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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钛工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56年国家把钛当作战略金属列入了12年发展规划，1958年在抚顺铝厂实现了海绵钛工业试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海绵
钛生产车间，60至70年代，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先后建设了以遵义钛厂为代表的10余家海绵钛生产企业，建设了以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为代表的数家钛材加工
企业。 

      1980年前后，我国海绵钛产量达到2800吨。然而，由于钛材高价位限制了钛的推广和应用，钛加工材的产量仅为200吨左右，致使我国钛工业陷入困境。在
这种情况下，国务院于1982年7月成立了跨部委的全国钛应用推广领导小组，专门协调钛工业的发展事宜，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我国钛工业快速
平稳发展的良好局面。 

       目前，我国钛工业还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通过几个月来的调查采访，对产业内部问题做出了系统的梳理。 

       首先，钛产品质量存在缺陷。 

       钛产品质量不足大体上表现在海绵钛质量较低和高品质海绵钛生产比例较小两个方面。 

       数据显示，我国零级海绵钛的生产比例是40%，日本和俄罗斯生产零级海绵钛的比例是70%;2009年遵义钛厂生产的“95”海绵钛产量是1000吨左右，占其
生产总量的8%至10%，俄罗斯生产“95”海绵钛的比例是30%至40%;我国还不能批量生产“90”海绵钛，俄罗斯生产“90”海绵钛的比例是20%至30%，由此
可见，我国高品质海绵钛生产比例之小。 

       钛加工材质量存在缺陷。从航空业反馈回来的信息来看，我国钛加工材主要问题是批次不稳定、表面有缺陷，质量有偏差。 

       其次，钛产品的部分品种有重大缺项。 

       近年来，国际上海洋石油开采使用大型钛挤压管材的趋势也比较明显，但我国目前还不能生产大型挤压型材和管材。2008年我国还进口钛加工材6000吨，
其中进口钛焊管3322吨，进口钛薄板约1000吨。这是因为我国的钛产品品种单一，部分产品无法生产。 

       我国大多钛产品和项目都是跟踪国外，自主创新的产品很少。比如，体育休闲领域的钛用量非常大，国外在项链等休闲日用品上的钛应用也非常活跃，而
我国则是来料加工或逐步跟踪国外;我国合金材料的品种比较多，但是缺乏对某种新材料比较系统的研究。换言之，我国对新合金系统的自主研究与应用数据
的积累还不够，这是一个系统的差距。 

      除了钛产品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外，钛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海绵钛是一个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海绵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对环境
的影响主要为氯化尾气，破碎系统粉尘及生产装置无组织排放对环境空气的影响。由于废气中的主要污染物均为有毒有害气体，一旦超标排放就会对周围环
境空气、土壤造成影响。海绵钛生产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含酸废水，若不进行处理，将对水环境造成污染。 

      另外,我国的钛工业目前还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记者在宝鸡采访时发现，宝鸡钛加工企业产品还处于低端水平，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寥寥无几。一些小
型的民营企业存在盲目跟风的现象。这样就造成一些项目重复上马、产能过剩的局面。以钛熔炼为例，经过3年的快速增长，宝鸡民营钛工业的熔炼能力达到
年产钛及钛合金锭3至5万吨的生产能力。但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需求不足产能过剩，部分熔炼企业设备关停，部分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全年的钛锭生
产量仅为熔炼能力的30%至40%。作为主管部门，宝鸡市工信局多次深入钛加工企业进行调研，对民营钛加工企业进行引导，促使钛熔炼领域向大型化高科技
方向发展。 

综观中国钛工业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中国钛工业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已迫在眉睫。中国钛工业产业升级刻不容缓。（来源：中国产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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