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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化验的质量影响因素与应对措施

张Ǔ蕊
天津石化化验计量部Ǔ天津Ǔ300270

摘Ȟ要：本文围绕煤炭化验展开论述，明确了煤炭化验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深入分析了煤炭化验质量的影响因

素，包括采样、制样和分析测试环节的多种因素。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涵盖采样环节的合理选

点、确定数量频率及规范方法工具；制样环节的规范操作、严格控制干燥保存条件；分析测试环节的选择优良设备、

合适方法及控制环境人为因素等。还强调了控制采样制样质量和升级煤质检测设备的重要性，以全面提升煤炭化验质

量，为煤炭的合理利用提供准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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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煤炭作为重要的能源资源，其质量把控至关

重要。煤炭化验是确保煤炭质量的关键手段，但在化验

过程中，诸多因素会影响化验质量。从采样的代表性到

制样的规范性，再到分析测试的准确性，每个环节都可

能存在影响因素。

1��煤炭化验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1.1  煤炭化验的主要内容
煤炭化验涵盖多个重要方面，对煤炭的全面评估起

着关键作用。工业分析是其中的基础环节，通过测定煤

炭的水分、灰分、挥发分和固定碳含量，能够初步了解

煤炭的基本性质。水分含量影响着煤炭的储存、运输和

燃烧效率，过高的水分会降低煤炭的发热量。灰分则反

映了煤炭中不可燃烧的矿物质含量，灰分过高可能导致

燃烧过程中产生较多的废渣。挥发分是煤炭在加热过程

中释放出的气态物质，它与煤炭的燃烧特性密切相关。

固定碳含量则决定了煤炭的燃烧热值。

元素分析进一步深入研究煤炭的化学组成，主要测

定煤炭中的碳、氢、氧、氮、硫等元素的含量。碳是煤

炭的主要可燃成分，其含量直接影响煤炭的发热量。

氢的燃烧热值高，但含量相对较少。氧和氮一般不参与

燃烧，但会影响煤炭的燃烧性能。硫是一种有害元素，

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对环境造成危

害。发热量测定是衡量煤炭能量价值的重要指标。它反

映了煤炭在完全燃烧时所释放出的热量，对于煤炭的利

用和贸易具有重要意义。灰熔融性测定则可以了解煤炭

在燃烧过程中的结渣特性，对于锅炉等燃烧设备的设计

和运行至关重要。

1.2  煤炭化验的主要方法
煤炭化验的方法丰富多样，包括物理方法和化学方

法。物理方法中的筛分和浮沉试验，能够准确测定煤炭

的粒度组成和密度分布。通过筛分可以将煤炭按照不同

的粒度大小进行分类，了解煤炭的颗粒分布情况。浮沉

试验则利用不同密度的液体，将煤炭分为不同的密度级

别，从而确定煤炭的密度分布。化学方法中的燃烧法、

吸收法和滴定法等，广泛应用于测定煤炭的化学成分和

发热量等指标。燃烧法通过将煤炭完全燃烧，测定燃烧

产物的成分和数量，从而计算出煤炭中各种元素的含

量。吸收法利用特定的吸收剂，吸收煤炭燃烧过程中产

生的气体，以测定其中的特定元素含量。滴定法则通过

化学反应的定量关系，测定煤炭中的某些化学成分。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煤炭化验还采用了先进

的仪器分析方法。红外光谱法利用红外光对煤炭进行照

射，通过分析反射或透射的光谱，确定煤炭中的化学成

分。X射线荧光分析法利用X射线激发煤炭中的元素，产
生荧光，通过分析荧光的强度和波长，测定煤炭中各种

元素的含量。原子吸收光谱法则利用原子对特定波长的

光的吸收特性，测定煤炭中的微量元素含量。

2��煤炭化验的质量影响因素

2.1  采样环节的影响因素
2.1.1  采样点的选择
采样点的选择直接影响到样品的代表性。如果采样

点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样品不能代表整批煤炭的质量

状况。例如，在选择采样点时，如果只选择了煤炭表面

的部分区域，而没有考虑到煤炭内部的质量差异，就可

能会使样品的代表性不足。

2.1.2  采样数量和频率
采样数量和频率也会影响到样品的代表性[1]。如果采

样数量过少或采样频率过低，可能会使样品不能充分反

映整批煤炭的质量变化情况。比如，在对大型煤堆进行

采样时，如果采样数量过少，就可能会使样品不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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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堆中不同部位的煤炭质量。

