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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仓用煤位统计监测的系统及方法

(57)摘要

一种筒仓用煤位统计监测系统，包括服务

器，还包括用于实际监测的煤位计，服务器包括

服务器数据库和服务器客户端；服务器数据库用

于采集和存储筒仓用煤信息，包括计算单元、筒

仓信息单元、煤种信息单元、耗煤信息单元、上煤

信息单元和存煤信息单元；服务器客户端用于工

作人员录入操作相关信息。这种统计监测系统，

结构简单，操作方便，能够方便、直观的查看多个

筒仓的，任意点的煤种、煤种热量、及此煤种的数

量，方便从多个筒仓往煤仓掺配煤，便于各班值

对当值和上一班值的工作情况做具体的了解和

掌握，更清晰熟练的处理筒仓内煤位等信息情

况，对筒仓内煤位、煤种等相关信息做及时的统

计和监测，完成直观的煤种掺配，误差小，效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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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筒仓用煤位统计监测系统，包括用于统计和监测的服务器，还包括用于实际监

测的煤位计，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服务器包括服务器数据库和服务器客户端；

所述的服务器数据库用于采集和存储筒仓用煤信息，包括计算单元、筒仓信息单元、煤

种信息单元、耗煤信息单元、上煤信息单元和存煤信息单元；

所述的筒仓信息单元包括筒仓编号模块、筒仓煤种模块、筒仓煤位模块；所述筒仓编号

模块和筒仓煤种模块的数据由当值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并存储；所述筒仓煤位

模块与所述煤位计连接，其数据由煤位计传送；

煤种信息单元包括上煤煤种模块、消耗煤种模块；所述的上煤煤种模块和消耗煤种模

块的数据由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其信息属性包括煤种名称和热值；

所述的耗煤信息单元包括班值模块、消耗煤种模块、消耗煤量模块、消耗煤所在筒仓编

号模块；所述各模块中的数据均由当值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并存储；

上煤信息单元包括班值模块、上煤煤种模块、上煤煤量模块、上煤所在筒仓编号模块和

上煤后筒仓煤位模块；其中的班值模块、上煤煤种模块、上煤煤量模块和上煤所在筒仓编号

模块的数据由当值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并存储；所述上煤后筒仓煤位模块与所

述各煤位计连接，其数据由煤位计传送；

所述的存煤信息单元包括筒仓编号模块、煤种模块、煤量模块、煤位模块、筒仓层级模

块；其中的筒仓编号模块的数据由当值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并存储；煤种模块

和煤量模块的数据由所述服务器数据库的计算单元计算后得出数据并存储；煤位模块的数

据由各煤位计传送；筒仓层级模块的数据由服务器数据库的计算单元计算后得出数据并存

储；

所述的服务器客户端用于工作人员录入操作相关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筒仓用煤位统计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多个筒仓内分别配备

有煤位计，各煤位计分别与所述的服务器数据库中的筒仓信息单元连接；各筒仓分别通过

输煤装置与煤仓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筒仓用煤位统计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煤位计为红外

线煤位计。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筒仓用煤位统计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煤位计为超声

波煤位计。

5.一种应用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筒仓用煤位统计监测系统进行筒仓煤位统

计监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工作人员应用筒仓用煤位统计监测系统的业务流程如下：

（1）当值工作人员在服务器客户端录入本值结束后各筒仓的煤位、环给时间、总燃煤量

以及各筒仓在本值所上煤种的数据信息；

（2）服务器数据库的计算单元根据总燃煤量和各筒仓的环给时间计算出各筒仓的实际

燃煤量；

（3）服务器数据库根据上述计算结果重新计算筒仓内各层煤的煤种以及所在位置，推

导出未上煤的情况下筒仓煤位的理论值；

（4）步骤3推导的煤位理论值与步骤1录入的煤位实际值进行比较，二者的差值即是本

值实际上煤所在筒仓的位置，将该信息同步到筒仓存煤信息单元中的筒仓层级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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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筒仓煤位统计监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当值工作人员

