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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脚树矿选煤厂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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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山脚树矿选煤厂，贵州 盘县 553534)

摘要: 论述了山脚树矿选煤厂原有洗选工艺流程，针对生产中存在的矿井原煤煤质变化

大、煤泥含量高、介质消耗大等问题，提出技术改造方案。在原有工艺基础上增加原煤脱泥系

统和粗煤泥回收系统，改造后洗选工艺流程为: 原煤预先脱泥 + 无压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 +
对流干扰沉降分选机( TBS) + 浮选联合分选工艺。改造后，选煤厂生产方式更加灵活多变，产

品适应市场能力强，设备先进可靠，高效低耗，基本解决了生产中存在的问题。选煤厂生产能

力由 2. 6 Mt /a 提高至 3. 0 Mt /a，提高了 18. 7% ; 原煤脱泥筛脱泥效率可提高至 75%以上; TBS
分选机洗选效率为 69. 82%，可能偏差 Ep 为 0. 12; 选煤厂介质消耗 2. 2 ～ 2. 8 kg / t，比原系统

降低 50%左右，年节约介质粉约 7500 t，节约生产成本 550 万元 / a 以上。原煤脱泥筛与 TBS
的配合使用基本解决了原煤煤质变化对商品煤质量的影响，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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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of Shanjiaoshu coal preparation plant
YANG Changhua

( Shanjiaoshu Coal Preparation Plant，Guizhou Panjiang Ｒefined Coal Co． ，Ltd． ，Panxian 553534，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lots of problems in original washing process of Shanjiaoshu coal preparation plant，such as un-
stable feed coal quality，large slime content and medium consumption．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install feed coal
desliming system and coarse slime recovery system based on the original process． After transformation，the washing
process combines feed coal predesliming，three-product dense-medium cyclone，teetered bed separator ( TBS) and
flotation． The production becomes more flexible，the products can meet the need of the market． Th production capac-
ity increases from 2. 6 Mt /a to 3. 0 Mt /a，the growing rate is 18. 7 percent． The desliming efficiency increase to over
75 percent，the separation efficiency of TBS is 69. 82 percent，the ecart probable moyen Ep is 0. 12，the medium con-
sumption，decreasing by 50 percent，range from 2. 2 kg / t to 2. 8 kg / t． The plant saves medium and production cost
7500 tons，5. 5 × 106 yuan per year． The combination of feed coal desliming sieve and TBS eliminates the effects of
feed coal quality change on commercial coal quality．
Key words: slime; predesliming; flotation; teetered bed separator ( TBS) ; three-product dense-medium cyclone; me-
dium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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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山脚树矿选煤厂( 原

老屋基选煤厂) ［1］是一座群矿型选煤厂，原设计能

力 1. 5 Mt /a。20 世纪 70 年代末投产，采用跳汰—浓

缩浮选联合工艺流程。“九五”期间，山脚树矿选煤

厂与煤炭科学总院唐山分院共同完成了国家煤炭

重点科技攻关课题“大型高效全重介质选煤简化流

程新工艺及设备”的工业性试验，从此采用重介质

选煤。2004 年，在国家计委( 现国家发改委) 批准的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优质高效煤

炭洗选示范工程”》建成后，生产能力达 2. 6 Mt /a，

采用不 脱 泥 不 分 级 全 重 介 选 煤 工 艺，形 成 了 以

3GDMC1400 /1000A 巨型无压给料三产品重介质旋

流器［2 － 6］为主要分选设备的重介质选煤工艺系统。
随着采煤机械化程度的提高［7］和煤炭开采深

度的增加，原煤质量逐渐变差，原煤灰分逐渐升高，

原生 和 次 生 煤 泥 在 原 煤 中 所 占 比 例 也 逐 年 增

加［8 － 9］，达到了原煤产率的 20% ～ 30%。煤泥灰分

有时高达 40%，细粒煤回收困难。为适应煤质变

化，山脚树矿选煤厂于 2012 年 6 月对洗选系统进行

改造，除对原有系统改扩能外，还增加了原煤脱泥

系统，并于 2013 年 6 月投入试运行。改造完成后，

原煤入选能力达 3. 0 Mt /a。

1 选煤厂原工艺流程

山脚树矿选煤厂原有生产系统为不脱泥不分

级全重介选煤工艺，采用 3GDMC1400 /1000A 无压

给料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分选，分选粒度 0 ～ 50
mm。产品煤泥( － 0. 5 mm) 采用分段回收，精煤脱

介筛筛下煤泥采用喷射式浮选机分选后经快开压

滤机脱水回收，中煤脱介筛筛下煤泥经 24 m 浓缩机

浓缩后由卧式沉降离心机回收，矸石脱介筛筛下煤

泥由高频筛脱水回收［10 － 11］。煤泥水采用 45 m 浓缩

机浓缩沉降后经带式压滤机压榨脱水回收。
由于进入主选系统的煤泥含量增加，细煤泥脱

介困难，导致介质消耗大，导致最终产品质量稳定

性差。因此，山脚树矿选煤厂增加了原煤脱泥系统

旁路［12］，引进了申克 ( 天津) 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的

SLD3673 脱泥筛和北京泰迪同创工程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的对流干扰沉降分选机( TBS) ［13 － 14］作为脱泥

