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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论

受的托付，我们对‚循环经济工程—煤矸石综合利用工程‛工程可行性进展了

争论，通过对该工程所在地区的市场、环境、交通、电力、给排水、通讯等条件

进展调查，收集有关根底资料，并与建设单位交换意见，在认真调查和分析资料

的根底上编制了《循环经济工程—煤矸石综合利用工程可行性争论报告》。

一、工程概况及目标

工程名称:循环经济工程—煤矸石综合利用工程

建设地点：长沙市芙蓉区。

承办单位：

工程法人代表： 

工程性质：建

工程建设期限：2 年

循环经济工程—煤矸石综合利用工程工程总部拟建于湖南省芙蓉区内，芙蓉

区地处省会长沙的中心，是长沙市的窗口城区。省委、省军区等党政机关集合于

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度密集。长沙火车站、长沙汽车东站、湖

南通信指挥中心等交通、信息枢纽驻于区内，五一大道、芙蓉路等 20 多条城市

主次干道纵横穿插，京珠高速大路穿境而过，黄花国际机场毗邻而居，交通格外

便利。

工程建设目标：

建立起完善体系的煤矸石利用系统，依据煤矸石的特性对其进展有效处理， 

生产出各种产品满足社会需求。



二、工程建设单位简介 

三、可行性报告编制依据

1、政治局其次十一次集体学习内容‚关于我国经济社会进展战略 的假设干

问题‛中胡锦涛强调：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进展，加快社会事业进展，健全和创社会治理

体制和治理方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要坚持实施可持续进展战略，大力进展循

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2、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快进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意见》

3、国家计委计投资[1993]530 号文件《建设工程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

4、建设部颁发的有关标准、标准、定额；

5、《长沙市国民经济与社会进展第十一个五年打算》；

6、其他文件资料。

四、可行性报告编制内容

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和行业标准、规程，国家发改委《循环经济将成为我国政

府投资重点》等有关政策法规及循环经济工程—煤矸石综合利用工程工程的具体要

求，本可研报告对工程建设的必要性、本地固体废物资源、生产加工、综合利用

以及工程建设规模和内容、工程选址、工程技术与建设方案、环境保护、工程实

施进度，特别对工程要求废旧汽车的再生利用资源进展了分析和评述，对工程的投

资估算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进展全面论证和争论。

五、建设方案与争论结论

(一)建设内容及规模

1.功能定位

循环经济工程—煤矸石综合利用工程工程定位为一个年处理固体废物 10 万



吨的生产力量，以处理煤矸石固体为主，其他固体废物为辅。

2.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工程建设内容为：办公大楼、三个生产工厂，停车场、道路及其他关心设

施。

(二)劳动定员及职工来源

本工程共需员工 800 人，各类人员依据精简效能的原则和岗位工作的需要， 

面对社会公开聘请或从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中选聘。

(三)工程实施打算及招标方案

本工程建设期自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底，共计 24 个月。

本工程建设按国家有关规定进展招投标，招投标的范围包括：勘察设计、工

程监理、建设工程、设备购臵及安装调试。

(四)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本工程总投资 23000 万港元，其中固定资金投入 16000 万元，流淌资金 7000 

万元；资金筹措全部为自筹。

(五)争论结论

循环经济工程—煤矸石综合利用工程工程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07 号文件精神，同时，也是落实国家进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循环经济进展》的具体表达，也是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具体措施。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贯彻落

