质勘

探报告》，这也是达贡山镍矿开工建设的

依据。

2008年 9月27日，刚刚成立的中色

镍业公司派遣第一批管理人员进入缅甸

现场工作。在进入现场之后，面临的首要

困难是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有效开展各

项工作。缅甸地处亚热带，常年高温潮

湿，3-8月期间最高温度超过50摄氏度。

前期进入现场的工作人员住在由竹条、茅

草搭建的茅草屋基地，直到2009年 7月

21日才搬至正式生活区。茅草屋没有热

水器、没有电话、甚至没有饮用水，就更

谈不上空调了 ；喝的水是从10千米外用

牛车运送过来的江水 ；洗澡水是用油桶

装上凉水，靠太阳晒热了用。当中午超过

50摄氏度的高温时，竹凉席太烫不能躺，

木沙发也不能坐，只能蹲在上面打个盹，

休息一下。这个被当年中国远征军称为

“野人山”的地方，虫子比水多。毒蚊子、

带疟疾病原虫的蚊子时刻侵袭。第一批进

封面
故事 COVER STORY

◎镍铁产品出炉

◎ 308 队初进现场开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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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现场的人中，好几个人在半年之内多次

得了疟疾。凡在茅草屋生活工作过的，或

多或少的都得过疟疾、中暑、肠胃疾病。

“现场方圆几十公里，因为作业面大，

现场监理、设计、管理人员一个上午只能

走半个作业面。当时租的缅甸当地的车，

车况不好，实在调配不开车的时候，就走

着去。从基地出发，绕着山脚走7公里到

现场。土建施工最紧张的，是打桩的时

候。打桩量很大，又要抢在雨季来临之前

完成。打桩队24小时作业。50 ～ 60人，

因为大部分是北方人，不适应炎热潮湿的

天气，到现场后中暑，加上蚊虫叮咬，餐

饮又供应不上，队伍工人大部分得了疟

疾。为了保证工期，又紧急调集了19名工

人到现场，2009年 5月17号，上午10点

打第一桩。3个多月，打了1万多桩，在雨

季之前把最核心的主厂房的桩打完了。这

样的工程量正常情况要工作5个月以上。”