的数据录入，将各筒仓的煤位情况以及班值用煤情况逐一传送并存储至服务器数据库

中，

下一班值工作人员根据服务器客户端显示的各种数据，直观的对各筒仓内煤种、煤量、

煤层

上煤量、上煤煤种、耗煤量、耗煤煤种的信息进行统计和监测，并快速、连续的完成煤种

掺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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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仓用煤位统计监测的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发电企业多个筒仓煤位、煤种的统计系统，具体地说是一种根据数据

进行直观的煤种掺配的筒仓用煤位统计监测的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火力发电企业大部分是将火车或汽车来煤存至煤场，由斗轮机在煤场

内根据煤种、煤质及发热量不同按一定比例进行采集，输送至煤场。极少火力发电企业采用

将火车或汽车来煤由皮带输送筒仓，再由筒仓底部通过环式给煤机、皮带输送至煤场。但由

于筒仓储煤存在着不污染环境、不受天气影响等诸多优点，新建发电企业正在逐渐采用。但

采用筒仓存煤存在着统计不方便、不直观、掺配误差大等诸多问题。

[0003] 本技术领域已公开的专利技术中，专利号为“200920152024.3”名称为“火力发电

厂燃料进出厂无人值守系统”的专利提供了电厂燃料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但只对煤场的进

出进行管理  ；专利号为“200910040520.4”名称为“一种煤粉炉掺烧污泥的方法”的技术介

绍了一种煤与污泥掺烧的方法，未涉及掺烧比例的确定和燃烧的优化决策和管理层面。而

专利号为“201210037142.6”名称为“一种火电厂燃煤智能调度系统”的专利，提供的是一种

可对电厂燃煤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和智能化调度的系统，为电厂燃煤调度提供合理化建

议，具体包括电厂的堆料、配煤、上煤和取料，通过对燃煤的集成调度和全面跟踪，用计算机

对电厂燃煤调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智能化决策，代替繁琐的人工决策流程，减少决策

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系统建立数据模型，然后根据数据得出下一步骤的

优化操作，其主要用于管理决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用煤信息如何录入等，只是运用数据计

算模型计算相对应的数据，再控制相对应的装置进行操作，虽然省人工，但是很多数据模型

都是按照近似原则完成，在实际应用时会产生加大的误差，对于煤种掺配产生不必要的弊

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背景技术中提及的技术缺陷，旨在解决目前国内火力发电使用筒仓存

煤的企业，使用传统的Excel进行煤仓煤位统计不直观的弊端，尤其是从多个筒仓往煤仓掺

配煤不准确等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而开发的一种利用实用、直观的筒仓煤位统计系统。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筒仓用煤位统计监测系统，包括用于统计和监测

的服务器，还包括用于实际监测的煤位计，

[0006] 所述的服务器包括服务器数据库和服务器客户端；

[0007] 所述的服务器数据库用于采集和存储筒仓用煤信息，包括计算单元、筒仓信息单

元、煤种信息单元、耗煤信息单元、上煤信息单元和存煤信息单元；

[0008] 所述的服务器客户端用于工作人员录入操作相关信息。

[0009] 多个筒仓内分别配备有煤位计，各煤位计分别与所述的服务器数据库中的筒仓信

息单元连接；各筒仓分别通过输煤装置与煤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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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筒仓信息单元包括筒仓编号模块、筒仓煤种模块、筒仓煤位模块；所述筒仓编号模

