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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煤质化验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因环境、仪器、人

为等因素造成的误差，影响了最终的化验结果，不能为

煤炭的生产提供准确、详实的依据。对于煤质化验中产

生的误差，需要认真的进行分析，找到出现误差的真正

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误差，

高质量完成所有煤质化验环节的操作。

1 煤质化验的目的与化验内容
1.1 煤质化验的目的

开展煤质化验的主要目的是掌握煤的组成、性质以

及结构，让煤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所以必要按照国家

规范的要求与标准开展煤质的分析和验证。在实际的操

作中，虽然国家有明确的标准规定，但因为测试技术与

条件的各不相同，就会十分容易出现有测定误差的出现，

煤炭的应用受此误差影响很大，会对煤炭的质量出现判

断上的失误，并且也会影响到煤体的生产、销售、服务

等诸多环节。

1.2 煤质化验的内容

对于煤质的化验包括很多内容，基本都是常规的化

验项目，在对煤的工业分析中都有明确的要求，主要是

有煤的灰分、水分、测定燃烧值、煤的挥发成分、计算

固定碳等内容。

1.2.1 煤的水分

煤中如果增加了水分，就会使得它的有效成分的减

少，会影响到这种一次性消费能源中的热值。根据相关

理论，水分在煤里的每多两个百分点，其就会降低发热

量 100 千卡 /kg 左右。在企业的实际生产过程中，煤炭

消费中的水分蒸发必然会消耗相当多的热能，同时，煤

炭在运输途中，因为含有水分，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卸

车比较困难及煤仓的储煤量会变小。另外，如果是精煤

里也含有较高的水分，很有可能会导致焦化周期过长或

生产效率的降低。

1.2.2 煤的灰分

另一项在煤质检测中重要的内容是煤的灰分化验。

从理论方面讲，灰分在煤里的含量高，它的机质含量就

会降低，在燃烧过程中原煤散发的热量必然会下降，并

且也会对燃煤设备在某些程度上造成一定的危害。在洗

煤作业时，洗选作业的显性指标通常都会由煤炭里的灰

分担任。但在实际的化验中，能够发现可以实现煤灰渣

二次利用的高灰分煤，它能作为水泥砖以及制作煤样熟

料水泥的原料。

1.2.3 煤的挥发分

指得是煤的挥发分产率，会对煤质化验结果有一些

影响，但它并不是煤体里的固有成分，是由 CH4、H2 及

其他的碳氢化合物组成了煤炭挥发分。从煤化角度讲，

挥发度越高的煤炭它的煤化程度就会越低。如果能够化

验出煤的挥发，也就能够对炼焦产出率进行估测；在煤

配焦炭的燃烧过程中也可以用来对煤配比例进行确定。

该项化验值将为原煤的生产以及燃烧设备对煤源的选取

提供数据方面的支撑。

1.2.4 煤的固定碳

通常都会用煤的固定碳指标来测评煤的发热量，它

是一种对煤炭发热量计算的重要参数。从煤的品质看，

煤的固定碳通常会随着它的质变有所提升，烟煤里的固

定碳含量要高于褐煤；无烟煤的固定含碳量要明显高于

烟煤长。另外，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煤的固定含碳量也

经常用来作为重要的燃煤经济指标参数。

1.2.5 煤的最高内水分

煤的最高内水分也就是煤的容积水，很多国家都是

这样定义的，其中还包括包藏水、平衡水与最大含水量。

与之有很大关联的是煤的空隙度，故而，也会将煤的最

高内水分当作对煤化程度测评的关键参数。另外，煤的

最高内水分也能对煤质在发热量、粘接性等层面有一定

的反映，可以用来区分低煤化煤。

1.2.6 煤的全硫

作为煤的伴生物，硫的产生是煤体里有比较大危害

的物质之一，同时也是大气污染中毒燃煤的重要测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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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通常情况下，煤碳里硫的含量越高就会出现实用价

