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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炭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国家型战略资源，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基础能源之一。 低品质煤潜

在储量可观，已成为实现我国能源保障不可或缺的能源资源。 选煤是实现煤炭高效、洁净利用的源头

技术，传统的湿法选煤技术严重依赖水资源，干法选煤技术因其不用水、成本低、无污染等特点，为煤

炭资源的清洁高效分选提质和煤炭工业转型发展提供了有效方法。 详细分析了风力分选、复合式干

法分选、光电分选、重介干法分选技术的工作原理、研究现状和工业应用进展，并对国内外煤炭干法分

选技术的进展进行梳理。 在理解分选技术进展的基础上，指出了现有干法分选技术入料粒级窄、水分

要求高、智能化程度不高等局限性，对煤炭干法分选技术发展的趋势进行展望，指出了下一步研究重

点，包括突破细粒煤分选的理论瓶颈，实现全粒级煤炭的干法分选、开发高效的煤炭分选与干燥协同

技术，破解原煤水分限制的难题、加快干法精选技术攻关，降低炼焦煤等高品质煤的加工成本、开展分

选机放大的理论研究，实现分选设备的持续大型化及煤系共伴生矿物、煤系固废资源化利用等，为干

法选煤技术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煤炭分选；干法分选；风力分选；复合式干法分选；干法重介质流化床分选

中图分类号：ＴＤ９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６７７２（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３２－０６

移动阅读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２５；责任编辑：白娅娜　 　 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２６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６７７２．２１０４２５５５
基金项目：国家能源集团科技创新 ２０３０重大项目先导资助项目（ＧＪＮＹ２０３０ＸＤＸＭ－１９－０７．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２１２５４０３，Ｕ１９０３１３２）
作者简介：李思维（１９８９—），男，辽宁阜新人，工程师，主要从事煤矿露天开采工程技术研究。 Ｅ－ｍａｉｌ １１９７４０２３８８＠ 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赵跃民，教授，主要从事煤炭清洁高效加工利用。 Ｅ－ｍａｉｌ：ｙｍｚｈａｏ＿ｐａｐｅｒ＠ １２６．ｃｏｍ
引用格式：李思维，常博，刘昆轮，等．煤炭干法分选的发展与挑战［Ｊ］ ．洁净煤技术，２０２１，２７（５）：３２－３７．

ＬＩ Ｓｉｗｅｉ，ＣＨＡＮＧ Ｂｏ，ＬＩＵ Ｋｕｎｌｕｎ，ｅｔ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ｄｒｙ ｃｏ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１，２７（５）：３２－３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ｄｒｙ ｃｏ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Ｓｉｗｅｉ１，ＣＨＡＮＧ Ｂｏ１，ＬＩＵ Ｋｕｎｌｕｎ１，ＺＨＯＵ 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２，３，ＤＯＮＧ Ｌｉａｎｇ２，３，ＤＵＡＮ Ｃｈｅｎｌｏｎｇ２，３，ＺＨＡＯ Ｙｕｅｍｉｎ２，３

（１．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Ｌｔｄ．，ＣＨＮ Ｅｎｅｒｇｙ，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２．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Ｘｕｚｈｏｕ　 ２２１１１６，Ｃｈｉｎａ；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ｕｚｈｏｕ　 ２２１１１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 ｎｏｎ－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ａｌ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ａｓ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Ｌｏ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ａｌ ｈ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ｐｒｅｐａ⁃
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 ｃｏ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ｄｅ⁃
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ｏ ｗａｔｅｒ，ｌｏｗ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ｎｏ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ｒｙ ｃｏ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ｉ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ｒｙ ｃｏ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ｒｙ ｄｅｎｓ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ｏ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ｄｒｙ ｃｏ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ｗａ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ｒｙ ｓｅｐａ⁃
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ａｒｒｏｗ ｆｅｅｄ ｓｉｚｅ，ｈｉｇｈ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ｏｗ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ｏａｌ ｄｒｙ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ｗａ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ｃｕｓ ｗａ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ｏｆ ｆｉｎｅ ｃｏ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ｄｒｙ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ｏｌｅ－ｇｒａｉｎ ｃｏ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ｙ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ｗ ｃｏａｌ，ｓｐｅｅ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ｄｒｙ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ｓ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ａｌ，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ｋｉｎｇ ｃｏａｌ，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ｕｐ－ｓｃａｌ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

２３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李思维等：煤炭干法分选的发展与挑战 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ｃｏａｌ－ｓｅｒ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ｓｅｒｉｅｓ ｓｏｌｉｄ ｗａｓ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ｔｃ．，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ｄｒｙ ｃｏ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ｒｙ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ｔｉｏｎ；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ｓ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ｒｙ ｓ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ｄｒｙ ｄｅｎｓ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ｌｕｉｄｉｚｅｄ ｂ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ｏｒ