块和筒仓煤种模块的数据由当值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并存储；所述筒仓煤位模

块与所述煤位计连接，其数据由煤位计传送。

[0011] 煤种信息单元包括上煤煤种模块、消耗煤种模块；所述的上煤煤种模块和消耗煤

种模块的数据由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其信息属性包括煤种名称和热值。

[0012] 耗煤信息单元包括班值模块、消耗煤种模块、消耗煤量模块、消耗煤所在筒仓编号

模块；所述各模块中的数据均由当值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并存储。

[0013] 上煤信息单元包括班值模块、上煤煤种模块、上煤煤量模块、上煤所在筒仓编号模

块和上煤后筒仓煤位模块；其中的班值模块、上煤煤种模块、上煤煤量模块和上煤所在筒仓

编号模块的数据由当值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并存储；所述上煤后筒仓煤位模块

与所述各煤位计连接，其数据由煤位计传送。

[0014] 存煤信息单元包括筒仓编号模块、煤种模块、煤量模块、煤位模块、筒仓层级模块；

其中的筒仓编号模块的数据由当值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并存储；煤种模块和煤

量模块的数据由所述服务器数据库的计算单元计算后得出数据并存储；煤位模块的数据由

各煤位计传送；筒仓层级模块的数据由服务器数据库的计算单元计算后得出数据并存储。

[0015] 煤位计为红外线煤位计；或者为超声波煤位计。

[0016] 应用筒仓用煤位统计监测系统进行筒仓煤位统计监测的方法，工作人员应用筒仓

用煤位统计监测系统的业务流程如下：

[0017] （1）当值工作人员在服务器客户端录入本值结束后各筒仓的煤位、环给时间、总燃

煤量以及各筒仓在本值所上煤种的数据信息。

[0018]  （2）服务器数据库的计算单元根据总燃煤量和各筒仓的环给时间计算出各筒仓

的实际燃煤量；

[0019]  （3）服务器数据库根据上述计算结果重新计算筒仓内各层煤的煤种以及所在位

置，推导出未上煤的情况下筒仓煤位的理论值；

[0020]  （4）步骤3推导的煤位理论值与步骤1录入的煤位实际值进行比较，二者的差值即

是本值实际上煤所在筒仓的位置，将该信息同步到筒仓存煤信息单元中的筒仓层级模块

中。

[0021] 通过当值工作人员的数据录入，将各筒仓的煤位情况以及班值用煤情况逐一传送

并存储至服务器数据库中，下一班值工作人员根据服务器客户端显示的各种数据，直观的

对各筒仓内煤种、煤量、煤层上煤量、上煤煤种、耗煤量、耗煤煤种的信息进行统计和监测，

并快速、连续的完成煤种掺配。

[0022] 本发明所公开的这种统计监测系统，结构简单，操作方便，能够方便、直观的查看

多个筒仓的，任意点的煤种、煤种热量、及此煤种的数量，方便从多个筒仓往煤仓掺配煤，便

于各班值对当值和上一班值的工作情况做具体的了解和掌握，更清晰熟练的处理筒仓内煤

位等信息情况，对筒仓内煤位、煤种等相关信息做及时的统计和监测，完成直观的煤种掺

配，误差小，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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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5] 结合附图1，本发明所公开的这种系统和方法，主要是用于火力发电企业1‑3个筒