实循环经济提高固体废物的利用价值。本工程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国家

的投资方向，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建设条件具备，工艺技术方案切实可行，工程

前景宽阔，经济效益良好，社会效益明显，工程建设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同时

建议银行贷款准时到位，以便工程早日建成见效。





煤研石的来源及产生状况见下表。

煤研石的来源及产生状况表

其次章工程背景及必要性

一、煤矸石的产生

煤矸石是夹在煤层中，与煤伴生的岩石。是采煤和选煤过程中排出的废废弃

物。其产生的途径有以下四种：

a 在井简与巷道掘进过程中，开凿排出的计石。

b．在采煤和煤巷掘进过程中，由于媒层中夹有矸石或削下局部煤层顶底板， 

使运到地面中煤炭含有的原矸。

c．洗煤厂产生的洗矸和少量人工选择的拣矸。

煤矸石的来源及 露天开采剥离及 采煤过程中选出 选煤过程产生的

产生状况 采煤巷道掘进排

出的白矸

的普矸 选矸

所占比例(％) 45 35 20

煤炭是我国最主要的能源，其资源格外丰富，2023 年产量已超过 27.16 亿

吨。随着煤炭生产的不断扩展，煤研石的产生量与日俱增，煤矸石产生量按原煤

产量的 15%计，每年煤矸石至少增加 1.8 亿吨，历年积存下来的煤矸石已超过 27

亿吨，占地 30 万亩以上，而且仍在连续增加。这样大量的煤矸石已严峻地污染了

环境，并侵占了大量的土地和农田，破坏了土地资源．如不加紧有效利用，将影

响煤炭工业的正常进展，影响四周环境质量。



化学成分尾铝和硅的氧化物。此外，还古有微量元素和稀有元素 Ga、Be、Co、

Cu、Mn、Mo、Ni，Pb、V、Zn、In、Bi、Gk 等，有的还含有放射性元素。

煤矸石、粉煤灰和粘土的化学成分比较

煤矸石的化学成分(％)

煤矸石微量元素分析表

二、煤矸石的主要成份及其分类

1、煤矸石的主要成分

煤矸石的化学成分是煤矸石煅烧后灰渣的成分，其化学成分和粘土相像，可

用于筑路、生产烧结砖及非烧结砖、混凝土制品、砌筑砂浆材料和陶粒等轻骨料。有

的煤矸石含硅较高。可作为硅质原料，用作水泥原料和混台树等。煤矸石、糟煤

灰和粘土的化学成分比较如下表。

煤矸石的组成和性质是选择利用途径和指导生产的重要依据。煤矸石的主要

煤矸石的产地分布和原煤产量有直接羌系。目前，我国年产矸石量超过400 

万吨的地区有东北、内蒙古、山东、河北、陕西、山西、安徽、河南和疆等， 可

见煤矸石产生量多的地区主要在北方。最近几年，重庆市年排煤矸石约 90 多万

吨。占一般鹿弃物的 20%左右。

由于煤矸石的成分、性质随其生存条件等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必需

因地制宜地依据当地条件选择利用途径和技术。煤矸石工业分析见下表。

煤矸石的工业分析表〔%〕



2、煤矸石的分类

煤看 f 石与煤系地层共生，是多种矿岩组成的混合物，属沉积岩。煤矸石可

依据其矿物学特征分为以下几类：

A、粘土矿型：这是目前已经有用化的一类矸石。其矿物组成有高岭石、蒙

托石、炭质页岩、石英、长石、云母，还有大量硫铁矿等。粘土岩娄在煤矸石中

数量最多，选类煤矸石里黑揭色．层状构造，易糟碎。

B、砂岩型：主要成分为石英、长石、云母等。采煤掘进巷道进出的煤矸石， 

大多以砂岩为主。

C、碳酸岩型，主要成分有方解石、白云石、铁白云石、磷铁矿、硫铁矿、

有机硫等。

D、铝质岩型，主要成分有三水铝矿，一水铝矿、一水硬铝矿、石英、褐铁

矿、自云母、方解石等。

3、煤矸石的活性

粘土岩粪煤矸石主要由粘土矿物组成， 加热到肯定温度时( 一般为700-

900℃)．原来的结晶相分解破坏，变成无定型的非晶体，使煤矸石具有活性。活性

的大小和矸石的物相绢虎有关，还和煅烧温度有关。积存在大气中经过自燃的红

矸．其热值报低，但具有肯定的活性。测定煤研石的活性，可承受化学法火山灰

括性检验方法来进展}比较。

煤矸石含硫量大于 3%即会着火，含硫量大于 1%就有可能自燃。一般煤矸石的

着火点为 280℃．比煤的发火点约低 80℃，这是煤矸石自燃的根本缘由，此外， 煤

矸石的自燃还与热值、气候、微生物等等有关，其机理比较简单。



三、煤矸石带来的环境问题

煤矸石作为固、液、气三害俱全的‚工业废料‛，它的长期堆放不仅铺张了资

源，占压了大量的土地，而且污染了水源、土壤和四周的空气．严峻影响了矿区

的生志环境和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3.1、煤矸石随开采或洗选出来后多堆于井口四周，长此已久，就形成了矸

