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焦炉试验与实际生产应用
宋永强(首钢长钢瑞达焦业有限公司，山西长治046031)

摘要：首钢长钢瑞达焦业有限公司立足当地、周边现有煤炭资源，从降1氏生产成本出发，综合考虑煤源指标、运输、价格等多方
面因素，积极组织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小焦炉试验，并将此试验成果应用于4．3m捣固焦炉的生产运行。所生产的焦炭不仅质量达标，

成本也大大6犟f氐。从而为单位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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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由于煤炭价格不断上涨，导致焦炭成本居
高不下，我单位年初配煤成本在1749元一1992元波
动，因此，我单位决定通过寻求适合于炼焦的用煤，引
进新的煤种，并在此基础上优化配煤结构，最终实现配
煤成本的下降。

1、结合煤源情况确定生产用煤

我国炼焦用煤的灰分多在20％以上，以中灰煤居

多，低灰煤很少，基本无特低灰煤。煤中硫分以中硫居
多，硫分高于2％的约占1／5，低硫和特低硫很少。同
时为低灰、低硫者则更少，因此，作炼焦用煤，均须经过
洗选和脱硫。我国炼焦用煤往往硫分越高黏结性越
强，大部分肥煤硫分在2％以上，硫分低时而灰分则高，
其可选性又较差。炼焦用煤中，气煤几乎要占一半，且
易选煤居多。所以降低焦炭中的有害成分可以多用优
质气煤来加以调控。

资源状况决定了长期以来我国优质炼焦煤处于短
缺的局面。结合运输上的成本，尽可能选择山西境内

的可用炼焦煤作为我单位生产用煤。
经过与供应部门、技术部门等的协调配合，我单位

确定了12种煤作为生产配合用煤。分别是主焦煤I沁
新、康伟、山煤、柳林；1／3焦煤：枣庄、蒲县、徐州、官庄；
肥煤：孝义；瘦煤：三元；气煤：兖州、内蒙古。

2、拟定配煤试验方案

我们分析各煤种后，依据对焦炭的质量要求，经初
步测算，将配煤比、人炉煤及焦炭指标按以下方案进行
操作。

配煤比：(单位：％)主焦煤(康伟、山煤、沁新高硫)
占比4—6、3—5、5—8，1／3焦煤(徐州、蒲县)占比6一
10、8—12，单一肥煤25—32，三元瘦煤25—30，内蒙古
气煤5—20。

入炉煤指标：灰分≤10％，挥发分24—26％，含硫
量≤1．0％，黏结指数／>68，胶质层≥18。

焦炭指标：灰分≤12．8％，挥发分1．1—1．5％，含
硫量≤0．78％，M40>183％，M10≤6％，CSR≥68％，C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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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根据焦炭质量的需求情况及配合煤指标的范围，
最终拟定了六种配煤方案。

配比顺序：山煤、康伟、沁新高硫，徐州、蒲县，单一

肥煤，三元瘦煤，兖州、内蒙古。
方案一：3：4：8：8：8：26：30：5：8；方案二：3：4：8：8：

8：26：30：5：8；

方案三：3：8：4：lO：10：26：26：8：5；方案四：3：4：8：
10：6：31：30：8：0；

方案五：3：4：8：10：11：26：30：8：0；方案六：4：4：8：
7：10：26：26：10：5。

．3、实施小焦炉试验

制定好配煤方案后，我们按计划逐个进行了小焦
炉试验，对小焦炉试验后焦炭的指标进行了统计。

我公司本年度施行的焦炭质量标准是：灰分≤
12．8％，挥发分≤1．80％，含硫量≤0．9％，M40≥83％，
M10≤6．8％，CSRt>68％，CRI≤26％。

从焦炭工业分析结果来看，六个方案中水分控制

在5．8—7．6％，灰分在11．13—12．2％，挥发分在0．8
—1．54％，硫分在O．72—0．83％，与配合煤质量相对
应，试验得到焦炭指标控制较好，各项指标均控制在目
标值内。

项目 M40 M10 CSR CRI

方案一 81．6 5．6 39．5 36．1

方案二 81．6 9．6 48 33

方案三 84．8 5．3 51．1 33．6

方案四 78．4 6．4 44．3 8．8

方案五 83．2 5．6 5l 34．3

方案六 86．4 8．8 44．3 33．8

从小焦炉试验结果结合焦炭质量要求可以看出，

方案5中焦炭冷强度达到了要求，但热强度不及方案3
好。方案3的焦炭冷强度能满足公司要求，热强度还
有一段差距，我们应该看到小焦炉与工业生产毕竟不
同，仅从数据来看，方案3的热强度无疑是所有方案中
最好的。 (下转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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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煤层赋存：断层上盘气煤与长烟煤比约9：1，
断层下盘气煤与长烟煤比约8：2。本矿气煤比例过半。