仓中煤位、煤种等信息的统计，使得当值工作人员和下一班值工作人员对于筒仓内用煤信

息等有个直观的认识，便于实现支管的煤种掺配。

[0026] 这种筒仓用煤位统计监测系统，包括用于统计和监测的服务器，还包括用于实际

监测的煤位计。

[0027] 服务器包括服务器数据库和服务器客户端。服务器数据库用来存储筒仓内的煤

种、煤位等相关数据信息，以及班值工作人员和用煤情况的数据信息；服务器客户端主要用

于工作人员的信息录入、信息查找等，保证人机交互。

[0028] 服务器数据库用于采集和存储筒仓用煤信息，包括计算单元、筒仓信息单元、煤种

信息单元、耗煤信息单元、上煤信息单元和存煤信息单元；服务器客户端用于工作人员录入

操作相关信息。

[0029] 该系统适用于多个筒仓的发电企业，筒仓个数一般为1‑3个。多个筒仓内分别配备

有煤位计，各煤位计分别与所述的服务器数据库中的筒仓信息单元连接；各筒仓分别通过

输煤装置与煤仓连接。

[0030] 筒仓信息单元包括筒仓编号模块、筒仓煤种模块、筒仓煤位模块。所述筒仓编号模

块和筒仓煤种模块的数据由当值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并存储；筒仓煤位模块与

各个筒仓内的煤位计连接，其数据由煤位计传送。

[0031] 煤种信息单元包括上煤煤种模块、消耗煤种模块；所述的上煤煤种模块和消耗煤

种模块的数据由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其信息属性包括煤种名称和热值。此处

录入的为当值工作人员上煤的煤种及所消耗的煤种的相关信息，以及相对应的煤种的热值

信息，便于统计热量和用煤量。

[0032] 耗煤信息单元包括班值模块、消耗煤种模块、消耗煤量模块、消耗煤所在筒仓编号

模块；各模块中的数据均由当值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并存储。该信息单元中的

耗煤煤种模块和耗煤煤量模块，指的是当值工作人员所录入的当值使用的煤种和煤量的数

据信息。

[0033] 上煤信息单元包括班值模块、上煤煤种模块、上煤煤量模块、上煤所在筒仓编号模

块和上煤后筒仓煤位模块；其中的班值模块、上煤煤种模块、上煤煤量模块和上煤所在筒仓

编号模块的数据由当值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并存储；所述上煤后筒仓煤位模块

与所述各煤位计连接，其数据由煤位计实时传送。该信息单元中的上煤煤种模块和上煤煤

量模块，指的是当值工作人员所录入的当值所上的煤种和煤量的数据信息。

[0034] 存煤信息单元包括筒仓编号模块、煤种模块、煤量模块、煤位模块、筒仓层级模块；

其中的筒仓编号模块的数据由当值工作人员通过服务器客户端录入并存储；煤种模块和煤

量模块的数据由所述服务器数据库的计算单元计算后得出数据并存储；煤位模块的数据由

各煤位计传送；筒仓层级模块的数据由服务器数据库的计算单元计算后得出数据并存储。

[0035] 作为优选方案，煤位计为红外线煤位计，也可以为超声波煤位计。

[0036] 在使用操作中，根据实际工厂工人的操作需要，在界面中显示不同的模块信息，其

中的班值模块、筒仓编号模块等固定属性的数据，可共用一组模块信息，并固定显示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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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中。消耗煤量模块、筒仓煤位模块等数据为变量的模块，根据其实际对应的其他模块信

息显示变量信息

[0037] 应用筒仓用煤位统计监测系统进行筒仓煤位统计监测的方法，工作人员应用筒仓

用煤位统计监测系统的业务流程如下：

[0038] （1）当值工作人员在服务器客户端录入本值结束后各筒仓的煤位、环给时间、总燃

煤量以及各筒仓在本值所上煤种的数据信息。

[0039]  （2）服务器数据库的计算单元根据总燃煤量和各筒仓的环给时间计算出各筒仓

的实际燃煤量，以及燃烧的煤是筒仓中的哪部分煤，该部分煤是依照各筒仓的环给时间将

总燃煤量按比例分配给各筒仓。

[0040]  （3）服务器数据库根据上述计算结果重新计算筒仓内各层煤的煤种以及所在位

置；如果未上煤只消耗的理论煤位，推导出未上煤的情况下筒仓煤位的理论值。这个值是这

样推导出来的：首先通过本次燃煤量、密度，以及筒仓单位高度容量计算出本次燃煤消耗高

度，公式为：煤量/密度/筒仓单位高度容量；其次根据昨日筒仓计测的煤位减去上一步算出

来的燃煤消耗高度即是筒仓煤位的理论值。

[0041]  （4）步骤3推导的煤位理论值与步骤1录入的煤位实际值进行比较，二者的差值即

是本值实际上煤所在筒仓的位置，将该信息同步到筒仓存煤信息单元中的筒仓层级模块

中。

[0042] 通过当值工作人员的数据录入，将各筒仓的煤位情况以及班值用煤情况逐一传送

并存储至服务器数据库中，下一班值工作人员根据服务器客户端显示的各种数据，直观的

对各筒仓内煤种、煤量、煤层上煤量、上煤煤种、耗煤量、耗煤煤种的信息进行统计和监测，

并快速、连续的完成煤种掺配。

[0043] 这种人机交互的统计系统和方法，能够对采用筒仓存煤的发电企业的用煤量等信

息进行直观统计，根据用煤量和存煤量的信息，对各筒仓内的煤种进行直观的掺配作业，减

少纯程序控制、机械操作所造成的误差，能够方便、直观的查看多个筒仓中任意点的煤种、

煤种热量信息及煤种的数量，便于从多个筒仓根据其各自的特性向煤仓掺配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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