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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地选煤厂是西山煤电集团官地矿配套建设的坑口
型选煤厂，设计入洗能力为 400 万 t/a，入洗原煤来自官
地矿开采的 2#、8# 原煤，为优质肥煤。原采用跳汰浮选
的洗选工艺流程，2003 年采用无压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
替换跳汰机升级为无压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 + 浮选的洗
选工艺流程。随着官地矿采掘深度的不断延伸，矿井开
采逐步向深部含泥量较高的煤层推进，现阶段开采的太
原组 2# 煤层的铝土泥岩及 8# 煤层的炭质泥岩含泥量达
到 15% 左右，洗选煤泥含量的增加直接导致官地选煤厂
的重介质消耗居高不下，吨煤介质耗 2.75kg 较行业平均
水平 1.25kg，高出 1.5kg，增加原煤洗选成本。降低重
介质的消耗成为降低官地选煤厂洗选生产成本的关键。

1 官地选煤厂介质消耗问题探析
1.1 工艺原因

重介质消耗水平是衡量重介质选煤厂洗洗工艺和管
理水平的重要技术经济指标，介质消耗高严重增加企业
的生产成本。针对官地选煤厂重介系统介质消耗高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主要是重介洗洗工艺和生产管理存在
的问题，确定了介质消耗高的主要原因。

图 1   官地选煤厂改造后重介系统工艺流程
脱介筛的脱介效果差是造成介质消耗高的主要原

因，官地选煤厂采用的具有磁性的不锈钢脱介弧形筛的
物料过厚筛孔小，使介质在筛上积累较多，易跑介，重
介质随煤流被带走，导致精煤带介严重，直接增加生产
成本，影响后续产品的技术指标。

悬浮液密度不稳定增加脱介难度。悬浮液密度较高
时使较多的介质粉粘附在煤粒上，不易脱介增加了脱介
筛合格介质段的脱介难度，较多的介质进入到磁选机 
中，导致磁选机的工作负荷加大。

磁选机作为介质净化回收的主要设备，磁选效率的
高低直接影响介质的损耗。由于官地选煤厂原煤煤质的
不稳定、煤泥含量较大，进入稀介磁选机的分流量大、
煤泥含量多直接影响介质的回收率。

洗洗工艺和现场管理不规范、检修不到位，也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介质的“人为流失”。
1.2 问题分析

通过现场观测分析，脱介弧形筛是导致介质消耗高
的主要原因，而后续的磁选机未能有效回收介质也增加
介质的损耗。针对弧形筛和磁选机两个关键环节进行分
析。
1.2.1 弧形脱介筛

1.2.1.1 脱介筛喷水的压力、水量较小

悬浮液密度较大时介质易与原煤粘连成团，在脱介
筛喷水压力≤ 0.3MPa、水量较小时，不能有效喷透筛上
物，洗选效果不佳造成跑介，介质随原煤流失。
1.2.1.2 脱介筛喷头的选用和安装角度

喷头选用较小易堵塞，无法喷冲堵塞区域的物料，
增加介耗。合理安装脱介筛喷头的角度，如安装角度过
低，会使喷洒面积较小；如安装角度过高，则会降低喷
洒力度，不能有效冲洗掉介质。
1.2.1.3 入料原煤的颗粒度

入洗原煤的颗粒度较细时，会使其总体表面积增加，
加大与介质的混合率，直接导致介质消耗加大，在处理
相同吨数的原煤消耗的介质增加。
1.2.1.4 脱介筛超负荷运转

主洗车间应根据洗选能力严格控制生产能力，避免
脱介筛超负荷运转，降低其使用寿命，增加动能的损耗，
间接导致原煤带介量增加。
1.2.2 磁选机

造成磁选机介质回收效率低的主要因素：
为合理调节重介悬浮液的密度，官地选煤厂在生产

调试过程，往往采用增加分流量来提高悬浮液的密度。
如分流控制不合理时，分流量过大时会增加物料的介质
附着量，直接增加后续稀介质系统中的悬浮液浓度与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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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官地选煤厂重介系统改造后，存在重介质消耗较高的问题，为降低介质消耗高的问题，对原有的洗选
工艺流程和设备进行升级改造，通过采取改进脱介弧形筛结构、调整弧形筛冲水压力及冲水喷头、管控磁选机生
产过程、加强生产现场管理等措施，有效降低了介质消耗量，降低了生产成本，体现出显著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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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影响磁选机的回收效率。
同时，磁选机采用自行卸料方式，往往会使较多的

