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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A和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德明、仲晓星、周福宝、戚绪尧、李增华、秦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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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自燃倾向性的氧化动力学测定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自燃倾向性的氧化动力学测定方法的测试系统、测试条件、测试步骤、分类与分

类指标，并界定了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煤自燃倾向性的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74-1996 煤样的制备方法 

GB 482-1995 煤层煤样采取方法 

GB/T 19222-2003 煤岩样品采取方法 

GB/T 20104-2006 煤自燃倾向性色谱吸氧鉴定法 

JJG700-1999 气相色谱仪检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煤自燃倾向性  propensity of coal to spontaneous combustion 

煤在常温下氧化能力的内在属性。 

3.2 

氧化动力学  oxidation kinetics 

从化学动力学角度研究煤氧化反应过程的方法。 

3.3 

程序升温  programmed-temperature heating 

煤样所在控温箱的温度按预先设定的升温速率进行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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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交叉点温度  crossing point temperature 

在程序升温条件下，煤样几何中心温度与控温箱温度相等时的温度即为交叉点温度，记作 Tcpt。 

3.5 

标准气样  calibration gas 

标准气样是一种高度均匀、稳定性良好和量值准确的气体，本标准指氧气浓度为 20.96%的干空气。 

3.6 

判定指数  classification index  

综合反映煤自燃倾向性的鉴定指标。 

4  方法提要 

本标准通过测试在程序升温条件下煤样温度达 70 ℃时煤样罐出气口氧气浓度和之后的交叉点温

度，得出煤自燃倾向性的判定指数，根据该指数对煤自燃倾向性的分类作出鉴定。 

5  测试系统与辅助器材 

5.1  测试系统 

本标准的测试系统由干空气瓶、气体预热铜管、煤样罐、控温箱、气体采集及分析系统和数据采

集系统等部分组成（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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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干空气瓶；2-减压阀；3-稳压阀；4-稳流阀；5-压力表；6-气阻；7-流量传感器；8-隔热层；9-控温箱；

10-气体预热铜管；11-进气管；12-出气管；13-煤样罐；14-铂电阻温度传感器；15-风扇；16-加热器； 

17-控制器及显示键盘；18-数据采集系统；19-气相色谱仪；20-计算机 

图 1  煤自燃倾向性鉴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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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干空气瓶 

总压力满足气瓶使用规定，减压阀出口压力稳定在 0.5 MPa。 

5.1.2  气体预热铜管 

气体预热管路为纯铜材质管路，长 50m、外径 ø2 mm、内径 ø1 mm。 

5.1.3  控温箱 

控温箱内壁为不锈钢材质，内壁和外壳之间装设有石棉保温层，能够实现恒温、程序升温两种运

行方式，其可控温度范围为室温～350 ℃，控温精度为±0.5 ℃。可通过设定参数，对气体流量、控温

方式及控温箱温度等条件进行控制。 

5.1.4  气体采集与分析系统 

通过外径 ø2 mm、内径 ø1 mm 的不锈钢管将煤样温度达 70 ℃时的煤样罐出气口气样送入气相色

谱仪进行分析。 

5.1.5  数据采集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对煤样几何中心的温度和煤样罐所处控温箱的内部温度进行实时采集。 

5.1.6  煤样罐 

煤样罐为黄铜材质圆柱体，结构见附录 A。 

5.2  辅助器材 

a）煤样粉碎机。 

b）标准分析筛。 

c）天平（精度：0.1 g）。 

6  测试步骤 

6.1  测试准备 

6.1.1  煤样的采取 

按 GB 482-1995、GB/T 19222-2003 的规定采取煤样，同时应遵照附录 B 的规定。 

6.1.2  煤样的制备 

按 GB 474-1996 制备煤样，同时符合以下规定： 

a）用堆锥四分法缩分至 500 g~600 g，用于制备分析煤样，其余煤样密封后存封，以备存查。 

b）将煤样粉碎后筛分 0.18 mm~0.38 mm 粒度范围，并按 GB 474-1996 空气干燥方法制成 40℃空

气干燥煤样作为待测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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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待测煤样在广口瓶中密封保存，并于 7 天内完成相关参数的测定。 

