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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煤样的采制是检测的重要环节，是误差的来源，
不当的操作必将导致分析化验结果代表性较差。具体分
析影响煤样代表性因素，有客观因素即煤自身组成的不
均匀性，它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另一个是采制样操作过
程中的人为因素，因此要使煤样有较强的代表性，我们
需要加强采制样的规范操作。

1 商品煤采样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在煤炭采样过程中的经常遇到一些问题，具体

如下：
①采样时煤中外来物如木块，铁块，破布条等杂物

是否该扔掉？②采样时采到大于 150mm 的矸石是否该
扔掉？③如何确定一车煤是否存在装底盖面的现象？④
对于存在装底盖面的煤车，在卸掉一半后是否还需要挖
坑采样？⑤如何在采样过程中设法避免以次充好的现
象？

首先要了解煤炭是一种组成和粒度极不均匀的矿产
品，在煤炭的开采和装运过程中存在很多造成煤炭质量
分布不均匀的因素。如采煤时顶底板及岩石夹层会混入
煤炭中；煤炭在装车时大块的煤及矸石会滚落到车体两
边，粒度较小的煤炭则落到中心附近；在火车运输过程
中，重量较大的煤块及矸石因自然离析作用，会向车体
的下部移动。

在验收商品煤质过程中，采样是最关键的环节，其
引起的误差占整个采制化过程误差的 80%。要做好采样
工作，采样人员既要熟悉商品煤的采样国标，又要执行
采样的国家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使所采的煤样具有代表
性。

采样精确度是否达到国标要求就是衡量所采煤样具
有代表性的指标。影响采样精确度的因素主要有：子样
的布点，子样数目，子样质量，采样工具的尺寸。了解
到保证采样精确度是采样工作的关键后，依据国标规定
就不难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

采样时采到外来物如路基石，木块，铁块，破布条
等再无，在制样时应予以清除，因为在煤炭中以上各种
杂物在煤样中所占比例极少，抛掉之后不影响采样精确
度，外来物的存在易造成制样设备的故障，还会影响分
析煤样的均匀，造成化验误差。

在商品煤采样中，煤炭最大粒度是 50mm 时，按国

标规定每个子样质量不少于 3kg，在火车顶部沿对角线
方向采取商品煤样时，各车的对角线方向应一致，但有
的采样工在工作中，所挖煤坑忽深忽浅，所采子样质量
忽多忽少，不均匀，采多了抖动减少，采少了又补，对
角线呈锯齿状，这种人为因素势必会影响采样精密度。

依据规定对于干基灰分大于 20% 的煤炭，若要判定
车厢中的煤炭有装底盖面现象，则必须测定其上下层样
品干基灰分，只有当干基灰分的差值超过 -4.00%，才
有可能判定存在装底盖面的现象。在判定存在装底盖面
现象时要十分慎重，应严格把它同煤炭在装运时自然的
离析现象分开来，不可随意采取车底板及四边的煤炭作
为底层煤样来判定是装底盖面的煤炭。采样时碰到装底
盖面的煤车，卸掉一半后采样，可在其表面直接取样，
不需要再向下挖 0.4m 取样。这主要是因为对于装底盖
面的煤炭，在采取下层煤样时，只要针对所掺劣质煤样
取样即可。挖坑去样是针对正常装车的煤炭，由于煤炭
在运输的过程中，随着车皮的震动使得煤炭存在离析作
用，在煤炭表面挖坑 0.4m 以下采样能够保证采样精确
度的要求，所采的煤样也具有代表性。在发现可能有
装底盖面的煤车时，可以卸去覆盖在表面的好煤之后采 
样，对比上下层煤样的结果，判断是否存在装底盖面的
情况。在保证采样精确度的前提下，也可缩小采样单元，
对同一批可多采几个样品分别化验，这样就能做到慎重
处理装底盖面的问题，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2 商品煤制样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在煤炭制样过程中的常常遇到以下一些问题，

具体如下：
煤样被运到制样室后，按国标规定，首先应对总质

量进行过磅称重，登记编号，粒度大于 25mm 的煤样未
经破碎不允许缩分，但是，目前还存在个别单位对总样
不破碎就进行掺合缩分，总样质量也不称重的现象，这
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煤炭是一种极不均匀的固体混合物，
颗粒越大，越不均匀，如果较大颗粒中有几块矸石，则
在缩分时就很难保证这些颗粒能均匀地分布在留，弃两
部分煤样中，使煤样无代表性，若将大颗粒破碎，就可
增加各种颗粒的分散程度。对总样称重既可以检查煤样
质量是否符合要求，又可以为下一步煤样量的留取做到
心中有数，特别是对初始做煤质工作的人员更有好处。

浅谈商品煤采制样的差异对煤质化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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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炭采制样是商品煤质量检测的重要环节，占到煤质检验结果误差来源的 96％，如何保证煤炭采制
样过程的标准性，控制采制样的代表性，关系到商品煤质量检验结果的精密度。文章从现有商品煤采制样遵循的
相关国家标准出发，基于对商品煤采制样过程的分析，总结了影响采制样精密度的因素，并探讨了采制样中应注
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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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人工制样时，很容易对制样程序进行人为的
简化，在缩分，混合，筛分和逐级破碎时没有严格按照
相应的标准。在制备有粒度要求的试样时应使用逐级破
碎的方法进行破碎。进行破碎和缩分工作前，应先将设
备和制样工具清扫干净。国标规定，在煤样制样前对不
易清扫的锤式破碎机，可采取该煤样的煤通过机器予以
“冲洗”，弃去“冲洗”煤后再处理煤样。“冲洗”用
的煤应在采样时单独采取，而不能用煤样，否则，煤样
便失去一部分，这就影响了煤样的代表性和完整性。

