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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学》

内容概要

《煤化学(第2版)》讲述了：编者与生产一线的技术专家一起，在行业专家指导以及对毕业生工作岗位
认真调研的基础上，跟踪技术发展趋势，同时参照煤化工行业职业技能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规范，根
据煤化工企业的生产实际和岗位群的技能要求编写《煤化学(第2版)》。《煤化学(第2版)》系统地叙
述了煤的特征和生成、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煤的有机质的结构、工艺性质、分类及煤质评价、煤的
综合利用等内容，并增加了煤质化验和实训部分，重在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煤化学(第2版)》可作为高职煤化工、煤炭综合利用专业的教学、成人教育、职业培训教材，也可作
为从事能源、燃气、煤化工、煤炭综合利用等有关生产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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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中国的能源概况及煤炭资源
 二、中国煤炭的综合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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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煤化学的发展
 五、煤化学的内容、特点及研究方法
第一章 煤的外表特征和生成
 第一节 煤的种类和外表特征
 一、煤的成因类型
 二、腐殖煤的外表特征
 第二节 煤的生成
 一、成煤的原始物质
 二、成煤过程
 复习思考题
第二章 煤的一般性质
 第一节 煤的宏观特征和微观特征
 一、煤岩学的概念
 二、煤的宏观特征
 三、煤的微观特征
 四、煤岩学的应用
 第二节 煤的物理性质
 一、煤的颜色和光泽
 二、煤的断口和裂隙
 三、煤的密度
 四、煤的机械性质
 五、煤的热性质
 六、煤的电性质与磁性质
 七、煤的光学性质
 第三节 煤的固态胶体性质
 一、煤的润湿性及润湿热
 二、煤的表面积
 三、孔隙度和孔径分布
 第四节 煤的化学性质
 一、煤的氧化
 二、煤的加氢
 三、煤的氯化
 四、煤的磺化
 复习思考题
第三章 煤的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
 第一节 煤样的采集
 一、采样基础知识
 二、商品煤样人工采取方法
 三、生产煤样采取方法
 四、煤层煤样采取方法
 第二节 煤样的制备
 一、煤样制备的程序
 二、煤样的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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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煤样的制备
 第三节 煤质分析试验中常用基准和结果报告
 一、煤炭分析试验的常用基准
 二、煤炭分析试验的项目符号
 三、煤炭分析试验的结果报告
 四、煤炭分析试验方法精密度
 第四节 煤的工业分析
 一、煤中的水分
 二、煤中的灰分
 三、煤的挥发分和固定碳
 第五节 煤的元素分析
 一、煤的元素组成
 二、煤中碳和氢的测定
 三、煤中氮的测定
 四、煤中全硫的测定
 五、煤中各种形态硫的测定
 六、煤中磷的测定
 第六节 煤的发热量
 一、煤发热量的测定
 二、利用经验公式计算煤的发热量
 三、煤的发热量与煤质的关系
 四、煤的发热量等级
 第七节 分析结果的基准换算
 一、常用基准的物理意义和相互关系
 二、分析结果的基准换算
 复习思考题
第四章 煤的有机质的结构
 第一节 煤结构单元核心部分的结构
 一、煤的基本结构单元
 二、煤的结构参数
 第二节 煤结构单元外围部分的结构
 一、含氧官能团
 二、烷基侧链
 三、桥键
 第三节 煤的结构模型
 一、煤的化学结构模型
 二、煤的物理结构模型
 第四节 煤的分子结构的概念
 复习思考题
第五章 煤的工艺性质
 第一节 煤的热解
 一、热解过程
 二、热解过程中的化学反应
 三、影响煤热解的因素
 第二节 煤的黏结和成焦机理
 一、胶质体的来源和性质
 二、煤的黏结成焦机理
 第三节 煤的黏结性（结焦性）指标
 一、胶质层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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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奥亚膨胀度
 三、基氏流动度
 四、罗加指数
 五、黏结指数
 六、坩埚膨胀序数
 七、葛金指数
 第四节 煤的其他工艺性质
 一、煤的反应性
 二、煤的结渣性
 三、煤的燃点
 四、煤的可选性
 复习思考题
第六章 煤的分类及煤质评价
 第一节 煤的分类指标
 一、反映煤化程度的指标
 二、反映煤黏结性、结焦性的指标
 第二节 中国煤分类
 一、中国煤炭分类（GB —）
 二、中国煤炭分类体系表