时任现场施工总指挥李维鹏介绍说。

协作——打通物资运送渠道

在2009年项目破土动工后，大批物

资、设备、原材料要通过进口到达项目现

场，而进口手续繁杂，大量设备进口批

文需要办理。通过全公司上下的积极努

力，2009 年 8 月 21

日，缅甸政府终于

批复了镍业公司关

于6851设备的进口

申请，施工设备不

足的局面极大缓解，

这也是缅甸政府审

批项目中的一个重

大 事 件。2009 年 9

月 28日，第一批从

国内通过海运发往

缅甸的物资到达仰

光口岸。

瞿波，中色镍

业副总经理，2008

年 9月进入达贡山

现场。他到缅甸面

临的第一个问题就

是 ：如何把国内采购运输来的物资，顺利

通过缅甸海关运进现场。在缅甸所有人财

物的进入都需要批文，批文程序复杂，需

要层层上报，多的时候，一个批文要涉及

七个相关部委，盖上十几个章。而涉及的

地点有昆明、瑞丽、仰光、曼德勒、内比

都等各个口岸。瞿波带领他的团队建立了

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络，要求所有环节都有

人盯，各个环节之间像是一场接力赛。为

了能理顺与各个缅甸政府行政部门的关

系，他们甚至带着政府工作人员跑流程。

正是这种不遗余力做事的态度，使得许多

原本在缅甸需要30天才能办完的事，镍

业人10天就能解决。甚至创造了单周跑

下65个批文、许可证的记录。从项目开始

建设起，共计840个批文，每个批文下可

能有上百项内容，涉及到的金额大，不允

许有半点差错。镍业人以统筹、审慎的工

作态度，漂亮地完成了这一复杂工程。如

今，中色镍业的这套进口物资的流程，成

了在缅甸投资的中国企业的通关样本。

经过各种努力，物资进口缅甸的环

节打通了。而国内采购储运也在紧张进行

中。由于红土镍矿在国内开采冶炼是第一

次，所采购的设备也是第一次。亚洲最大

的回转窑、最大的电炉、跟电炉配套的设

备、零部件许多都是从来没有的大型设

备，生产厂也面临“第一次”的挑战。中色

镍业设备采购采用了集中采购的方式，从

一开始就是中色国贸和中色镍业技术部

联合成立了设备招标采购小组，从技术上

牢牢把关。截至完工，设备采购招标130

次，签约224份合同，合同总金额9.4亿

元，采购设备备件几万种，其中大型非标

设备就有100多个合同。在设备采购过程

中，负责采购的同事晚上坐火车做方案，

整理资料，白天与厂家研讨。一台设备一

般要考察3 ～ 5家厂家，以便货比三家，

为招标作好充分准备。负责采购运输的技

术部相关人员要全程跟踪合同的执行过

程，确保现场的安装进度。经过两年多的

艰苦工作，不仅圆满完成了采购任务，而

且还比预算节约了3亿多元的投资。

运输过程更是充满曲折。缅甸道路不

发达，从口岸到达达贡山现场基本没有我

们通常意义上的公路，全是坑洼不平的路

或者干脆就是土路。而水路运输又只能在

雨季的丰水期来临才可能负载更重的货

物。面对这些实际问题，中色国贸储运部

的女将们，一方面跟设备生产厂沟通，设

计更加坚固合理、适合长距离运输和多次

转运的外包装，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合适路

◎物资运输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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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用各种方法，拆大化小把物资运送进

建设现场。

现场建设紧锣密鼓，所有进度采用倒

计时，对设备运输的要求是急、稳、准。

既要绝对按照规定时间把货物送到，又要

绝对保证设备、器材的完好无损。曾经有

一批次14件精密仪器，在运输过程中，包

装箱下边垫上床垫，每个箱子挨近。货和

床垫之间垫上靠垫，车胎放掉20%的气，

时速不能超过15千米每小时，用运鸡蛋

的方法小心翼翼的运送。如此苛刻的运输

要求，缅甸的货代公司叫苦不迭。从曼德

勒出发，到达现场，220千米的路，用了

16个小时。拆卸的时候，光是包装上的保

护木条就拆了两个多小时。

智慧——管带机施工创造奇迹

许多参与了达贡山镍矿项目的人都

说，这是一个出奇迹的地方。在平均坡度

30度，最陡坡度70度的山上，搭建起一

条长1.8千米的管式皮带机，这是奇迹中

的奇迹。如今，建成的管带机顺着山脊，

宛如一条巨龙，蜿蜒在达贡山上。

达贡山高差大，坡度陡，采用一般的

汽车沿盘山路运输方式运送矿石不仅路

程长，而且成本高。有测算数据表明，皮

带运输每千米每吨只有一角钱的成本，每

小时500吨的运输量。所以，皮带运输无

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是最佳选择。根据

达贡山的实际情况，达贡山镍矿项目矿石

运输系统采用管状带式输送机和皮带机

相结合的方式来完成，总长4.6千米，其

中管带部分长度为1.8千米，槽型皮带部

分2.8千米。管带机是达贡山项目中连接

矿山和冶炼厂之间矿石运输的重要通道，

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将生产所需的矿石

原料——经过破碎筛分后的矿石从山上

运输到冶炼厂区，满足生产供应需要。管

带机项目所处地形复杂，施工难度大，尤

其是1.8千米的管带部分，高差达500余

米，最大支架高度达36米，桁架跨度为

20米，最大山体倾斜角度达到69度。从

山上往下要经过三个坡，最宽的施工宽度

7米，最窄的不到3米。这个就连人徒手

上下都需要借助绳子攀爬的陡坡上，不但

管带机安装十分困难，设备材料运输更具

挑战性。负责施工的中国十五冶的工程技

术人员，在施工中创造性地采用了缆绳、

缆车运送物资的方式。为缩短施工工期，

从山腰上分别往山上和山下运送结构件，

同时施工。在山顶、山脚和半山腰建立了

三个施工营地，工人就住在营地，把麻绳

拴在腰上施工。

其实，整个达贡山项目的施工难点不

仅仅是这一个。作为一个没有经验可借鉴

的项目，又地处海外自然环境恶劣的热带

森林崇山中，挑战一个接一个。

上山道 ：全长12.8千米。坡度大，很

多坡度超过45度。由于施工时间在8-9

月，正是当地的雨季，坡陡、下雨路滑，

为了防止摔下山，施工人员都要把自己用

绳子拴在树上。为保证视线，都是先砍树

再修路。因为在山坡上施工，施工点不能

全面铺开，只能从山下一点一点往上推

进。200人，20多台挖掘机24小时连续施

工。苦干加巧干，不到4个月时间修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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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的路。