在进行分析煤样的制备时，如果煤样过湿，要先对
破碎粒度进行调节，实行初干燥才能制备，保证其能顺
利地通过缩分机，筛子和破碎机，但在制样过程中很多
制样人员没有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干燥，对煤样直接
进行缩分，过筛和破碎，没有及时清洁设备，很容易造
成混样。

在制样过程中没有制定系统的煤样空气干燥法。有
些制样室不注意控制煤样的烘干时间，使煤样处于高温
的时间过长而产生氧化，对煤样的粘结性和结焦性造成
了影响，使煤样的胶质层厚度的粘结指数都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降低。通常情况下，可以将煤样放入低于 50℃，
带空气循环装置的烘箱内进行干燥，使其达到空气干燥
状态。也有一些制样室采用自然晾干法，将煤样铺成均
匀的薄层，在环境温度下使之与大气湿度达到平衡。

制取全水分煤样时不仅要对实验室要求进行考虑，
还要考虑到煤样的外在水分大小，为了减少水分的损失，
应尽量提高全水分煤样的制备速度，并尽早抽取，不要
对其进行反复的破碎和缩分，尽量在一次破碎中从原始
粒度煤样中获得全水分试样。但对于量少的煤样，如
10kg 左右，采取 9 点法取全水分样，所造成的水分损失
将大于用二分器缩分方法。国标规定取全水分样，既要
速度快，又要尽可能少通过机器设备。因此取全水样时
应以满足损失最小的方法为首选。我们发现一些煤质人
员在制样中，在煤样破碎到一定粒度后，对煤样进行掺
合后就直接采取，然后再缩分，这是错误的，它颠倒了
操作顺序，正确的做法是应在缩分后，将弃样稍加掺合，
在弃样中采取全水分煤样，这就保证了煤样的完整性和
代表性。

煤样的缩分应尽量使用二分器或缩分器械，以减少
缩分误差。我们知道，堆锥过程是使煤样的各部分互相
混合，使各种不同的组成互相分散均匀的过程，但从粒
度分布来看，堆锥过程却是粒度离析的过程，堆锥过程
中，大颗粒向锥堆四周滚落，细颗粒集中于锥堆的中部，
由于矸石和煤炭的硬度是不同的，因此，煤炭破碎后的
大颗粒和小颗粒的组成和特性也不同，如果堆锥操作得
当，堆锥后就会形成一个由锥顶到锥底，由锥中央到四
周的有规律的粒度分布，使缩分后保留和舍弃的两部分
不会产生较大的差异，但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堆锥四分法缩分煤样会有较大的人为误差。为减少
误差，提高精密度，操作要注意。首先，要使煤样从锥

堆顶上一小部分地洒落下来，并使其沿锥面各方位下落
情况大体相同；其次，将煤样锥堆摊平时，形成的扁平
样堆尽可能的圆和各部分的厚度大体一致；最后，缩分
时最好用十字分样板，并且将之放在扁平样堆的正中。
但如果用二分器缩分就大大不同了，用二分器缩分时，
煤样是以煤流的形式往复摆动均匀给入二分器的。每摆
动一次，就摆过一定数目的格槽，煤样被分为一定数目
的子样，加和各次摆动掠过的格槽数目，即为缩分时的
子样总数目，并且，一个煤样通过二分器只被分为两部
分，留样量为入样量的二分之一。由于二分器缩分是以
多子样数目和大留样量为基础的，并且不存在堆锥四分
法混合煤样的粒度离析现象，所以二分器的缩分精密度
远远高于堆锥四分法。

另外，一些单位在制样中总在缩分中把铁板底部少
量残留煤样扫掉，或把破碎机留样斗底部少量残留煤样
倒掉，作为废样处理，这将造成煤样化验结果偏高。正
确的做法是应将留样斗底部少量残留样打扫干净，倒入
煤样中，进行掺合缩分，并要检查破碎机筛网中是否干
净，如有残余样，则要拿出破碎，一同放入煤样中，缩
分中铁板底部少量残留样也要全部参与制样，这样才能
保证煤样的代表性。

在完成煤样的制备之后，还要将其在空气中静置一
段时间，从而使煤样与空气湿度达到平衡，再将其装入
煤样瓶中。装入的煤样量应不超过总容积的四分之三，
留出一定的空间进行搅拌和混合。称量前，煤样应充分
混匀，再进行称取，试验。

3 结语
总之，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商品煤的采制

样工作，要始终贯彻一个“细”字，杜绝一个“粗”字，
否则，采制样中的多处马虎累积起来，将使煤样失去代
表性，从而引起更多的煤质纠纷，影响企业的信誉。

煤炭采制样是煤质分析的重要环节，是分析误差的
主要来源。影响煤样代表性的因素主要有客观因素和主
观因素。客观因素即煤自身组成的不均匀性，主观因素
即采制样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要使试样有较强的代表 
性，必须加强采制化管理，规范采制化操作，有效缩小
人为因素造成的误差，保证煤质分析的准确性，保障优
质原料煤的供应，通过对采制样问题的分析，提出相应
的对策，有效指导了配煤炼焦，使煤炭质量持续稳定提
升，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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