2.1.3  采样方法和工具
采样方法和工具的选择也会影响到样品的质量。如

果采样方法不规范或采样工具不合适，可能会导致样品

的污染或损失。例如，在采用人工采样时，如果采样人

员操作不规范，就可能会使样品受到外界杂质的污染；

在采用机械采样时，如果采样设备的性能不稳定，就可

能会使样品的代表性不足。

2.2  制样环节的影响因素
2.2.1  破碎和缩分
破碎和缩分是制样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操作方法

和设备性能会直接影响到样品的粒度分布和代表性。如

果破碎和缩分过程中操作不当，可能会导致样品的粒度

分布不均匀或代表性不足。例如，在破碎过程中，如果

破碎设备的性能不稳定，就可能会使样品的粒度分布不

均匀；在缩分过程中，如果缩分比例不合理，就可能会

使样品的代表性不足。

2.2.2  干燥和保存
干燥和保存是制样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其操

作方法和环境条件会直接影响到样品的质量。如果干燥

和保存过程中操作不当，可能会导致样品的水分含量变

化或受到外界杂质的污染。例如，在干燥过程中，如果

干燥温度过高或时间过长，就可能会使样品的水分含量

过低；在保存过程中，如果保存环境不干燥或不清洁，

就可能会使样品受到外界杂质的污染。

2.3  分析测试环节的影响因素
2.3.1  仪器设备的性能和精度
分析测试过程中使用的仪器设备的性能和精度会直

接影响到化验结果的准确性。如果仪器设备的性能不稳

定或精度不高，就可能会使化验结果出现误差。例如，

在发热量测定过程中，如果量热仪的性能不稳定，就可

能会使发热量测定结果出现误差；在元素分析过程中，

如果分析仪器的精度不高，就可能会使元素分析结果出

现误差。

2.3.2  分析测试方法的选择和操作
分析测试方法的选择和操作也会影响到化验结果的

准确性。如果分析测试方法选择不当或操作不规范，就

可能会使化验结果出现误差。例如，在灰熔融性测定过

程中，如果选择的测定方法不适合煤炭的特性，就可能

会使灰熔融性测定结果出现误差；在元素分析过程中，

如果分析人员操作不规范，就可能会使元素分析结果出

现误差。

2.3.3  环境条件和人为因素

分析测试过程中的环境条件和人为因素也会影响到

化验结果的准确性。如果环境条件不稳定或人为因素干

扰较大，就可能会使化验结果出现误差。例如，在分析

测试过程中，如果环境温度、湿度变化较大，就可能会

使仪器设备的性能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化验结果出现误

差；在分析测试过程中，如果分析人员的操作不熟练或

责任心不强，就可能会使化验结果出现误差。

3��煤炭化验质量的应对措施

3.1  采样环节的应对措施
3.1.1  合理选择采样点
采样点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煤炭样品的代表性。对于

大型煤堆，分层采样能够确保样品涵盖煤堆不同部位的

质量情况。根据煤炭的堆放形状和高度，合理划分层

次，在每个层次的不同位置选取采样点，这样可以最大

程度地反映煤堆整体的质量特征。对于火车、汽车等运

输工具中的煤炭，要考虑装载情况，如在火车车厢的不

同位置、汽车车厢的四角和中心等位置选取采样点，以

保证样品能代表整批煤炭的质量。

3.1.2  确定合适的采样数量和频率
采样数量和频率应根据煤炭的批量和质量变化情况

来确定。对于批量较大且质量相对稳定的煤炭，可以适

当减少采样数量和频率，以提高工作效率。而对于批量

较小、质量波动较大的煤炭，则需要增加采样数量和频

率，以便更准确地掌握煤炭的质量变化[2]。通过科学合理

地确定采样数量和频率，可以在保证化验结果准确性的

同时，降低成本和工作量。

3.1.3  规范采样方法和工具
人工采样时，采样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

操作，确保操作规范、熟练。这包括正确使用采样工

具、准确把握采样深度和位置等。在采用机械采样时，

要定期对采样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确保其性能稳定、

可靠。根据煤炭的粒度、水分等情况选择合适的采样工

具，避免样品受到污染和损失。例如，对于潮湿的煤

炭，应选择不易粘附煤炭的采样工具，以防止水分对样

品质量的影响。

3.2  制样环节的应对措施
3.2.1  规范破碎和缩分操作
破碎和缩分是制样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必须严格按

照制样操作规程进行操作。确保破碎和缩分的比例合

理，粒度分布均匀，这样才能保证样品的代表性。对于

不同粒度的煤炭样品，应采用不同的破碎设备和缩分方

法。例如，对于较大粒度的煤炭，可以先用颚式破碎机

进行粗碎，然后再用对辊破碎机进行细碎。在缩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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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采用四分法、机械缩分器等方法，确保缩分后

