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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集中供热热源厂是城市供暖的重要机构,其对城市的平稳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热源厂进厂煤与入炉

煤热值差较大的问题十分普遍,需要相关人员高度重视热值差的管理,并结合当前实际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热源厂燃煤热值差,保证燃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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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源厂用煤的质量直接影响了热源厂运行的经济性和安全性,因此要

结合实际,采取针对性措施不断优化和完善热源厂管理。现阶段,燃油价格

持续上涨,热源厂生产和经营的过程中也需要投入更高的成本。所以,采取

有效措施加大管理力度,不断降低燃煤成本也成为了热源厂工作中的重要

环节。 

1 热值差计算概述 

热源厂原煤热值差主要指统计期内,入厂煤基低位发热量与入炉煤受

到的基低位发热量的差值。入炉煤热值差是统计期内入厂煤热值与统计期

内入炉煤热值的差值。而统计期内入厂煤热值则为Σ日入厂煤量×入厂煤

低位热值/Σ统计期内入厂煤总量。统计期内入炉煤热值则为Σ日入炉煤

量×日化验入炉煤低位热值/统计期内入炉煤总量。 

2 引发入炉入厂煤热值差的主要因素 

燃煤进厂后,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热损失,尤其集中于接卸、存储和配

烧等过程,在燃烧的过程中也会无法避免的出现热损问题。通常,入厂煤的

热值要大于入炉煤的热值,而入厂煤的热值差主要展现了热源厂在原煤的

采购、检验、配备掺烧及煤炭存放管理的基本概况。同时,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热源厂材料管理的水平。依据一流热源厂的标准和要求,入厂

入炉煤的热值差值应在0.502MJ/kg以内,热源厂需结合当前实际制定合理

化的标准,实行月考核。但是在煤炭生产中,很多热源厂入厂和入炉煤热值

差均超出正常范围。 

3 入炉、入厂煤热值差的具体控制策略 

3.1加强采样的规范性,注重进厂煤质量 

首先,利用机械设备完成入厂入炉煤的采样工作,降低热源厂的热损。

其次,定期检查和校定设备,严格控制设备偏差。投运机械采样设备的过程

中,需加强性能试验及监测,试验也要由技术监督部门认定。结合热源厂的

日进煤量完成采样工作。另外,坚持静态与动态检查验收相结合的方式,

避免以次充好,做好进厂煤的质量控制。 

另外,煤样的制备在煤质分析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制样时需依据国

家的规范和标准,做好来样登记工作,之后人机交互完成采样程序,以缩合

器掺合煤,确保掺合力满足要求后方可缩分,减轻人为因素的影响。干燥煤

样的温度不得超过50度,煤样需及时送至化验室完成化验工作。若采用抽

查方式,则要合理利用快速煤质检测仪器监测煤炭中灰的占比及煤的发热

量,基于化验结果和规范的要求做好汇样和弃样处理。 

此外,化验人员在接到煤样后,应仔细检查煤的外观,若出现拆封或损

坏的现象,则需第一时间上报给有关部门,及时查处。每隔三个月检查校定

一次量热仪。同时,将工业分析仪等多种化验仪器的检验周期定为10天,

全面落实国家制定的规范和要求,及时了解煤炭的基本情况,提高化验结

果的可靠性及准确性。 

后,明确规定采点布置、深度和检验方法等,加大监督力度。创建

存样定期抽检制度,建立完整的数据库,并根据数据库的数据分析概况,

化验数据的准确性及可靠性,确定可疑值,以严格的技术培训增强操作

的规范性。 

3.2严厉打击劣质煤和掺假煤 

在采样检查和煤场检查的过程中,如发现劣质煤和掺假煤,则一律严

肃处理。采质化的三个环节主要采用3级编码和集中解码的方式,且单个环

节均需设置编码,收集到所有的编码后由专人负责解码,真正实现人样分

离,防止发生恶意换样问题。 

3.3完善煤厂管理,降低热损 

工作人员需分类摆放燃煤,采取分层压实的处理方式,有效减少煤炭

与空气的接触面积, 大限度的规避煤质挥发。再者,要切实执行和落实烧

旧存新的制度,以缩短周转周期,减少堆放的时间。通常堆放的周期在3个

月以内。且定期做好入煤厂除尘防风工作,加大现场巡逻力度,减少热损。 

3.4采取切实有效的煤质管理措施 

管理者需合理划分燃煤进厂过程,对不同环节指定负责部门和责任人,

为其分配监督工作,建立健全的监督网络,增强煤质管理和安全生产的长

期性。如发现煤质问题,则需及时督促其整改。如发现受到人为因素的影

响出现煤质事故,则应全面排查,追究责任。且定期召开煤质分析会议,探

究降低热差的有效措施,调整进厂燃料质量标准及制度规范,将煤质管理

高效落到实处。除此之外,有关部门还要加大检查力度,及时关注煤质情

况。如热差超过正常范围,则需调查质量检验中是否存在问题,班组要编写

分析报告并报送上级部门,认真分析和研究热差超标的主要原因,月绩考

核要与单位及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进而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3.5加大培训力度,增强业务能力 

科学应用班前会、班后会和安全活动等措施,加强采制化工作人员的

安全意识,深化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再者,加强技术培训,要求员工持证

上岗,做好采制化工作,规避煤质引发的争议。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热值差管理涵盖诸多的内容,管理者应当加大细节控制力

度,有效减少热损,进而以此为基础优化热源厂燃料管理工作,为热源厂创

造更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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