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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 坐落于
江苏宜
兴

• 合成

氨～

120万

吨/年

• 尿素～

200万

吨/年

• 三台气
化炉，
两开一
备



二、煤浆提浓的意义

煤浆提浓是提高气化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

煤浆浓度越高，一方面意味着单位时间内进

入气化炉内的碳原料增加，则产气量随之提

高。另一方面意味着进入气化炉的水量减少，

则其蒸发吸收的热量减少，燃烧所消耗的碳、

氧气减少，比氧耗和比煤耗降低，有效气产

气率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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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种选择与煤质控制

煤种及其煤质是配制高浓度水煤浆的决定性

因素。目前我们是以陕煤为主、神华煤为辅

的选煤模式，合理设置掺烧比例，使得入炉

气化煤的各项基础指标控制为：收到基灰份

<7%，挥发份≥29%，全水≤15%，内水～6%，

硫≤0.5%，低位热值为5800-6100卡/克，灰

流动温度≤1200℃。



煤种选择与煤质控制



添加剂的选择

水煤浆是一种分散的、动力学性质不稳定的

悬浮体系，实质为非牛顿型假塑性流体，具

有触变特性，其表观粘度随着煤浆浓度的提

高而增加，且当煤浆浓度提高到一定值时，

表观粘度急剧上升，对水煤浆的流动性和稳

定性产生显著不利影响，因此添加剂的选择

至关重要。



添加剂的选择

添加剂具有亲水性的极性基团和憎水性的非

极性基团，当吸附在水表面时，成极性基团

向着水非极性基团脱离水的定向排列，这种

定向撑列从而降低了表面能，使得煤粒表面

亲水化，并在四周形成一层水膜增进了煤粒

子间的滑动，从而改善分子间联系，降低了

水煤浆的粘度，增加了水煤浆的流动性和稳

定性，为提高煤浆浓度提供保障。



添加剂的选择

当下水煤浆用添加剂主要以萘系、木质素磺

酸盐类和一些有机多聚物类为主，我们公司

通过与添加剂厂家的联合技术攻关并结合实

际运行经验，根据不同的煤质，优选出ZWL-

SMJ型水煤浆添加剂配方，在煤浆浓度～64%

的情况下，干基添加率为～2‰，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



制浆水的优化

原制浆水的一路来源为变换反应后的汽提冷

凝液废水，其中氨、硫化物含量较高。

对煤浆的流动性能影响很大，不利于煤浆浓

度的提高。

此外，根据实际运行经验，当掺废水制浆时，

气化炉的烧嘴压差波动，有效气产量降低，

且气化渣中可燃物增加。



制浆水的优化



磨机的优化

磨机是制浆的核心设备。

目前装置拥有两台Φ 4 . 3× 6 m和一台

Φ4.7×6m的湿式棒磨机。

运行模式为一大一小。

磨机的运行状态与水煤浆的粒径分布密切相

关，直接影响水煤浆性质。



磨机的优化

粗煤粒制成的水煤浆浓度高，表观粘度低，

但沉降稳定性不好。

细煤粒制成的水煤浆浓度低，粘度高，但稳

定性好，因此，水煤浆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

粒径分布。

根据实际运行经验，煤浆粒径分布中325目

的比例控制为30%-35%比较合适。



磨机的优化

本着“多破少磨”的理念，我们通过改造原

煤破碎机，把入磨机的原煤粒度从小于10mm

调整至小于6mm，为煤浆的粒径分布调整奠

定基础。



破碎机

低尘多次反击式齿辊破碎机



磨机的优化



磨机的优化

根据磨机厂家提供的有限元、离散元等模型

计算结果，将磨机转速率从60%提高到66%，

填充率从27%提高到31%，充分挖掘磨机的潜

力，增加磨机内煤浆停留时间，确保磨机高

负荷下仍能制出合格的高浓度水煤浆。



磨机的优化



搅拌器的优化

稳定性是评价水煤浆品质优劣的一项重要指

标，是指煤浆颗粒在浆体中的聚集、沉淀，

沉降压实致密性及粘度的变化程度，煤浆的

粒径分布、添加剂的优劣和煤浆槽搅拌器都

会对水煤浆稳定性产生影响。



搅拌器的优化

在煤浆槽里的煤浆受到搅拌器的剪切作用后，

煤浆颗粒间原有的空间网状结构遭到破坏并

在高剪切速率条件下形成沿剪切方向的层状

颗粒排列，即煤浆颗粒排列由随机的排列结

构状态向沿剪切方向的层状有序结构状态转

变，从而改善水煤浆的流变特性和稳定性。



搅拌器的优化

煤浆提浓后，煤浆槽煤浆经常出现挂壁、上

部不流动的情况。通过重新进行煤浆槽里煤

浆的流体模型计算，调整了两层桨叶尺寸、

间距和罐壁挡板，并把桨叶设计成上下自平

衡式，以减少轴向力，确保搅拌器更稳定运

行。



搅拌器的优化



搅拌器的优化



煤浆提浓后的效果



煤浆提浓后的效果



四、煤浆提浓小结

根据前后运行数据对比，可以发现煤浆浓度

提高3个百分点后，气化炉比煤耗降低约

5 0 k g / 1 0 0 0 N m 3 ， 比 氧 耗 降 低 约

50Nm3/1000Nm3，有效合成气比例增加～1.5

个百分点，给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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