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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一体化企业燃料生产管理研究

周 民
陕西德源府谷能源有限公司 陕西 榆林 719407

摘� 要：煤电一体化企业是指通过资本融合、兼并重组、相互参股等方式，将煤炭生产和电力生产有机结合的企

业，为增强能源产业的稳定性和竞争力，煤电一体化是我国煤炭企业发展转型、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方向之一。煤电一

体化企业的主要优势包括成本控制、利润稳定、风险抵御和市场机会拓展等方面；通过整合上游煤炭资源和下游发电

业务，可以有效降低煤炭采购成本，避免了煤炭价格波动的影响，提高整体盈利能力。所以，煤炭即燃料的管理成为

煤电一体化企业的关键要素之一，本文通过对煤电一体化企业燃料生产管理进行研究，总结出煤电一体化企业的燃料

场内调度、计量检验、运行维保等相关管理要求，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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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煤电一体化企业来说，更大的意义和管理目标

是坚持火力发电厂、煤矿燃料管理“一盘棋”思想，以

“均衡管理”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在确保火电厂、

煤矿基本生产需求的基础上，应根据当前火电机组调峰

和负荷率灵活调整煤炭产量中用于外销或发电的比例、

优劣煤的外销或发电配比，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进一步

的，可以发挥火电厂、储煤场各自产业特性优势，实现

煤电水汽烟等资源互补、内部高效调节和循环利用，全

面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整体提升。

1 煤电一体化企业燃料场内调度管理

对于煤电一体化企业，储煤场将不仅仅是常规意义

上用于储存火电厂机组发电所需燃煤，同时还需承担煤

矿生产煤炭的存储功能，所以储煤场将成为火电厂、

煤矿之间煤炭燃料的转运枢纽，承担煤炭产供销存调节

功能。对此，企业应以火电厂、煤矿的燃用、生产需求

和能力为基础，强化以储煤场为中心的燃料生产管理机

制，主要包括调度、接卸、验收、储存、耗用、运维等

管理流程，具体的要求如下：

在煤矿生产方式稳定的情况下，为精简优化煤炭转

运流程、减少储煤场场损、运输损耗和设备损耗，应建

立以煤矿生产煤炭直输火电厂锅炉为主、储煤场作为周

转储备的日常运行调度原则。

应根据煤矿的生产能力、煤质变化、生产时间等实

际情况，在储煤场日常运行调度原则的基础上，确定堆

取料作业的基本方式，即在煤矿生产时以直输火电厂锅

炉或掺配上煤的方式为主，在煤矿停产时或者对储煤场

存煤进行置换时则采取取用储煤场存煤的方式。

同时，对于煤电一体化企业，储煤场必须制定明确

的库存容量。储煤场的库存容量应以储煤场存煤能力为

基础，合理划定库存容量；储煤场的库存容量应至少设

三个控制线：合理库存线、警戒库存线、最大库存线。

1.1  合理库存线
对于煤电一体企业，合理库存线应按储煤场存储能

力、煤矿生产能力、煤矿与火电厂机组燃煤匹配情况、

区域应急资源供应能力予以核定，应该为扣除外销煤

量（若有）后火电厂可用的实际库存。一般情况下，为

避免占用库存产生较大的燃料成本、场内损耗和管理成

本，煤电一体化企业的储煤场可按3~5天正常锅炉燃煤日
耗量核定合理库存线。

对于煤电一体化企业，在火电厂燃煤需求和煤矿产

煤能力基本匹配的情况下，应明确储煤场可用天数。由

于煤电一体化企业的储煤场不仅用于火电厂燃煤存储、

又要用于煤矿生产原煤存储，故需要注意的是“合理库

存”是指保证煤矿停产状态下火电厂耗煤需求和保证火

电厂停机（检修、临停、调峰等）状态下煤矿生产需求

的“双合理”，既要避免火电厂机组因储煤场燃煤库存

过低引起缺煤限电，也要避免库存过高引起煤矿限产情

况的发生[1]。

另外在夏、冬季火电厂机组大负荷期，合理库存线

应适当提高，例如可按正常情况的120%左右。
特殊情况下出现供耗不均衡时，库存允许超过合理

库存线，但也应明确具体倍数（如 ≤ 1.2倍）和持续时间
（如≤ 7天）。

1.2  警戒库存线
警戒库存线是指能够保证火电厂机组正常发电燃煤

需求、多煤种掺烧要求的前提下，煤炭能够及时补充到

位的最小规模储存量。原则上，可按当期合理库存线的



2024� 第5卷� 第21期·建筑设计与研究

14

50%为基础，具体的应该按照火电厂生产、负荷率、煤耗
等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煤电一体化企业要根据警戒库存线制定相应的应急

