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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e role of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While improv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k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metallurgical technology, adhere to the idea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 How to ensure that th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is a question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and discussion.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al working environment, a reasonable plan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human happiness is formulated.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atus of metallurgical industry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expounds the countermeasures of i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blem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metallurgic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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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冶金工程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对保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提高冶金工程
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加大对环境保护的管理力度，对冶金技术工艺进行持续的革新和改造，坚持绿色发展的思想，促进
了冶金工程和环境的和谐发展。怎样确保两者互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通过对现实工作环境的调查，为
其制定一个与人类幸福程度相关的合理规划。因此，论文着重阐述了冶金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就其环保问题的对
策进行了阐述，以期增强冶金行业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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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冶金工程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工程，冶金工业是国

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证，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为了使冶金工程能够持续地提高国家的经济利益，必

须在实践中深入地研究冶金技术，并在发展过程中采取相应

的环保措施。如果冶金和环保能够相互促进，那么冶金项目

的社会经济效益就会水涨船高，同时也能提高冶金和环保的

双重作用。如何做好这一工作，论文将就以下几点进行深入

阐述，强化冶金工程发展和环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2 冶金工程概述

冶金工程是对多种金属及其化合物进行加工和分析研

究的工程领域。各类矿产及其他资源是冶金工业的主要原材

料，其功能在于将金属制品制成具有优异的各项特性。随着

中国冶金工业规模的扩大，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料都

涉及各种金属的提取物质，冶金技术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的

发展。但是，冶金工程施工中所产生的污染废气却是困扰冶

金行业的一个难题。冶金工程是把原料经过物理和化学的反

应处理，再把它提炼出来，变成人类所需的物质。该工艺中

的物理处理与化学反应都包括了能量的转化，在获得所需材

料的同时，某些多余的材料也会被排出。垃圾中含有大量化

学成分，极易对环境产生危害。在冶金工程中，虽然有大量

的污染物质，但由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离不开冶金技术的

支撑，所以如何找到冶金工程和环保的平衡就显得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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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化冶金生产过程中的环境优化与保护，坚持冶金工程

绿色发展的思想 [1]。目前，国内对环保的关注仅限于提高，

而在此背景下，冶金工程的环保工作已成为各大生产单位的

重点关注。冶金工程绿色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

展，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3 冶金工程中环保工作的重要性

3.1 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面貌
冶金工程的环保工作以保护环境为基本目标，通过环

保措施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所以，最直接的环保效果就

是要改善生态环境。在冶金工程中，要有一个科学的生产计

划，实行并预先制订各类污染问题的解决办法，并对其进行

环保管理，以保证其在生产工艺中的环保，如对冶金工程周

围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解，同时，通过环境生态监测，建立冶

金工程污染排放的有关标准，严格管控污染物的排放，加强

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

3.2 有效的完善环境保护政策
当前，中国正处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各项政策、

法规均处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之中，而这些改进的基础是实践

与环境问题，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的缺陷，因此，要透过对环

保问题的观察与研究，以解决在日常生活中执行环保政策时

出现的种种弊端与漏洞，以强化工程环保工作，持续不断地

制订环保政策，并进一步完善，改善环保政策及规章制度的

标准。因此，冶金工程的环保工作对制定和完善中国环保政

策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3.3 有利于提高环境污染的处理能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生态资源的消耗也日益