 三、中国煤炭分类(GB —)使用举例
 四、中国煤炭编码系统
 第三节 国际煤分类
 一、术语及其定义
 二、分类
 三、分类举例
 第四节 各种煤的特性及用途
 第五节 炼焦煤种和配煤原理
 一、炼焦煤种
 二、配煤原理
 第六节 煤质评价
 一、煤质评价的阶段与任务
 二、煤质评价的内容
 三、煤质评价方法
 四、煤质评价举例
 复习思考题
第七章 煤炭的综合利用
 第一节 煤的气化
 一、煤炭气化的意义
 二、煤的气化方法与煤气的种类
 三、煤气化的主要化学反应
 四、煤气化工艺
 五、我国煤气化技术进展
 第二节 煤的液化
 一、煤炭液化的意义
 二、煤炭液化的方法及对煤质的要求
 三、煤液化的基本原理
 四、加氢催化剂
 五、煤液化工艺
 第三节 煤的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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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煤燃烧的基本原理
 二、燃料用煤对煤质的要求
 复习思考题
煤质分析与实训部分
 实验一 一般分析试验煤样水分的测定
 实验二 煤中全水分的测定
 实验三 煤灰分产率的测定
 实验四 煤挥发分产率的测定
 实验五 煤中碳和氢的含量测定
 实验六 煤中全硫含量的测定
 实验七 煤的发热量测定
 实验八 烟煤胶质层指数的测定
 实验九 烟煤黏结指数的测定
 实验十 烟煤的奥亚膨胀度测定
附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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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③树脂体。来源于植物的树脂以及树胶、脂肪和蜡质分泌物。树脂体主要呈细胞充填
物出现，有时也呈分散状或层状出现。在垂直层理的煤片中，树脂体常呈圆形、卵形、纺锤形等，或
呈小杆状。在透射光下，树脂体多呈淡黄白色、柠檬黄色，也呈橙红色。油浸反射色深于孢粉体和角
质体，多为深灰色，有时可见带红色色调的内反射现象。一般不显示突起。④木栓质体。来源于植物
的木栓组织的栓质化细胞壁。细胞腔有时中空，有时为团块状镜质体充填。常显示叠瓦状构造。栓质
化细胞壁在油浸反射光下呈均一的深灰色，低突起到微突起，在低煤级烟煤中可发较弱的荧光。⑤树
皮体。可能来源于植物茎和根的皮层组织，细胞壁和细胞腔的充填物皆栓质化。在油浸反射光下呈灰
黑色至深灰色，低突起或微突起。树皮体有多种保存形态，常为多层状、有时为多层环状或单层状等
。在纵切面上，由扁平长方形细胞叠瓦状排列而成，呈轮廓清晰的块体。水平切面上呈不规则的多边
形。透射光下呈柠檬黄、金黄、橙红及红色。具有明显的亮绿黄色、亮黄色至黄褐色荧光，各层细胞
的荧光强度不同，荧光色差异较大。⑥沥青质体。沥青质体是藻类、浮游生物、细菌等强烈降解的产
物油浸反射光下呈棕黑色或灰黑色。没有一定的形态和结构，分布在其他显微组分之间，也见有充填
于细小裂隙中或呈微细条带状出现。微突起或无突起，反射率较低，荧光性弱，呈暗褐色。⑦渗出沥
青体。渗出沥青体是各种壳质组分及富氢的镜质体，在煤化作用的沥青化阶段渗出的次生物质呈楔形
或沿一定方向延伸，充填于裂隙或孔隙中，并常与母体相连，其光性特征与母体基本一致或略有差别
。透射光下呈金黄色或橙黄色；蓝光激发下荧光色变化较大，多为亮黄色或暗黄色，多与母体的荧光
色相似。⑧荧光体。由植物分泌的油脂等转化而成的具强荧光的壳质组分。在蓝光激发下发很强的亮
黄色或亮绿色荧光。荧光体常呈单体或成群的粒状、油滴状及小透镜状，主要分布于叶肉组织间隙或
细胞腔内。油浸反射光下为灰黑色或黑灰色，微突起，透射光下为柠檬黄色或黄色。⑨藻类体。藻类
体是由低等植物藻类形成的显微组分，它是腐泥煤的主要组分。根据结构和形态特征分为2个亚组分
。a.结构藻类体。普通反射光下为灰色，结构和形态清晰，低一中突起。油浸反射光下呈灰黑色或黑
色，反射率很低。透射光下色调不均，多呈柠檬黄色，橙黄色。蓝光激发下发强荧光，结构更加清晰
，随煤化程度增高，荧光色由柠檬黄色变化为橙黄色至红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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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化学(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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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煤化学的可以看看，写得还行
2、很不错，适用于初学者！
3、更多的是工业化的化学
4、对于生物质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5、将煤化学的基本理论都写了。
6、书是不错的，但是当当网能不能用快递啊，国内那么多快递， 你偏用邮政，十二月初买的，这都
快元旦了，这是要跨年啊，还有啊，邮政的态度不要太差哦····
7、很好，对我很有帮助，这本书非常好
8、全面，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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