介质粘附在滚筒上，直接降低磁选机对介质的回收率。

2 优化改造方案
2.1 重介系统

采用重介工艺的系统介质消耗较大的主因是入洗原
煤的含泥量大。为此，官地矿选煤厂对原有洗洗工艺流
程进行技术改造，采用脱泥筛 + 无压三产品旋流器 + 粗
煤泥 TBS 分选 + 浮选的联合工艺，采用脱泥筛对原煤与
脱泥，采用三台 1.2m 重介旋流器替代 6 台 1.0m 重介旋
流器提高分选效果，加装单独 TBS 粗煤泥分选机使粗煤
泥通过重选和浮选得到有效分离，然后采用高频振动筛
对粗精煤进行筛分，用浮选处理细粒煤泥。
2.2 弧形筛

通过对弧形筛进行优化改造，对物料进行预先脱泥，
降低细颗粒的入料。同时，针对原弧形筛喷头及喷水压
力不足，将喷水压力控制在 0.3-0.4MPa 左右；具体喷水
量结合弧形筛的处理能力、物料量和粒度综合设定，喷
头采用加压分散性好的喷嘴。并严格控制用水量，降低
生产成本。

现在操作时，应根据重介质密度来调整入料。避免
弧形筛超负荷运行。根据官地选煤厂实际生产情况，的
处理量为 600t/h；在煤质不稳定，煤泥含量较高时，应
控制在 400t/h 以下，特殊情况下停车调整入料。同时，
采用没有磁性、自清洁能力较好的聚氨酯筛板替换不锈
钢筛板，提高脱介效果。

为避免弧形筛入料处悬浮液外溢喷溅，使用隔板将
给料箱分割开，降低物料进入给料箱的速度；同时结合
物料进弧形筛的速度与切线防线，通过增加引流装置，
调节入料角度改变物料的运动方向，避免悬浮液的外溅，
提高弧形筛的脱介效果。

弧形筛的喷头常规控制在 150~200mm 左右较适宜，
为增加喷洒面积和冲洗效果。官地选煤厂对弧形筛的喷
头高度进行调整逆煤流安装，提高喷冲效果，并加装稀
介质回收冲水环节，有效解决稀介回收效率低的问题。
将精煤脱介筛的喷嘴高度调节至 175mm，中矸脱介筛喷
嘴的高度调节至 165mm，提高脱介效果。安装的喷头间
距控制 200mm 左右，提高喷冲范围的物料脱介效果。
同时个脱介环节的喷嘴进行交叉安装，充分保证原煤脱
介。
2.3 磁选机

2.3.1 磁选机分流量的调整

磁选效率高低直接影响介质损耗。优化调整磁选机
底部的流口调节板，根据现场实际适当调节增大分流量，
使介质与物料在滚筒内充分接触，提高介质回收效率；
同时避免分流量的加大，导致磁选机超负荷运行，降低
使用寿命。
2.3.2 磁选机磁偏角调整

磁偏角的角度较小，虽提高精矿品位，带料减少，

但是尾矿纯度降低，降低介质回收率。应将磁偏角调整
在 15-20°左右，使磁选机的入料浓度保持稳定，溢流
量始终控制在 20% 左右，既不影响精矿的质量，又提高
介质回收效率。
2.4 规范现场管理

2.4.1 加强现场管理，降低介质消耗

对原有的磁选机装载系统进行自动化改造，提高控
制精度。官地选煤厂原有的介质添加采用人工控制，精
度低，造成介质的损耗。通过改造后系统会自动监测介
质桶的介质密度，合理添加介质，避免过度添加的损耗。
2.4.2 提高生产设备的科学维护管理

基于现代化的设备管理理论，结合洗选设备的使用
寿命年限，及时更换使用寿命超期的溜槽等设备，从源
头上预防和减少生产过程中跑、冒、滴、漏等的情况。

3 改造效果分析
为检验技改效果，官地选煤厂对改造前后吨煤介耗

进行监测对比，整改前后吨煤介耗比较表见表 1。
表 1   整改前后吨煤介耗比较

日期 为改造吨煤介耗 kg/t 改造后吨煤介耗 kg/t
2018 年 5 月 3.93 2.41
2018 年 6 月 3.87 3.25
2018 年 7 月 3.55 2.14
2018 年 8 月 3.21 2.05
2018 年 9 月 3.56 2.15

由表 1 分析可知，官地选煤厂通过对原有洗选工艺
流程优化改造后，吨煤的介质消耗 2.15kg/t，较改造前
的 3.56kg/t 降低了 1.41kg/t。同时，规范洗选工艺流程，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按官
地选煤厂年入洗能力 400 万 t 计算，重介质价格按每吨
960 元计算，年节约重介质消耗约 564t，节约生产成本
超 500 万元，具有显著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4 结论
官地选煤厂针对介质消耗高的问题，通过对介质循

环回收系统进行优化改造，吨煤介耗由 3.56kg/t 降低到
2.15kg/t，达到节能降耗的目标，体现出显著的社会与经
济效益。采取改进脱介弧形筛结构、调整弧形筛冲水压
力及冲水喷头、管控磁选机生产过程、加强生产现场管
理等措施，也为情况类似选煤厂降低介耗改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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