石山，这些矸石山大多紧邻居民区，占压了大量的生活用地和建筑用地，以及大

量的林地和耕地。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历年累计堆放的煤矸石总积存量约

为 45 亿 t，年排出量 3 亿 t，规模较大的矸石山将近 1600 座，占用土地约 1．5 

万 hm：，并且积存量还以 1．5～2．0 亿妇的速度增加。这不仅破坏了矿区的生

态环境，而且影响了矿区的自然景观，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自然问题。

3.2、煤矸石堆放污染水源

煤矸石中含有№、Cu、zn、Pb、S、F、C1 等有害元素经过长期雨、雪淋漓

溶解，把煤矸石中局部有害元素随地表径流转入江、河、湖和地下水中，造成水

中有害元素含量增加，在煤矸石自燃区还产生了自然硫、雄黄、氯化铵、硫铵石、

无水芒硝、水硫酸铝石、六水镁矾等矿物，这些矿物质受雨水淋溶，会使矿区水

质硬化，污染水源。

3.3、煤矸石堆放污染土壤

煤矸石中除含有 SO：、SiO2、A1203、Fe、Mn 等常量元素外，还有少量有毒

重金属如 HPh、Ga、Ti、Sn、V、co 等，煤矸石经风吹、日晒、雨淋等分化作用， 

局部元素浸入土壤中，造成土壤污染。同时，煤矸石中的 SO：和 SO，等硫化物

遇水发生化学反响，使土壤渐渐酸化，破坏土壤肥力，使植物不能生长。

3.4、煤矸石堆放污染空气

露天堆放的煤矸石，日积月累，使矿区悬浮物大大增加。煤矸石自燃，排出



大量的 CO、SO、SO、NOx 等有害气体和烟尘，严峻污染矿区的空气质量。

3.1、煤矸石山失稳引起重力灾难

煤矸石山的稳定性受矸石堆根底岩土体的抗剪强度特性、本身的构造、石堆

的外形和根底岩土体孔隙的水压力等因素所制约[2]。煤矸石的堆放的自然安眠

角为 38。～40。，超过这个角度范围或在人为开挖以及降雨量强度到达 60mrrdh 

口时简洁引发重力灾难，如泥石流、滑坡、坍塌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在煤矸石内部，空隙较大，与空气接触氧化产生大量热量，尤其在夏季高温

闷热的状况下，简洁使煤矸石山内部发生爆炸，严峻威逼到矿区居民生命财产安

全。



第三章市场分析

一、国外煤矸石开发利用现状

1、国外固体废弃物开发利用现状

1.1 、制定了有关固废利用法律法规

国外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技术起步较早，14 世纪英国即已消灭车裁燃烧炉。

美国于 1826 年即已大量利用高炉渣。但因固体废物污染不象废水、废气污染那

样直观，至椰年月固体废物的污染治理已远远落后于废水、废气的治理水平。由

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美国农药污染的‚拉福水道案‛，日本的东京都铬渣污染大事

等，迫使^们于 70 年月开头重视固体废物对地下水的污染．同时快速制订有关政

镱、法律和相应的技术措旖，加强对固体废物的污染治理，特别把危急废物的污

染掌握列为当代最严峻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制定的政策对固体废物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明文规定。推行这些政策，对减轻环境污染

、节约自然瓷潭、降低本钱等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1.2 、推行无壤低腹清洁工艺