亚洲第一炉：72000千

伏，属于热力设备，有膨胀

系数，焊缝长，安装精度要

保证在5毫米内。3200个绝

缘点不能出一个差错。

回 转 窑：亚 洲 第 一

窑， 长 115 米， 直 径 5.5

米，轮带外径6.7米。壁厚

40 ～ 90毫米钢板不等。为

方便运输，窑体被分成九

段，平均单节窑体重量60

多吨，任何两件，安装后就

无法吊装，必须实现空中

对接安装，焊接难度非常

大。安装要求精准无误，单

体标高误差0.5毫米。对应的中心线误差

在1毫米。由于缅甸气温高、日晒强烈，整

个窑体安装过程中，还要选择时间段，使

窑体充分冷却，温度均衡再进行焊接安

装。2011年2月份，单体试车一次性成功。

高精度安装使倾斜的窑体回推力不到1兆

帕。

这些看似简单的叙述背后，是施工人

员智慧的凝结。是双手创造出的奇迹。

无畏——重燃起光明的希望

按照中色镍业与缅甸方面签订的合

同，2011年7月，达贡山镍矿将建成投入

生产。2011年6月14日之前，所有试车投

产准备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6月14日晚

9点多，现场技术人员讨论正酣，突然间，

整个厂区陷入一片黑暗，所有人都明白，

断电了！多年的工厂经历，使得副总经理

王邦庆明白，这样大面积的断电，绝不仅

仅是简单的“跳闸”！随后的消息证实，他

的判断是正确的——由于缅甸发生的武装

冲突，220千伏瑞达线的321座杆塔基中的

6个被炸毁，加上其他倾覆受损的塔，共有

20多个杆塔被破坏。没电了，这就意味着

后续的试车工作戛然而止。现场紧急用柴

油机发电，除保证生活外，还要保证设备

不能损坏丢失，不能出现其他可能出现的

问题。同时，积极准备抢修方案。但是，由

于战事的原因，始终不能得到受损情况，

无法编制抢修方案。在抢修的问题上，陷

入了巨大的困惑中，以至于到11月份，都

没有任何消息和可能性开始抢修。

220千伏瑞达线（瑞丽江一级水电站

构架 ——达贡山镍矿220千伏总降变电

所构架），该输电线路全线在缅甸境内，同

塔双回架设，路径长139.486千米，杆塔

321基。瑞达线路是达贡山项目的唯一的

电源线路，关系到项目整体推进的建设、

试车以及生产进程，是整体项目的生命

线。

事故发生后，达贡山项目指挥部和镍

业公司迅速采取各项有效措施，积极向缅

甸矿业部、电力部等部门反应和了解情况，

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和掌握线路遭到破

坏的各项信息。在集团领导、镍业公司领

导的多方协调下，11月份，在确保人员绝

对安全的情况下，抢修人员终于进入了现

场。抢险现场有两大任务，一是协调各方

关系，保障人员安全和工程顺利。第二是

解决工程中遇到的难题，监督工期。人员

的安全状况、工程的进展状况，实时向公

司领导汇报。

人员进入了抢修现场，上百吨的塔基、

货物、资源也在各方的努力下运送到了现

场。在当时的局势下施工，困难重重。首先

是施工人员的安全问题：在塔基周围埋有

大量地雷，特别是在西线段，仅在54号塔

附近就发现了多达9颗地雷。而且安装得

相当隐蔽，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炸伤，还

有就是一触即发的战争。陈忠民，动力厂

厂长，镍业八勇士之一，在现场负责抢修：

“工程组织是按计划有条理的完成的。但

是自然环境的恶劣是无法回避的，每天接

到的报告是哪里又有车陷入泥里了、哪里

又冒水了、哪个人又病了。”在如此艰难的

情况下，截至2012年1月27日，用了不到

两个月时间，抢修小组完成了东线施工段

3级铁塔的拆除、基础加固、组塔、架线全

部工作，并同时在2012年1月1日，完成

了对西线受损情况的勘查。

1月29日，正月初七，西线抢修开

始。由于有了东线抢修的经验，西线抢修

所有的施工组织以及计划都尽量地考虑

周密，不允许存在制约下一步计划的问题

存在，在施工中存在的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都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就在一切朝预期

