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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管式压滤脱水工艺的影响因素如物料浓度、粒度组成、过滤压力等通过实验进行r分

析与讨论，同时对管式压滤脱水工艺与传统的板框压滤脱水工艺的脱水效果进行了比较，并确定

丁在实验系统下的最佳工艺操作条件，为管式压滤机工业性试验提供了一定的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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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采煤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选煤厂煤 了选煤厂选煤产品中细粒级甚至超细粒级煤

炭分选过程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选煤厂中原 量的增加，加重了选煤厂浮选精煤脱水作业

生煤泥和次生煤泥量大大增加。鉴于洁净煤 的负担。在众多过滤设备中，管式压滤机作

的潜在市场及对环境保护的意义，国内外选 为一种微细粒物料的高效脱水设备，在实际

煤工作者把对煤炭的深度脱硫、降灰作为今 应用中逐渐显示其特有的优势。首先，管式

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之一，这就需要将煤 压滤机为厚壁圆筒形构件，承载能力高，由于

炭磨细使矿物呈单体解离状态’“，从而导致 自增强效应的作用”1，其筒体的疲劳强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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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幅度提高，工作压力可达14MPa，为达到

较高的分离速率提供了保障。其次，由于管

式压滤机的特殊结构，过滤过程属于二维过

滤，其过滤理论与一维过滤有明显不同”o，

而且装配有强化脱水措施，可采用隔膜压榨

强化滤饼脱水。第三，管式压滤机结构简单，

运动部件少；同时，由于管式压滤机可由多管

组成，每组压滤管2～3min便可完成一个循

环，从而弥补了因其间断性操作面对其运行

效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目前，管式压滤机

国外应用较多，国内还很少见其相关的报道，

所以针对我国浮选精煤的特点开展对管式压

滤机脱水工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

1 实验部分

1．1管式压滤脱水的工作原理(见图1)

(a)进浆压滤：料浆在流体静压的作用

下进入密封的环形滤室。由于压差的作用，

迫使滤液穿过滤布顺着通道排出，实现固液

分离，直至滤室充满固体颗粒形成滤饼。

(b)压榨脱水：进浆压滤一定时间后停

止给料，向隔膜与外筒间充人高压气体，迫使

隔膜膨胀并挤压滤饼，实现强化脱水。

(c)辅助工序：内筒在液压装置作用下

向下移出机体，完成卸饼；然后内筒提升复

位，进入下一压滤循环：

(a)进浆压滤 (b)压棒脱水 (c)辅助工序

图J 管式压滤脱水过程示意图

I．2实验系统(见图2)

1．3实验煤样

采用淮北矿务局临涣选煤厂、大屯选煤

厂和徐州矿务局庞庄选煤厂的浮选精煤，其

筛分结果见表l～3。

2实验结果与讨论

2．1 韧料性质对脱水效果的影响

2．1．1人料浓度的影响 圈2微细粒浮选精煤管式压滤脱水工艺系
人料浓度显著影响过滤阻力。针对浮选 统简图

精煤人料，在150—3509／L的浓度范围内进 1．搅拌桶，2．贮料罐，3．管式压滤机，4．风包，5．

行脱水实验，实验结果见图3。 压风机，6．7．8．压力表，9一15．阀门．16．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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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 临涣选煤厂浮选精煤粒度组成

0．5 0．25 0．125 0．074

一 ～ 一 一 一0

0．25 0．125 0 074 0．045、

045

含量／％ 22．28 22．87 14．16 10．99 29．70

灰分／％ 7 86 lO．7l 12．00 12．70 13．76

累计含量／％100．00 77，2 54．85 40，69 29．70

表2大屯选煤厂浮选精煤粒度组成

粒级 o?005 o’孑5 0‘074一o．o∞
／mm

0．25 O．125 0．074 0．045

含量／％ 1．32 2．8】 11．07 17 16 67．64

藏分／％ 4．35 4．77 9 06 lO 56 11．83

累计含量／％100 00 98 68 95 87 84 80 67．64

衰3庞庄选煤厂浮选精煤粒度组成

0．5 0．25 0．】25 0．074

一 一 一 一 一0．045

0．25 O．125 O．074 0．045

禽量，％ 3．镐m．惶¨16担m 40．24

灰分／％ 5．56 7．06 10．24 11．06 12．15

累计含量／％】00 00 96 22 86．10 6R．34 4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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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入料浓度对脱水效果的影响

