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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丁丁等: 不同参数对振动流化床分选细粒褐煤的影响

量，因此床层高度的选择应考虑分选效果与处理量

2 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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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制天然气项目应关注碳排放

2013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推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 CCUS) 试验示范的通知》。这是继国务院

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后，国家针对推动 CCUS 示范项目在国内发展的具体要求。通知

指出，鼓励在煤化工、油气等行业开展针对高纯度 CO2 排放源进行捕集的示范项目，引导这些行业在中长期

规划中充分考虑 CO2 捕集、利用和封存的要求和部署。
煤制合成天然气( SNG) 是现代煤化工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据公开信息，截至目前已有 4 个 SNG 项目

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核准，加上近期已确定获得核准的 4 个 SNG 项目，这 8 个项目的产能将近 400 亿 m3 /a。
据估计，这些项目如果全部建成投产，每年 CO2 排放量将达 1. 8 亿 t。巨大的 CO2 排放要求企业在发展 SNG
项目时须在中长期规划中考虑 CCUS，否则一旦实施碳税，极有可能增加额外成本，甚至打破赢利平衡。

利用 CO2 驱油( 气) 增加采收率是实现 CCUS 的一个可行方向。美国大平原 SNG 项目已经成为利用

CO2 增加原油采收率( EOR) 的典范。中石油和中石化也开展了 EOR 相关研究，延长石油还在国内创新性地

开展了页岩气井 CO2 压裂技术试验。

5

中
国

煤
炭

期
刊

网
 

www.ch
ina

ca
j.n

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