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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煤炭的贸易和检验的角度，结合国内外煤炭资源、市场的实际状况，阐述了煤炭进出口和国内
贸易的发展动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合同等有关事项；详细地介绍了从事煤炭营销应了解的煤
炭形成、性质、分类、组成、特性、品级、用途及行业用煤要求等基本知识；对从事煤炭贸易以及检
验工作的人员必须了解和掌握的煤炭检验基础知识和理论做了概括的论述；对于在贸易合同中规定的
各项检验质量指标从定义、测定意义、检验标准、测试程序、注意事项等方面分别进行了介绍；对检
验结果准确度的保证以及检验结果的审核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阐述。

本书着眼于实际应用，对一些难以理解的理论尽量以示例加以解释和说明，力争做到深入浅出、通俗
易懂。

本书是煤炭、电力、冶金、建材、质检、贸易、环保等行业从事煤炭营销、煤质管理和煤炭检验工作
人员的一本很好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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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由于成煤条件的不同，变质因素复杂，组成煤基本结构单元中的六碳环的数目，侧链
、官能团的多少和性质以及各基本结构单元间的空间排列都不可能一致，因此也就出现了组成和性质
各异的多类煤种。
煤中的无机质主要是水分和矿物质，它们的存在降低了煤的质量和利用价值，其中绝大多数是煤中的
有害成分。
另外，还有一些稀有、分散和放射性元素，例如，锗、镓、铟、钍、钒、钛、铀等，它们分别以有机
或无机化合物的形态存在于煤中。
其中某些元素的含量，一旦达到工业品位或可综合利用时，就是重要的矿产资源。
通过元素分析可以了解煤的化学组成及其含量，通过工业分析可以初步了解煤的性质，大致判断煤的
种类和用途。
煤的工业分析包括水分、灰分、挥发分的测定和固定碳的计算四项内容。
但这里必须指出：工业分析组成并不是燃料中的原有组成，而是在规定的条件下，用加热的方法将煤
中原有的组分加以分解和转化而得到的成分。
若要得到它的元素和组分，还需利用定量、定性的化学分析或仪器分析方法求得。
1.3.3 煤的工艺性质为了提高煤的综合利用价值，必须了解、研究煤的工艺性质，以满足各方面对煤质
的要求。
煤的工艺性质主要包括：黏结性、结焦性、发热量、化学反应性、热稳定性、透光率、机械强度和可
选性等。
（1）黏结性和结焦性黏结性是指煤在干馏过程中，由于煤中有机质分解、熔融而使煤粒能够相互黏
结成块的性能。
结焦性是指煤在干馏时能够结成焦炭的性能。
煤的黏结性是结焦性的必要条件，结焦性好的煤必须具有良好的黏结性，但黏结性好的煤不一定能单
独炼出质量好的焦炭。
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配煤炼焦的道理。
黏结性是进行煤的工业分类的主要指标，一般用煤中有机质受热分解、软化形成的胶质体的厚度来表
示，常称胶质层厚度。
胶质层越厚，黏结性越好。
测定黏结性和结焦性的方法很多，除胶质层测定法外，还有罗加指数法、自由膨胀序数、流动度、奥
亚膨胀度试验，等等。
黏结性受煤化程度、煤岩成分、氧化程度和矿物质含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煤化程度最高和最低的煤，一般都没有黏结性，胶质层厚度也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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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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