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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制造业和创造业的兴起，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
我国已成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但我国的资源特点是“多煤缺油少气”，煤炭一直是我国的主要能
源，占我国能源消费的70％以上；石油资源短缺已经成为我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的瓶颈。
中国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加快发展煤基、生物质基液体燃料和煤化工技术，完成
煤炭液化的工业化示范，为后十年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煤液化”是以煤为原料来生产液体油品工艺过程的规范术语，俗称“煤制油”，即以固体煤炭为原
料通过一系列的加工过程转化为液体油品。
根据生产过程的不同，煤炭液化又分为两种不同的工艺路线：一是煤炭直接液化，就是把经过洗选加
工过的精煤磨细、干燥，制备成干的细煤粉，干煤粉与装置自身生产的重溶剂油制备成可以用泵输送
的油煤浆，油煤浆经泵增压后与氢气混合经预热后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在反应
器中发生加氢反应生成液体油品的过程。
二是煤炭间接液化，煤炭首先与氧气发生部分氧化反应生成以一氧化碳和氢气为主要组分的合成气，
净化后的合成气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在反应器中发生“费一托”合成反应，生成合成油品，合成油品经
进一步加工后生产汽油、柴油等车用运输燃料。
本教材是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建设精神，结合我国煤液化生产技术的发展现状和
应用实际，以满足煤化工及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教学需要，同时也可作为煤化工及相关专业技术培训用
书。
本教材共分九章，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由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李赞忠编写；第五章
、第六章、第七章由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乌云编写；第八章、第九章由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庞丽纹编
写。
全书由李赞忠统稿，由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乔子荣教授、韩春杰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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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结合我国煤炭化工发展的实际，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煤炭资源及利用情况；煤炭的形成、分类和
性质；煤液化概述；煤直接液化生产技术；煤制合成气和氢气；煤间接液化生产技术；煤液化主要设
备；液化油的提质加工及液化残渣的利用；煤转化后的产品及其综合利用等。
     本教材可作为高职高专煤化工、煤质分析及应用化工技术等专业的教材或参考用书，也可作为从事
煤化工技术、煤炭能源转化及能源相关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或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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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煤的形成、分类及性质煤是古代植物残骸经地下高温、高压作用，经过复杂的物理、化
学变化而形成的有机生物岩。
自然界所蕴藏的煤种类很多，但并不全部适用于直接液化或间接液化，为了更好地掌握煤液化技术，
对原料煤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节煤的形成特征虽然煤的开采、利用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但在19世纪以前，对于成煤的原始物
质，并没有正确的认识。
有人认为一有地球就有煤的存在，有人认为煤是由岩石转变而成，有人则认为煤是由植物形成的。
直到19世纪发明了显微镜以后，人们利用显微镜在煤中观察到许多植物的细胞结构，例如，把煤磨成
薄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看到煤中保留着植物的某些原始组分（如木质细胞结构、袍子、木栓质
、角质层等），甚至有时还能观察到植物生长的年轮，最终揭开了成煤原始物质之谜，证实了煤是由
植物形成的。
一、煤的形成形成煤的原始物质主要是植物。
植物界可分为低等植物和高等植物两大类，菌类和藻类属于低等植物，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
物和被子植物属于高等植物。
植物的有机组分主要由碳水化合物（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果胶等）、木质素、蛋白质和脂类化合物（
脂肪、蜡质和树脂、胶质、木栓质、孢粉质等）四种有机物组成，各类植物的有机组成不同，同一种
植物各部分的有机组成也不一样，植物的主要有机组成见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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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液化生产技术》为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煤化工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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