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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就某矿为提高块煤率，增加产品附加值，采用筛破一体技术的方案研究与实践进行了总结。该项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可为相关单位借鉴。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screening and breaking integration technolog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al block rate and increase the added value of products.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has achieved good eco-

nomic benefits and can be used for relevant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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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笔者公司所在地区，一般情况下直径 13~25mm 块煤

较末煤吨煤单价高 100 元左右。综采工作面生产的煤炭经综

采破碎机和大巷胶带机头 MD1150 破碎机两级破碎后 13mm

以下末煤率为 40%~50%。为降低因破碎机破碎而增加的末

煤率，在煤料进入运输大巷胶带机头破碎机前进行筛分，可

使部分 50~350mm 煤料不经过破碎机二次破碎，进而增加产

品块煤率，提高产品附加值。

2 矿井基本情况

我公司某矿核定生产能力为 600 万 t/ 年，煤炭生产流程

如下：

采煤机生产煤料→刮板运输机→转载运输机→综采破碎

机→顺槽胶带机→大巷胶带机→大巷机头破碎机→配仓胶

带机→井底煤仓→提升机运输→洗煤厂→商品煤。

3 研究内容

研发适合矿井井下提高块煤率设备，增加用户经济效益，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研究重点与难点主要包括以下课题：

①筛分部分提高块煤率的理论计算数据；② 4000t/h 大处

理能力对设备顺畅通过能力的要求；③破碎齿型及破碎齿的

布置形式，对破碎超大块物料的咬合能力；④碎方式的研究

及齿型结构与破碎粒度之间的定量关系；⑤筛分效率和破碎

能力的关系匹配；⑥新设备整体尺寸和安装尺寸都符合现

场旧设备尺寸所需；⑦大块矸石所需瞬时破碎力和连续破

碎力的确定与选择 [1]。

4 工作原理及主要特点

4.1 工作原理

物料从入料口进入箱体后，由于若干根筛分辊和水平

成 15°大夹角，物料开始在自重和筛片转动的双重作用下

以较快速度向下移动同时进行筛分，此为初步粗筛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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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物料经此阶段后被筛分完毕并平铺在整个筛分辊上；

物料经此阶段后部分小于 350mm 的粒度已被筛下，大于

350mm 的物料经出料口被送入破碎辊进行下一步破碎 [2]。

4.2 主要特点

①筛轴、筛片等易损件容易更换；筛片采用正弦三角形

齿片，并且交错布置，不仅有利于物料的输送，而且能减小

相邻筛轴形成的死角，避免卡堵，适用于烟煤、无烟煤、褐

煤、煤矸石等物料。②结构方式：每个筛轴均由电机减速机

单独驱动，即每一组筛轴均设有一套驱动装置（或由一个电

机驱动，通过链传动、齿轮传动、皮带传动等方式同时带动

所有的筛分辊）；减速机与筛分辊之间采用弹性柱销联轴器

连接；任一组筛轴发生故障物料可在前一筛轴推动下越过故

障筛轴继续前进，设备可以照样运行。各筛轴同向等速旋转，

且有过载能力。各转动部件转动灵活，没有卡阻现象。③设

备箱体两侧设有耐磨衬板，避免物料和箱体的直接接触，大

大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并且耐磨衬板和箱体使用螺栓连接，

更换方便。④破碎系统是破碎工作部分，结构方式：一台电

动机通过力矩限制器连接减速机带动一根齿辊转动，再通过

传动齿轮带动另一组齿辊同步旋转，齿辊轴上装有破碎齿。

当物料进入破碎腔时，两齿辊将筛分辊筛分过的大块物料进

行破碎，从排料口排出，达到了充分筛分和破碎的双重目的，

破碎齿用耐磨钢制造，螺旋排列。⑤侧板用钢板组焊而成，

与左右支座联为一体，提高整体设备的稳定性。⑥集中润滑

系统用润滑脂泵，同时润滑筛分系统和破碎系统的所有轴承。

5 筛破一体机主要技术参数与结构形式

5.1 主要技术参数

齿辊分级破碎机主要技术性能：

筛分辊轴数：3 轴。

筛分功率：3x55kw。

筛分粒度：350mm。

筛分能力：2500t/h。

破碎辊轴数：2 轴。

破碎功率：400kw。

破碎能力：2000t/h。

5.2 结构形式

结构形式如图 1~3 所示。

          

图 1 结构形式（一）

图 2 结构形式（二）

图 3 结构形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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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项目与世界其他技术比较
6.1 设备结构

综合国际上传统的双齿辊破碎机，此产品在原有双齿

辊破碎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套筛分系统，符合产品粒度的

物料直接落在皮带上，需要破碎的物料比例会小很多，从

而破碎机的外形尺寸缩小很多，更适合现场安装尺寸 [3]。

6.2 使用寿命
 由于传统的双齿辊破碎机不具备筛分功能，所有的物

料都进入到破碎机中进行破碎，对于整个破碎机而言，齿辊

受力和破碎齿的磨损程度很大，新型的筛分破碎一体机由筛

分部分和破碎部分两部分组成，大部分不需要破碎的物料直

接通过筛分系统落下，极少部分大块物料进入破碎系统破

碎，大大减小了齿辊的受力和破碎齿的磨损，经工业实际试

验，此产品的寿命是传统齿辊破碎机的 2~3 倍。

7 经济效益
在现在的煤炭市场影响下，块煤价格远高于末煤，而传

统的双齿辊破碎机会出现过粉碎现象，块煤的成品率大大降

低，直接影响到矿方的经济效益，筛分破碎一体机经过现

场工业性实际试验，总结出以下数据：与现有的双齿辊破

碎机相比较，产品粒度在 50~350mm 的物料成品率提高了

6~10%，破碎齿的磨损量是现有齿辊破碎机的 1/4。按提高

6% 块煤率计算，每天按出煤量 20000t，块煤量提高 1200t

（20000×6%）。经市场调研，块煤价格比末煤高 100 元 /t，

每天额外增加 12 万元，一年按 300 天计算，总共增加利润

3600 万元。同时该套设备价格仅为进口破碎机的 60% 左右。

8 结语
现在许多矿井都存在块煤率较低的问题，本项目就解决

这一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具有很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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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数据不稳定性是否可以直接进行过滤和处理。但如手

持式 TEV 巡检设备，因为 TEV 传感器需要触碰柜体才能进

行定点测量，因此通常采取移动探测不同位置的方法来归纳

和筛选局部放电比较严重的区域。

6.2 改进方法

幅度过滤法：提高检测门限达标指数，或者是将门限值

当作启动门槛的可设置值，但实际应用时可能会造成灵敏度

降低的问题。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的需求，提高检测带宽的可设置值，

也可采用手动或是自动来调整测试频带，以此来匹配出最适

合的探测频率特性如果需要大范围地进行调整，必须把主要

的技术核心放在硬件调整上）。

7 结语

高压开关柜的暂态地电压检测手段是电力设备带电检测

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技术，它不仅可对电力设备的放电量进行

检测，同时也可对放电源的故障点进行一个初步的诊断，但

是，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不论什么样的检测手段都存在有

局限性，都不能准确检测所有的放电类型，因此在实际的应

用当中，必须根据现场故障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开关柜的故障

特点，综合超声波技术、红外成像技术、暂态地电压技术等

多种检测手段对开关柜进行检测，不能以一种方法的结论概

全，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设备的健康运行，最终达到指定的

有针对性的检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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