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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东石圪台选煤厂煤泥水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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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石圪台选煤厂 ,陕西 神木　719315)

摘要:通过对石圪台选煤厂煤泥水浓度和粒度组成的分析 ,发现煤泥水中高灰细泥含量

较高 ,为煤泥水处理带来困难 。通过现场药剂和自配药剂的絮凝沉降试验以及药耗分析对

比 ,找出影响煤泥水处理的关键因素 ,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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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圪台选煤厂是一座特大型现代化矿井型选

煤厂 ,选煤厂设计规模 12.0 Mt/a,原煤煤种为长焰

煤 、不粘煤。采用 +13 mm块煤重介浅槽 , 13 ～

1.5mm末煤重介旋流器 , 1.5 ～ 0.15 mm煤泥螺旋

分选机洗选加工工艺 ,块煤末煤选前脱泥 ,煤泥水

采用分级旋流器两段分级 、分别浓缩澄清 ,加压过

滤机和板框压滤机分别脱水回收工艺
[ 1-3 ]

。

选煤厂在实际生产中 ,经常出现循环水发黄发

黑 ,浓缩池耙子扭矩高位运行 ,底流浓度减小 ,加压过

滤机滤饼薄 ,处理量低下等问题 ,影响了正常生产。

1　煤泥水分析

表 1为煤泥小筛分试验 ,表 2为一次旋流器溢

流小筛分试验 ,表 3为二次旋流器溢流小筛分试验 ,

表 4为浓缩机入料小筛分试验 。
表 1　煤泥小筛分试验

粒度 /mm 产率 /% 累计产率 /%

+0.5 68.6 68.6

0.5～ 0.25 0.8 69.4

0.25～ 0.125 9.0 78.4

0.125～ 0.075 2.4 80.8

0.075～ 0.045 4.5 85.3

-0.045 14.7 100.0

合计 100.0

　　注:样品质量浓度 63g/L,灰分 17.53%。

表 2　一次旋流器溢流小筛分试验

粒度 /mm 产率 /% 累计产率 /%

+0.5 0 0

0.5 ～ 0.25 0 0

0.25 ～ 0.125 8.2 8.2

0.125 ～ 0.075 6.5 14.7

0.075 ～ 0.045 14.3 29.0

-0.045 71.0 100.0

合计 100.0

　　注:样品质量浓度 14.4g/L,灰分 26.7%。

表 3　二次旋流器溢流小筛分试验

粒度 /mm 产率 /% 累计产率 /%

+0.5 0 0

0.5～ 0.25 0 0

0.25～ 0.125 7.8 7.8

0.125～ 0.075 1.9 9.7

0.075～ 0.045 10.4 20.1

-0.045 79.9 100.0

合计 100.0

　　注:样品质量浓度 12.3g/L,灰分 30.24%。

由表 1可知:煤泥各粒级中 +0.5 mm的质量分

数为 68.6%,总灰分是 17.53%,说明煤泥中主要以

粗颗粒煤为主;-0.075 mm的质量分数为 19.2%,

这部分是高灰细泥 ,影响浓缩池入料和循环水。

由表 2可知 ,一次旋流器溢流中不含 +0.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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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泥 ,而 -0.075mm的质量分数为85.3%,说明旋流