d）原始煤样及分析煤样在鉴定报告完成后继续封存 6 个月。 

6.1.3  仪器检查与装样 

a）检查仪器的气密性。 

b）检查铂电阻温度传感器、数据采集系统的运行状态，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调试。 

c）对气相色谱仪进行调试，热导检测器 TCD 除满足 JJG700-1999 的规定外还须达到以下条件：

柱箱控温精度为±0.1%；基线噪声≤30 µV（峰对峰），基线漂移≤150 µV /30min；灵敏度 S≥3000 

mV ml/mg 。 

d）确认气密性良好、各种相关仪器运行正常后，装入 50±0.1 g 待测煤样，煤样上方均匀覆盖一

层厚度为 2 mm～3 mm 的石棉，对气流进行过滤防止堵塞气路。 

e）装样完毕后应再次检查仪器气密性。 

6.1.4  气相色谱仪的校准 

气相色谱仪的校准应满足以下条件：连续两次标准气样的分析结果之间的差值在±0.02%以内。 

6.2  氧气浓度和交叉点温度的测定 

a）以 96 ml/min 的稳定流量向煤样罐通入干空气（氧气浓度为 20.96%），同时控温箱设定为 40 ℃

恒温运行。 

b）煤样温度达到 35 ℃时，将通入煤样罐的干空气流量调为 8 ml/min 并保持稳定，控温箱仍然 40 

℃恒温运行。 

c）煤样温度达到 40 ℃后，将控温箱设定为 0.8 ℃/min 程序升温，同时开启数据采集系统对温度

参数进行采集。 

d）煤样温度达到 70 ℃时，利用气相色谱仪对煤样罐出口氧气浓度
2OC 进行测定，并记录。 

e）气相色谱仪进样完毕后，立即将通入煤样罐的干空气流量调为 96 ml/min，控温箱继续以 0.8 

℃/min 的速率程序升温。 

f）当数据采集系统采集的煤样温度超过控温箱温度 5 ℃时停止数据采集，并记录煤样在程序升温

条件下的交叉点温度 cptT 。 

g）数据的记录与处理。 

6.3  注意事项 

a）铂电阻温度传感器顶端置于煤样几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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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气相色谱仪热导检测器 TCD 衰减不超过 3。 

c）干空气瓶减压阀出口端的气压稳定在 0.5 MPa，干空气氧气浓度为 20.96%。 

d）煤样温度达到 70 ℃，应及时对煤样罐出气口气样进行分析，避免延迟造成误差。 

e）利用气相色谱仪对煤样罐出气口气样进行分析时，每次进样的时间为 20±2 s。 

7  煤自燃倾向性判定指数的计算 

将测定的
2OC 和 cptT 按式(1)和(2)求得无量纲量

2ocI 和
cptTI ，并代入式(3)得到煤自燃倾向性判定指

数 I ： 

2

2

15.5
100

15.5O

O
C

C
I


          ……………………………………（1） 

140
100

140cpt

cpt
T

T
I


            ……………………………………（2） 

 
2 2

300
O O cpt cptC C T TI I I       ……………………………………（3） 

式中： 

2ocI  ——煤样温度达到 70 ℃时煤样罐出气口氧气浓度指数，无量纲； 

2OC  ——煤样温度达到 70 ℃时煤样罐出气口的氧气浓度，%； 

15.5 ——煤样罐出气口氧气浓度的计算因子，%； 

cptTI  ——煤在程序升温条件下交叉点温度指数，无量纲； 

cptT  ——煤在程序升温条件下的交叉点温度，℃； 

140 ——交叉点温度的计算因子，℃； 

I   ——煤自燃倾向性判定指数，无量纲； 

   ——放大因子， =40； 

2OC ——低温氧化阶段的权数，
2OC =0.6； 

cptT ——加速氧化阶段的权数，
cptT =0.4； 

300 ——修正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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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煤自燃倾向性分类及其指标 

