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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兰花科创伯方煤矿洗选厂曾是一座入选块煤

能力为 0.45Mt/a的附属矿型洗选厂，采用块煤跳汰

机+粗煤泥高频脱水筛+水力旋流器+煤泥水沉淀

池抓斗回收联合工艺流程，入选的煤种为单一的

3#无烟煤，属于强制清洁生产企业，且在 2018年 11
月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主要产品有洗中块、洗

小块、末煤三个品种，主要用于工业动力煤和锅炉

用煤。改造前，入选洗块使用的是 X2532型跳汰

机，在入洗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亟待改造。

2 存在问题

改造前，S2532型跳汰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排料系统由人工操作排料连杆，直接操作

排料，排料量忽大忽小，不连续、不稳定，产品波动

大，人为随意性大且故障率高。入洗块煤为 13
—100mm粒度，由于受筛分设备的影响，入料粒度

甚至达到 200mm左右，这就要求排料机构，必须对

大粒度的物料具有良好的适应性。而X2532型跳

汰机是利用机械拖板来调节排料口大小控制排料

量的，这种排料结构对末煤排料尚能适应，但对粒

度较大的块煤来说，受流速变化不均，导致排料量

与实际底层需要排料量不能很好对应，致使排料

忽大忽小，不连续，不稳定，并且排料口很容易被

大块物料堵塞，造成产品质量波动较大，影响经济

效益。

（2）受人为因素影响，瞬时排料量大，导致斗提

机械故障率较高，停产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由于排

浅谈SKT-8型跳汰机在伯方煤矿洗选厂的应用

摘 要：分析了伯方煤矿洗选厂原来使用的X型跳汰机存在的问题，阐述了SKT2002型跳汰机技

术特点，并介绍了SKT2002型跳汰机在伯方煤矿块煤分选中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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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忽大忽小，斗提入料不均，经常导致斗子突然被

压死，从而不得不长时间停产处理故障，工人劳动

强度增大，并且影响全矿的生产顺利进行，经济损

失严重。

（3）控制系统落后，稳定行差，自动化程度低，

操作不方便，人为因素造成的失误较多。X2532型
跳汰机，仅仅靠人经验、手持木棒来进行判断分析，

可以自动控制的因素几乎没有，大大增加了跳汰司

机的操作难度，导致操作环节不准确率增加，严重

影响产品质量。

（4）处理能力低，分选效果不好，员工劳动强

度大。矸石中带煤，甚至带块；块中带夹矸，甚

至带矸；手摇拖杆体力劳动强度大。处理能力

低不足 180t/h，矸石带煤率达到 6.5%，不能满足

生产要求。

此外，该跳汰机还存在以下问题：

（1）设备腐蚀老化严重，维修费用高，维修难度

大，处理能力低；

（2）每个跳汰室有进排气机械风阀各 1个，风

阀数量多

（3）故障率高，维修量大，运行费用高；

（4）空气压缩机风量大，功率大，耗能高；

（5）排料结构处“跑、冒、滴、漏”严重。

尽管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很多改进措

施，例如控制跳汰机入料粒度、提高跳汰司机操作

水平等，但由于自动化程度偏低，收效甚微，只能勉

强维持生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产品质量波动大和

设备故障率高的问题。因此，对跳汰机的技术改造

势在必行。

针对该跳汰机存在的问题，结合我矿原煤品种

的特点及产品的要求，通过对比国内常用的几种类

型跳汰机结构、特点和性能进行分析比较，我矿最

后选定采用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唐山研究院生产的

SKT-2002型高效智能跳汰机。

3 SKT型跳汰机的技术特点

SKT型跳汰机是煤科总院唐山分院研制的高

效现代化主选设备，按技术研发年代形成了

SKT93、SKT98、SKT99、SKT2002等多种型号的系列

跳汰机产品。

3.1排料系统排料系统

物料在跳汰机内经过多次脉动后完成分层，密

度从上向下逐渐增大。排料机构的作用是将不同

密度层的物料分别排出，其分离精度直接影响到各

级产品的质量和产率，是质量和产率的把关环节。

并能根据入料粒度范围对大粒度物料具有适应性，

能够连续、稳定、准确、可靠地将底层物料排出。采

用无溢流堰漏斗仓式稳静排料技术，其优点主要有

（1）取消了溢流堰，可防止分好层的物料撞击和翻

越溢流堰造成二次混杂。（2）增设活动溢流堰，可灵

活调节各段底流床层厚度。（3）加深了料仓，可阻止

水流在排料道中上、下窜动而影响排料的稳定。（4）
排料轮设在排料道的下方，可减小排料轮长度，增

大过料断面，使大粒度物料不易卡轮。由手工摇排

变为强制主动排料，其转速可通过智能控制变频无

级调整连续、稳定、准确的控制排料量。

3.2数控风阀系统数控风阀系统

采用了无背压，关闭无撞击，密封效果好，省力

节能的数控风阀，改变了原来阻碍盖板打开的百公

斤背压式风阀，减少了能耗，提高了风阀的开启速

度，兼备了原来风阀的优点，又避免了原来风阀的

缺点，运动无磨损，省力节能，且不易损坏。其系统

结构简单，故障率低，维修量小，运行费用低，采用

多室共用风阀技术；通过集中过滤加油，净化率提

高，润滑点少，将一套气源三联体改为一套集中净

化加油装置，大大降低了设备维护工作量。

3.3自动化控制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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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型跳汰机采用 PLC和触摸屏人机界面组

成的智能控制系统，可方便地调节和显示跳汰的

各种工艺参数。并且针对瞬时排料量大，容易压

斗提斗子问题，可以确保不压斗子情况下，设定一

个排料量最大值，很好地解决了憋压斗子问题。

SKT-2002采用浮标、角位移传感器检测床层厚

度，通过传感器在浮标上的上下摆动信号，自动控

制将采得的信号与设定值比较后，精确测得床层

厚度，通过 PLC适时控制排料系统进行精确排料。

同时数据系统采用 PLC和触摸屏组成的智能控制

系统，可方便的调节和显示跳汰机的各种工作参

数，经过系统扩充，还可以实现对给料量、总风量、

总水量以及产品参数的自动调控，并可实现同集

控系统的通讯。

4 生产效果分析

我矿洗选厂于 2015年利用春节放假期间，对

原来系统进行了技术改造并投入正常的生产运行。

生产实践证明，与原来的跳汰机相比较有以下优

点：

4.1分选效果明显改善分选效果明显改善

由于 SKT2002型跳汰机进气速度快，在床层上

升期形成的爆发力更有利于物料的分层，同时采用

了同段共用风阀，不同段跳汰频率可调技术，使跳

汰床层在同一段脉动一致，运行平稳，不同段根据

物料特性采用不同频率，使床层分层良好，入选效

率提高了2-3个百分点。

4.2故障率低故障率低

排料为变频自动排料，连续、稳定、无卡阻，使

斗提机入料连续、稳定，避免了压斗子现象，大大降

低了故障率。

4.3维修量低维修量低

风阀为四气缸驱动模式，采用了集中润滑系

统，使排污润滑零部件三联体的使用减少，大大降

低了设备维护工作量，提高了生产连续时间。

5 结束语

通过对跳汰机的更新改造，改善了跳汰机工艺

性能和工作环境，使跳汰机分选效果显著提升，大

大降低了故障率，提高了入选效率，降低了职工的

劳动强度，由原来的 0.45Mt/a提高到 0.6Mt/a，年入

洗提高了 0.15Mt/a，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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