的方向发展的时候，2月13日，中午时分，

我方一辆给63号塔基施工点送饭的越野

车发生意外，一个年轻的生命倒在了硝烟

中。巨大的恐惧弥漫在现场的100多人中

间。事故发生后，中色镍业有限公司及云

南省火电建设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经过多方协调，到2月16日，全部施工人

员安全撤回瑞丽江一级水电站。

◎向当地寺庙捐赠

2013年第1期 中国有色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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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中国有色集团总经理罗涛深情

地说 ：“达贡山项目是一个在和平年代经

受了战争洗礼的项目。”的确，这是一个

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的项目，我们必须坚

持干好干完它！在接下来的抢修和验收

工作中，中色镍业和云南省火电建设公司

全体参与抢修的干部、员工没有被困难吓

倒，没有一人退缩，真正体现了他们团结

无畏的奉献精神。2012年5月8日上午9

时46分，达贡山镍矿项目220千伏总降压

站恢复受电一次成功，标志着瑞丽江-达

贡山140千米220千伏输电线路全线恢复

畅通，达贡山镍矿项目生命线全面恢复。

这也是在缅甸的中资企业中第一个和唯

一一个恢复生产的企业。他们的无畏与牺

牲，为达贡山重燃了光明之火。

请让我们记住他们 ：陈忠民、徐峰、

叶保恒、王建钢、常培林 吕伟、杨泽华、

任晓晋。

请让我们记住那个年轻的生命 ：何

成宝。

下篇：旗帜 飘扬在伊洛瓦底江畔

达贡山红土型镍矿项目是一面旗帜，

2009年1月1日，中缅两国国旗在老基地

的茅草屋前升起，也在参建的中缅两国员

工心中升起。炉膛里熊熊燃烧的火焰，更

是擎起了开放、融合、协作、共赢的旗帜。

这是两国经济合作 

带来巨大经济意义的旗帜

达贡山镍矿项目达产后年实现营业

收入约4亿美元，每年上缴税收约6千万

美元，可以解决当地约1500个工作岗位，

将为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起到极大地推动作用。

目前，镍业公司已招聘缅籍员工976

人，其中管理、技术人员59人，一线操作

岗位701人，后勤、保安岗位216人。缅籍

员工招聘后，公司将分别组织团队配合培

训和安全消防培训，待培训考试合格后，

方可按照志愿分配到各部门、各分厂再进

行实际工作岗位培训后上岗工作。

缅甸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工业化基

础薄弱。达贡山镍矿项目极大地提升了缅

甸工业自动化的水平，极大地促进了缅甸

相关产业发展。以煤炭为例，以前，缅甸

全国可流通的煤炭量大约为10万吨，而

达贡山镍矿一个项目每年的煤炭采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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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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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30万吨，对缅甸煤炭产业的发展起

到里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是绿色发展 持续发展的旗帜

镍业公司高度注重环境保护工作。

达贡山项目矿区位于达贡山上、伊洛瓦

底江畔。伊洛瓦底江是缅甸的母亲河，项

目所在地区山清水秀。为不破坏当地自

然环境，公司投资近2.4亿人民币，建成

了干燥烟气净化电收尘、回转窑电收尘

和电炉布袋收尘系统，不仅可满足设计

采用的排放标准要求，而且也基本符合

世界银行《环境、健康与安全通用指南》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General Guidelines）（2007）和美国相