器分级效果较好 ,没有跑粗现象发生;溢流的灰分为

26.7%,说明煤质较好 ,泥化现象主要是次生煤泥产

生的。

由表 3可知 ,二次溢流中 , -0.075 mm的质量

分数为 90.3%,这部分煤泥在重选条件下很难回收

利用。如何减少次生煤泥是选煤厂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

表 4　浓缩机入料小筛分试验

粒度 /mm 产率 /% 累计产率 /%

+0.5 0 0

0.5～ 0.25 0.1 0.1

0.25～ 0.125 11.4 11.5

0.125～ 0.075 6.7 18.2

0.075～ 0.045 13.5 31.7

-0.045 68.3 100.0

合计 100.0

　　注:样品质量浓度 14.5g/L,灰分 30.62%。

由表 4可知 ,浓缩池入料中 -0.075 mm的质量

分数高达 81.8%,为后续的絮凝沉降带来困难。

2　絮凝沉降试验

2.1　试验样品和仪器

试验样品:质量分数为 0.1%的絮凝剂聚丙烯

酰胺(PAM),质量分数为 2%的凝聚剂聚合氯化铝

(PAC)。

试验仪器:500mL量筒 ,注射器。

2.2　试验方法

絮凝过程是否迅速 、彻底取决于絮凝剂的大小

和结构 、被絮凝物的性质及其与絮凝剂的混合条

件 、搅拌速度 、搅拌强度等因素 ,容器类型 、絮凝剂

浓度 、加入药剂的速度等都会对絮凝效果产生

影响
[ 4 ]
。

笔者通过现场药剂和自配药剂的絮凝沉降试

验 ,分析影响煤泥水处理的关键因素 。

2.3　试验结果

(1)絮凝沉降试验

自配药剂和现场药剂的絮凝沉降试验见表 5、

表 6。

由表 5、表 6可知 ,自配药剂的絮凝沉降试验

中 ,煤泥水容易沉降 ,药耗较少;现场药剂的絮凝沉

降试验中 ,药耗增加 ,且无明显沉降现象 ,上清液浑

浊 ,由于现场药剂的沉降速度慢 ,未沉降的细颗粒

会从溢流出来作为循环水 ,为煤泥水的处理带来

困难 。

　　　表 5　自配药剂絮凝沉降试验 mL

PAM用量 PAC用量 现象

4 0 无沉降现象

4 6 沉降速度快 ,絮团大 ,上清液有悬浮颗粒

2 10 沉降速度快 ,上清液较澄清

1 10 上清液澄清 ,但沉降速度较慢

1.5 10 上清液澄清 ,沉降速度快

　　　表 6　现场药剂絮凝沉降试验 mL

PAM用量 PAC用量 现象

4 0 无沉降现象

4 6 无沉降现象

6 10 60s后有沉降现象 ,上清液浑浊

　　(2)药耗分析

在处理相同的煤泥水条件下 ,对选煤厂现场的

实际药耗和试验药耗进行对比 ,具体见表 7。

　　　表 7　实际药耗与试验药耗对比 kg

项目 PAM PAC

实际药耗 150 350

实验药耗 40.8 326.4

　　由表 7可知 , 2种情况下 PAC用量相差不多 ,但

现场 PAM的实际耗量是实验耗量的 3倍多。

3　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案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使用自配药剂的情况下 ,

只要 PAC和 PAM搭配合理 ,煤泥水是易于沉降的;

而在现场药剂的情况下 ,加入过多的 PAM仍无明显

沉降现象 。现场 PAM的实际药耗远远高于试验药

耗 ,这些都说明选煤厂的制药设备 、药剂和煤泥水

的混合存在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 ,首先将喷药时间和搅拌时间进

行适当调整;其次把 PAC加药点移到外部管道上 ,

确保煤泥水进入缓冲池后 , PAC已经混合均匀 ,除

了在紊流桶添加 PAM外 ,适当选择在管道上进行多

点加药 ,使药剂和煤泥水混合均匀;最后可适当增

加 PAC的质量分数 ,因为在细颗粒较多的情况下 ,

循环水的澄清主要是 PAC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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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石圪台选煤厂煤泥水处理的关键是减少

-0.075mm次生煤泥的产生。针对选煤厂目前存

在的问题 ,对煤泥水加药系统进行了改造 。改造后

循环水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同时降低了药剂用量 ,

为选煤厂带来了经济效益。另外 ,今后的实际生产

中要考虑煤泥水加药系统中药剂的搅拌问题 ,以使

药剂混合更加均匀 ,取得最佳的絮凝沉降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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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coalslurrypropertiesinShendongShigetaicoalpreparation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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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toanalyzingconcentrationandgradationcompositionofcoalslurry, findthatthereishighash

contentfinemudincoalslurrywaterinShigetaicoalpreparationplant.Afterdoingflocculatingsettingtestwithau-

togamyflocculatingagentsandanalyzingconsumption, thekeyfactorsarefoundoutwhichinfluencecoalslurrywa-

terdisposal, relativemethodsarealsoputforwardfor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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