的样品具有代表性。

3.2.2  严格控制干燥和保存条件
干燥过程中，要严格控制干燥温度和时间，确保样

品的水分含量符合要求。过高的温度或过长的时间可能

会导致煤炭样品的质量发生变化，影响化验结果。同时

应选择干燥、清洁的保存环境，避免样品受到外界杂质

的污染。对于易氧化、易挥发的煤炭样品，应采用密封

保存的方法，防止样品的质量发生变化。

3.3  分析测试环节的应对措施
3.3.1  选择性能优良的仪器设备
在分析测试过程中，仪器设备的性能直接影响化验

结果的准确性。应选择性能稳定、精度高的仪器设备，

对于重要的分析测试项目，可以采用两台以上的仪器设

备进行平行测定，通过比较不同仪器的测试结果，来判

断化验结果的准确性。还要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维护和

保养，确保其性能稳定、可靠。例如，定期对仪器进行

校准、清洁和检查，及时更换损坏的部件。

3.3.2  选择合适的分析测试方法并规范操作
根据煤炭的特性和化验项目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分

析测试方法至关重要。不同的煤炭品种和化验项目可能

需要不同的分析测试方法。严格按照分析测试操作规程进

行操作，确保分析人员的操作规范、熟练。对于重要的分

析测试项目，进行重复测定可以提高化验结果的准确性。

通过多次测定取平均值，可以减少偶然误差的影响。

3.3.3  控制环境条件和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分析测试过程中，环境温度、湿度等条件会对仪器

设备的性能产生影响。因此，要严格控制环境条件，确

保仪器设备的性能稳定。加强对分析人员的培训和管

理，提高分析人员的操作技能和责任心，减少人为因素

的影响。对于重要的分析测试项目，采用多人平行测定

的方法，可以进一步提高化验结果的准确性。通过多人

独立进行测定，然后对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发现

和纠正可能存在的人为误差。

3.4  控制采样制样质量
在煤炭质量检测中，采样和制样环节至关重要，直

接影响着最终化验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严格控制采样制样质量。（1）在采样环节，要合理
选择采样点。根据煤炭的堆放方式、粒度分布以及运输

工具的不同情况，精准确定采样位置和数量。对于大型

煤堆，采用分层采样法，确保样品能代表煤堆不同部位

的质量。对于火车、汽车运输的煤炭，依据装载情况合

理布点。同时确定合适的采样数量和频率，综合考虑煤

炭批量和质量变化情况。批量大、质量稳定的可适当减

少采样数量和频率；批量小、质量波动大的则应增加，

以提高样品的代表性。此外，规范采样方法和工具，人

工采样严格遵循操作规程，确保操作规范熟练；机械采

样定期维护保养设备，保证性能稳定可靠，并根据煤炭

特性选择合适的采样工具，防止样品污染和损失。（2）
在制样环节，规范破碎和缩分操作。严格按照制样规程

进行，确保破碎和缩分比例合理、粒度分布均匀。针对

不同粒度的煤炭样品采用不同的设备和方法，保证样品

代表性。定期维护保养破碎和缩分设备，确保其性能稳

定。严格控制干燥和保存条件，精确控制干燥温度和时

间，使样品水分含量符合要求。选择干燥、清洁的保存

环境，对易氧化、易挥发的煤炭样品密封保存，防止质

量变化。

3.5  升级煤质检测设备，提升检测水平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煤质检测设备也在持续更新

换代。虽然现有的煤质检测设备通常稳定性高且使用寿

命长，但设备研发厂家推出的新型设备在可靠性、操作

便捷性和界面优化等方面优势明显，使得市场在售设备

与实验室在用设备性能差距逐渐增大。为更好地提升煤

质检测水平，应结合电厂机组容量、锅炉设计煤质以及

检测项目需求来配备检测仪器。根据煤质检测实验室具

体情况制定设备更新升级计划，及时跟踪市场上采用化

验新技术、新方法的新型设备，对不同项目检测设备进

行合理滚动更新。这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还能使检测

结果更加准确可靠。同时做好设备的运行维护工作[3]。定

期更换易损部件，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延长设

备使用寿命。在智能降重复方面，可以利用先进的软件

系统对检测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和管理，避免重复检测和

数据录入错误。

结语：煤炭化验质量受多环节因素影响，通过对采

样、制样和分析测试环节的深入分析，我们提出了一系

列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从严格控制采样制样质量到及

时升级煤质检测设备，都是为了提高煤炭化验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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