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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焦化企业来说，进厂精煤的灰分每增加 1%，

将导致焦炭的灰分增加 1.3%，下游钢铁企业高炉炼铁

时单产降低 3.2% ～ 3.9%，直接影响生产经营效益。因

此，严格控制进厂精煤品质成为降低企业能耗、提高企

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而长期以来，一些焦化厂存在

严重的重生产、轻质量的管理思维，在生产经营上以完

成生产任务为导向，忽视产品质量提升给企业带来的长

期效益；一些焦化厂对进厂精煤质量管控的奖罚政策、

规章制度不明确，落实不到位，一些岗位人员对监督管

理工作不能正确认识，对可能产生的责任认定存在矛

盾心理，不积极参与、配合煤质监督管理。甚至，企

业内部一些关键岗位人员不熟悉国家、行业标准，生

产质量控制标准模糊，质量监督管理系统不完善，制

约了煤质监督管理措施的执行，降低了质量监督管理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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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煤是焦化厂炼焦的主要原料，精煤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焦炭产品的质量，例如，精煤中的灰分和硫含量与

焦炭中的灰分和硫含量成一定的比例关系，精煤挥发分物质含量的高低也决定着焦化副产品的产量。近年来，随着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入，煤炭供应渠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除了大型国有煤矿外，地方和私人的选煤厂发展迅猛，

供煤渠道趋于复杂，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不良煤炭供应商千方百计弄虚作假，谋取私利。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传

统的人工取样方法和煤质检验方法难以控制进厂精煤的质量。因此，急需改变传统的质量管理模式、过程控制方法、

监管方式和快速检验方法，以满足现代生产需要。近年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某焦化厂在进厂精煤质量管理方面做

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以供参考。

关键词：焦化厂；进厂精煤；质量管理；问题对策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quality management of coking plant
Yafeng Liu, Yuan Zhou

Shenhua Bayannur Energy Co., Ltd. Bayannur,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015000

Abstract: Clean coal is the main raw material for coking in a coking plant. The quality of clean coal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coke products. For example, the ash and sulfur content in clean coal is proportional to the ash and sulfur content in 

coke. The content of volatile matter in clean coal also determines the output of coking by-product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the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coal supply channel has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addition to 

large state-owned coal mines, local and private coal preparation plant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coal supply channel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Driven by interests, some bad coal suppliers have tried every means to resort to fraud and seek private 

interests. In this case, it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clean coal entering the plant by relying on the traditional manual 

sampling method and coal quality inspection method.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quality management 

mode, process control method, supervision method, and rapid inspection method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p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a coking plant in Bayannur, Inner Mongolia has done a lot of work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incoming clean 

coal,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nd accumulated some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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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焦化厂进厂精煤质量管理水平的必要性

近年来，高炉炼铁技术发展相当迅速，高炉已进入

大型化和智能化控制的时代，许多国家已经建造了大容

积高炉，而焦炭在高炉炼铁中起着热能源、还原剂和疏

松骨架的三个重要作用，因此，对焦炭质量的要求也日

趋严格。对于焦化企业来说，焦炭品质是企业生存和竞

争的根本条件，如何管控进厂精煤质量进而保障产品质

量受到各方面的关注，这对焦化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挑战。在市场规则的制约下，企业的竞争和交易行为被

规范化，产品竞争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产品的质量，采

购合格的原料煤不仅是生产合格产品、实现经济增效的

前提，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气候问

题日益突出，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提出，焦

化、钢铁等行业能耗管控要求愈加严格，如果进厂精煤

质量差，在下游产业链使用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渣、废气、

废水，既造成资源浪费，又增加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因此，加强进厂精煤管理是企业用户的必然要求。此外，

煤炭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之一，关系到工业生产效率和

国家能源供应战略安全。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市场上的

各种煤炭经营企业相互竞争着，产品质量已经成为企业

的优势和实力的象征，也是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的共识，

也意味着焦化厂必须把进厂精煤的质量管理作为生产管

理的核心。

二、焦化厂进厂精煤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近两年发生的质量问题的分析，综合内外部

质量管理检查审核结果，暴露出焦化厂进厂精煤质量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质量管理环境方面