很多兴旺国家把推行清洁工艺作为根本政策。例如：荷兰为承受无废、低废

技术的企业供给 15-40％的更设备费用；法国为清洁工艺示范工程贴补 10％的投

资和 50％的科研费用。经济合作与进展组织〔OECM〕特地介绍了法国 500 种清

洁工艺，这些工艺的特征说明，可节约原材料 67‰节水 65％，废物再生利用率

为 26％，事故削减了 21％，工作环境改善 21％．节能 80%。美国的一些工厂实

行的措施主要以下几种：

A、转变生产过程(例如，转变反响温度)；． 

B、革工厂设备



C、重调整化学品的配方；   d．用

无毒化学品代替有毒化学品； e．简

化操作和改善运行治理。

通过这些措施，使有些工厂危急废物削减丁 50-80％，甚至更多。美国工业

界打算在 5 年内削减全部危急废物的 50％，环保局打算全围在今后 25 年内，削

减贮存危急废物量的 30％。

1.3 、企业内部回收与循环利用睦物

美、日等兴旺国家大多将钢渣返回高炉或烧结矿中作为炼铁熔剂利用，不再

外排钢渣。日本用焙烧法回收汞．此法是将原料中的汞加热气化后，用抽风机抽

到玲凝嚣中，冷却诳缩成烟灰状物贮于槽中。定期将这种烟灰状物收集，并送到

精制工序捕制成金属汞髀 99 争铒美国开发出一种氧化剂，可对具有两种以上氧

化价态的金属起氧化作用，用这种方法可将电子仪器、金属屑、宝石等制品中的

黄金回收。纯度可达 55-90％。

1.4 、大力开展综合利用和废物交换。

兴旺国家的工业废渣巳根本得到利用。70 年月初，美国马上当年产生的 4000 

多万吨钢铁渣全部加工利用。英、法、德、日本，瑞典、比利时等国的高炉渣， 

丹麦等国的粉煤灰均已全部综台利用。1986 年匈牙利将 27．8％的危急废物〔约

50 万吨〕回收利用。德固每年有约 260 万吨脱硫石膏用于生产建筑石膏、夹层

石青板及主建筑用构件。1972 年前西德化学工业坍台为了有效地利用本胁喜 6 

盱属近 200 个企业的废物，提倡了‚废物交换‛制度．并通过一千工商组织的帮助

，将甲方的废物供给所需废物的乙方。这一措施帮助企业度过当时的能源危机起到

了乐观的作用。此后，此制度得到了快速进展，并取得了国际合作。 l975 年前

西德与奥地利、卢森堡、荷兰、tt,,J 时、丹麦等国签订了合作协定。北欧



的瑞典、丹麦、荷兰及挪威，也建立了废物交换组织。目前很多国家将这一组织

形式作为成功的阅历推广。

1972 年前西德化学工业协会为了有效地利用本协会所属近 200 个企业的废物

。提倡了‚废物交换‛制度，并通过一个工商组织的帮助．将甲方的废物供给所需

废物的方．这一措施帮助企业度过当时的能源危机起到了乐观的作用。此后， 此制

度得到了快速进展．并取得了国际合作。1975 年前西德与奥地利、卢森堡、荷兰

、比利时、丹麦等国签订了合作协定．北欧的瑞典、丹麦、荷兰及挪威，也建立

了废物交换组织。目前很多图家将这一组织形式作为成功的阅历推广。

1.5 、强化对危急废物的污染掌握。

70 年月中期美国的‚拉福水道寨‛把危急废物的挑战呈现在人们面前，一

时间该地区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经调查是由于 30 至 40 年月胡克化学公司填

埋在‚拉福水道‛鹰河谷中用铁筒盛装的农药废物泄露，严峻污染了地下水、大气

、和土壤所致。当地公众进展大规模示威游行，迫使政府和胡克化学公司赔偿近 

5000 万美元，将当地2023 多户居民迁离，使该地区成了‚禁区‛。‚拉福水道寨‛迫使

美国政府将危急废物的堆埋作为‚一个紧急环境问题‛，于 1980 年至1985 年使用 

16 亿美元‚超基金‛对全国的堆埋场进展调查，至 1984 年查明， 全国有 36．8 万

个堆埋场需进展补救。政府再次拨出 85 亿美元作 1986-1990 年期间的‚超基金‛，

但此款也仅能对上万个点安排补救措施。同时于 1984 年修订了‚资源保护再生法‛

毋〔RCRA〕。执行法，每年治理危急废物需耗用 200亿美元。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道，经济合作与进展组纲国家每年约产生 3 亿吨危急