增加，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在这样的形势下，生态环境

的保护与治理必须采取更加专业的技术方法与措施，提高生

态环境治理的自主性。在冶金工程中，随着工艺水平的不断

提高，废气中的污染物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治理，在此背

景下，环保部门通过对冶金工程的管理工作，持续掌握环境

污染，并与国家制度需求相适应，开展污染防治和管理工作。

履行职责，加大各类污染控制技术的推广力度，提高冶金工

程领域治理环境的能力，促进冶金工程技术的迅速发展。

4 冶金工程环保工作现状

尽管中国已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但仍有不少问题。第

一，企业领导对 HSE 的认识不够充分，导致整个系统的运

作不顺畅，系统的要素管理方式也很单一；公司治理成效未

达到预期目标，其持续改善的关键是安全环保部和第三方的

审核。第二，安全标准化涉及炼铁、轧钢、烧结球团等领域，

有关企业在执行安全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着不精确的评分标

准，有的地方存在着重大缺陷。第三，缺乏有效的协同管理

模式，只要一提起环保工作，他就会以为是环保部的工作，

而其他部门的环保工作却没有太大的改变，对有关法律、法

规、政策和要求的理解太过单一。第四，生产厂家对环境保

护设备的维修保养工作没有做好，导致许多污染物的设计和

处理要求没有达到标准。据了解，工厂的日常工作中，并不

能积极进行环保设备的维护和检修，只有在定期的检查中，

发现了问题，才会进行一系列的维修，经常会出现风机振动

过大、布袋破损、风机跳电等情况。第五，各企业在环境保

护方面没有尽到应有的作用，在公司内部环境管理制度还不

完善。企业在环境管理中不能明确自己的责任，没有按照公

司制度的要求将环境管理主体责任和相关职责分解到各个

作业区和班组，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不能发挥真实的作用和

效果。

5 冶金工程中环境监测的主要作用

5.1 利于提前掌握重要依据
环境监测工作的实施，有助于员工在进行环保工作之

前，对其工作的具体内容和基本的认识。在开展环保工作前，

首先要对污染状况有一个整体的了解，然后针对不同地区、

不同的污染状况，采用不同的方法，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

的污染状况，进行相应的处理，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是

在环境治理上，环保监测可以提高相关单位对本区域的环境

资源情况的了解，让其在自然情况下发生变化，从而有助于

环保机关根据自己制定的环保工作计划、管理策略等方案，

加速环保部门掌握环境状况与解决环境污染，将环境问题逐

步的改善。

5.2 利于对重要信息进行了解和掌握
在进行环境监测时，能够在评估环境影响的同时，及

时获得对冶金工业有重要影响的资料，从而建立完善的环境

监控体系；同时，优化了冶金工程。目前，中国社会环境

保护工作的发展与普及，环境影响评估系统是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这是实施这一工作的一项重要方法 [3]。本制度是以冶

金工程环境监测为先决条件，事先了解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并对主要的数据和资源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计算，通过对冶金

工程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进行控制，使其达到最小化的

目的。

5.3 环境监测是保护工作开展的重要途径
在冶金工程项目开展中，环保监测工作是一个关键环

节。工作人员在开展环保工作时，必须事先制定一套科学、

合理的环保规划，并运用环保政策及相关的环保措施对环境

保护工作加以推行。而在冶金工程中，环保工作的落实，可

以加强监督作用，并进一步发挥出实时监测的职能，有利于

推动冶金工程的环境监测功能在各个制度与方案实施的过

程中得到有效的进行。

5.4 利于及时应对突发污染事件
在冶金工程开展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突发环境污染

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环境监控的作用开始显现。环境监

测是解决突发性污染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中国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大量的环境问题。目前，中国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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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机构在处理突发的污染事故方面，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但其治理手段和力度仍未达到要求，污染物随时间而不断地

扩散。而在冶金工程项目中开展环境监控，可以有效防止和

掌握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提高应对突发污染的能

力，实现对污染的有效管理和控制。

6 冶金工程中环保工作策略

6.1 大力推进绿色冶金模式，实现绿色化发展
随着冶金工业的不断发展和不断提高，要从整体上推

动环保工作，不断提高环保效益，就需要在冶金生产实践中

不断深化绿色冶金的实践。只有把“绿色冶金”模式作为一

种特定的发展策略，才能使环境保护工作与工作真正落实起

来。绿色冶炼模式是一种节能减排、提高工业附加值的运作

方式。运用该模式，可以及时地将绿色生产的思想贯彻到实

际生产中去，从而使冶金工程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关系得到有

效的解决。

6.2 加强环保工作队伍建设
无论是任何企业，如果想要做好某一方面的工作，最

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队伍，一支具有较强专业技能

和综合素质的队伍，使得企业各方面的发展都可以得到有效

的提升，同时，促进企业自身实力的不断提高。冶金工程中

的环保工作队伍能够及时监测和解决环境问题，同时也要努

力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整体的管理，并通过培训来提高员

工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有关单位应全面评估环保工作人

员的综合素质，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学习先进的管理技

术，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主动学习和掌握一系列新型的环

保装备，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专业人员，并具备新的管理理念，

才能保证冶金工程的安全生产。

6.3 加强环保工作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
环境监测工作是每一家冶金企业都必须脚踏实地的一

项重要工作，而将其与信息化相融合，则是当前冶金工业发

展的一个新起点。将环境监测与互联网系统相互连接，实现

了对冶金工程污染物排放量的监控和管理，实现了对冶金工

程生产中所有工艺过程的透明、公开，并对各种污染的信息

进行实时分析，并根据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通过这种信息

技术，可以使有关单位能够制定出相应的监测战略，从而使

环境保护机构能够对其进行污染的调查和治理，能够全面

地、准确地掌握生产中的各种废物的排放状况，并对其中的

不正当的排污进行通报和处罚。信息技术的融合，使得环境

主管机关全面监控与理解污染治理资讯，进而提高有关行政

行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7 结语

综上所述，冶金工程是中国最大的污染物排放产业，

对大气环境、水资源、土地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

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质，因此，环境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冶金企业与环保主管部门要加强环保工作，以推动冶金行业

的健康发展，达到节能减排目的，严格控制排放量，使得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管理理念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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