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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适用于测定粒度大于0.5mm的褐煤、烟煤和无烟煤等煤样各密度级的产率和质最。

1 总则

  1.1煤样可按下列密度分成不同密度级:1.30, 1.40, 1.50, 1.60, 1.70, 1.80, 2.00kg/L o
必要时增加1.25, 1.35, 1.45, 1.55, 1.90或2.lokg/L等密度。当小于1.30kg/L密度级产率大于
20%时，必须增加1.25kg/L密度。无烟煤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减少或增加某些密度级。
  1.足 测定各密度级的产率和质量。

主要参考标准:
GB 477一87《煤炭筛分试验方法》.
GB 474-83((煤样制备方法》，

M T 145一8《评定选煤厂重选设备工艺效果的计算机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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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浮沉试验煤样的重且可以根据试验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一般来说，煤样重量应符合表1
规定。

表 1

粒级，mm 最小重81,kg 粒级，mm 最小重_,kg

>100 150 13 7.5

100     一 6 4

50     一 2

25 15 0.5 1

  2.2 煤样制备应符合GB 474-83的规定。
  2.8浮沉试验煤样必须是空气干燥状态。

8 浮沉试验室

    浮沉试验应在浮沉试验室内进行，室内面积不小于36m2，室温不低于201C.

4 主要器具

  4.1重液桶:陶瓷缸或用镀锌铁板、塑料板或不锈钢板制成，桶高不低于600 m m，容积不少于5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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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网底桶:用镀锌铁板或塑料板制成，圆柱形，桶高较重液桶高50mm，直径比重液桶约小40mm,
上口带有提把，桶底用网孔尺寸为。. 5 mm的金属编织方孔网制成。
  4.1 密度计:分度值为0.001 kg/Lo

  4.4 干燥箱:自控温度，带鼓风机。
  4.5 台 (案)秤:最大称量为500(或200), 100, 20,10、和5kg的台秤或案秤各一台，其最小刻度
值应符合表2的规定。每次过秤的物料重量不得少于台秤或案秤最大称量的五分之一。

                                                表 2

最大称f, kg 最小刻度值，kg

500

100

  20

  10

  5

0.2

0.05

0.01

0.005

0.005

4二 托盘天平:最大称最为I kg,感量lg o

4.7捞勺:用网孔尺寸为0. 5 mm的金属丝编织方孔网制成。
4二 盘子:用镀锌铁板或铝板制成。

4.8煤泥桶:规格与重液桶相同。

肠 皿液的配制

    一般选用抓化锌为浮沉介质。抓化锌易溶于水，可参考表3用水配制重液。抓化锌有腐蚀性，在

配制重液和进行试验时要避免与皮肤接触，穿胶鞋，戴口罩、胶皮手套、眼镜和围胶皮围裙等。

                                                表 3

密度.kg/L 抓化锌含里。% {8}9, kg/L 抓化锌含量，%

1.30

1.40

1.50

1.60

31

39

46

52

1.70

1.80

1.90

2.00

................ ................

                58

                63

                68

                73

‘ 试验步骤 (以抓化锌为例)

6.1

中重液液面不低于350 mm,
使用。

F值准确到。.003 kg/L)装人重液桶中，并按密度大小顺序排好，每个桶
用最低一个密度的重液再装人另一个重液桶中，作为每次试验时的缓冲液

6.2浮沉试验顺序一般是从低密度逐级向高密度进行，
含量多时，可先在最高的密度液内浮沉，

如果煤样中含有易泥化的砰石或高密度物

  6.3浮沉试验之前先将煤样称重，’放人网底桶内，每次放人的煤样厚度一般不超过l00mm。用水

洗净附着在煤块上的煤泥，滤去洗水再进行浮沉试验。收集同一粒级冲洗出的煤泥水，用澄清法或过
),fi 4七同1蹄矛过祀 奋走已 「" 劫 舌 :体4健祀 :蚤，贵1淤场宁叹}w 觉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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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进币打孚沉试验时，先将盛有煤样的网底桶在最低一个密度的缓冲液内浸润一下(同理，如先浮
沉高密度物，也应在该密度的缓冲液内浸润一下)，然后提起斜放在桶边上，滤尽重液，再放人浮沉
用的最低密度的重液桶内，用木棒轻轻搅动或将网底桶缓缓地上下移动，然后使其静止分层。分层时
I闭不少于下列规定:

    a.粒度大于25mm时，分层时间为1~2 min;
    b.最小粒度为3mm时，分层时间为2一3 min;
    c. 最小粒度为1 --0.5mm时，分层时间为3一5 min,