废物，其中 2.64 亿吨是美国产生的，而且有 7 城埋在地下，构成对地下水的污

染威逼。丹麦有 500 多个填埋场埋有化学危急废物。荷兰有 4000 个处臵不当的



填埋点，其中 350 个必需马上实行补救措施。

危急废物对人们的挑战是严峻的．尽管发选国家已有填埋，燃烧、物理批学

—生物处理等多种现代化处理和处臵技术，有建设各种设旋的经济力量，但公众

反对在他们‚后院‛‚埋设定时炸弹‛(美国公众称危急废物处臵场(厂)为终将爆炸

的‚定时炸弹‛)。使危急废物成为‚政治性废物‛．由于处理和处臵的麻烦。自五、

六十年月开头就消灭了兴旺国家将危急废物越境向进展中国家转嫁污染的趋势”如 

98 年 12 月在柬埔寨发生的汞淤泥废料大事就是台湾向柬埔寨转移危急废物。造

成多人死亡和社会动乱。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联合国环境署早于 

1989 年 3 月 20 日至 22 日在瑞士召开了世界各国全权代表大会，通过了‘掌握危急

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臵巴塞尔公约》，抵抗污染转嫁的不法行为．

各国对危急废物掌握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下水污染。对危急废物实行‚从

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治理．实行的主要措施是：

A、确定危急废物定义和受控废物类别、制定废物流名录。对废物进展特性

鉴别、标记、流向登记和建档．实行从产生——收集——运输——贮存——处理、

处臵和综合利用者的申报和许可制度。

b．开展废物危急性的风险评价和风险治理，比较暴露程度对人体安康影响

的风险度。进展不同风险度掌握方案的‚费用／效益‛比较。选择最正确方案，在

经济力量支撑可行的条件下．使风险掌握在最低程度内。

c．转变长期以来‚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传统，大力研制和开 发无

废、低废清洁工艺，推行使废物产生源最大程度‚小量化‛的‚前端‛治理。

D、广泛开展调查争论和技术沟通，承受和推广安全的处理、处臵和综合利

用技术，并用法律形式强制推行行之有效的成功技术。例如，美国在‚资源保护

再生法‛中规定对填埋危急性废物必需承受以高密度聚乙烯膜、粘土、砂石、纤



维等组合的双层衬垫系统加以防潘。其措施和做法都作了具体规定。

E、建立专项基金用于调查、判定已有的废物堆埋场风险．对已渗漏的场址

实行有打算的补救措施。

f：大力进展事故应急技术，研制、开发各种移动式检测和去除污染的仪器、

设备等装臵；培训技术人员；建立快速到达事故现场的指挥和处理机构网络系统。

2、煤矸石综合利用现状

世界各国都锟重视煤矸石的处理和利用。英国煤管局在 1970 年成立了媒矸石

治理处；波兰和匈牙利联合成立了拇尔得克斯矸石利用公司，这些机构是特地从事

煤矸石处理和利用的。近年来，国外越来越广泛地利用煤矸石生产建筑材料。波兰

水泥工业承受悔尔得克斯公司的选煤矸石柞水泥原料。用煤矸石作水泥原料有很

多优点：矸石中古可燃物质，其热值约为 1000×4.19。1500×4.19kJlk， 可使

燃料捎耗降低 10％左右；矸石中舍氧化铁熔剂，煅烧过程中可以降低熟料烧成

温度，并在窑村上形成玻璃层，起耐保护作用。延长窑村寿命，使耐火材料耗量

