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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林西矿选煤厂技术改造后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系统自

动性较差 ,分选密度不稳定 ,加药量不准确等 。对重介系统 、浮选系统 、煤泥回收筛等工艺及

设备提出了技改方案 ,并进行了相关的效益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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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西矿选煤厂始建于 1939年 ,为矿井型炼焦煤

选煤厂 。建成之初采用跳汰—浮选联合工艺流程 。

2000年开始进行技术改造 ,改为跳汰粗选—重介精

选 —煤泥浮选 ,改造后虽然洗煤效率有所提高 ,但

由于工艺设备新老搭接不畅 ,洗选效率并未得到很

大提高 。为此 ,选煤厂进行了系统的调研分析 ,找

出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技改方案 ,同时 ,对技

术改造实施后所产生的效果和创造的效益进行了

预测。

1　系统存在的问题

1.1　重介系统

重介密控系统投入运行以来 ,存在的问题主要

是系统自动投料效果差 , 手动调节频繁 ,对人工依

赖性强;分选密度不稳定 ,且滞后于系统需要 ,直接

影响重介系统的分选效率和产品质量 ,分析认为主

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2个独立的重介系统均由浓介质桶提供介

质 。合格介质的配制 、添加均在混合箱中完成 ,由

于混合箱容积小 ,浓介质与水很难进行精确配比 ,

因此 ,密度波动频繁且幅度大 ,相当于瞬时配制的

不稳定介质即时进入混料桶内使用 。密度计安装

在混合箱卸料处 ,对密度的检测可靠性差 ,调节滞

后 ,介质均一稳定性差 ,增大了系统的不稳定性。

(2)密度控制系统存在问题。目前所使用的清

水阀线性较差 ,动作盲区在 14%以上 ,调整的准确

度不高 ,只能依赖人工进行调整 。工控机和控制软

件及 PLC模块运行可靠性不强 ,各自控系统设备均

出现过损坏的情况 ,应重新进行选型 ,按照新的工

艺流程选择控制系统 ,进而改善和提高控制系统自

身的可操作性和稳定性 ,降低对人工的依赖 。

(3)精煤脱介筛处理能力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

要 ,导致脱介效果差 , 密度不稳定 ,介质损失严重 ,

只能频繁停洗 ,待系统稳定后再开洗 。这样精煤损

失加大 ,精煤质量也受到影响 。

1.2　浮选系统

技术改造前选煤厂使用的是集中加药法 ,药剂

未经过乳化处理 ,利用率较低。加药装置和加药手

段也十分落后 ,仅靠普通阀门控制 ,司机操作难度

大 ,不能精确调整加药量和加药比例。

林西矿原煤中超细粒高灰细泥含量偏高 ,对浮

选效果影响较大。表 1为林西矿选煤厂浮选入料粒

度分析。

由表 1可以看出 , -0.125 mm细泥含量达到浮

选入料的 30.75%,扣除 +0.5 mm粒级之后含量为

42.96%,细泥量偏高 ,灰分为 33.49%,灰分比全级

高出 6.11%。高灰细粒煤具有巨大的表面积 ,可以

首先吸附大量药剂 ,并占据气泡表面 ,致使药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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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影响了较粗颗粒的浮选进程。细粒对药剂常呈