  6.5 小心地用捞勺按一定方向捞取浮物，捞取深度不得超过100 mm。捞取时应注意勿使沉物搅起
混人浮物中。待大部分浮物捞出后，再用木棒搅动沉物，然后仍用上述方法捞取浮物，反复操作直到
捞尽为止。

  6.6 把装有沉物的网底桶慢慢提起，斜放在桶边上，滤尽重液，再把它放入下一个密度的重液桶
中。用同样方法逐次按密度顺序进行，直到该粒级煤样全部做完为止，最后将沉物倒人盘中。在试验
中应注意回收抓化锌溶液。

  6.7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应随时调整重液的密度，保证密度值的准确。
  6.8各密度级产物应分别滤去重液，用水冲净产物上残存的抓化锌 (最好用热水冲洗)，然后放人
温度不高于100℃的干燥箱内干燥，干操后取出冷却，达到空气积噪状态再进行称重。

了 分析化验和结果整理

  7.1各密度级产物和煤泥应分别缩制成分析煤样，测定其灰分(Ag)和水分(泌)。当原煤的硫
分超过1.5%时，各密度级产物都应测定全硫(SQ)。根据要求，分析化验项目可有所增减。
  7.2 各密度级产物的产率和灰分用百分数表示，取到小数点后两位。
  7.8 浮沉试验前空气干燥状态的煤样重量与浮沉试验后各密度级产物的空气干燥状态重最之和的
差值，不得超过浮沉试验前煤样重量的2%，否则应重新进行浮沉试脸。
  7.4浮沉试验前煤样灰分与浮沉试验后各密度级产物灰分的加权平均值的差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二 煤样中最大粒度大于或等于25mm:
    煤样灰分小于20%时，相对差值不得超过10%，即:

}Ag一Ag{
1- 1 x 100%<10%
} Ag    i

煤样灰分大于或等于20%时，绝对差值不能超过2%，即:

一A‘一Ail <2%
b.煤样中最大粒度小于25mm:
煤样灰分小于15%时，相对差值不得超过10%，即:

A‘一Ag

Al 一%<10%
煤样灰分大于或等于15%时，绝对差值不能超过1.5%,即:

}Ag-Ag   G 1. 5%
式中:Ag 浮沉试验前煤样的灰分，%。

    不 浮沉试验后各密度级产物的加权平均灰分，%。
  7.5将各粒级浮沉试验结果填人浮沉试验报告表 (附录A)中，将各粒级浮沉资料(包括自然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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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级)11一总出50--0.5mm粒级原煤浮沉试验综合表并绘制可选性曲线。根据要求也可汇总
0.5 mm或其他粒级的浮沉试验综合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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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浮沉试验结果的整理
      (参考件)

A.1各粒级 (包括自然级、破碎级和综合级)浮沉试验报告表如表A1、A2 , A3所示。
    筛分浮沉试验综合报告表如表A4所示。
    50--0.5 mm粒级原煤浮沉试验综合表如表A5所示。

                              表A1自然级浮沉试验报告表
    浮沉试验编号: 试验日期: 年 月 日

    煤样拉级:25一13mm(自然级) 本级占全样产率:18.322%，灰分:22.42
  全硫(S占): % 试验前煤样重量(空气干燥状态):24.965kg

重 最 质 量 累 计

密度级

kg/L 占本级产

率。%

占全样产

率，%

浮 物 沉 物
全

硫
kg 灰分，%

%}产率，%}灰分。%}产率，%}灰分，%

< 1.30   1.645

11.312

5.280

6.72

1.30-1.40

3.99

7.99

6.72 3.99 100.00 22.14

52.90 7.48 93.28 23.45

恤
一
8.380

1.40- 1.50 15.93 74.46 9.93 47.10 38.60

1.50-1.601   1 26.61 80.05 11.09 54 57.74

1.60- 1.701   0 34.65 82.75 11.86 95 66.47

25.

一
19.