降低 10％，20％，增加窑的运转时间。

原苏联在顿巴斯、库兹巴斯、卡拉干选等产煤地区广泛选用煤矸石作原料， 

承受挤出法或半干法成型．生产实心或空心砖。苏联建工争论所介绍，利用媒矸

石制砖，燃料消耗可以削减 80％，产品本钱降低 19％—20％。

近年来，很多国家大力进展煤矸石轻骨料。生产工艺主要有 2 种：一是利用

含碳量较高的煤矸石。承受烧结机生产轻骨料，原苏联、波兰、英国等国家都承

受选种方法；另一种是承受回转窑生产烧胀陶粒，法国、比利时等国家承受这种

生产工艺。煤矸石的含碳量对轻骨料的质量影响很大，承受烧结机工艺．含碳量

在 10％左右，可以大大降低燃料消耗；承受固转窑工艺，对含碳量有较严格的

要求，以 2％为宜。法国、比利时承受含碳量 4％，10％的煤矸石。膨胀前在脱



碳窑中除去多余的碳。

二、国内对煤矸石开发利用状况

1、治理现状

1.1 、固废治理根本状况。

固体废弃物的治理包括开展综合利用和处理处臵两个方面。建国以来。我国

即提倡工业废渣的综台利用．已创出了符告国情的技术路子，即以大宗利用为主， 兼

顾多功能高教能的利用。在取得环境散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留意尽可能收到良好

的经济效益。多年来，大力争论和开发了工业废渣耗用量大的水泥、墙体材料、

筑路、填方、农用等方面的技术。化工、石油化工等行业，还在固体废物回收利

用、循环利用方面开发丁多种无废、低摩的清洁工艺技术。从固体废物中回收自

兽源也做出了不少成绩。据 1988 年的不完全统计，占年产生量 26.3％的固体废

物得到了综合利用，其中冶炼渣 4162 万吨，粉煤灰 1550 万吨，煤矸石 2122 万吨

。这些废物主要用作工程建设材料等方面。例如，90％以上的高炉渣作为水泥混

台材料。全国年产 2 亿多吨水泥中，约有 50％謦用了不同数量的高炉渣， 一年

掺塌量约 2023 多万吨。很多工厂使用煤矸石做原料和燃烧．生产建筑剌料和发电

。收到了良好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1.2 、乐观开展治理工作。

近年来，很多地方和部门以及厂矿企业，都在致力于固体废物的处理和处臵。

1988 年垒国已有 60.1％的工业固体废物得到了简洁的处理和处臵。吉林化工公

司、北京燕山石化公司等建设了填埋场。山西省汾西矿务局利用石灰浆灌注高硫煤

矸石堆，取得了熄燃效果。

1.3 、乐观开展科研和技术开发工作。

很多单位致力于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的科学争论和开发，并已获得了不少可喜



的成果，对推动固体废物的污染治理起到了乐观的作用。仅 1984 年至 1987 年经

鉴定的重大成果就达 45 项，有的还填补丁国家的空白。

2、技术政策

利用本国资源并以煤炭为主要能源进展工业生产是我国长期的政策。资源和

能源利用率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大的状况，在我国可能还要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如何解决好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理、处臵和综台利用，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进