关标准要求，使排放烟气对环境的破坏

作用降到最低 ；项目自身没有工业污水

排放，对于生活污水，公司投资建成了污

水处理系统，污染水排放采用世界银行

标准设计中五套废水处理系统，使处理

的废水达到了中国二级水处理标准，可

直接饮用 ；中色镍业（缅甸）公司的办公

楼里，一个巨的大鱼缸非常吸引人，那是

用矿渣水养的鱼。据介绍，冶炼厂的固体

废物是指固体排放渣（熔炼渣），主要是

惰性渣在熔炼过程中未添加任何成分的

其它原料，为无任何危害，而排渣场的各

排水点只是承担雨水汇集的排放。因此，

通过化验、养鱼试验，排放的水没有污

染 ；项目设计参考大量国内外同工艺并

经过实践的镍铁冶炼厂环保设施，通过

多年的实践证明各类排放物不会对周围

环境造成污染 ；

在140千米输电线路的架设过程中，

为了保护当地的森林资源，没有砍伐一棵

树，施工人员踩着泥泞的山路爬坡，运送

设备物资的汽车陷在泥里，就改用马帮

驮，连大象都派上了用场。为此，多花费

了上千万元经费。

项目一开始就预留了矿渣存放区域，

并在积极探索矿渣的再利用。我们有理由

相信，这个巨大的现代化工厂区，永远是

碧水蓝天。

这是勇担社会责任 

建设和谐矿企社区的旗帜

在达贡山镍矿项目建设过程中，镍

业公司不忘企业社会责任和义务，热心

当地公益事业。2008年，达贡山镍矿还

在运作阶段，便为缅甸热带风暴灾区捐

助了10万美元用于救灾。2009年，在基

地员工自己还吃江水时就为当地学校和

寺庙打井、为达贡镇中学捐赠教学用具，

解决了当地数百名师生和民众的上课难、

用水难问题。2010年，为垒杰妇女医院

捐款、为勐贡村中学捐赠新的校舍。2012

年，当勐贡村中学新校舍启动使用时，又

为其捐赠新的办公用品 ；还为茵奈村中

学捐建新的校舍，在茵奈村中学新校舍

启动时，又为其捐赠新的教学用品 ；为

当地村民捐赠2口水井 ；为在当地的马

哈妙寺庙捐款用于修建僧侣休息室。这

些公益活动充分体现了镍业公司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在当地树立了中国企业负

责任的良好形象。

达贡山镍矿项目还建设了一座2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医院，聘请了缅甸籍的医

生，在为项目服务的同时，也将对当地人

民开放。医院配有CT机、X光机、彩超等

先进仪器，能够满足现场急救及中缅方员

工日常救治需要。

这是带领中国企业海外开发 

建功立业的旗帜

达贡山项目前后参与设计、建设的企

业，很多是第一次走出国门。这个项目为

他们搭建了一个走出去的平台，开创了中

国企业海外开发的新里程。

云南有色地质局在完成达贡山红土

型镍矿勘探后，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红

◎检测科学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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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镍矿勘探第一军，先后又在印尼等国成