当人料浓度由1509／L提高到350∥L

时，滤饼水分与滤液固含量逐渐降低。可以

认为随着浓度的增大，滤饼形成的速度加快，

滤饼层的结构得到了改善，从而降低了滤饼

阻力和滤饼水分；同时浓度的增大又增强了

颗粒间的相互干扰，从而减少了细颗粒穿过

过滤介质的几率。通过实验数据也可看出，

对于管式压滤而言，提高入料浓度对改善滤

液质量是有利的，但同时浓度过大也会产生

一些不利影响。在本实验系统中，人料浓度

应保持在2509／L左右。

2．】．2物料粒度组成对脱水效果的影晌

本实验主要研究微细粒浮选精煤的脱水

效果，所以选用物料细度作为衡量粒瘦组成

的指标。将物料细度定义为物料中一o．074

mm粒级物料所占的百分比。在浓度200∥

L、静压o．6MPa下，选取三个不同细度的煤

样进行管式压滤脱水实验(不含强化脱水措

施)，同时在相同操作条件下，借助板框压滤

机做了一组脱水实验，进行脱水效果的比较。

实验结聚见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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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物料粒度组成对脱水效果的影响

由图4可知，随着物料细度的增大，过滤

速率降低，滤饼水分增大。对于不同细度的

人料，管式压滤滤饼水分均低于板框压滤滤

饼水分。分析原因。对于相同的滤饼体积，二

维滤饼颗粒间固体压缩压力随滤饼体积增加

而增大的幅度要小于一维滤饼中的变化：因

此在相同的条件下，二维滤饼较一维滤饼更

容易维持较高的液压从而保证了较高的过滤

速率，而且对于相同的滤饼体积，二维过滤具

有更大的有效过滤面积从而也保证了较高的

过滤速率，通过图5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细

度为40 69％时，板框压滤滤饼水分为

2I．5l％，而管式压滤滤饼水分为20．82％。

耜差O，69％；当细度为84．80％，水分榴差

1．22％。说明当粒度相对较粗时，对于两种

压滤工艺而言，滤饼水分均能在一定压差作

用下迅速排出；丽当粒度相对较缅时．滤饼空

隙尺寸较小，此时管式压滤滤饼内部液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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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较高，所以滤饼水分也较低。而且管式压

滤脱水工艺对于细粒级含量较高的物料具有

一定的适应性，滤饼水分随人料粒度变化而

产牛的波动栩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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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累计滤液量与时间的变化

2．2工艺条件对脱水效果的影响

2．2．1过滤压力的影响

浮选精煤滤饼可压缩性较小，因此提高

过滤压力对降低滤饼水分是十分有利的，特

别是对粒度较粗的浮选精煤。但随着粒度变

细，情况则发生变化。针对不同细度的浮选

精煤人料在不同压力下做了一组脱水实验，

结果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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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过滤压差对滤饼水分的影响

实验数据表明，随着过滤压力的增大，不

同细度的人料滤饼水分均呈下降趋势，这说

明提高过滤压力有利于改善管式匿滤脱水工

艺的过滤效果。但对粒度较细的浮选精煤，

其滤饼水分随压差的提高而降低的趋势更为

平缓。分析原因，粒度变细使滤饼空隙率下

降，脱水难度增大，另外浮选精煤中不可避免

存在一定的浮选药剂，使细小颗粒问极易发

生絮凝作用，使滤饼产生特殊的空隙结

构”3，增大压力的脱水作用已不明显。

2．2．2隔膜压榨的影响

对于微细粒物料脱水而言，单纯靠提高

压力降低滤饼水分已很有限，配以强化脱水

措施非常必要，管式压滤机配有隔膜压榨强

化脱水措施。针对细度为84．80％微细粒浮

选精煤在2．2．1的基础上进行隔膜压榨脱水

实验，结果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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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压榨压力对滤饼水分的影响

实验数据表明，随着隔膜压榨压力的提

高，滤饼水分继续降低，当压力达到o．8MPa

时水分降低趋于平缓。分析厦因，从滤饼电

子扫描图可以看出，施加隔膜压榨的滤饼结

构明显不同于单一施加流体静压的滤饼结

构。采用隔膜压榨以后滤饼空隙率降低，滤

饼的特殊空隙结构被破坏，滤饼结构更紧密，

滤饼压密比更大。

可见，利用管式压滤机的结构特点．采用

隔膜压榨为强化脱水措施的条件下，可最大

限度地提高整个工艺过程的脱水效率。

3 结 论

通过对管式压滤机脱水工艺的实验研

究，可以看出管式压滤机在微细粒浮选精煤

脱水方面与目前常用的板框压滤机相比还是

很有优势的，可以替代板框压滤机成为微细

粒浮选精煤脱水的主流设备。对于本实验系

统，管式压滤脱水工艺可以有效地处理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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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84．80％的微细粒浮选精煤，其工艺条件

为：人料浓度2 5 o g／L，流体静压力为

O．6MPa，隔膜压榨压力为O，5MPa，这一工艺

条件在实际应用中也比较容易实现，滤饼水

分可有效控制在2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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