０　 引　 　 言

煤炭是我国主要能源之一，支撑了经济和工业

的快速发展。 ２０２０ 年我国的能源消费达 ４９．８ 亿 ｔ
标准煤，煤炭消费总量占比达 ５６．８％，对我国经济增

长具有重要作用［１］。 目前，煤炭粗放型发展引起的

地下水污染，以及煤低效利用带来的大气污染成为

遏制社会发展的关键难题。 ２０２０ 年国务院发布的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指出，要推进煤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清洁高

效利用［２］。 因此，需要对我国能源资源禀赋进行深

入剖析，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
作为洁净煤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选煤可缓解

煤炭运输负荷，有助于降低煤使用过程中有害元素

和有害气体的排放，减轻大气污染。 为了应对全球

经济增长缓慢、能源结构变革及环保要求提高，发展

煤炭洁净化高效利用技术既能提高煤炭的质量和利

用效率，也符合国家发改委《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战略（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３］提出的“加强煤炭洗选加工，
提高煤炭洗选比例”的行动目标。

随着我国煤炭开采水平的快速发展，深部开采

已成为发展趋势，西部地区逐渐成为我国煤炭发展

的中心，我国煤炭产品中低品质煤总量不断增加。
同时，我国低品质煤潜在储量可观，已成为实现我国

能源保障不可或缺的资源，约占我国煤炭资源的

４０％［４］。 因此，针对高灰、高硫、高水的低品质煤进

行大规模提质利用，是我国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亟

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传统的湿法选煤技术严重依赖

水资源，吨煤耗水 ０． １ ～ ０． ３ ｍ３，分选产品水分约

１０％，部分抵消了分选后热值提高的优势，分选质量

改善效果不明显；产品煤水分高，储运难度大，煤泥

水易冻结难以处置。 因此，研究高效的干法选煤技

术可以弥补现有湿法分选技术的不足，提高我国

煤炭入选比例，推动我国煤炭资源的高效洁净

利用。

１　 干法分选技术的研究进展

煤与矸石物理性质（密度组成、粒度组成、导电

性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干法选煤主要利用密度组

成差异实现分选，分选过程不需要煤泥水处理系统，
可以减少水资源的使用，有效压缩生产成本，还可以

解决寒冷地区装卸车的难题，是煤炭资源清洁高效

分选提质的有效方法［５］。 基于现有干法分选技术

特点和研究进展，有必要梳理现有干法分选技术的

发展现状，为未来煤炭的干法分选技术研究提供借

鉴，也为干法选煤厂的设计提供参考。
自 １８５０年以单相气体作为分选介质的风力选

煤技术提出以来，学者相继开发了风力分选［６－１４］、复
合式干法分选［１５－１９］、干法重介质流化床分选［２０－２４］、
光电分选（Ｘ 射线 ／ γ 射线分选） ［２５－２８］等，主要技术

及参数见表 １，分选过程具有不用水、成本低、无污

染的特点，为煤炭提质利用，尤其为动力煤的分选作

出重要贡献。 以下将围绕相关干法分选技术的发展

现状做进一步介绍。
表 １　 干法分选方法及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ｒｙ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分选技术 分选依据 分选粒度 ／ ｍｍ 备注

复合式干法分选 密度 １００～１ 排矸，工业应用

光电分选 原子序数、密度 ＞２５ 排矸，工业应用

风力分选 密度 ８０～６ 排矸，工业应用

干法重介质流化床分选 密度 １００～６ 精确分选，工业应用

１ １　 风力分选技术

风力分选技术可以概括为基于煤炭和矸石在压

缩空气中沉降末速的差异，借助周期性脉动气流实

现煤炭的有效分选，主要包括包括风力跳汰与风力

摇床分选机。 近年来，风力跳汰分选技术受到了中

国、德国、土耳其、美国、印度等国关注，在工业放大

以及推广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德国的 Ａｌ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ｓ公

司在德国亚琛大学搭建了半工业规模的分选样机，
处理量为 ３００ ｋｇ ／ ｈ。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和 ＳＮＯＢＹ［２９］利用

风力跳汰开展了煤炭工业性分选试验研究，由于分

选机理简单、投入成本低，在美国建立了风力跳汰分

选工业性系统，处理量在 ５０ ～ １２０ ｔ ／ ｈ。 目前，风力

摇床分选机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 ＫＡＤＥＭＬＩ 和
ＧＵＬＳＯＹ［３０］对大于 ６ ｍｍ 褐煤分选研究，主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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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床层振动频率、床层倾斜角度、给料速度、栅格的