1. 企业的大部分产品销售权和原料精煤采购权直接

由上级公司管理，不是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所以企业

的质量管理活动中有很多行政行为，缺乏必要的市场压

力和提升产品质量的原动力。

2. 全面参与的质量管理模式尚未形成，进厂精煤质

量管理体系的运行主要依赖于质量检验部门，缺乏广泛

的管理支持和基础。

（二）人员素质方面

1. 企业岗位种类多、人员组成复杂，特别是一般岗

位员工，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缺乏科学的质量管理知识，

部分员工技术素质不高，对工作中执行标准化和程序化

要求不适应，一些习惯性违章行为依然存在。

2. 一些员工的质量责任意识较弱，质量管理职能无

法充分发挥，对遇到的质量管理问题缺乏深入细致的分

析和解决，以至于未能及时采取措施积极解决生产中的

一些质量问题。

（三）质量制度体系方面

1. 企业内部的品质管理系统在生产活动中也发挥了

作用，但口头承诺和惯例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影响了管理系统的运行有效性。

2. 质量管理体系的管理监督考核机制不建全，考核

多，奖励少，考核金额集体均摊，起不到警示作用，质

量管理的责任和压力没有有效地传递到每个员工身上，

导致一些干部和员工的重视不够。

3. 企业虽然有质量管理（QC）小组，但由于思想观

念、教育形式及管理体制方面的一些原因，员工的积极

性没有达到预期水平，QC 团队的形式也没有得到广泛推

广；许多 QC 小组只依靠少数几个人来支持和开展工作，

缺乏群众基础和实用性。

（四）质量管理系统和检验设备方面

1. 企业质量计量管理系统功能不够健全，质量监督、

分析职能无法充分发挥，在解决企业内控上的作用有限。

2. 检验设备老旧、落后，自动化程度低，检验结果

滞后，缺少先进的快速检验技术，若发现进厂精煤存在

的质量问题往往都是在收货后，难以及时补救。

三、焦化厂进厂精煤质量管理的优化对策

（一）质量检验过程中的管理机制的优化

1. 对供煤商与煤炭运输的管理

在精煤采购前，我们需要详细了解煤源信息，了解

所购精煤的来源、质量和其他特点，当所购煤的各项指

标均符合合同要求时（通常为干基灰分、干燥无灰基挥

发分、干基硫分和粘结指数等指标），才能确定购买合

同。精煤进入焦化厂时，必须安排高素质、经验丰富的

检验人员进行现场观察和取样分析，通过相关仪器仪表

分析，判定精煤结焦性能，如果发现进厂精煤不符合合

同标准，则不能接受进而做退货处理或者让步接收，这

种入厂时的质量检验对供需双方都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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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驱动下，一些煤炭供应商在运输过程中往煤

中加水、更换运煤车辆等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运输

到焦化厂时，必须进行详细的查验和科学的检验分析，

以确保检验数据和验收过程的公平合理，必要时，运煤

车辆应要安装定位装置，以便验收过程查验车辆行程及

各处停留时间。煤只有符合合同规定指标时才能验收入

库，否则，应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处理。

2. 对煤质检验过程的管理

在进厂精煤质量检验过程中，可实施煤样三次编码

管理，提高煤质分析过程的保密性，防止在采样、制样、

运输和分析过程中出现人的影响因素，影响结果的真实

性和可靠性。三次编码管理应借助质量计量管理系统辅

助实现，采样员在通过自动采样机采样后（如下图），自

动形成采样编码，质量管理专员将采样员采取的样品与

进厂车辆关联，同时进行二次编码，形成制样编码后移

交到制样室，制样员按照制样编码及其对应的分析项目

进行样品制备，制备好的样品经过再次编码被送到化验

室进行分析。批煤质量检验结果出来后，由质量管理专

员关联三次编码，进而破译结果。实施三阶段样品编码

管理，在整个检验和数据传输过程中，我们只看到数字

形式的代码，而不是具体的名称，确保了质量控制过程

的整体公平性和保密性，防止了任何内部人员的虚假行

为，更有效地保护了供需双方的利益。

3. 对质量检验人员的管理

在原料精煤进厂时，必须选择具有较高业务素养和

丰富检验经验的专业人员对进厂精煤进行采制化分析，

确保精煤检验数据准确、可靠。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可以通过实现检验过程视频监控全覆盖来更为全面