预警及响应机制，即接近或低于警戒库存线时，应及时

采取的增加煤矿产量、协调准备其他进煤途径、甚至降

低火电厂机组负荷等措施。

1.3  最大库存线
最大库存线是指以储煤场设计容量为基础，并满足

消防及堆存安全和设备正常作业的最大存储能力。

对于煤电一体化企业，最大库存线设置时应留有一

定余量，除了满足消防车辆、储煤场作业车辆通行作业

的安全距离外，还需要考虑不同种类的原煤分区存放预

留间隔、斗轮机等储煤场内设备检修区、置换缓冲区以

及高温处置应急区等。

煤电一体化企业在其火电机组处于较长周期检修、

停备期间（超过1个月时），或地方政府、电网公司对燃
煤库存响应标准有特殊规定要求的，企业应该根据相应

的要求或实际据实进行调整库存。

一般来说，当煤电一体化企业生产规律稳定后，基

本上将只依赖自有煤矿产煤这一渠道，即有可能面临来

煤渠道单一、停止其他外购煤炭途径的局面。这种形势

下，企业则应加强对煤矿行业生产安全形势、当地政府

政策动态和天气气候情况的关注和研判，制定相应预警

机制；当煤炭行业或企业所在地区突发煤矿类重大安全

生产事故、或面临强降雨、山体滑坡、洪涝等恶劣突发

天气时，政府行业很有可能下发临时性紧急停产通知，

要求煤矿停限产以确保安全，煤电一体化企业应提前开

展库存调整或进煤渠道调整。

煤电一体化企业的储煤场储存原煤应定期置换，烧

旧存新。原则上，为减少设备损耗和操作，应采取煤矿

直输为主、储煤场定点堆取和集中置换的策略。在确定

置换周期时，应考虑的几个因素：

煤种：包括工程煤、褐煤等不同煤种；尤其煤矿投

产初期，一般情况下会存在工程煤量大、矸石含量高、

发热量低、易自燃、火电机组电厂燃用意愿低、无法维

持火电机组高负荷的问题。

匹配：当煤电一体化企业煤矿生产、机组耗用能力

基本匹配时，可按预定的周期烧旧存新；当煤矿产能更

大时，应适当缩短置换周期，避免“新压旧”。

设备：应考虑储煤场设备能耗指标和可靠性，避免

因设备能力限制无法按时执行置换策略。

环境：应考虑环境、气温、降雨等天气因素对原煤

存放周期的影响。

为实现煤电一体化企业储煤场的精细化管理，应对

储煤场进行精细化分区管理，可以以火电厂日耗煤量或

煤矿日产煤量作为基础存煤单元，这样基本实现“一天

一区”模式、更利于储煤场的精准调度。

一般情况下煤电一体化企业至少设有两部储煤场备

用；这种情况下要求应均衡存储，尽量均衡分配存煤，

保证不同的储煤场均有一定的存煤和空闲场地，以避免

单区设备故障或检修时另侧储煤场无法满足企业机组燃

煤或煤矿生产需求。

煤电一体化企业需要考虑煤矿投产初期工程煤、搬

家倒面时期岩层工作面变化引起的煤质明显变化情况，

实时做好沟通，提前在储煤场设置专区，对煤质变化较

大的煤实现分区存放。

煤电一体化企业应设专（兼）职的储煤场调度部门

或岗位，明确相应职责，拥有对火电厂运行发电部门、

设备维保部门、煤矿生产部门以及煤炭销售部门（若

有）的煤炭调度权力，确保能一体化综合调度火电厂燃

煤、煤矿生产、设备维护、煤炭销售需求。

2 燃料计量检验管理

煤电一体化企业可建立以储煤场为核心的计量体

系，确保入场计量、出场计量、场内计量措施完善，即

在储煤场上游直连煤矿的皮带机设入厂煤皮带秤、下游

皮带机设入炉煤皮带秤、储煤场内部设盘煤仪器。

储煤场上游直连煤矿的皮带机设入厂煤采样装置、

下游皮带机设入炉煤采样装置。

入厂煤皮带秤、入厂煤采样装置应确保设置安装位

置相近，避免皮带秤和采样装置之间存在掺杂煤泥、掺

矸、大幅喷淋加湿等环节，进而引起明显的煤质、计量

误差或水分热值差。

皮带秤的校验，除了常规的单秤链码校验等方式

外，对于煤电一体化企业内部还应制定定期的双秤实物

校验比对机制：由煤矿输出固定质量的煤来校验入厂煤

皮带秤、入炉煤皮带秤精度是否匹配，尤其要避免双秤

出现双正误差叠加而引起储煤场严重盘亏。

企业应根据水分差和热值差，合理设定原煤在储煤

场的存储周期。煤的存储有利于水分的蒸发、一定程度

提高入炉煤煤质，但同时也会因水分的蒸发和煤的氧化

产生场损、降低煤质。

企业在对储煤场定期盘煤的基础上，应根据入炉煤

和入厂煤的收到基水分差、皮带秤校验和实物比对结果

及误差，定期调整储煤场账面库存、场损或煤矿来煤数

量等。

与外购煤所不同的是，煤电一体化企业往往会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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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和环保管理成本的综合考虑不会对自用煤的煤质不