.370
一
660

1.70- 1.80 0.456 43.41 84 12.56 17.25 71.45

1.80-2.00 0.606 54.47

78.73

87 13.74 15.39 74.84

.6l

-
08

> 2.00 3.165 100.00 22.14 12.92 78.73

合 计 24.494 22.14

煤 泥 0.238 0.96 19.16

总 计 24.732 100.00 22.11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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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Z 破碎级浮沉试验报告表

浮沉试验编

煤样拉级:

全硫(SIP

号:

25一13mm (破碎级)

试脸日期: 年 月 日

本级占全样产率:6.283 ，灰分:
试验前煤样重量 (空气千燥状态)

19.32%

% :24.364k$

密度级

kg/ L

重 t 质 最 累 计

kg
占本级产

率，%

占全样产

率，%
灰分.%

全

硫 ·

%

浮 物 沉 物

产率，% 灰分，% 产率，% 灰分，%

<生.30 3.437 14_26 0.893 4.84 14.26 4.84 100.00 20.37

1.30-1.40 11.768 48.82 3.057 9.20 63.08 9.2I 85.74 22.96

1.40-1.50 3.967 16.46 1.031 15.89 79.54 9.80 36.92 41.15

】50-1.60 1.107 4.59 0.287 26.74 84.13 10.73 20.46 61.47

1.60-1.70 0.372 1.54 0.097 37.42 85.67 11.21 15.87 71.52

1.70-1.80 0.270 1.12 0,070 43.31 86.79 11.62 14.33 75.19

1.80̂-2.00 0.458 1,90 0.119 54.96 88.69 12.55 13.21 77.89

> 2,00 2.725 11,31 0.708 81.74 100.00 20.37 11.31 81.74

合 计 24.104 100.00 6.262 20.37

煤 泥 0.082 0.34 0.021 15.78

总 计 24.186 100,00 6,283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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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综合级浮沉试验报告表

浮沉试验编号:

煤样粒级:25一13mm(综合级)
全硫(SQ): %

试验日期:

本级占全样产率
年     月 日

24.605%，灰分:21.63%

密度级

kg/L

重 t 质 量 累 计

kg
占本级产

率，%

占全样产

率，%
灰分.%

全

硫

%

浮 物 沉 物

产率，% 灰分，% 产率，% 灰分，%

Q -30 8.65 2.112 4.35 8.65 4.35 100.00 21.69

1.30-1.40 46.86 11.437 8.31 55.51 7.70 91.35 23.33

1.40--1.50 20.25 4.943 巧.92 75.76 9.89 44.49 39.15

1.50-1.60 5.33 1.301 26.64 81.09 11.00 24.24 58.55

1.60--1.70 2.41 0.587 35.11 83.50 11.69 18.91 67.55

1.70-1.80 1.67 0.4叨 43.39 85.17 12.31 16.50 72.29

1.80.2.00 2.32 0.567 54.57 87.49 13.43 14.83 75.54

>2.00 12.51 3.053 79.43 100.00 21.69 12.51 79.43

合 计 100.00 24.408 21.69

煤 泥 0.80 0.197 18.80

总 计 100.00 24.605 21.67

373



GB 478-87

表 A4 筛分浮沉
煤样粒级:50-0.5 mm

煤样名称: 取样日期: 年

下
50-25mm 25-13mm 13- 6 mm

产率，% 灰分，% 产率，% 灰分，% 产率，% 灰分，%

33.029

                      .

21.71 24.605 21.63 巧.874 22.83

续气 占全
样，% 灰分，%

  占本
级，叮

占全
样，%

灰分，% 占本
级， 黔

占全
样，%

灰分，%

<1.加 7.67 2.519 4.49 8.65 2.112 4.35 9.35 1.478 2.97

1.30-1.40 52.94 17.380 9.29 46.86 11.437 8.31 43.30 6.847 7.12

1.40 1.50     19.50

}

6.401 17.03 20.25 4.943 15.92 20.48 3.238 14.77

1.50一 1.60 3.63 1.191 26.68 5.33 1.301 26.64 6.37 1.007 24.87

1.60-1.70 2.08 0.683 34.92 2.41 0.587 35.11 2.99 0.473 33.67

1.70-1.80 1.36 0.447 44.33 1.67 0.408 43.39 1.85 0.292 42.08

1.80-2.00 1.96 0.642 53.46 2.32 0.567 54.57 2.17 0.344 52.32

>2.00 10.86 3.566 81.12 12.51 3.053 79.43 13.49 2.133 79.29

合 计 100.00 32.829 20.74 100.00 24.408 21.69 100.00 15.812 21.59

煤 泥 0.61 0.200 17.24 0.80 0.197 18.80 0.39 0.062 21.16

总 计 100.00 33.029 20.72 100.00 24.605 21.67 100.00 15.874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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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综合报告表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6~ 3mm 3-0.5m. 郭一0.5mm

