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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手工造型用煤粉 手工造型用煤粉厂家 聚福煤炭

公司名称 新泰市聚福煤炭有限公司

价格 面议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新泰市西开发区

联系电话  15610397771

产品详情

煤粉在黏土湿型砂中的作用
黏土湿型砂中加入煤粉，其在铸件成形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有4个方面：

（1）浇注后增强型内的还原性气氛 铁液注入砂型后，使型砂中的煤粉受热分解，所释放的还原性气体
在型腔中能防止铁液氧化，yi制铸件表面形成FeO，这对于防止黏砂缺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改善铸件的表面质量 铁液注满型腔后，型内气氛为还原性气氛，在这种条件下，煤粉析出的烃类
（尤其是芳香烃）气体，会凝聚于铸型表面，形成光亮碳膜，能防止黏砂并使铸件轮廓清晰、表面光亮
。

    （3）yi制膨胀缺陷的产生 靠近金属-铸型界面处，型砂中的煤粉受热而发生焦化反应时，先软化并
发生体积收缩，手工造型用煤粉，然后再膨胀。贴近铸件的型表层升高、达到石英的相变膨胀温度时，
其附近的型砂中，煤粉正好处于软化和体积收缩的温度，可以容让型表层砂粒的膨胀。因而可防止铸件
上出现夹砂、鼠尾之类的膨胀缺陷，并改善铸件尺寸的稳定性。

   （4）煤粉的焦化也有助于改善铸件的表面质量 贴近型表层的型砂中煤粉焦化时发生体积膨胀，能
填塞型表层砂粒间的空隙，使铁液及由FeO产生的易熔硅酸盐难以渗入，从而改善铸件的表面质量。同
时，离开铸型表面一定距离处仍然能保持应有的透气性。

肉眼如何区别高效煤粉的好与坏

高效煤粉在生产中做到绝不掺任何有害化学元素，是真正的天然好煤粉，主要用于湿型砂造型，优点在
于高挥发、高结焦、高光亮碳、低灰分、低水份、低硫份。

将煤粉拿在手中均匀地搓细，然后用水冲洗，如果手上的煤粉洗得干净证明煤粉的质量应该可以，手工



造型用煤粉哪里有，如果洗不赶紧证明白灰较多。好煤粉是发黑的，在我们众多客户中这点是很明显的
，2堆煤粉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好煤粉是发黑发亮的，而差煤粉是发灰的，也就是灰分大或焦渣不好等元
素，还有就是所谓的红煤粉是黑里透红，我们作为企业来说并不一定要追求所谓的顶ji煤粉，选择一款适
合您的材料才是王道！

煤粉产出机理介绍

煤层的地质特征决定了其在工程扰动等过程中会产生煤粉。煤层地质特征(如煤岩组分、无机矿物组分、
变质程度、煤体结构等)是煤粉产生的基本条件，工程扰动(如压裂、钻井、射孔、排采等工程)是煤粉产
生的诱导因素。

中高煤阶煤层脆而软，无机矿物组分含量高、且其中含有大量的粘土矿物，其附着能力较差，吸水膨胀
易分散，受到外力作用后易从骨架颗粒脱落形成煤粉或者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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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煤阶煤层的渗透性一般比较差，渗透率一般小于1mD，对其进行压裂改造，增加煤层流体的渗流能
力，扩大单井渗流半径，是煤层气开发的必然手段。煤层本身的物性特征决定其极易受到外界条件的影
响，发生剪切破坏，产生大量煤粉，之后随着排采流体进入井筒，若不及时将其带出井筒，对煤层气的
连续排采有很大的影响。

钻井过程中，钻具钻进的压力对井筒附近煤岩的物理破坏，钻井液冲刷也可能引起对煤层的化学伤害;射
孔作业中，射孔弹的穿透对近井地带煤层冲击的物理破坏;压裂过程中，支撑剂、压裂液对煤层的机械打
磨作用和压裂液对煤层的水敏等化学伤害，以及压裂过程中外界突增的压力必然引起煤层原有应力状态
的突然变化，导致煤体骨架结构失稳，手工造型用煤粉厂家，都能产生大量的煤粉。

在煤层气开发的排水降ya过程中，排采制度不合理，手工造型用煤粉，排采强度大、产气增速快，井底
压力波动也会影响煤粉的产生。地层中流体的渗流方式主要为单相流动，在渗流过程中，流体对裂缝内
壁具有一定的粘滞力，能够对煤岩产生剪切破坏;若粘滞力大于煤层本身的剪切强度，煤岩就会发生破坏
。在生产过程中，若排采强度过大，即引起生产压差增速太快，近井地带的流体流动速度明显提高，因
此，近井地带煤粉产出量明显高于远井地带;供液不足时，就会引起前期产生的煤粉在近井地带和井筒内
大量堆积，造成卡泵等井下故障或者近井带渗透率的严重降低。此外，煤岩经过多次应力改变后(比如频
繁的排采制度变化、频繁的修井作业等引起的液面波动)，会产生应力疲劳，即使受到较小的作用力也会
引起煤岩的进一步破碎，不利于煤层气的稳定、连续排采。

手工造型用煤粉-手工造型用煤粉厂家-聚福煤炭(优质商家)由新泰市聚福煤炭有限公司提供。新泰市聚福
煤炭有限公司（https://shop1487351621783.1688.com）为客户提供“主营：煤炭，膨润土，煤粉，煤泥，
腐植酸原粉的加工生产”等业务，公司拥有“聚福”等品牌。专注于非金属矿产等行业，在山东 泰安
有较高知名度。欢迎来电垂询，联系人：陈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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