会做过于严苛要求。例如煤矿井下生产时一般均采取

高效的喷淋加湿除尘措施，也可能会存在井下工作面出

水、煤泥、煤水、矸石等同原煤一并输送的情况，水分

大的原煤在储煤场长期存储会产生明显的水分流失蒸

发，故在计算水分差时要充分考虑存煤周期、一段时期

煤质数据均值等情况，避免产生严重的储煤场盘亏[2]。

煤电一体化企业的燃料计量检验应在确保依法合规

的基础上依据自身实际灵活制定相应举措，应在堵塞煤

的物理漏洞的前提下实行计量与校验职能分离的管理。

3 燃料系统设备运维管理

一般情况下，煤电一体化企业的煤矿矿井非24小时
连续生产，火电厂输煤系统的运维应与煤矿的生产时间

相匹配，综合制定煤矿生产和运维策略。

3.1  运行策略
由于火电厂维护检修工作一般在白天进行，且斗轮

机等设备堆煤操作相比取煤操作风险更低，所以建议煤

矿采取白班停产检修、中班或夜班生产的方式。

白天可以以斗轮机储煤场取煤为主，兼顾对储煤场存

煤进行置换“取旧”；夜间可以煤矿直输上煤、上煤间隙

直堆“存新”的方式为主，以减少夜间操作量及风险。

3.2  检修策略
对于与煤矿衔接的储煤场及其上游的输煤系统，为

减少对煤矿生产的影响，其检修可采取与煤矿时间同

步、轮换的方式进行；但若企业没有其他来煤渠道的情

况下，煤矿、火电厂输煤系统面临长时间停产检修时，

应确保煤矿侧缓冲仓或储煤筒仓有足够存煤，以确保输

煤系统故障时仍有向机组应急供煤手段[3]。

3.3  设备运维风险
对于煤电一体化企业火电厂侧的输煤系统，在厂、

矿间采取皮带直输的模式下，重点要防“铁、水两

害”，应重点考虑以下风险点，避免发生皮带撕裂、堵

煤、断带、着火等严重故障事故。

对于煤矿井下皮带直输至电厂的方式，由于一般没有

中途二次存储、筛选或人工干预等环节，所以企业应重点

防范井下原煤夹带煤泥、矸石、水、截齿、环锤、筛板、

锚杆等废物，尤其在煤矿投产初期和搬家倒面期间。

企业应针对性的在煤矿来煤皮带上强化设置防堵、

防撕裂、防打滑措施和除铁、筛选（滚轴筛）设备，以

尽可能地去除来煤夹带杂物。

由于煤矿井下生产时原煤喷淋加湿除尘强度较高，

且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工作面突发出水、夹带煤

泥煤水等同原煤一并输送的情况，对于北方等冬季较

寒冷地区的煤电一体化企业，应重点考虑斗轮机、带式

输送机等室外输煤设备冬季的湿煤防冻、防堵、防粘措

施，加强对三通、挡板、滚筒、托辊的巡检清理维护。

对储煤场内设斗轮机的企业，斗轮机堆取煤作业时

（尤其冬季夜间）会产生较大水汽、影响司机视线，应

避免产生误操作。

由于煤矿井下生产的风险性较大，企业应明确输煤

系统设备关键节点和薄弱环节，加强冗余和备用改造，

减少设备故障或检修维保对煤矿生产的影响，以尽可能

保证煤矿井下生产效率和安全性；尤其是斗轮机将成为

煤炭转运枢纽，要承担企业煤矿产煤和电厂燃煤的堆、

取、转运直输要求，运行维保应需重视。

煤电一体化企业的电厂输煤系统与煤矿输煤系统应

根据流程实际设置一体的急停联锁保护装置，实现电厂

输煤系统与煤矿输煤系统的同步紧急停机，避免发生堵

煤等各种故障。

结束语

煤电一体化企业的燃料生产管理，通过精细化的场

内调度、严格的计量检验与高效的设备运维，确保了煤

炭资源的合理利用。未来，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应用，煤

电一体化企业应继续深化管理创新，提升燃料管理的智

能化水平，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社会

的能源供应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支持。

参考文献

[1]杨磊.浅谈煤电一体化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工程地
质学,2019,(12):108-109.

[2]唐珣珣.区域煤电一体化经济效应及政府管制探究
[J].现代经济信息,2021,(06):61-62.

[3]王慧.试论煤电一体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建筑设
计及理论,2019,(06):5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