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行业资讯 煤炭技术 煤矿设备 企业风采 会员 管理与经济 人才建设 煤炭城市 论坛

 

平朔矿区煤炭资源综合利用方向的思考
沈明

（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00011） 

摘 要：介绍了平朔矿区的煤炭质量、加工方式、产品结构及产率。作为

亿吨级动力商品煤基地，在洗精煤外运销售或出口的同时，将产生大量的洗

中煤、煤泥和煤矸石等副产品，提出在当地建设燃煤电厂应首选大型循环流

化床锅炉炉型和对应发电机组，将这些煤炭副产品就地进行综合利用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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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朔矿区位于山西省北部宁武煤田北端，地跨朔州市的平鲁、朔城两

区，行政区划隶属山西省朔州市管辖。平朔矿区南北长23 km，东西宽

22 km，面积380 km2，截止2002年底，矿区内保有地质储量112.21亿t。在国

家煤炭大基地规划中，将平朔矿区纳入了山西晋北煤炭基地。 

1 矿区煤层及煤质 

1.1 煤层 

矿区含煤地层为石炭二迭系太原组，含主要可采煤层3层，编号自上而下

分别为4、9、11号煤。 

4号煤层全矿区发育，为矿区上组煤主要稳定可采煤层。煤厚1.05～

18.92 m,一般在8～10 m,结构复杂,含夹矸0～7层,一般为3～5层,夹石多为高

岭岩、炭质泥岩。 

9号煤层全矿区发育，为矿区下组煤主要可采煤层，煤厚2.40～32.21 m,

一般在10～15 m,结构复杂,含夹矸2～6层,夹石多为高岭岩、炭质泥岩。 

11号煤层位于太原组底部, 是主要可采煤层，除矿区西北部局部尖灭

外，其余均稳定可采。煤厚0～8.72 m，一般3～4 m，结构较简单，含夹矸1

～2层。 

1.2 煤质 

4号煤层钻孔煤芯煤样全区平均空干基水分（Mad）3.12%；灰分(Ad)

26.48%,属中灰煤;硫分(St.d)0.6%，属低硫煤；挥发分（Vdaf）38.97%;发热

量（Qnet.ar）19.73 MJ/kg（但在矿区中部的芦子沟背斜一带、安太堡区的

中部和西部，该煤层被风化）。 

9号煤层钻孔煤芯煤样全区平均空干基水分（Mad）2.54%；灰分(Ad)

22.50%,属中灰煤;硫分(St.d)1.89%，属中硫煤；挥发分（Vdaf）39.66%;发

热量（Qnet.ar）21.40 M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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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煤层钻孔煤芯煤样全区平均空干基水分（Mad）2.28%；灰分(Ad)

27.74%,属中灰煤;硫分(St.d)2.47%，属中高硫煤（但在马关河西详查区、安

太堡扩界精查区和东露天详查区内，该煤层约1/3～1/2连片区域的硫分大于

3%）；挥发分（Vdaf）39.02%;发热量（Qnet.ar）19.23 MJ/kg。 

矿区内各主要可采煤层，煤的工业牌号主要为气煤，少量为长焰煤。 

2 矿区建设及规划生产能力 

平朔矿区的开发主体是中煤集团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平朔公司是我国最

大的露天煤矿生产企业和动力煤出口基地，规划建设3个特大型露天矿。经过

20来年的开发建设，公司已经建成安太堡、安家岭2个特大型露天矿和安家岭

井工矿1号、2号井，目前已经核定的生产能力50.50 Mt/a；现正在筹建安太

堡井工矿、东露天矿，还将新增设计生产能力2.6 Mt/a。通过对周边地方煤

矿的收购和资源整合，改造东坡、担水沟、杨涧、双碾、井木、井东、潘家

窑等煤矿，再增加设计生产能力约18 Mt/a。到2010年，平朔公司的煤炭生产

能力将超过1亿t。 

3 产品加工方式及产率 

根据平朔公司各矿的煤炭生产工艺、煤质特点及产品煤的市场需求，均

配套建设了选煤厂，采用重介旋流或重介浅槽进行加工，并针对不同的产品

需求，采用灵活的加工方式，进行主、再洗生产低灰精煤产品或直接主洗排

矸生产一般精煤产品。加工后生产出精煤、中煤、煤泥和煤矸石4种产品，最

后通过混配，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煤。 

平朔矿区的原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约5 000 kcal/kg左右，通过洗选加工