功勘探出大中型红土型镍矿，为中国企业

海外开发红土型镍矿提供了宝贵经验。中

国能源建设集团云南省火电建设公司电

网运检分公司受中色镍业有限公司委托，

承担了220千伏瑞达I、II回线路工程及

总降的调试、验收工作。这是他们第一次

海外作业，总经理段高雄心里也在打鼓，

但是镍业的领导们的信任和鼓励，使他打

消了顾虑。在后来的抢修过程中，火电公

司参与抢修的干部员工的无畏与牺牲，值

得永远铭记。还有负责工程整体设计的中

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输电线设

计施工的湖北电力设计院，负责项目施工

的中国十五冶，负责监理的鑫诚监理、中

咨工程建设监理公司，负责回转窑制造的

中色集团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负责

电炉、管带机、电器设备制造的中国厂商

等，他们也许不是第一次走出国门承担海

外项目，但是，他们都是第一次参与红土

型镍矿的开发建设，第一次参与亚洲第一

炉、亚洲第一窑的设计制造。达贡山红土

镍矿项目创造了中国矿业史上的很多第

一，这些第一是全体参与者智慧的凝结。

他们在中色集团“合作共赢”的目标感召

下，建功立业。

这是红土镍矿开采冶炼 

技术进步的旗帜

镍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主要用

于制造不锈钢、合金钢和特种合金。我国

镍资源短缺，国内更是没有红土型镍矿的

生产经验。达贡山红土型镍矿的建成，填

补了这一空白。但是，其中艰辛，恐怕只

有经历过的建设者们才能体会。从2006

年可行性研究、2007年初步设计、2008年

修改初步设计并开始施工图设计，直至

2010年设计基本结束，历时5年的设计工

作，始终是在紧张、艰苦的条件下进行。

由于缅甸是一个农业国家，工业基础非常

薄弱，近乎为零，因此各种设计基础资料

收集非常困难，有的根本就没有。既加大

了工作难度，也增加了工程费用。项目总

设计负责人，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专家卢笠渔说 ：“达贡山镍矿项目的八大

特点，注定了它将是改变中国镍铁冶炼格

局的一个项目。”项目总指挥王小卫说 ：

“由于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缅甸的矿业

技术可以一步站在世界红土镍矿冶炼的

前沿。”中色镍业总经理梁津源说 ：“火法

冶炼，镍铁品位比较低。五、六年前，我

国绝大部分冶炼厂是采用硫化矿生产。由

于产量少，品位低。满足不了国内镍的需

求。六、七年前开始尝试采用氧化型红土

镍矿来冶炼。民营企业最开始尝试，各种

炉型都有，大部分用电炉。近年来，菲律

宾和印尼都发布法令，禁止原矿出口，必

须当地建厂。因此很多采用低端设备、利

用进口红土矿冶炼的企业，开始面临很大

问题。加上设备低端，冶炼产品杂质多。

目前，15以上牌号的不锈钢原材料，采用

火法冶炼的，绝大多数都需要进口。达贡

山这个项目是目前红土镍矿冶炼方法中

最高水平的，能够填补我国用火法工艺生

产中高品位镍铁的空白。可以适应生产中

高档不锈钢。”

这是中缅两国人民胞波情深的旗帜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胞波情深。两国

有着长达2000多千米的边境线。缅甸人民

一向把中国人民当做自己的“瑞苗胞波”，

意即“同胞兄弟”。在达贡山项目的建设过

程中，同样时刻闪现着缅甸兄弟的身影。

从最初勘探时的向导，到工地建设时的忙

碌，从线路抢修过程里的生死相随，到生

活区里的和谐共处，在这山水之间，两国

兄弟早已融入一个大家庭。昂凯是个腼腆

的缅甸小伙子，他是线路抢修时负责开车

的司机，在抢修现场穿越。我问他怕不怕，

他害羞地摇摇头。这些善良的缅甸兄弟和

我们一起面对考验，一起建设家园。

八年镍业梦圆，达贡山见证了这些智

慧勇敢无畏的建设者们的决心和信念。炉

火闪耀，映红了建设者们对企业、对国家

的无限忠诚。

截至我们到达达贡山采访时，该项目

已经出镍铁35炉，品位正在不断地提高。

中国有色集团总经理罗涛说 ：“中色镍业

进入生产期之后，一定能够在两大集团的

共同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继续快马加鞭、

勇往直前，一定能够继续应对各种挑战，

实现更快、更大的发展!一定能够早日成

为‘中国一流、世界先进’的著名的现代

化镍铁企业！”中
◎采矿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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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集团总经理助理   王小卫 中国有色集团副总工程师   刘国平 中色镍业总经理   梁津源

中色镍业副总经理   瞿波

鑫诚监理总经理    张国明

中色镍业财务总监   杜轶莎

中色镍业党委书记   李洪元 中色镍业副总经理   王邦庆

中色镍业副总经理   刘中秋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镍铁项目
高级顾问   卢笠渔

时任项目建设现场指挥、中国有色集团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副主任李维鹏

中色国贸副总工程师、采购事业部
总经理   张金荣

达贡山镍矿项目部分建设者剪影



八勇士代表 第一批入缅工作的员工田海峰及女友 缅籍员工接受采访

308 队现任队长   李锡 308 队测试负责人   肖树刚 云南火电总经理   段高雄

中色国贸商运中心商务部经理   朱毅 鑫诚监理  单德海 云南有色地质局副局长   罗玉福

云南火电运维分公司经理   段华 云南火电抢修现场负责人   孔德贵 中国十五冶团队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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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贡山镍矿项目部分建设者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