8.1  煤自燃倾向性分类 

煤自燃倾向性划分为容易自燃、自燃和不易自燃。 

8.2  煤自燃倾向性的分类指标 

根据计算得到的煤自燃倾向性判定指数 I ，按表 1 中的分类指标对煤自燃倾向性进行分类。 

表 1  煤自燃倾向性分类指标 

自燃倾向性分类 判定指数 I  

容易自燃 I ＜600 

自燃 600≤ I ≤1200 

不易自燃 I ＞1200 

9  测试重复性 

煤温 70 ℃时煤样罐出气口氧气浓度
2OC 和交叉点温度 cptT 测试结果的重复性如表 2 所示。 

表 2  测试结果的重复性 

煤温 70℃时煤样罐出口氧气浓度
2OC  

% 

交叉点温度 cptT  

℃ 

0.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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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煤样罐 

A.1  煤样罐的材质 

煤样罐为纯铜材质，热传导性能良好。 

A.2  煤样罐的形状尺寸 

罐体呈圆柱形，其外径 ø47 mm，内径 ø45 mm，外高为 101 mm，内高为 100 mm。罐底顶两端分

别设进出气口，罐几何中心部分安设一直径 ø2 mm 的铂电阻温度传感器，传感器顶端正好位于煤样罐

几何中心。如图 A.1 所示。 

      

20
.0

0 
m

m
15

.0
0 

m
m

铜

质

罐

体

煤

样

罐盖

铂电阻温度传感器

出气管

进气管

0.15mm孔径不锈钢网

石棉

10
0.

00
 m

m

10
1.

00
 m

m

45.00 mm

 
图 A.1  煤样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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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测试煤样的采取方法 

 

B.1 设计矿井前、延深水平或开采新采区之前，即对所有开采煤层和分层的采煤工作面或掘进工作面

采取具有代表性的原始煤样。 

B.2 同一采样区域（如矿井、水平、煤层、采区、工作面等）采取的煤层煤样不得少于 3 个。 

B.3 采样地点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分别加采煤样，并描述采样点的具体情况： 

B.3.1 地质构造复杂、破坏严重（如褶曲、断层等造成的破坏带、岩浆侵入等情况）的地带。 

B.3.2 煤岩成分在煤层中分布状态明显，如镜煤和亮煤集中存在并含有丝炭的地点。 

B.3.3 煤层中富含黄铁矿的地点。 

B.3 采取矸石堆样品或在露天矿采样时，应按有关规定布置采样点，采取有代表性的煤样；开采台阶

较高时应在有代表性的区段上采样。 

B.4 对煤层进行采样时，按照 GB 482-1995 中第 5 部分的规定进行。 

B.5 将初采煤样打碎到 40 mm~50 mm 大的粒度，混合均匀，依次按锥堆四分法，缩分到 2 kg 左右，

作为原始煤样装入铁筒（或厚塑料袋）中，密封后送实验室或寄运。 

B.6 新采煤层或分层首次采样进行自燃倾向性鉴定时，应在同一煤层或分层的不同地点采取 3~4 个煤

样进行鉴定。 

B.7 地质勘探钻孔取煤芯样 

B.7.1 从钻孔中取出煤芯，立即将夹矸、泥皮和煤芯研磨烧焦部分等清除，必要时将煤芯用水清洗，

但不要泡在水中。 

B.7.2 将清理好的煤芯立即装入铁筒（或厚塑料袋）中，封严送实验室或寄运。 

B.7.3 所取煤芯同样应具有代表性，并注明煤层、厚度和倾角等参数。 

B.8 每个煤样应备有两张标签，分别放在装煤样的容器（务必用塑料袋包好，以防受潮）中和贴在容

器外，标签按要求填写，字迹要清楚。 

B. 9 标签内容 

a）待测煤样编号； 

b）单位名称； 

c）煤层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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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煤种（按国家标准进行分类）； 

e）煤层厚度； 

f）煤层倾角； 

g）采煤方法； 

h）采样地点； 

i）采样日期、采样人； 

j）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