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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现代煤化工技术丛书》分册之一，全书共3章。
第1章针对煤化学转化的共性过程，介绍了煤热解化学的基础和新技术开发进展；第2章详细介绍了炼
焦技术，包括焦炭质量、资源与配煤技术、现代焦炉的技术进步与现代化管理、扩大炼焦煤资源的预
处理技术、21世纪新炼焦技术和节能减排等；第3章介绍了煤焦油加工，包括焦油化学基础、焦油蒸馏
、馏分油加工、沥青提质和焦油产品深加工，此外还介绍了粗苯精制和非高温干馏焦油的加工技术。
全书以化学—工艺—工程—环境—技术经济为主线。
    本书适合于从事煤炭能源开发转化，特别是煤化工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及科研人员使用，也可作为
大学有关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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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基于煤的成焦机理，迄今为止配煤原理大致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烟煤的大分子结构及其热解过程中由于胶质状塑性体的形成，使固体煤粒黏结的塑性成焦
机理。
据此，不同烟煤由于胶质体的性质和数量的不同，导致黏结的强弱，并随气体析出数量和速度的差异
，得到不同质量的焦炭。
第二类是基于煤岩相组成的差异，决定煤粒有活性与非活性之分，由于煤粒之间的黏结是在其接触表
面上进行的，则以活性组分为主的煤粒，相互间的黏结呈流动结合型，固化后不再存在粒子的原形；
而以非活性组分为主的煤粒间的黏结则呈接触结合型，固化后保留粒子的轮廓，从而决定最后形成的
焦炭质量，此为所谓表面结合成焦机理。
第三类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中间相成焦机理，该机理认为烟煤在热解过程中产生的各向同性胶质体中
，随热解进行会形成由大的片状分子排列而成的聚合液晶，它是一种新的各向异性流动相态，称为中
间相。
成焦过程就是这种中间相在各向同性胶质体基体中的长大、融并和固化的过程，不同烟煤表现为不同
的中间相发展深度，使最后形成不同质量和不同光学组织的焦炭。
对应上述三种煤的成焦机理，派生出相应的三种配煤原理，即胶质层重叠原理、互换性原理和共炭化
原理。
共炭化原理源于炭化过程氢的转移理论，即传氢机理。
它认为煤在成焦过程中，塑性体的发展是一个传氢液化过程，而传氢媒介物是由煤本身或外部提供的
。
任何能够改变传氢媒介物的量和质，都会改变被加热煤的塑性。
如煤和黏结剂共炭化时，黏结剂就起到传氢媒介物的作用。
（1）胶质层重叠原理配煤炼焦时，除了控制配合煤的灰分、硫分以外，还要求配合煤中各单种煤的
胶质体的软化区间和温度间隔能较好地搭接，这样可使配合煤在炼焦过程中，能在较大的温度范围内
煤料处于塑性状态，从而改善黏结过程，并保证焦炭的结构均匀。
不同牌号炼焦煤的塑性温度区间不同，其中肥煤的开始软化温度最早，塑性温度区间最宽，瘦煤软化
温度最晚，塑性温度区间最窄。
气煤、1／3焦煤、肥煤、焦煤、瘦煤适当配合可扩大配合煤的塑性温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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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煤化工技术丛书:煤的热解、炼焦和煤焦油加工》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以煤的热解为主线，将热解、炼焦和煤焦油加工有机结合，通过新技术的阐述，推动传统煤化工的革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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