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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煤炭是中国的主要能源，它在全国能源生产中的比重近几年来一直占76%以上。
到2010年全国生产原煤已超过33亿吨，占世界原煤产量的1/2强，而世界第二产煤大国美国的年产煤量
近几年来一直徘徊在10亿～107亿吨。
世界第三产煤大国澳大利亚的年产煤量低于45亿吨。
产量1亿～3亿吨的还有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德国、波兰、南非和印度等国家。
从煤炭储量看，据2010年“BP世界能源统计”，到2009年底，世界煤炭证实剩余可采储量为826001Mt
，按目前生产水平测算，还可开采119年，世界煤炭资源按地区分布看，主要分布在欧洲、北美洲和亚
太三个地区，其中，86%以上的煤炭储量集中分布在美国、俄罗斯，占190%，中国居世界第三位，
占139%，澳大利亚、印度、乌克兰和南非四国的煤炭储量分别占世界的92%、71%、41%和37%。
而中国的煤炭储量虽占世界第三位，但我国已探明的剩余可采储量中的储采比严重偏低，仅为几十年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我国可供矿井设计、建设和开采的精查储量还不到全部“查明资源储量
的16%”。
为了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今后急需进一步加强煤炭的精查勘探工作，为不断提高我国煤炭的储采
比而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每年生产的近30亿吨商品煤中，主要供燃煤电厂使用，其用量约占全国商品煤的50%，水泥、
玻璃、陶瓷等建材业的用煤量也占全国的20%以上。
供炼焦使用的洗精煤也占全国商品煤的15%以上，供热用煤也约占6%。
总之，中国的商品煤直接或间接作为动力用煤占80%以上。
由于中国煤炭资源不仅地区分布不平衡，而且各地的煤炭类别及其硫分、灰分、挥发分、发热量和灰
熔融性等指标的差异也大。
故很少有单种煤的性能完全满足不同动力煤用户的需要。
因而我国自1979年就开始首先在流通领域开展了动力配煤，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
如工业锅炉和窑炉采用动力配煤燃烧以后，平均节能可达5%左右，同时还能减少烟尘和SO2对大气的
排放，使配煤生产企业、配煤用户和工厂周围的大气环境都取得了明显效益。
而进入21世纪以来，动力配煤已发展到煤炭生产企业、港口、煤炭集运站、电厂以及大型动力用煤企
业等都在纷纷开展动力配煤，尤其是电厂的配煤量最大，如一些装机容量在300万千瓦的大型电厂，因
为来煤矿点多而煤种、煤质等十分复杂，因而只有采用配煤使燃煤煤质稳定才能满足机组的高效、安
全和稳定运行的需要。
对于煤矿，如全国动力煤产量最大的国有企业神华集团来说，目前也在河北黄骅港煤炭转运基地采用
神东煤和保德煤的混配，使其各项指标都能满足国内外大型电厂等动力煤用户的需要。
本书在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动力煤的资源、生产及其分布情况的基础上，详细地介绍了动力配煤的国内
外现状、配煤原理、配煤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效益的情况，可供有关动力配煤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
和操作人员参考，也可供有关煤炭生产、使用等方面的院校师生和科研机构的专业人员参考。
本书由姜英主编，涂华为副主编，白向飞、罗陨飞、陈洪博、邵徇等人参加了编写。
全书由陈文敏教授审定。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恭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编者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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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及世界其他主要产煤国家动力用煤的资源、生产、质量及使用情况，着重论述
了动力用煤的品质要求、动力配煤的基本原理、动力配煤的方案及优化、动力配煤的生产工艺和主要
设备以及固硫技术在动力配煤中的应用，较详细地介绍了我国动力配煤质量标准化的相关情况以及国
内外动力配煤研究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本书可供煤炭、电力、化工、建材和物流等方面的动力配煤及能源利用的科研、管理人员和有关高等
院校的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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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①动力配煤原料品质的一般要求动力配煤的主要目的是将各种性质不同的煤炭较严格
地按一定比例进行配合，使产生的新煤炭（又称动力配煤产品）能满足各种指定锅炉或窑炉的使用要
求。
也就是说，该新煤炭的煤质基本达到发电煤粉锅炉或工业锅炉的设计煤种的煤质。
因此，使用动力配煤可以提高燃烧效率及改善污染物的排放。
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动力配煤只是改善煤炭产品质量，而不能提高单种煤炭本身质量。
如有时通过配煤，使配煤产品的某些性质（如挥发分、灰熔融性温度）更适合锅炉或窑炉的使用要求
；有时因某种煤的硫分或发热量离使用要求还有一点差距，于是配加一些低硫或高发热量的煤，使它
的硫分或发热量达到使用要求。
可见在配煤过程中并没有从煤中除去硫分或灰分。
只有通过选煤才能除去硫和矿物质，也就是说只有通过选煤才能提高煤炭的质量。
一般认为在配煤时还是尽量少用或不用高硫煤或高灰煤（对于高硫煤或高灰煤以采用选煤技术为宜）
。
因此，对动力配煤用的原料煤应有一定的要求。
标准规定：动力配煤原料为无烟煤、烟煤、褐煤、选煤副产品及固硫剂（或助燃剂）。
我国作动力煤用的洗选煤大多是炼焦煤洗后的副产品，其中洗中煤的灰分有不少是大于30％甚至40％
。
对于这一部分煤炭，一则它们仍有较高的热值；二则基本上不能再降低它们的灰分，目前不可能也不
应该弃之不用，因此可以把它们作为配煤的原料煤与热值较高的煤进行动力配煤，以获得符合市场需
要的新煤种。
②高挥发分动力煤与低挥发分煤进行配煤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在低挥发分煤（着火温度高）中加入少
量高挥发分煤（着火温度低）可以降低低挥发分煤的着火温度，有利于低挥发分煤的燃烧，这样的配
煤大多用于低挥发分烟煤锅炉（贫煤锅炉）或无烟煤锅炉中，因而是合理的。
而在高挥发分煤（着火温度低）中加入低挥发分煤（着火温度高）时，特别是两者之间的浮煤（Ad
≤10.00％）挥发分差值在15％以上以及低挥发分煤的加入量较大时（一般大于20％），这样的配煤大
多用于（挥发分较高的）烟煤锅炉中，因而对配煤的燃烧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a.煤炭着火困难；b.
低挥发分煤不易燃尽，灰渣中含碳量增加。
因此，对于高挥发分煤与低挥发分煤进行配煤时，并且以高挥发分煤为主以及两者之间的挥发分差值
在15％以上时，应该先进行配煤的燃烧试验，通过试验来决定低挥发分的配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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