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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A8_E5_B7_A5_E7_c62_646112.htm 1.煤炭自燃的早期识

别和预报 (1)人的直接感觉 1)浅部开采时，冬季在地面钻孔口

或塌陷区，有时发现冒出水蒸气或冰雪融化现象。井下两股

温度不同的风流交汇处，过饱和的水蒸气凝聚也会出现雾气

。因此，在发现这种现象时，应结合具体条件分析。 2)煤从

自热到自燃过程中，氧化产物中有各种碳氢化合物，所以，

在井下可以闻到煤油、汽油或松节油味。如闻到焦油气味则

表明自燃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 3)从煤炭自热或自燃地点

流出的水或空气，其温度较平常为高。 4)人有不舒适感，如

头痛、闷热、精神疲乏等，这与空气中有害气体（如CO

、CO2）的浓度增加有关。 由于人的感觉总带有相当大的主

观性和弱敏感性，人的直接感觉不能作为识别早期煤炭自热

过程的可靠方法。 (2)测定矿内空气成分的变化 根据应用原理

不同，预测的方法可分为气体分析法和煤炭氧化速度测定法

，这是及时发现和预报煤炭自燃的主要手段。 (3)测定空气和

围岩的温度 测温法有时可以作为一种补充手段。空气温度用

普通温度计或电阻温度计测定。围岩温度要在一定深度的钻

孔中测定。为掌握采空区和密闭区内自燃发展情况，可以用

远距离电阻温度计测定其温度变化。 2.煤炭自燃倾向性的鉴

定 《煤矿安全规程》要求生产矿井将煤样送到有关单位进行

煤的自燃倾向性鉴定，依据鉴定分类拟定正确的开采方法和

经济有效的防火措施。 影响煤炭自燃的因素： (1)煤炭自身特

性 1）煤的炭化程度。炭化程度越高，氧流离基的含量越少



，其自燃倾向性越小，反之则大。炭化程度相同的煤的自燃

倾向性由大到小的顺序是褐煤、烟煤、贫煤和无烟煤。在烟

煤中又以长焰煤的自燃危险性较大。 2）煤的岩石学成分。

煤的岩石学成分有丝煤、暗煤、亮煤和镜煤。它们具有不同

的氧化性。丝煤在常温下吸氧能力特别强，煤中含丝煤越多

，自燃倾向越大。相反，含暗煤多的煤，一般是不易自燃的

。 3）煤的水分。煤层的自燃危险性往往和煤的湿润程度，

甚至空气中的相对湿度有关。煤孔隙内水分的存在，将降低

煤吸附氧气的能力，减小煤的自燃性倾向。 4）煤的含硫量

。同牌号的煤中，含硫矿物（如黄铁矿）越多，越易自燃。

5）煤的孔隙率。煤的孔隙率大，使煤与氧气接触面增加，故

易自燃。百考试题论坛 （2）地质、开采因素 1)煤层厚度和

倾角。煤层厚度和倾角越大，自燃危险性越大。这是因为开

采厚煤层或急倾斜煤层时，煤炭回收率低，采区煤柱易遭破

坏，采空区不易封闭严密和漏风较大所致。 2)煤层埋藏深度

。煤层埋藏深度增加，煤体的原始温度增加，煤内自然水分

减少，这将使煤的自燃危险性增加。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

育类网站(100test.com) 3)地质构造。煤层中有地质构造破坏的

地带（如褶曲、断层、破碎带和岩浆侵入区等），煤炭自燃

比较频繁。因为，这些地区煤质松碎，有大量裂隙，从而增

加了煤的氧化活性和供氧通道与氧化表面积。 4)围岩性质。

顶底板的物理机械性（结构、硬度、可塑性等）也能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煤炭的自燃过程。如果顶板坚硬不易冒落，就会

造成煤层和煤柱破坏，煤炭就易于自燃。如果顶板易于垮落

，并在垮落之后，能够严密地充填采空区而又压实，自燃就

不会发生。 5)煤的瓦斯含量。煤孔隙内存在的瓦斯能够占据



煤的孔隙空间和内表面，降低煤的吸氧量，瓦斯逸出后，就

构成煤炭加剧氧化的条件。 6)开拓开采条件。它是影响煤炭

自燃的重要因素。能保证煤层切割少、煤柱少、及时隔绝采

空区的开拓系统，以及巷道布置简单、煤炭回收率高、采空

区的漏风少、后退式开采的采煤方法，可以降低煤炭的自燃

性。 7)通风制度。煤炭氧化生成的热量及其热量的集聚同风

速有直接的关系。当风速过小时，供氧不足，氧化生成热很

少，易散失掉。当风速过大时，氧化生成热被风流带走，同

样不能形成热集聚，不能发生自燃。只有当风流流动而且风

速又不大的情况下，煤才能自燃。一般认为，风速为0.02m/s

至 0.05m/s时，是有利于自燃的风速，采空区、煤巷冒落处、

垮帮处及煤柱裂隙地点的漏风，往往具备了自燃发火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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