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图 ５ 的偏光显微图片 (放大倍数为 ２００ 倍)
可以看出,在 ０•５ MPa 条件下,挥发分逸出速度

较快,生焦出现少部分气孔,但是体系生成完全融

并的中间相,定向排列较好.在 １•５ MPa 条件下,
体系也生成完全融并的中间相,定向排列较优.在

２•５ MPa 条件下,体系虽生成完全融并的中间相,
但是定向排列较差,这是由于体系中的挥发分气体

逸出较慢,存在于体系中,使体系粘度较低,定向

排列困难.
由图 ６ 的 SEM图像 (放大倍数为 １ ２００ 倍)可

以看出,随着压力的增大,体系中挥发分逸出速度

减慢,虽然针状焦呈现片层结构,定向排列也较

好,但是体系挥发分的增多使针状焦片层结构致密

性下降,结构疏松.因此在制备针状焦过程中,压

力不宜过大,以免体系中滞留过多的挥发分,使焦

结构疏松,压力以 １•５ MPa 左右为宜.
晶胞参数计算结果见表 ３.由表 ３ 可知,在不

同压力条件下制备的针状焦的 ２θ衍射同样在 ２ ６°与

４３°附近具有石墨晶体的特征峰,说明其结构也是

类石墨结构,且 ２ ６°附近的衍射峰的强度非常强.
表明针状焦的石墨化度较大,定向排列较好.

表 ３　不同压力下针状焦的 XRD 参数

压力/MPa ２θ/ (°) d ００ ２/nm L c/nm O g G/％

０•５ ２６•１０３ ０•３４２２ １•５ ９ １ ０•９４０ ２０•９３

１•５ ２６•１０６ ０•３４２ １ １•５ ９３ ０•９４１ ２２•０９

２•５ ２６•１４７ ０•３４２３ １•５ ９４ ０•９４０ １ ９•７７

４　结论

(１)碳化温度、恒温时间和压力是影响针状焦

结构的 ３ 个主要因素.碳化温度为 ４７０℃~５００℃、

恒温时间为 ７ h、压力为 １•５ MPa 的条件是制备优

质针状焦的最佳参数选择.
(２)碳化温度过低使碳化反应速度缓慢,致使

中间相生成和转化的速度也较慢,使针状焦出现非

定向排列.碳化反应温度过高,反应速度过快,气

流拉焦阶段气流产生量过大,容易导致针状焦定向

排列紊乱.
(３)碳化反应中必须保证体系有足够的反应时

间,来完成中间相的生成、长大和融并,否则不完

全融并的中间相难以制备出优质的针状焦.
(４)为保证针状焦的收率,必须保证一定的反

应压力.反应压力过低使体系挥发分和气体逸出过

快,体系粘度过高,不利于中间相的生长和融并,
过高的反应压力使体系中挥发分和气体滞留过多,
破坏针状焦的致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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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焦煤中长期合同签订 有利于改善煤炭市场秩序

　　日前,山西焦煤集团与河钢、首钢、鞍钢、宝

钢、马钢、华菱钢六大钢铁集团签订了 ２０ １ ７ 年炼

焦煤中长期合同.这是继前期神华、中煤与五大电

力集团签订动力煤中长期合同后又一领域的重大突

破,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和改善煤炭市场秩序.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说,国家鼓励支持煤

钢双方签订中长期合同,对于签订中长期合同并诚

信履约的企业,有关方面将在运力上予以优先保

障,在安排先进产能释放时予以倾斜;对因不可抗

力等因素造成合同无法执行的,将予以积极协调,
尽量减轻煤钢双方损失;将加强相关市场主体信用

建设和信用监管,营造合同执行的良好社会环境.
中长期合同的关键在于执行,执行的关键在于

合理的条款设计.据了解,此次双方商定了 “基准

价加级差”的灵活定价方式,在基准价基础上对数

量大、运距远、还款快的客户给予一定程度优惠.

１０１精制煤沥青制备针状焦的参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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