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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智能集成优化控制技术及其在锌电解和炼焦配煤
过程中的应用 

    我国已成为有色金属工业大国，但有色冶炼企业普遍存在成本与能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基于现有工艺流

程和生产设备，急需通过生产过程的优化运行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项目针对冶炼工业过程具有多

变量、非线性、强耦合、不确定性以及某些过程参量和生产目标无法直接检测的特点、难以实现生产过程优化运行的

问题，开展智能集成建模与优化控制技术及其工业应用研究。主要技术特点表现在： 

    1) 针对冶炼工业过程特点，建立了智能集成优化控制的技术框架，提出了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的基于改进模拟退

火算法的混合罚函数目标优化方法和基于神经网络、数学模型和规则模型的专家优化控制策略。 

    2) 创造性地提出了锌电解分时供电优化模型，采用所提出的基于改进模拟退火算法的混合罚函数目标优化方法，

确定优化的电解负荷；提出了具有神经网络自学习机制的专家优化算法，确定整流机组最优运行方案，提高了整流效

率和功率因数，大幅度降低了锌电解电耗费用，有效地解决了锌电解分时供电优化控制难题，实现了电解过程直流电

力的经济运行，年减少电费支出1800万元。 

    3) 针对炼焦配煤过程，采用所提出的基于模型的专家优化控制方案，确定最优配煤比，并通过分布式控制系统实

现配煤比的跟踪控制，有效地稳定了焦炭质量，降低了焦炭生产成本，实现了高质量低成本的控制目标，并减轻了工

人劳动强度和减少了环境污染，年创直接经济效益860万元。 

本项目所提出的集成建模技术和优化控制技术已成功应用于锌电解和炼焦配煤过程，所开发的锌电解和炼焦配煤过程

优化控制系统分别实现了锌电解和炼焦配煤过程的实时在线优化控制，具有功能齐全，性能稳定，运行可靠的特点，

为复杂工业过程的优化控制提供了成功范例，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家先进水平，对解决冶炼过程的模型化和面向目标

的参数优化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在流程工业企业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提升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生产整体水平、把

我国由有色金属工业大国变成强国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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