产率，% 灰分，% 产率，% 灰分，% 产率，% 灰分，%

13.238 19.24 8.303 15.94 95一} 21.03

占本级，肠 占全样，% 灰分，% 占本级，% 占全样，%灰分.% 占本级，% 占全样，% 灰分，%

15.51 2.047 2.69 24.17 1.906 2.32 10.69 10.062 3.46

38.78 5.117 6.83 33.68 2.656 6.47 46.15 43.437 8.23

20.94 2.764 13.65 20.41 1.610 12.72 20.14 18.956 15.50

6.40 0.844 24.39 6.64 0.52连 23.01 5.17 4.867 25.50

3.11 0.410 34.05 3.13 0.247 32.07 2.55 2.400 34.28

1.92 0.254 42.34 1.62 0.128 39.81 1.62 1.529 42.94

2.17 0.286 50.88 2.16 0.170 49.94 2.13 2.009 52.91

11.17 1.474 78.19 8.19 0.646 76.99 11.55 10.872 79.64

100.00 13.196 19.19 100.00 7.887 15.90 100.00 94.132 20.50

0.65 0.087 21.59 5.01 0.416 17.13 1.01 0.962 18.16

100.00 13.283 19.21 100.00 8.303 15.96 100.00 95.094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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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50一。.5mm粒级原煤浮沉试脸综合表

累 计 分选密度士0.1

密度级

  kg/L

产率，写 】灰分.% 浮 物 沉 物

产率，%1灰分，纬 }产率，%1灰分，%

密度

kg/L
产率.%

1.30
一
1.40
一
1.50
一
1.60
一
1.70
一
1.80
一
1.90

<1.30 3.46 10.69 3.46 100.00

1.30-1.40 8.23 56.84 7.33 89.31

1.40-1.50 15.50 76.98 9.47 43.16

1.50-1.60 25.50 82.15 10.48 23 02

20.50

22.54

37.85

57.40

1.60-1.70 34.28 84.70 11.19 17.85 6466.

一
72.

1.70- 1.80 42.94

52.91

11.79 15.30 04

介
一
88.45

1.80-2.00 12.78 13.68 75.48

56.84

右6.29

25.31

  7.72

  4.17

2.69

2.13

> 2.00 100.00 20.50 11.55 79.64

合 计

79.64

20.50

煤 泥

总 计

  1.01

100.00

18.16

20.48

A.2按原煤浮沉试验综合表(表A5)绘制50- 0.5 mm粒级原煤可选性曲线:
    在200 x 200mm坐标纸上绘制5条曲线(图A1):浮物曲线刀、沉物曲线0、密度曲线d、灰

分特性曲线A和密度1 0.1 kg/L曲线。。
    b.

土0.1

      c.

在200 x 350mm坐标纸上绘$90耶尔曲线M(代替,6, 0和11三条曲线)、密度曲线a和密度
kg/ L曲线￡(图A2)。

可选性曲线的绘制方法也可根据M T 145一86进行。
①

②

注，

376

绘制可选性曲线时a和b任选一种。

迈耶尔曲线的右边纵坐标是根据相似三角形原理对灰分坐标的延伸。



GB 178-87

漪度8，‘“/L

z.1 z.0 1.9

10

90

80

功

60

功

40

30

即

10

7    1.8 5 1孟 l.3

l
.
卜
粉
忆
季
崔

曳
卜
斗
生
浪
份

100
20    30 50    60 80     90 _j0l00

灰分A ̀,%

图 A1 可选性曲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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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可选性曲线示例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提出，由煤炭科学研究院唐山分院归口。
本标准由煤炭科学研究院唐山分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安文华、黄军辉、张椒芹。

本标准于1964年首次发布。
本标准委托煤炭科学研究院唐山分院负责解释。



煤炭 浮沉试 验方法

(GB 478-87)宣贯说明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唐山分院 安文华)