值越低的情况。例如，动力煤的燃烧，它会出现亚硫酸

的物质，这种物质会在很大程度上对燃烧设备造成腐蚀，

更为严重的是会造成对一些周围的环境产生很大的环境

污染。在工业炼钢过程中，如果硫的含量上升，超出预

定值，钢材废品率就会大幅上升。

1.2.7 煤的元素分析

通过煤质化验，能对煤里的元素进行成分的测定，

如氢、碳、氧等。原煤主要成分就是氢、碳、氧，可以

占整个煤炭质量大约 95%。煤炭的种类通常都是由煤炭

里各种元素含量的差异性决定的。例如，以含碳量为指

标来划分，无烟煤、烟煤以及泥煤都会存在碳的含量的

各自不同，无烟煤是所有煤里含碳量最高的；煤中的氧、

氢含量会随着不同煤出现的变质程度不同而表现的不

同，无烟煤仅有 1.5% 左右氢含量，这是含量最低的种 

类。

2 煤质化验的重要性
2013 年，澳大利亚煤货船，运送重量 11 万 3 千多吨，

480 万美元价值的煤炭到了我国港口，在接受检查的过

程中，发现这批煤炭实际检测指标与澳方申报的发热量、

中灰分存在很大的差异，在随后的检测中，发现了是使

用矸石来冒充煤炭的欺诈行为；2010 年，来自东南亚

印尼的货船从其国家向我国运来了重量有 4 万多吨的煤 

炭，日照港口海关的检验人员采取了当今世界十分先进

的技术方法，对这批煤炭实施了检测化验，很快结果就

出来了，相关数据显示这一船的煤炭性能十分差，从而

挽救了高达 630 万美元的煤炭贸易，避免了我方的重大

损失；2013 年，一艘来自美国的烟煤货船，报检重量 5

万 6 千 t，价值 490 万美元，对其实施抽样检测化验后

发现，这批煤炭的含硫量有 2.9%，远远高于规定的标准，

被迅速退回。我国如果使用了这批煤炭，将会对环境造

成极大的破坏与污染。通过我国发生的上述事例，可以

充分的说明煤质化验的重要性。

煤是一种由 S、N、H、C、O 等多种元素组成的可

燃固体。因为原始沉淀物质以及时间的不同，其煤质也

会有很大的不同。种类不同的煤其开采、使用的技术和

方法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人类生存离不开的重要能

源。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需要对其煤

质有完全的了解与掌握。对媒体进行必要的化验，可以

了解其性质、结构，掌握其变化的各种规律，为更好地

让煤炭服务于人类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另外，通过对

煤质的化验，能够检验出煤炭所具备的成分与质量，除

了能对煤炭生产质量实施有效控制外，也能担负起对煤

炭质量的监测，上述 3 个事例充分说明煤炭化验的重要

性，对于促进煤炭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煤质化验误差原因分析
在煤质化验中出现的误差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随

机误差，一种是系统误差，还有一种是偶然误差，这些

误差对于化验的最终结果有很大的影响，所在确定最终

数据结果时要进行必要的修正。

3.1 系统误差

产生系统误差的大多数原因是由化验设备造成的，

如试剂、仪器等，当然也包括测量方法。故而在化验过

程中要将仪器校正好，清洁试剂容器，也要使用离子水。

在进行酸碱滴定的操作中，一定要正确使用指示剂，这

是个十分关键的环节。需要在测试时通过多次的试验，

使用的指示剂要求等当点 pH 以及 pH 变色范围接近，

滴定误差就会减少了很多。

出现系统误差，主要原因是采取化验的方法过于固

定，包括方法误差与仪器两个方面。方法误差是没有完

善化验方法而导致，也包括在化验操作过程中出现的视

觉误差；仪器误差则是因为所使用的化验仪器没有通过

计量部门的校准及检验而导致的。

3.2 偶然误差

偶然误差实际上就是由于失误而产生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环境的变化、电流电压等意外情况的发散而导致

化验结果受到了影响，就产生了误差。防止出现这类误

差的出现，重点还是防患于未然，让煤质化验室尽量处

于比较封闭的环境之中，并且让化验室的湿度、温度都

符合规范标准要求，并保持环境的足够平稳，只要在化

验操作中采取正确的方法，这方面的误差必然会减少，

也是完全可以预防的。系统误差与偶然误差，两者都能

让化验产生的数据出现偏差，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采取多次反复的测定，就完全能够发现出现绝对值正号

和负号的几率是一致的，所以尽管出现了数据上的偶然

误差，却能采取多次数测定就能还原真实的数据，减少

到零。由此可见，化验人员只要熟练地使用化验操作技

术，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规范和标准进行细致认真的化

验，就能让偶然误差造成的影响变得最小。开展煤质化

验时，化验人员及相关分析人员要对化验结果的正确性

进行深入的分析，善于从中找到误差出现的真正原因，

并及时进行纠正，尽量减少煤质化验产生的误差。

3.3 随机误差

随机误差是由于在煤质化验中一些偶然的发生情况

产生的，该种误差的出现的，有可能影响到测试结果的

不可控及没有加控制因素比较小的些许波动。随机误差

通常包括制样误差、采样误差、分析误差、干燥误差等。

在煤质化验的采集、制样以及化验等环节中，都会出现

随机误差，从实际操作经验来看，在采集环节出现随机

误差的几率是 80%，在制样环节出现的随机误差几率是

16%，化验环节几率是 4%。

4 减少煤质化验误差的控制措施
从理论上讲，煤质化验出现的误差是能够消除的，

因此，在进行化验工作时，要对煤质化验的数据处理方

法以及化验条件实施必要的改进，增强化验人员的展业

技能和综合职业素养等，使得他们在化验操作中降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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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出现的几率，要让煤质化验的整个过程中走向规范化、