高度对分选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分选效率与风力

跳汰接近，风力摇床的可能偏差 Ｅ 可以维持在

０．１３～０．２３ ｇ ／ ｃｍ３，有效分选粒度为 ６～３８ ｍｍ。
１ ２　 复合式干法分选机

复合式干法分选机通过振动气流复合力场驱使

物料在翻转剥离过程中按密度与粒度梯级分布，完
成分选。 针对复合式干法分选技术的分选特性研究

较多，为了分析煤炭颗粒分选过程与床面布置的相

互影响，相继研究了粒级组成、床体设计、操作条件

对分选精度的影响，探究了煤炭运动特征以及煤炭

密度分布的规律。 目前，复合式干法分选技术已在

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南非、波兰等

国家得到推广应用，处理能力可达 ４８０ ｔ ／ ｈ，Ｅ 在

０．２０～０．３０ ｇ ／ ｃｍ３。
１ ３　 光电分选技术

随着科技发展，国内外的研究热点主要在智能

化干法分选技术。 目前，智能干法分选技术主要分

为 ３类：Ｘ射线识别、γ射线识别以及基于色差的智

能识别。 其原理是煤和矸石对 Ｘ 射线、γ 射线的吸

收和散射程度存在明显区别，相关探测器卡获取的

信息存在显著差异性，进而有助于获取具有较大区

别度的影像，因此，煤炭和矸石会呈现差异性非常显

著的影像，进而有效分离煤和矸石。 目前，智能干法

分选机对块煤的分选精度较高，优势在于简化工艺

流程，实现了对人工拣矸的替代，大大压缩了人力成

本，已成功实现 ３００ ～ ２５ ｍｍ 块煤分选的工业应用，
处理能力达 ３８０ ｔ ／ ｈ，有效降低了矸石的带煤率，在
国内多个选煤厂进行了工业性分选试验。
１ ４　 干法重介质流化床分选技术

干法重介质流化床分选技术，又称空气重介流

化床分选技术，是干法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是气固

鼓泡流态化技术在矿业领域的拓展应用，利用气固

流化床似流体的特点，实现精煤和矸石按照密度进

行有效分离。 目前，气固流态化分选研究得到了澳

大利亚、印度、日本、南非、中国等国学者的关注，各
国学者围绕流化特性、密度调控、煤炭分离机制等方

面开展了细致研究，建立了多套半工业规模的分选

样机。 在工业推广方面，中国矿业大学率先开发了

模块化干法重介质流化床选煤系统，成功进行了工

业推广，实现了煤炭的干法精选，主要针对粒度在

１００ ～ ６ ｍｍ 煤炭的高效干法分选， Ｅ 在 ０． ０５ ～
０．０８ ｇ ／ ｃｍ３。 　

２　 干法分选技术的展望与挑战

我国干法分选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为我国煤炭分选提质，尤其是对动力煤

和低阶煤的高效利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目前，我国

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动力煤，且低阶煤资源占比逐

年上升，干法选煤的优势更加明显，符合“煤泥减量

化，减少水资源”的选煤厂发展趋势。 然而，干法分

选技术也存在发展瓶颈，入料粒级窄、水分要求高、
智能化程度不高等难题亟需解决。 因此，需要对现

有分选技术进行凝练，为未来发展提供方向。
２ １　 全粒级煤炭干法分选

目前，干法分选技术主要集中在块煤分选，主要

有单一风力分选机、复合式干法分选机、干法重介分

选机，研究发现分选技术能降低原煤灰分和硫分，提
高发热量。 然而，在风力分选过程中，随着粒度逐渐

减小，密度不同的颗粒在分选机上运动速度的差异

逐渐减小，颗粒分离难度增加。 而在空气重介流化

床分选机中，由于随着煤炭粒度的减小，表面作用力

和流体作用力增强，使煤炭按密度分选效应减弱，细
粒煤分选效率较低。 因此，需要高效的筛分作业作

为支撑，需考虑进一步优化工艺，加快干法分选技术

攻关，提高对入选原煤的适应性。
学者开展了复合式干法分选机分选细粒煤的试

验研究，其目的是分析煤炭运动与床面设计的相互

影响，为分选机的研制提供理论依据。 目前，学者研

制的新型矿物高效分离机处理能力可达 １ ０００ ｔ ／ ｈ，
分选粒度在 １～ １３ ｍｍ，Ｅ 可达 ０．１３ ～ ０．２３ ｇ ／ ｃｍ３，主
要应用于细粒煤的粗选。