2、问题分析

煤质空间分布：结合详查成果F3断层上盘以气煤
为主，断层下盘以长烟煤为主。因此勘探时期先期地

段应以断层上盘为主进行勘探布置如图1。若平均布

置钻孔则如图2。

图1和图2对比可以看出，图l结合了首采气煤资
源的策略。而图2只是着眼先期开采阶段别未突出重
点。图1钻探工作量少了集中，图2钻探工作量大而

分散，明显图1勘探效益高于图2布置方案。结合开
采顺序先上后下的原则基本上确定上盘是勘探布置的
重点。

3、新建矿井分析结论

勘探时期充分研究煤层煤质赋存条件并结合公司
发展实际情况，讨论先期勘探开发地段也是确定矿井

今后效益的关键因素。
三、问题结论

地质勘探时期应着眼于后期开发利用的效益。这
就要求地质勘探部门应与相关煤炭开发设计单位密切

配合。在满足勘探规范及总体开拓布局的情况下，优
选确定首采阶段的勘探要求，进一步提高勘探效益。

也为后期煤炭开发提供了好的资源条件。
(责任编辑：焦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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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小焦炉试验，根据焦炭质量和成本构成，

我们选择了第三套方案为正式生产运行方案。
4、焦炉生产实践

从小焦炉试验表明，只要能提高焦炭的热态强度，

就可以达到公司的实际生产要求，由于是捣固焦炉，那
煤饼强度显然比试验焦炉要好，因此热强度从理论上

讲应该有所提升。
我公司于2012年7月15日按预订方案3的配比

打煤饼装煤试生产，配合煤质量指标如下：水分9．1％，
灰分9．82％，挥发分25．98％，含硫量0．86％，黏结指
数68。可以看出：配合煤质量指标控制较好，满足打高

质量煤饼的条件。

从焦炉热工情况看，试生产焦炉炉温实际温度与
计划温度相差在±3。C以内；实际结焦时间比计划结焦
时间长约10分钟。

从出炉情况看，2012年7月16日开始推出新配比
的焦炭，从7—9月份的平均推焦电流来看，电流在

350A以下的炉数占95％，仅有5％的炉号电流超
350A，最高为400A，基本上保持了稳定，没有难推焦现
象发生。

焦炭工业分析结果来看，7—9月焦炭的平均水分、
灰分、挥发分、硫分分别为5．73％、11．97％、1．27％、

0．77％。连续3个月的指标均显示达到公司技术要求，
灰分优于标准0．87％，挥发分优于标准0．56％，硫分优
于标准0．13％。整个工艺分析结果均达到了技术要求

并且优于要求。
从焦炭强度看，连续3个月的平均指标分别为

M4083．16％，M105．06％，CSR 69．8％，CRI 23．3％．

其余个别指标除8月下半月热强度为67．1％，稍低于

标准外，其余指标全部达标。
从经济效益情况来看，2012年3季度吨焦平均成

本为1337元比2011年3季度平均值1840元低了503

元。按月产焦5．1万吨计，3季度取得了同期降本2565
万元的良好经济效益。

5、结论

从以上瑞达焦业有限公司小焦炉配比试验研究的

应用及实际生产效果来看，结合周边的煤炭资源，综合
考虑各项成本因素、质量因素的前提下，采用新的配比

投入生产运行，在放宽灰、硫指标后，给配比带来了较

大的调整空间，不仅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焦炭质

量在主要冷热态强度指标上也完全能够满足生产所
需。而且推焦电流也相对稳定。保证了生产的稳定顺

行。达到了我们预先采用小焦炉试验并指导生产的目
的。 (责任编辑：焦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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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实际应用效果分析

自2011年3月份开始采用高水速凝材料留巷技

术，截至2011年9月成功留巷320米。经现场观测。留
巷高度保持在2．5—2．8米，巷宽保持在1．4m，效果显
著。由此证明本设计符合现场围岩及矿压要求，现场
施工达到了预期目的。

但实际应用中也有问题，如充填袋规格小充填后

不接顶、充填体变形且强度低、充填料配比较差、充填
框架不牢等。实践中应注意以下事项：根据巷道高度，

定制合适的充填袋，重设充填体尺寸；严格培训人员，
使其熟练掌握操作技能、提高观察和应急处置能力；要

一次充填到顶板，避免出现充填体结层现象；加强泵站
与充填点的联系。

4结论

采用高水速凝材料留巷技术后，成功留巷320米。

留巷高度保持在2．5—2．8米，巷宽保持在1．4米，效果
显著。表明无煤柱高水材料巷旁充填沿空留巷技术适

合综采厚煤层工作面的围岩条件，高水材料也满足厚

煤层巷旁充填沿空留巷需要。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有待迸一步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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