无选择性吸附 ,因此选择性很差 ,它们通过机械夹

带(细泥被气泡 -煤粒的絮团包裹),随泡沫夹带的

水进入精煤 ,在粗颗粒或气泡上形成细泥覆盖等影

响精煤质量。同时 ,细粒煤泥增加了泡沫的粘度 ,

堵塞了滤饼水分的通道和滤布孔眼 ,致使浮精水分

偏高 。

表 1　林西矿选煤厂浮选入料粒度分析

粒度 /mm 产率 /% 灰分 /%
筛上累积 筛下累积

　
产率 /% 灰分 /% 产率 /% 灰分 /%

+2 4.87 17.08 4.87 17.08 100.00 27.38

2 ～ 1 7.55 18.87 12.42 18.17 95.13 27.90

1 ～ 0.5 16.00 21.05 28.42 19.79 87.58 28.68

0.5～ 0.25 13.83 26.78 42.25 22.08 71.58 30.39

0.25～ 0.125 27.00 28.70 69.25 24.66 57.75 31.25

0.125 ～ 0.074 12.81 27.24 82.06 25.06 30.75 33.49

0.074 ～ 0.045 12.17 38.68 94.23 26.82 17.94 37.96

-0.045 5.77 36.44 100.00 27.38 5.77 36.44

合计 100 27.38 — — — —

1.3　系统跑粗问题

根据工艺设计和浮选分选原理 ,只有 -0.5 mm

的煤泥在浮选系统才能得到有效分选 ,而选煤厂的

粗煤泥回收筛设备老化严重 , 维护困难 , 筛板 、筛

梁 、激振器等事故率高 ,分级效率低 。因此 ,大部分

粗颗粒精煤损失到末煤中 ,影响了精煤回收 ,降低

了洗煤效率 。由表 1可以看出 ,林西选煤厂的浮选

入料中 +0.5 mm的含量非常高 ,甚至达到28.42%。

大量 +0.5 mm粒级粗煤泥进入浮选系统 ,得不到有

效分选 ,造成浮选尾煤中含有大量粗颗粒 ,选煤厂

不得不在 24 m浓缩机底流中采用过滤机 、高频筛回

收洗末煤。

重介系统的精煤磁选尾矿经过浓缩后送至粗煤

泥回收筛 ,筛上粗颗粒又回到重介系统 ,这样有一部

分粗颗粒始终在重介系统中循环 ,不能作为产品排

除 ,重介系统分流越多 ,这部分粗颗粒的量就越大 ,且

重介系统内的煤泥也得不到及时外排 ,次生煤泥随之

增加。这部分循环的颗粒对系统产生较多负面影响 ,

增加了重介系统的负担 ,降低了分选效率 。

2　解决方案

2.1　重介系统的改造

将安装在混合箱卸料处的密度计改到混料泵

的出口处 ,将配介用的清水管路引到混料泵的入口

处 ,原补加浓介质的系统不变 ,此方案基本不产生

费用;对密度控制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更换控制精

度高的清水阀等设备;先调整精煤脱介筛的激振

力 ,加大振幅 ,如果不能解决问题 ,则改换精煤脱介

筛 ,将其宽度增大 1 m(由于受厂房限 ,宽度只能增

加 1 m,长度无法增加)。

2.2　浮选系统的改造

增设药剂乳化装置 ,提升药剂的使用效率和加

药的准确性;实现浮选入料的分级 ,投入分级设备

(旋流器组),将溢流细粒煤从浮选入料中分离出

来 ,底流由浮选机处理 ,分离出来的细粒煤采用浮

选柱工艺对其进行分选处理 ,浮选柱精矿由精煤压

滤机处理 。

2.3　“截粗”、“除粗 ”改造

将原煤泥回收筛改为弧形筛 -煤泥筛分级处

理 ,可较好的减少粗煤泥的损失;增加旋流器 -高

频筛除粗系统 ,将精煤磁选尾矿引至该系统旋流

器 ,增加水仓和煤泥泵 ,将溢流和筛下水送至浮选

系统处理 ,旋流器底流粗颗粒与浮选精煤一起由原

浮选精煤脱水设备处理 。

3　效益分析

如以上改造项目全部成功投入将对提高洗煤

效率有直接可靠的作用 , 可使洗煤效率至少提高

5%以上。林西矿入选原煤理论回收率一般为

42%,精煤实际回收率至少可提高 5% ×42%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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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transformationschemeofcoalpreparationefficiency
improvinginLinxicoalpreparationplant

GUOLi-zhi

(KailuanLinxiMiningCo., Ltd., Tangshan063104, China)

Abstract:AnalyzeexistedproblemsaftertechnicaltransformationinLinxicoalpreparationplant.Theseproblems

mainlyshowupaspoorautomaticity, unstableseparationdensityandinaccurateaddingreagent.Providesometech-

nicaltransformationschemetoimproveproductivityofdencemediumsystem, flotationsystemandcoalslurryrecov-

eryscreen.Atlast, theeconomicbenefitsbroughtbythetransformationis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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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influenceofdepositionofYan'anFormationin
Binchangdistrictoncoalbedmethaneconcentration

DENGChun-miao, TANGDa-zhen, XUHao, TAOShu

(KeyLaboratoryofMarineReservoirEvolutionandHydrocarbonAccumulationMechanism, MinistryofEducation, China;

SchoolofEnergyResources, 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Beijing), Beijing100083, China)

Abstract:TheinfluenceofdepositiononcoalbedmethaneinBinchangdistrictisdiscussedbyanalyzingthecharac-

teristicsofseamroofandfloor, thevariationofbaselevel, sedimentaryfaciesandthethicknessofcoalbed.There-

sultsshowthatthicknesscoalbedisformedonthetopofrisingcyclothems, whichisthefirstconditionforthecoal-

bedmethaneformationandenrichment.Theinfluenceofcoalbedmethaneenrichmentbysedimentaryfaciesiscom-

plicated, thus, itissodifferentinformingcoalseamwhencontrolledbyvariesfaciesofmicrofacies.Ifthecoalseam

isthicker, thegascontentishigher, whichcanbeeasilytoformrichcontainedcoalbedmethanefield.Thelithology

ofroofandfloorofcoalseamaremajormudstoneandsiltstone, inparticular, itisafavorableconditionforcoalbed

methaneconcentrationinthickcoalseamswhenmudstonetobetheroofandfloorrock.

Keywords:sedimentation;Binchangdistrict;sedimentaryfacies;coalbedthickness;coalbedmeth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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