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问题，而制出一套符合国情的可行政策则是至关重要的。经

过多年实践，总结出以削减废物产生源‚系统工程‛理论为指导思想。在一切经济

活动中加强规划工作和统筹安排，合理开筮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削减废物产生

量，应作为工业生产的重要组成局部。在制定工业生产规划时，要开展‚工业生

产一产生固体废物一综台利用一贮存一处理、处臵‛整个系统的可行性争论， 将其列

入济建设的总体规划，选择最正确方案，付诸实旌。多年实践证明，应实行废物

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政策。

2.1 、改进与更工艺，承受清洁工艺进展生产．少排废物

A、工业生产中承受精料工艺．少排灰渣。加强矿物洗选，在冶金、化工等

工业生产中使用品位高的原料、燃料，以削减灰渣量，

B、转变能源供给方式，少排燃料渣。煤炭中的杂质含量直接关系灰渣量。

我国目前使用的煤炭常含 10%左右矸石，有些地区的煤炭中硫化铁含量较高。假

设原煤先经洗选．为工业及民用供给精煤，回收硫铁矿，不但可以削减灰渣量， 

还可以削减燃煤排放二氧化硫对大气的污染．并可削减运输量。大城市应尽量将

分数使用原煤的方式政为进展煤气、电气，联片供热锅炉等方式。提高燃烧热身

及利用率，也是削减农墙的有效造径。

C、加强废物的循环与回收利用，少捧废物。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将第一种



产品的废物作为其次种产品的原料，其废物又用以生产第三种产品．如此往复循

环与回收利用．最终仅仅外排少量无法利用的废物，甚至不排废物。

2.2 、大力开展工业固体废物综台利用

工业生产中捧出的固体废物，应大力开展跨行业、跨部门的综合利用。对煤

矸石、粉煤灰、钢铁渣、锅炉渣等量太面广的工业废渣，应当伴同煤炭、电力、

冶金等工业的进展．园地制宜地加以利用。

A、在工程建设任务重或缺乏自然建筑材料资源的地区，宜进展水泥、墙体

材料、骨抖，道路材料等多种建筑材料。

B、在自然土壤和各种灰渣的品质都适宜的地区，大力推广获渣回填造田， 

改进土壤和做肥抖等农业方面的应用。

C、大力争论开发各种工业固体废物在冶盘、军工、化工、轻工等方面的高

效能利用技术。

D、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者应为开展综合利用制造便利条件。例如，电厂应

尽可能使用成分相对稳定的煤炭，以供给成分稳定的粉煤灰；尽可能建设干排灰

的出灰系统并将灰、渣进展分排；煤矿应将高硫和低硫矸分开堆贮，高硫矸石应

尽可能回收硫，铁矿物，临时堆贮也应实行熄燃措施。

2.3、妥当存贮，逐步牲呈现代化处理和处臵技术

A、堆存工业固体废物应少占土地，不占农田；工业固体废物与危急性废物

应分别堆存，并实行安全措施和防止污染措旌。

B、各裳无毒害性废石、煤矸石等应大力推行就地回填采矿的塌陷区、采空

区，覆土复原并植被，以保护生态环境。

C、尾矿、糟煤敏等贮存坝的库底，应有粘土或硅酸盐材料等的防渗漏衬垫

措施；尽量以尾矿、粉煤灰代替自然砂石、土方修建尾矿和粉煤灰坝的材料；对



多单元充填。要应用多级坝的筑坝技术。在尾矿、粉煤灰充填过程中应保持库顶

面有水封，或其它封闭措施，防止砂扳飞扬，贮满后准时覆土还田并植被。

D、燃烧有机废物应确保燃烧过程中不排污染物．所产生的热能应尽可能加

以利用。填埋废物后，其毒性浸出赦应确保不滓漏。防止污染地下水。

F、各类废液应承受化学-物理．生物方法处理．杜绝任意排入下水道。

3、我国煤矸石利用现状

国家《煤矸石综台利用技术政策要点》指出，煤矸石综舍利用以大宗量利用

为重点，将煤矸石发电、煤矸石建材及制品、复垦回填‚及煤矸石山无害化处理

等太宗量利用煤矸石技术作为主攻方向，进展高科技古量、高附加值的煤矸石综

合利用技术和产品。

3.1 、煤矸石发电

依据<煤矸石综合利用治理方法>，含煤矸石的燃料应用基低位发热量小于

12.55MJ／kg 时作为煤矸石利用。发热量大于 7.5MJ，kg 的煤矸石直接作循环流

化床锅炉燃料，发热量低于 7.51MJ／kg 的煤矸石掺加煤泥、洗中煤后用于煤矸

石发电厂，其灰渣生产建材。对于矸石中含硫量较高的，应承受炉内石灰脱硫技

术，削减污染排放。

3.2 、煤矸石建材