生产出的4种原始产品中，精煤的发热量为5 800 kcal/kg；中煤的发热量为

3 900～4 200 kcal/kg；煤泥的发热量为3 500～4 150 kcal/kg；煤矸石的

发热量为1 000～1 700 kcal/kg。 

洗选后产品的产率随开采煤层的煤质变化特别是4号煤层风化程度的不同

而有所波动，精煤产率一般占55%～57%，中煤占10%～12%，煤泥占8%～10%，

煤矸石占22%～23%。产品经过混配后对外销售，共形成平一、平二、平二

（高硫）、平三、平四、平五共计6个产品。混配后的商品煤，发热量≤

4 900 kcal/kg的，约占商品煤总量的34%（其中发热量≤4 200 kcal/kg的，

约占商品煤总量的12%），也就是说需要用12%～14%的原、末煤来与洗选后的

中煤和煤泥进行混配。 

4 矿区资源的综合利用方向 

平朔公司达到亿吨产能后，经初步估算每年将生产77 Mt商品煤（含煤泥

产品），并产生约23 Mt煤矸石。在商品煤中每年有3.8 Mt的煤泥产品（原安

太堡、安家岭2个露天矿配套建设的洗煤厂设有煤泥沉淀池生产单独的煤泥产

品外，后续建设的洗选系统产生的煤泥经加压过滤后直接掺混入了末煤系

统）和8.24 Mt的洗中煤产品。从节能的角度来看，热值较低的洗中煤和煤泥

产品不宜长距离外运销售，应该在就地进行发电转化，而后在市场条件允许

和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和支持的情况下，再将每年产生的23 Mt煤矸石就地综合

利用。这对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在矿区所处的朔州市，目前已建设有2座大型燃煤发电厂，即神头一电

厂、神头二电厂，分别装机130万kW和200万kW。按理这样规模的装机容量可

以基本消耗掉矿区生产的洗中煤和煤泥产品。然而历史的原因使这些锅炉炉

型的选择并非按照全吃“粗粮”来考虑，而是以收购地方矿原煤为主，配烧

了部分洗选后产生的“粗粮”。2005年平朔公司销售给神头电厂这类“粗

粮”仅约3.2 Mt，2006年计划销售3.5 Mt，也就是说发热量较低的洗中煤和

部分煤泥产品还需要混配后，远距离运输对外销售。这无疑加大了铁路的无

效运输，加剧了铁路运力的紧张并对社会的环境造成影响。 

笔者以为，不是企业没有考虑或不愿意对矿区的资源加以综合利用，而

是现有生产的“粗粮”还没有就地全部转化，尚需外运销售，大量煤矸石的

综合利用尚难以提上议事日程。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和决策审批机关在核准当

地项目时，特别是新建电力项目时，能够充分考虑矿区建设和发展的实际，

对矿区煤炭产品的结构进行了解；在审查核准电力项目的工艺和设备时，不

能单纯追求工艺先进的超临界机组和单耗指标，而应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

因地制宜针对性地选择能消耗矿区生产的“粗粮”的循环流化床锅炉炉型和

与之配套的机组能力，并作为当地电力发展的首选主力机组和炉型。平朔矿

区是个亿吨级的矿区，每年产生的洗中煤、煤泥和煤矸石的量很大，如果将

这些资源都能就地加以综合利用，节能的效果将十分明显。希望通过政府

“搭桥”，使煤、电双方互相参股建设，发挥彼此的优势，原料与市场就有

了可靠的保障。这对于煤、电企业来讲是双盈之举，社会效益也将十分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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