1 概述

    浮沉试验，就是“用不同密度的重液使煤样分成不同的密度级，以测定各级产物的产率和特性”。进

行原煤浮沉试验的目的在于了解煤炭的可选性，即侧定煤炭的密度组成及其质量特征，以便为合理利用

煤炭和设计选煤厂提供依据。对人洗原煤及其产品的浮沉试验则可用于评价选煤工艺效果和指导生产。

2 标准的沿革

2.1 关于GB 478-64t(煤炭浮沉试验方法》标准

    煤炭工业部于1959年制定了煤炭浮沉试验方法，编人“矿井煤质检查和洗煤厂技术检查规程”(草

案)第三章，后来又在总结我国进行煤炭浮沉试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若干国外标准于1964年制

定了GB 478-64((煤炭浮沉试验方法》，这是我国首次正式发布实施的第一个煤炭浮沉试验方法标准，

它是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唐山分院负贵起草的。GB 478-64参考的国外标准有:C'OCF 4790-58(原苏

联)Ijis M-8801(日本)。

2. 2 GB 478-64的首次修订

    在GB 478-64执行了16年之后，1980年完成了第一次修订工作，形成了GB 478-80《煤炭浮沉

试验方法》，起草单位是煤科总院唐山分院、峰峰矿务局、内蒙古煤田地质科研所和淮南矿务局。当时，除

了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外标准以外，还对某些项目进行了大量科学试验，在此基础上对GB 478-64

作了较大修改，主要修改之处有以下几点:

    a)取消使用有机溶液作重液;

    b)增加了关于300mm粒级浮沉煤样重量的规定，

    c)对于小于50mm各粒级，作出了减少浮沉试验煤样重量的规定;

    d)对浮沉试验的静止时间作了某些改动;

    e)提高了煤样烘干温度(由50C改为100"C ),

    另外，GB 478-80附录中关于浮沉试验报告表的计算示例有些错误，例如把浮沉煤泥按比例分配

到各浮沉级。另外，关于产率精度的规定亦不符合实际，综合级灰分取小数点后一位也不合理。因此造

成了一些混乱。这些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科学地分析称量精度与产率精度之间的关系。“灰分精度”脱离

了实践的需要，没有反映化验误差的真实性。

2.3 GB 478-87((煤炭浮沉试验方法》的形成

    根据选煤技术不断发展的需要，在煤炭工业部生产司主持全国煤质资料汇编工作和生产管理中，证

实了GB 478-80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由于该标准中(特别是示例)存在的某些错误，不便于推广使

用，影响到资料的科学性、准确性。因此，煤炭工业部指示，要尽早修订GB 478-80执行新的标准。

    此次(第二次)修订是在1985年完成的，并于1985年12月通过了送审稿审查,1986年初完成报批

稿。一直到1987年2月14日才由原国家标准局批准发布，1987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编号和名称为

G B 478--87((煤炭浮沉试验方法》.

3 实施本标准的注愈事项

    GB 478是一项应用十分广泛的国家标准，下面就贯彻实施GB 478--87的一些重要事项作如下说



明:

3.1 关」一密度级

    木次修订中更改了密度级的数目，原标准(GB 478--80)规定的重液密度为 1. 3,1.4,1. 5,1. 6和

I . 8g/cni' ,现增加T 1. 70和2. OOg/cm'两种密度，这样不仅把密度级从6个增至8个。同时也把重液密

度的精度明确表示为小数点后两位、这与条文规定相呼应，符合评定煤炭可选性应用的要求。条文还规

定必要时可增加或减少 一些密度级，并具体规定当<1.30g/cm'密度级的产率大于20%时，必须增加密
度为I . 25g/cm‘的重液

    增加密度级不仅适应了选煤技术的需要，也方便了国际交流，提高了GB 478-87的国际性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高硫煤分选、硫铁矿回收、无烟煤洗选、洗研的综合利用、重介三产品旋

流器分选等，都对高密度重液的浮沉试验提出要求，原标准规定最高密度为1.80g/cm'，已不能满足需

要，常规就应当提高到200g/cm'，有些情况则需要把浮沉试验的密度级提高到2. 40g/cm“左右。而超低

灰分精煤的洗选，则需要增加低密度的密度级，例如1. 25g/cm，或更低。

    以浮沉试验技术的角度来看，2. OOg/cm'以上的高密度重液配制比较困难。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

在常温下配制密度为2. OOg/cm“的抓化锌重液是可能的。有的单位(如北京矿务局)还配制成功了密度

1%达2. 20g/cm'的氯化锌重液(加热配制法)。为了保证本标准的正确实施，在第3条中补充了浮沉试验
室“室温不低于20 C”的规定。室温太低，配制高密度抓化锌重液比较困难。