同时，由于细粒煤中煤与矸石的粒度、形状等相

近，仅借助于重选或光电分选技术分选，分选精度较

低，因此，有必要引入外力场提升细粒煤分选效率，
进而增强煤与矸石的物理特性差异以提高分选效

果。 相应技术主要有引入机械振动力场的振动流化

床、引入气流振动的脉动流化床、引入磁场形成的磁

稳定流化床，但细粒煤分选技术仍停留在实验室小

规模分选机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加快分选机放大

研究，实现煤炭的全粒级精选。
２ ２　 煤炭分选与干燥协同技术

煤炭开采过程中，原煤水分较高，表面水分造成

煤颗粒较黏湿，易在煤矸颗粒间产生液桥作用，增加

颗粒间黏附力而形成煤矸聚团，增加分选错配率，降
低了干法分选技术的分选效率。 尤其当原煤水分含

量较高时，干法重介分选还会造成介质黏附在煤炭

表面，造成矸石中带煤率增加，介质损耗提升，影
响分选效果和分选机的稳定运行。 其次，煤炭燃

烧时水分蒸发会显著降低发热量，造成资源损失，
若单独降灰和脱水，则需增设工艺。 因此，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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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法分选技术的适用性，亟需研制脱水脱灰一体

化的分选技术，对潮湿煤炭进行干燥提质，提高发

热量，同时完善干法分选工艺，提高干法分选技术

的适用性。
目前，学者相继提出了振动流化床分选干燥一

体化技术方案，将煤炭脱外水－脱灰－脱内水 ３ 个阶

段耦合，将煤炭颗粒的混合－分离－混合状态有机结

合，实现煤炭分选与干燥的协同强化，如图 １ 所示

（Ｕｍｆ为临界流化气速，Ｋ 为振动强度，ｆ 为振动频率，
Ａ 为振幅）。 上述 ３ 阶段密不可分，互相联系，脱除

煤外水，降低颗粒间黏附力，利于脱灰过程顺利进

行；干燥内水前脱灰有利于提高内水干燥效率。 气

流、振动、温度的协同作用能有效破坏高含水、高含

灰低品质煤颗粒间液桥力，强化气固接触，形成稳定

的流化环境。 通过调节表观气速和风温使颗粒体系

呈混流脱外水－稳态分离脱灰－温和对流脱内水，从
而完成干燥分选耦合提质，有效提高发热量［３１－３４］。
然而，此项技术仍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如何解决气

固相间作用与振动能量输配等难点将是未来研究

重点。

图 １　 低品质煤分段脱灰脱水耦合过程［３１－３４］

Ｆｉｇ．１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ａｇｅｄ ｄｅａ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ｏ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ａｌ［３１－３４］

２ ３　 干法精准分选技术

作为分选精度最高的干法分选技术，空气重介

流化床分选机可用于炼焦煤、活性炭用煤等低密度

分选需求，分选精度与湿法相近。 然而，现有的工业

化分选机的最大处理量为 ６０ ｔ ／ ｈ，分选技术的处理

能力相对偏低，但分选机放大会导致密度不稳定。
因此，亟需剖析现有分选技术的不足，实现气固流态

化煤炭分选过程的强化。 由于气固分选流化床属于

鼓泡流化床，气固分选流化床主要含有气泡相和乳

化相，如图 ２所示，两相的组成对床层膨胀以及床层

密度产生直接影响［３５］。 由于选用的加重质由

Ｇｅｌｄａｒｔ Ｂ ／ Ｄ类磁铁矿粉和细粒煤粉组成，床层中乳

化相膨胀程度较低，主要依靠气泡相对床层膨胀进

行调节，实现对密度的调控。 然而，当气速和床层高

度逐渐增加，气泡相兼并频率提高，气泡相组成不断增

加，气泡运动提高了床层密度的波动，影响入选煤炭的

分选效率。 因此，如何解决气泡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是解决密度稳定调控和分选机放大的关键。

图 ２　 气固流化床密度调控示意［３５］

Ｆｉｇ．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ａｓ ｓｏｌｉｄ ｆｌｕｉｄｉｚｅｄ ｂｅｄ［３５］