标准化、职业化。

4.1 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实施采集和制样

煤质化验的采样就是从一堆煤里采集具有代表性、

有一定数量的原始煤做样品；制样就是将采集到的煤样

进行掺和、粉碎、缩分、过筛等步骤，制作成煤样，一

并进行化验，如图 1 所示。严格按照国家规范与标准实

施煤质的采样、制样，这样就能大大减少煤质化验的误

差。采样工作开始，要先确定需要采集煤样的多少，然

后确定采样具体的点；为保证进入化验室的煤样具有代

表性，在实际的制作煤样的过程中，要掌握好几个基本

操作，如破碎、缩分、混匀与空气平衡等；在煤样制备

系统的操作过程中，也需要把握好力度和质量之间的关

系。如有没能达到煤样质量要求的情况出现，可以使用

转瓶法实现正确的制样，方法如下：盖严煤样瓶子，食

指将瓶盖按住，然后用别的手指以瓶身为轴握住，同时

手腕转动。不停地手腕转动，能够让煤样在瓶子里竖直

与水平两个方向不断地进行混合翻滚，这样就达到了混

合煤样的目的，然后放下，当瓶子里没有飞起的煤粉，

再开始制作成样。

图 1   煤炭取样流程
4.2 化验时降低误差的方法

开始化验前，必须对化验室里有关煤质化验的量具、

器具进行检查与校准；为防止化验用试剂出现不纯的情

况而导致的误差，可以选择不加式样，采取和分析式样

基本相同的操作条件与步骤展开化验操作；在化验过程

中，为明确是否存在系统误差，可以运用对比化验。把

煤炭样品、煤炭标准物质采取在同等化验条件下的测 

定，通过比较标准物质标准值和测定值来确定它们之间

的一致性。

4.3 提高整体质检人员的素质

对煤质进行化验的质检人员工作能力的强弱对化验

结果的准确性必然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煤质的质

检人员需要有很强的业务能力与职业素养，在工作之中

认真负责，严谨务实，在煤质化验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国

家相关的规范与标准，敢于负责、仔细分析，确保每个

化验的数据都十分准确、可靠。此外，企业也要增加对

质检人员的业务培训，让他们的专业知识与操作能力全

面得到提升，增强工作责任心，确保整个每一次的化验

都是科学与精准的煤质化验，化验质量不断攀升。

4.4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完善煤质化验所需的检测设备。建立十分完整详尽

的档案，用来对主要的仪器和设备进行专门的记录，详

细描述整个化验操作规程，同时要有专人负责管理，对

仪器设备进行定期的保养与维护，开展校准、检定以及

检测工作；做好技术验证工作。严格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并对化验结果实施复核、自检与审核，如果发现其中出

现问题，要抓紧时间迅速处理，随后再进行复检程序，

确保化验数据的准确度；需要对化验结果有十分精准的

描述。化验结果出来后，形成书面的结论，这是质检机

构对被化验的煤质给出的最权威的、综合性评价，因此，

对结论的描述一定要做到完整、准确，用词要严谨、准 

确、科学、不能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叙述的要简明，

词能达意，化验的结论和化验的依据要保持一致。

4.5 深化化验技术，更新化验设备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得到迅猛的发展，煤质化验的

技术也因此得到了提升和发展，推动了化验质量的越来

越精准，这就为煤质化验的整体质量提高做好了重要的

铺垫。因此，要加强先进技术与各类精密仪器得到了普

及和应用，让化验技术产生了质的变化与飞跃，使得原

本经常出现的人为因素的误差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渐渐消

除，化验的数据越来越接近真实的数据，对煤质的组成、

性质以及结构了有更加准确的了解和认识。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实施采集和制样；化

验时降低误差的方法；提高整体质检人员的素质；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深化化验技术，更新化验设备，通过在

煤质化验中实施减少误差的控制措施，能规范操作流程

和方法，最大程度地避免误差的出现，让化验结果和数

据更加接近真实的煤质，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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