的监控检验操作，也可以通过引入防作弊系统、自动检

验技术等方式封堵管理漏洞、消除管控风险。在技术提

高的同时，质量检验人员必须及时进行专业化培训，不

断获得新的知识，更新知识储备，掌握更多的煤质分析

技术方法、设备运行原理、设备故障处理技术等，公司

还应定期进行检查，以提高培训效率和技术水平。对进

厂精煤的检验人员进行动态管理，不定期开展岗位轮换，

禁止随意换岗换班，有效地防止供应商以各种方式接触

检验人员，检查、完善内部人员之间的相互制约、监督

管理，防止内部业务人员相互串通。重视思想教育，引

导煤质检验人员廉洁自律，对职工在日常检验过程中发

现的煤质异常现象进行统计，收集煤质检验岗位不规范

事件，定期发布，公开奖惩办法，使煤质检验人员对工

作性质有正确的认识，意识到违规行为会对自己和企业

造成重大损害，把检验环节中的人管理好，可以带来很

大的回报。这些举措都能够帮助煤质检验人员抵御不良

供煤商的拉拢腐蚀，有效的维护企业生产经营利益。

4. 快速检验方法的引入

传统的人工取样和化验室分析方法需经历采样、制

样、化验等作业流程，操作繁琐且耗费长，煤质分析结

果严重滞后于料场堆放和焦炉生产，难以实时指导焦化

厂的优化配煤方案。在快速检验方法上，联合制样机组、

无人制样化验系统、在线全水测试系统等技术已较为成

熟，基于激光诱导和近红外技术的煤质快速分析仪也取

得显著成果。引入可靠的煤质快速分析系统，有利于提

升焦化厂的安全、低碳和经济运行水平，同时促进焦化

厂智能化发展和灵活性改造。

（二）严格把控进厂精煤合同的修订

合同是买卖双方就煤炭采购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性

的协议，双方在订立合同前必须考虑所有可能的情况，

以充分保障双方的利益。对于焦化厂来说，为了提高焦

炭的质量，合同必须明确水分、灰分、硫分、挥发分、

粘结指数、胶质层厚度等相关质量指标，合同明确禁止

供应商混煤行为。同时，煤炭供应商不得随意变更生产

地点。以严格的合同条款作为约束条件，可以有效提高

精煤的质量。

当然，鉴于供煤商各种掺假手段的改进，焦化厂应

及时完善合同内容，有效防止供应商利用合同漏洞。例

如，把煤岩分析结果作为评价混煤性质的重要指标，把

直接反映精煤结焦性能的单种煤成焦热强度纳入考核指

标，合同条款越严格、越完善，供煤商掺假、以次充好

的可能性越小，更能有效保护买方的利益。

（三）优化采购过程管理机制

除加强质检管理和合同修订外，还应科学管理原料

煤采购进厂全过程的其他环节，以更好地保障进厂精煤

的质量。

1. 组建强有力的管理机构

整个原料煤采购进厂过程必须受到强有力的组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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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和制约，生产、质检、原料采购、经营、纪检监察等

机构应共同组成采购监督小组。在批煤的整个进厂使用

周期内，相关机构可以对进厂精煤的采样、制样、化验

全过程进行监督，防止出现造假行为或管理漏洞，确保

煤质检验结果更加客观公正。

2. 健全进厂精煤管理制度

进厂精煤的质量管理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管理制度基

础上。在加强进厂精煤质量管理方面，焦化厂应完善相

关管理规定，如《进厂原料煤质量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原料煤及焦炭质量监督抽检考核管理办法》《商品煤验

收管理办法》等，从制度上规范进厂精煤质量检验工作。

质检部门要汇编成册《岗位适用国标汇编》、《煤炭技术

监督检查细则》等，引导质检人员提高校验操作标准，

确保检验结果准确。应严格管理煤供煤商的驻厂代表，

并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禁止他们以各种方式拉拢腐蚀

买方人员，禁止其进入制样室、化验室和其他保密性强

的区域。

3. 实行入厂检验与监督抽检分开机制

精煤进厂时的常规检验可由质检单位负责，对原料

煤的抽检等工作应由一个独立的检验机构负责，形成两

个部门各司其职、互相监督、业务补充的局面，这种机

制有利于岗位人员明白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规避了质检

部门一家独大的情况，同时，对防止企业内部腐败也能

起到预防作用。

4. 建立奖励约束机制

在精煤的检验、采购、运输、装卸和仓储过程中，

焦化厂岗位人员发现供煤商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可以

及时报告。这种避免企业利益受损的行为，我们必须大

力提倡、着重奖励，以有效地提高职工质量责任意识。

除了奖励机制外，焦化厂还应完善约束机制，及时惩处

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5. 执行复查仲裁制度

为了建立信任，减少双方之间的纠纷，可以在双方

的共同监督下分取存查煤样，存查煤样要存放在视频监

控下并且保存不低于 2 个月。当供煤商对质量检验结果

提出异议时，可以申请复核，交由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检

验机构进行仲裁，以提高检验结果的公信力。

除了上述监管机制外，在采购精煤的整个过程中，

还需要企业各部门的互相协作和积极参与，比如，机电

动力部门负责检验检测设备的定期校准，经营法务部门

负责合同执行情况的检查，企业内部各部门横向间的合

作有助于加强进厂精煤质量管控。

以上是精煤采购进厂的全过程管理对策方法。通过

上述方法的应用，可以有效地加强进厂精煤的质量监督。

为了保证进厂的精煤的质量，精煤采购的每个环节都应

严格、准确，除了进行科学管理外，还要严格考核供煤

商掺假行为，保护焦化厂的利益。

总而言之，为了有效地提升进厂精煤的质量管理水

平，我们需要对精煤进厂后的各个阶段进行控制，以防

止在精煤采购过程中出现违规现象。焦化厂应在建立良

好的质量管理环境、加强检验过程管理、提高职工业务

素养、引入快速检验方法上下功夫，加强原料精煤从进

厂到生产领用的全过程质量管控，建立起完善的生产质

量管理体系，消除进厂精煤掺假造假管理漏洞，保证原

料精煤准确、无掺杂污染的投入生产系统，最大化焦化

企业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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