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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氧化动力学理论及应用》针对煤的组成及结构复杂的特点，将煤的复杂自燃机理分解成基本结构
单元开展研究，应用现代测试手段与量子化学计算技术对煤自燃过程中的微观结构变化与产热等特性
进行测试与计算，总结出煤中易发生氧化与自由基反应的化学基本结构单元群，提出煤中所有活性结
构单元的基元反应序列及机理，构建煤自燃的氧化动力学理论，并将该理论在煤自燃倾向性鉴定、确
定煤自然发火期和防治煤自燃的高效化学阻化剂等方面进行应用。
 
《煤氧化动力学理论及应用》可供矿业工程、安全工程等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师生、研
究人员及企业的技术管理干部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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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采掘技术因素。
采掘技术因素对自燃危险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采区回采速率，回采期、采空区丢煤量及其集中程度，
顶板管理方法，煤柱及其破坏程度，采空区封闭难易程度等方面。
好的开拓方式应是少切割煤层、少留煤柱，矿压的作用小、煤层的破坏程度低，所以岩石结构的开拓
方式，如集中平硐、岩石大巷、石门分采区开拓布置能减少自燃危险性。
 采煤方法影响煤炭自燃主要表现在煤炭回采率的高低和回采时间的长短等，所以，丢煤越多、浮煤越
集中的采煤方法越易引起自燃。
采用冒落法管理顶板的开采方法在采空区中遗留的碎煤一般都比其他方法多。
由于顶板岩层的破坏，隔离采空区的工作比较困难，易于发生煤炭自燃。
开采一个采区时采用前进式开采程序比用后退式开采程序的漏风大，而且也使采空区内的遗煤氧化作
用时间长，这些都为自燃创造了条件。
因此，开采有自燃倾向性煤层的采区时，一般都采用后退式开采程序。
另外，采用后退式开采程序对煤柱的压力较小，遗留在采空区的碎煤也少，而且也易于隔离采空区，
防止其漏风。
 长壁式采煤法中留煤皮假顶，留刀柱支持顶板，以及开采率较低的水力采煤，也均不利于防止自燃。
 一个采区或工作面回采速率低，拖的时间长，使采空区遗煤经受氧化作用时间大大超过煤层的自然发
火期，就难以控制自燃的发生。
因此，应力求采用进度快的生产工艺。
神东矿区采用先进可靠的大功率重型综采设备，实现了矿井的快速开采，从而使得该矿区采空区自燃
“三带”中的“自燃带”存在时问短暂，大大减小了采空区自燃的可能性；在工作面回撤过程中，采
用“辅巷多通道”的搬家新技术，实现了工作面的快速搬家，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停采线附近发生自燃
灾害的概率；同时，该矿区还综合采用快速封闭技术，并结合无轨胶轮车快速运输手段，实现了巷道
的快速封闭，减少了煤与氧的接触时间，使煤体无法积聚发生自燃所必需的热量。
通过“快采”、“快撤”和“快闭”技术的实施，有效控制了煤的氧化蓄热，大大减小了“两道”和
“两线”处自燃灾害发生的危险性，成功地实现了“以快防火”。
 甘肃省窑街煤矿开采特厚、易燃煤层，主采层22m、最厚达98m，自然发火期3～6个月。
矿区井田范围内自明朝就有古窑开采，小窑星罗棋布，老采空区纵横重叠，自燃火灾频频发生。
为扭转严重的发火局面，将集中运输巷由煤层改到底板岩层；改革了采煤法，以倾斜分层、金属网假
顶采煤代替了高落式和煤皮假顶倾斜分层采煤法，并且采取了黄泥注浆、不留煤柱、老空复采的综合
措施，发火率由原来的1.65次／万t降到0.052次／万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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