此外，随着采矿机械化程度的快速发展，微细粉

煤产量逐渐增加，若不能有效分选利用，会造成资源

浪费。 因此，开发微细粉煤高效干法分选技术迫在

眉睫。 目前，摩擦静电分选技术是一种有效的粉煤

干法分选技术，主要利用煤与其伴生矿物的介电常

数差异实现煤和矸石有效分选，可以对微细粉煤进

行干法提质。 目前，摩擦电选技术仍处于快速发展

阶段，学者相继开发了滚筒静电分选机、ＳＴＩ 皮带式

摩擦电选机等分选技术。 随着煤炭精细化利用程度

的提高，煤与矸石的高效解离仍是难题，影响摩擦电

选的分选效率。 同时，摩擦电选分选技术的工程放

大仍存在瓶颈，距离大规模工业化应用还有差距。
如何保证高压电场下摩擦电选技术的安全性与可靠

性将是未来的重点。 因此，未来研究应结合颗粒性

质、受力特性、分离机理等，开发高效解离技术，优化

高压电场设计，剖析高压静电场内精煤和矸石的分

离机理，深入研究不同种类带电颗粒在电场中的运

动轨迹，阐明分选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的相互关联

机制，实现摩擦电选技术的工业化应用，形成微细粉

煤摩擦电选的高效分选理论。
２ ４　 分选机放大理论研究

设备的大型化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煤炭分选比

例的需求，提高干法分选设备的竞争力。 然而，在干

法分选系统不断放大过程中存在着流场行为的转变

机制，使得原有的理论模型及试验结论产生偏差，影
响因子不断增加，建立的分选模型在工业上可能难

以应用。 因此，亟需对比不同尺寸设备的相应模型

参数关系，研究不同尺寸分选设备参数以及入料

性质等对分选效率的影响，探究削弱扰动因子作

用机制，提出放大过程中关键调控参数的修正

机制。
目前，数值模拟是较普遍的应用于研究设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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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手段，已应用于化工、冶金等领域。 颗粒数目越

多，计算能力要求越高，设备放大的模拟也存在局

限。 因此，在干法分选领域，学者提出了粗粒化模型

降低颗粒计算数目，将受力性质相似的颗粒打包处

理，减少计算量，适合工业级设备放大的模拟，已在

空气重介流化床的放大展开相关研究，实现了半工

业级别的流化模拟，如图 ３ 所示［３６］。 未来可基于此

方法，对其他干法分选技术设备进行放大研究，为建

立从实验室到工业化设备的关联提供理论支持。 需

要指出的是，现有的模拟技术还处于研发阶段，计算

方法、动力学模型等还需进一步优化以适应不同工

况的需求。

图 ３　 粗粒化模型模拟示意［３６］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 ｇｒａｉｎｅｄ ｍｏｄｅｌ［３６］

２ ５　 干法分选智能化

近年来，我国智能化干法分选技术取得巨大进

步，但现有分选技术难以对细粒煤进行分选，同时智

能化干法分选机还存在 γ 射线管制、分选机投资规

模较大等难题，仍需进一步提高图像识别的技术水

平与工程应用的可靠性，为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基

础。 另一方面，在推动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对推动行业变

革有重要影响。 目前，加快智能化干法选煤厂的建

设是发展趋势，将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互联

网＋”技术有效运用到干法选煤厂设计，大力提升选

煤厂建设和生产管理的全过程，有助于建设我国干

法选煤示范工程，进一步提升干法分选的影响力。
２ ６　 煤系共伴生矿物、煤系固废资源化

随着全球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煤炭工业加快

结构调整，高附加值煤基新材料制备是煤炭利用转

型的重要突破口。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清华大学等

围绕煤炭制备电子元件、石墨烯、合成材料等开展相

关研究，现阶段煤炭基材料制备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产业发展过程仍面临技术创新等难题。

从煤炭分选加工利用角度看，煤炭资源化应用

对煤炭原产料的要求不断提高，未来应着眼于煤炭

分选技术与工艺创新，实现煤炭精准分选。 干法分

选技术也应打破原有技术方案及工艺思路，提出煤

及衍生物定向转化的新工艺，如开发干法－湿法分

选联合工艺，发挥各自优势，推动煤炭精细化分选，

提升我国煤炭分质分级的资源化利用效率，为煤基

材料提供高品质原材料，实现煤中有价组分的高效

利用。

３　 结　 　 语

煤炭是世界上的主要能源，对世界的经济发展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煤炭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煤炭分选加工为保证煤炭清洁利用奠定了基

础。 梳理了国内外煤炭干法分选技术现状，对风力

跳汰、风力摇床、复合式干法分选、空气重介流化床

分选、智能干法分选进行比较，主要介绍了不同分选

技术的工作原理、研究进展以及工业发展情况。 探

究了干法分选技术的瓶颈，对煤炭干法分选技术发

展趋势进行展望，指出了未来干法分选的研究要点

可以从“拓宽入料粒级、分选与干燥协同、加快干法

精选技术的攻关、提高分选机放大稳定性、加大干法

分选智能化程度”入手，为提高我国低品质煤提质

加工利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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