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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低温氧化及自燃特性的综合实验研》

内容概要

《煤低温氧化及自燃特性的综合实验研究》通过开展煤低温氧化及自燃特性的综合实验，系统研究了
煤低温氧化过程中的温度、气体浓度、升温速率、放热速率等宏观特性，同时也对煤的表面结构、孔
隙特性、吸氧量、煤的官能团、微晶结构、自由基浓度等微观物理化学结构与煤自燃的关系进行了详
细研究。研究成果对煤低温氧化发展过程的预测预报、制定有效的防灭火措施、减少防灭火工作的盲
目性、保障煤矿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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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小不代表参加氧化反应的氧气量，更不能很好地反映煤的氧化性强弱。煤的吸氧量
高其吸附放热量大，而吸附放热与煤的氧化放热量相比是很少的，煤的吸氧量多不代表参加氧化反应
的氧气分子数多，而参加氧化反应氧分子数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煤上具有反应活化能（指对应于该氧化
温度）的分子数，煤上活化的分子数越多，参加反应的氧分子就越多，放出的热量也就越多，越有利
于煤的氧化进程发展，而决定煤上具有某温度下反应活化能分子数的因素有煤岩成分与煤的化学结构
等。无烟煤在几个测定温度下其吸氧量都比气煤和气肥煤的吸氧量大，而在开采过程中柴里气煤比潘
一矿气肥煤发火期短得多，而百善矿无烟煤自从开采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煤炭自燃，进一步说明了不
能单纯用某个温度下的吸氧量大小评判煤自燃倾向性高低。 （2）从煤氧化实验可知，褐煤极易氧化
，一接触空气就有CO生成。从吸氧实验可看出，褐煤吸氧量随温度升高而逐渐减小，说明了易氧化
的褐煤容易进行化学吸附和化学反应，没有从物理吸附向化学吸附过渡的过程，也就是图3—11中直接
从d到b，无中间过渡阶段c。 （3）对于气煤，当温度小于60℃时，吸氧量随煤温升高而降低；当温度
达70℃时吸氧量增加；当温度在70～80℃时，吸氧量降低；当温度达80℃以后，吸氧量又随温度升高
而增加。因此，对照图3—11，可以认为，气煤温度小于60℃时已进行物理化学吸附，局部进行化学反
应，温度在60～100℃就进行了化学吸附和化学反应，温度在100℃以后完全进行化学反应。从煤氧化
气体产物实验数据表3—9也可看出，气煤在60℃开始氧化出现CO，也证明了气煤从60℃开始进行化学
吸附和化学反应。 （4）对于气肥煤，当温度小于70℃时，吸氧量随温度升高而降低；当温度达80℃
时吸氧量增加；当温度在80～90℃时，吸氧量降低；当温度达90℃以后，吸氧量又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因此，可以认为，气肥煤在温度小于70℃时已进行物理化学吸附，并局部进行化学反应，温度在70
～90℃是气肥煤从化学吸附到化学反应的过渡阶段，100℃以后完全是化学反应。同时从煤氧化气体产
物实验数据表3—9也可看出，气肥煤在70℃开始氧化出现CO，证明了气肥煤从70℃开始进行化学吸附
和化学反应。 （5）对于无烟煤，温度小于80℃时，吸氧量随温度升高而降低；当温度达90℃时吸氧
量增加；温度在90～100℃时，吸氧量降低。因此，对于无烟煤，温度小于80℃时已进行物理化学吸附
，温度在90～100℃是无烟煤从化学吸附到化学反应的过渡阶段。同时从表3—9也可看出，无烟煤在80
℃开始氧化出现CO，说明了无烟煤从80℃开始进行化学吸附和化学反应。由于无烟煤活化基团比较少
，100℃以后氧化比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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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低温氧化及自燃特性的综合实验研究》适合从事煤矿煤炭自然发火的煤矿工程技术人员、科技工
作者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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