系统的主要工艺设备。

2 改造后工艺流程

改造后，山脚树矿选煤厂煤泥系统工艺流程如

图 1 所示。

图 1 山脚树矿选煤厂煤泥系统工艺流程

山脚树矿选煤厂入选原煤主要为气煤、1 /3 焦

煤和肥煤，具有低硫、微磷、高发热量的特点。其中

1 /3 焦煤和气、肥煤属稀缺煤种，极具竞争力。根据

市场需求及产品规划，生产精煤灰分≤10. 50%，主

要作为炼焦配煤使用，生产洗混煤灰分 33. 00% ～
38. 00%，主要供电厂发电。

为满足商品煤指标，改造后原煤全级进入分级脱

泥筛预先脱泥，+ 50 mm 进入破碎机破碎到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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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1. 5 ～ 50. 0 mm 与破碎后的煤混合进入主选系

统分选( 主选系统不变) ，－ 1. 5 mm 煤泥水经 0. 5
mm 弧形筛分级，筛上物进入 TBS 分选回收，筛下物

进入浮选系统回收。

3 原煤脱泥系统设计特点

3． 1 生产方式灵活

改造新增了一套原煤脱泥系统，使整套系统处

理能力由 2. 6 Mt /a 提高至 3. 0 Mt /a。技术改造后，

实现了以下几种洗选方式:①原煤全部 50 mm 分级

脱泥，－ 50 mm 不进入破碎作业; ② － 1. 5 mm 煤泥

不进入重介分选系统，采用 TBS 分选; ③原煤全级

重介分选，+ 0. 5 mm 煤泥全部 ( 或 50% ) 采用 TBS
分选; ④根据煤质情况可选择 50% 脱泥 后 入 选，

50%旁路进入主选系统分选。
3． 2 设备先进可靠

为保证技术先进、性能可靠、高效低耗，主要洗

选设备采用国外引进技术，脱泥筛和对流干扰沉降

分选机( TBS) 采用进口产品。辅助设备煤泥水泵及

关键阀门采用国内知名厂家的先进可靠设备。山

脚树矿选煤厂原煤脱泥系统主要设备选型见表 1。

表 1 原煤脱泥主要设备选型

设备 规格型号 数量 /台 备注

脱泥筛 SLD3673 1 新增

对流干扰沉降分选机( TBS) XF － 2700 1 新增

煤泥水泵 300ZJ － I － A70 1 新增

煤泥离心机 TLL1150 1 原有

4 改造效果

原煤脱泥系统调试过程中，通过对脱泥筛润湿

水、喷淋水的冲洗方式及水量等进行改造完善，取

得了满意效果。
1) 生产能力

山脚树矿选煤厂设计生产能力 2. 6 Mt /a，小时

处理量为 438 t，原煤煤泥质量分数平均为 28%。原

煤脱泥系统投入使用后实际小时处理量达到 520 t，
生产能力达 3. 0 Mt /a 以上，生产能力提高了 18. 7%。

2) 技术指标

原煤脱泥筛采用 SLD3673 双层香蕉筛［14］，生产

实践表明，该筛能满足系统入选量 520 t /h 的要求，

且运行安全可靠，机械故障率低。在脱泥筛入料溜

槽内增加润湿水充分润湿原煤，筛面上增加两道喷

水，喷淋水量为 1. 4 m3 / t，脱泥效率可达 65%，增大

喷淋水量到 1. 6 m3 / t，脱泥效率提高至 75% 以上，

但煤泥水处理系统能力需相应增加。
TBS 分选机试验结果见表 2。

表 2 TBS 分选结果 %

样品编号 入料灰分 溢流灰分 底流灰分

1 35. 60 12. 33 50. 97

2 35. 17 12. 48 51. 09

3 37. 86 12. 34 51. 69

4 38. 91 11. 63 50. 31

平均 36. 89 12. 20 51. 02

由表2 可知，溢流灰分稳定在11. 63%～12. 48%，

平均为 12. 20%，底流平均灰分为 51. 02%，入料平均灰

分为 36. 89%。降灰比 DGＲ = 溢流灰分 /入料灰分 =
12. 20 /36. 89 =0. 331。溢流产率为: ( 底流灰分 － 入料

灰分) / ( 底流灰分 － 溢流灰分) × 100% = ( 51. 02 －
36. 89) / ( 51. 02 －12. 20) ×100% =36. 40%，TBS 分选机

洗选效率为 69. 82%，可能偏差 Ep =0. 12。
3) 介质消耗

原煤脱泥系统投入使用后实际介质消耗为 2. 2 ～
2. 8 kg / t［3］，比原系统的 5. 0 kg / t 降低 50% 左右，年

节约介质粉约 7500 t，节约生产成本 550 万元 / a 以

上，经济效益可观。

5 结 语

改造后，山脚树矿选煤厂系统处理能力得以提

升，增加了系统的灵活性，提高了系统对原煤煤质

的适应能力。原煤脱泥筛与对流干扰沉降分选机

( TBS) 配合使用基本解决了原煤煤质变化对商品煤

质量的影响［4］，解决了选煤厂介耗居高不下的难

题，提升了山脚树矿选煤厂在煤炭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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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朴杰等: 双流体气流式喷嘴加压雾化特性研究

保持气液质量比不变的条件下，d32、雾化角随着雾

化室压力的增加而减小，这与其它气流式雾化喷嘴

结论相符合对于研究气流式雾化喷嘴在加压条件

下的变化规律具有指导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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