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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化工工艺学》共分八章，分别介绍了煤炭资源与煤分析、煤炭洗选、炼焦、炼焦化学产品的回收
与利用、煤炭的气化、煤的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以及煤化工与环境保护等内容。
本书注重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各个章节的编写中，减少理论性的内容，注重对工艺、设备
的介绍。
为了方便学生的学习，在每章后增加了思考题部分。

　　 《煤化工工艺学》可作高等学校化学工艺专业教材，也可供从事煤化工利用专业设计、生产、科
研的技术人员及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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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1.3 煤炭洗选过程、洗选工艺 2.1.3.1 煤炭洗选过程 一般来说，选煤厂主要工艺组
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原煤准备阶段 包括原煤的接受、储存、破碎和筛分、拣矸等环节，为分选作业准备好粒度适当
的原煤。
 （2）原煤分选阶段 使用各种分选机械，将煤和矸石、矿物杂质分离，分成不同产物。
目前国内的主要分选工艺包括跳汰一浮选联合流程；重介一浮选联合流程；跳汰一重介一浮选联合流
程；块煤重介一末煤重介旋流器分选流程；此外还有单跳汰和单重介流程。
 （3）产物处理阶段主要是对选后的各类产物进行脱水（包括块煤和末煤的脱水，浮选精煤脱水，煤
泥脱水）、浓缩、过滤、压滤和干燥（一般在比较严寒的地区采用）等，最终把选后产物收集成不同
产品。
 2.1.3.2 煤炭洗选工艺 选煤的主要任务，就是使混杂在煤中的矸石、煤矸共生的夹矸煤等杂质与纯净的
煤炭，按它们在密度、外形和其他物理化学性质（如粒度、表面性质等）方面的差别加以分离。
选煤方法有许多种，按选煤方法的不同，可分为物理选煤、化学选煤及微生物选煤等方法。
 （1）物理选煤物理选煤是根据煤炭和杂质物理性质上的差异进行分选的过程，主要的物理分选方法
有以下几种。
 ①手选 手选又称人工拣矸，即根据煤块和矸石块在颜色、光泽及外形上的差别来进行分选。
这种选煤方法完全靠人工实现，而且只能从煤中拣除粒度在50mm（至少要25mm）以上的大块矸石。
 ②重力选煤 主要是依据煤与矸石密度差别，实现煤与矸石分选的方法。
包括跳汰选煤、重介质选煤、斜槽选煤、摇床选煤、风力选煤等。
 ③浮游选煤 主要是依据煤与矸石表面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别进行分选，多用于分选细粒煤的选煤方法
。
 ④磁选 利用煤和杂质的磁性差异进行分选，这种方法在选煤实际生产中应用很少。
 物理选煤的优点是过程比较简单，能够实现大规模生产；缺点是去除煤中有机硫的效果不太令人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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