3.2 关于重液

    本标准从经济、实用等方面考虑，没有提及有机重液。由于标准修订当时新型高密度重液也尚未问

世，因此标准只规定了用氛化锌一种重液。

    近年来无机高密度重液相继研制成功，为增设高密度级浮沉试验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于少量细粒级试样，特别是当试样易于泥化时，亦应考虑采用有机重液。

I3 试样重量及其试验误差的规定

    本标准规定的各粒级浮沉试样重量(GB 478-87表 1)是根据理论分析和科学试验而确定的，与

G13 478--64,GB 478-80两项国家标准是基本一致的，经过实践证实是合适的最小重量。如果严格执行

GB 474--83《煤样制备方法》制备试样，是能够满足7. 3条和7. 4条所规定的试验误差的。

    经验证明，大粒级浮沉试验易于出现误差超限，因此对其重量应当予以保证，尽可能多一些，缩分和

制样过程都应十分细心。含有易于泥化的研石时，用水喷洗回收煤泥和冲洗抓化锌残留物时，更应精心，

不可过量

3.4 试验操作的关键

    第6条(试验步骤)是执行本标准的关键，这些条文是多年来许多试验单位实践经验的总结，一定要

严格执行，杜绝人为误差。操作的关键有以下几点:

3.4门 经常调试重液的密度，使其准确到。.0038/cm'。因为煤粒会吸附重液，当进人下一级浮沉试验

时。会使重液的密度发生变化，最好每次捞浮物时都用密度计先检查一下该重液的密度。并及时调整到

正确的密度

3.4.2 浮沉煤样放入浮沉桶中的数量，每次以在浮沉捅内的厚度不超过l00mm为限。切不可图快而

随意加大每次的浮沉试样数量，否则会造成试验误差超过规定。

3.4.3 注意回收浮沉煤泥，并精确处理和计量。

3.4.4 煤样放人重液桶之后，轻轻搅动，严格掌握分层时间，不可急于捞取浮物。

3.4.5 严格掌握捞取深度。因为有些煤粒的密度可能与重液密度相同或接近，这些煤粒会停留在任何

位置，捞取深度随意变化会造成人为试验误差。

3.4.6 第6.8条称量于操后的样品时，一定要达到完全冷却至空气干操状态，不可“趁热打铁气

I5 关于计量和产率精度问题

    本次修if时，一专门对计量与产率精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确定了所用量具(台称或案称)的最小

刻度值，选取标准列人GB 478-87表2



    根据选煤技术的需要，各密度级产物的产率(百分数)的有效数字应取到小数点后两位((7. 2条)。用

4. 5条规定的台(案)称称量是能够满足这一规定的，完全可以取得所要求的有效位数。例如25-13mm

粒级的浮沉试样的重量规定为)15kg (GB 478-87表 1)，为了保证最大有效位数为五位(即

100.00%)，则质量应读到小数点后三位。我们知道IOkg和5kg台称均可读取小数点后三位，而lkg托

盘天平(4. 6条)则可读取小数点后四位

    产率(百分数)取小数点后两位的规定是指最终计算结果，计算过程中应多取一位，以保证准确度。

3.6 关于附录A

    附录A中，增加了迈耶尔曲线(M曲线)的绘制(A.2条)，主要目的是为了与MT 145-861(评定选

煤厂重选设备工艺效果的计算机算法》取得一致。附录A中的附表((1-5)是原煤浮沉试验实例，每一粒

级都有自然级、破碎级和综合级，即表A1、表A2和表A3。表A4是筛分浮沉综合表，各粒级分别综合好

之后，即可得出表A4。表A5是用来绘制可选性曲线的，同时，从本表中还可直接看出煤样的浮沉组成

和可选性。表A5是50̂  0. 5mm粒级原煤的浮沉试验结果，根据需要也可以综合出任何粒级的浮沉试

验结果来，例如100̂-0. 5mm或13-v 0. 5mm粒级。

    各浮沉试验表中“煤泥”一项，是指浮沉煤泥(第6.3条)。此次举例中剐去了“带煤泥’，一项，实际上

“带煤泥”计，就是“总计”减去“煤泥”的差。例如:表A1中占本级产率一栏，合计(不包括煤泥)为

10 000%,煤泥为0. 96%，总计为10 0000o，带煤泥计则为(100. 00-0. 96)%=99-04%.

附录A是参考件，附表及举例仅供参考，使用时可根据需要增加或减少某些项目、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