（1）煤矸石制砖。包括用煤矸石生产烧结砖和作烧砖内燃料。我国利用煤

矸石烧结砖。一般承受全内燃焙烧技术，即用煤矸石自身的发热量供给的热能来完

成枯燥和焙烧的工艺过程，根本不需外加燃料，仅在煤矸石发热量较低时才向矸

石中掺人少量煤炭。每万标块煤矸石砖比粘土砖约节约 lt 标煤。矸石砖以煤矸

石为主要原料，一般占坯料质量的 80％以上，有的全部以煤矸石为原料，有的

外掺少量粘土。煤矸石经裂开、粉磨、搅拌、压制、成型、枯燥、焙烧，制成



矸石砖。煤矸石的发热量要求在 2.1—4.2MJ／kg，过低时需加煤，过高时易使

成砖过火。目前矸石砖的品种有实心矸石砖、多孔承重矸石砖、空心矸石砖。以

煤矸石作烧砖内燃科制砖生产工艺与用煤作内燃料根本一样，仅需增加煤矸石粉

碎工序。

（1）煤矸石生产轻骨料。适宜烧制轻骨料的煤矸石主要是碳质页岩和选矿

厂排出的洗矸，煤矸石的台碳量不要过大，以低于13％为宜。有 2 种烧制方法： 

成球法与非成球法。成球法是将煤矸石裂开、粉磨后制成球状颗粒，然后焙烧。

其松散容重一般在 1000kg/m 左右。非成球法是把煤矸石裂开到肯定粒度后直接焙

烧。其容重一般在 800kg/m 左右。

（2）煤矸石生产空心砌块。煤矸石空心砌块是以自燃或人工煅烧煤矸石为

骨料，以磨细生石灰和石膏作胶结剂，经转动成型、蒸汽养护制成的墙体材料， 

产品标号可达 200 号。

（3）煤矸石代替粘土生产水泥。煤矸石和粘土的化学成分相近并能释放肯

定的热量，用其代替局部或全部粘土生产一般水泥能提高熟料质量。用煤矸石作水

泥原料的生产工艺过程与生产一般水泥根本一样。将煤矸石按肯定比例协作， 磨

细成生料，烧至局部熔融，得到以硅酸钙为主要成分的熟料，再参加适量石膏和

混合材料，磨成细粉而制成水泥。

（4）煤矸石作水泥混合材料。煤矸石经自燃或人工煅烧后具有肯定的活性，

可掺入水泥中作活性混合材料．与熟料和石膏按比例协作后进入水泥磨磨细。煤

矸石的掺人量取决于水泥的品种和标号。在水泥熟料中掺入 15％的煤矸石， 可

制得 325．425 号一般硅酸盐水泥；掺量超过 20％时，按国家规定为火山灰硅酸

盐水泥。

（5）对岩石的处理。对于煤矸石中的岩石，可以裂开筛分，其块、粒、粉



均可作为混凝土拌料、掺和料，生产建材预制件、免烧砖。石灰岩也可用来烧制

石灰。

3.3 、提取化工产品

含有矿物元素并具有肯定深加工价值的煤矸石．来源于选煤矸和井巷位于特

定地质层位的掘进矸。可利用的矿物元素主要是 Si02、AL2O3、Fe2O3、FeS2 和

Mn、P、K 等。AL2O3>35％的高铝媒矸石可用来制炼钢高效脱氧剂硅铅铁台金、

制取多用途的氢氧化铝、碱式氧化铝净水刺、制造硫酸铝和钕明矾的烧结料等。

舍 Fe 与的煤矸石氧化产生 SO2 是污染环境的罪魁措首，而硫又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从煤矸石中回收硫铁矿具有较高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教益。

3.4、煤矸石复垦厦回填矿井采空区

岩石段自燃矸石临时不能加工利用的，可以充填塌陷区或埋填造地。充填造

地只需保水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在造地的片区上先将熟化表土转移，然后垫铺

岩石及自燃矸石至肯定厚度，碾压整平再将熟化土掩盖，如此分片区逐年扩展， 

可造就大面积平地和台阶地．同时结台土壤改进，再造优质农田。这样，将排矸

征地露天堆放变为租地造地复垦，具有环保、经济与农田基率建设多重意义。承

受煤矸石不出井的采煤生产工艺，充填采空区．碱少矸石排故量和地表下沉量。

承受煤矸石充填废弃矿井。在道路等工程建设中．承受烈煤矸石代替粘土作基材

技术，凡有利用条件的，应掺用肯定比例的煤矸石。

三、综合评述

我国多年实践说明，熟值在 2.09x103KJ/Kg 以上的煤矸石，都可用于生产建材

。煤矸石既是一种燃料．又可视其热值含量而作为能源，使其发挥双重效能。因

而前景是很好的。

用煤矸石代土节煤烧高标号水泥熟料已被社会承受。特别在石灰石和煤炭资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48071045017006076

https://d.book118.com/348071045017006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