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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煤矿火灾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重点从煤矿火灾发生发展的规律、防治理论与技
术角度出发，讲述煤矿自燃火灾的机理及常用的预测预报新方法和防灭火的新技术，并介绍了矿井火
灾时期的火灾事故及处理，同时对外因火灾的防治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讲述。

　　本书可作为安全技术工程及相关专业使用的教材，也可供大型煤矿职工培训、科研及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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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煤的变质程度各种牌号的煤都有发生自燃的可能，但煤化程度低的一些煤层自
然发火次数要多一些。
烟煤矿井以开采煤化程度最低的长焰煤和气煤自燃的危险I生较大，贫煤则较小，在煤化程度高的无烟
煤矿井自然发火较为少见。
所以可以认为：煤化程度越高的煤，自燃倾向性越小。
但决不能以煤化程度作为判定自燃倾向性大小的唯一标志，因为生产实践证明，煤化程度相同的煤有
的具有自燃特性，有的却不自燃。
（2）煤的水分煤中的水分是影响其氧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在煤的自热阶段，由于水分的生成与蒸发
必然要消耗大量的热。
煤体中外在水分没有全部蒸发之前很难上升到100℃，这就是水分大的煤炭难以自燃的原因。
但是，煤中的水分又能充填于煤体微小的孔隙中，把氯气、二氧化碳、甲烷等气体排除，当干燥以后
因其吸附作用而活化煤表面。
水分的催化作用随煤温的增高而增大。
所以地面煤堆在雨雪之后容易发生自燃，井下灌浆灭火，疏干之后自燃现象更为强烈。
另外，对于含有黄铁矿的煤层，水分是促使黄铁矿分解不可缺少的条件。
从这方面来看，水分又有利于煤炭自燃的发生。
如表2.2是抚顺矿区1949－1992年统计的煤层含水率与自然发火的关系。
由表2.2可以看出，在158次自然发火事故中，有117次是发生在煤层含水率在1％－4％的煤层，占发火
总数的74.1％；而发生在煤层含水率小于1％或大于4％的自然发火仅为25次，占发火总次数的15.8％。
因此，在开采过程中经常保持煤层中的含水率大于4％，对减少煤的自燃、降低煤尘发生量和减轻冲
击地压发生的频率及强度都是有益的。
（3）煤岩成分煤的岩石化学成分有丝煤、暗煤、亮煤和镜煤。
它们有不同的氧化性。
具有纤维构造而表面吸附能力很高的丝煤在常温下吸氧能力极强，着火点低（仅为190～270℃），可
以起到“引火物”的作用。
所以，含丝煤越多，自燃倾向性就越强；相反，含暗煤越多，越不易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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