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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北京科技大学、华能煤炭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山西潞安化工集团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红青、梁运涛、谭波、田富超、周勇、陆新晓、武建国、周福宝、王海燕、宋双林、
孙勇、王伟、李峰、龙增、权红星、胡兵、贺明新、艾兴、苏伟伟、王海燕(女)、雷柏伟、牛会永、吴刚、史波波、
曲宝麟、李瑞、李天泽、谢林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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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煤炭资源丰富,成煤时期多,开采煤层地质特征多样化,开采容易自燃、自燃煤层的矿区分布

广,自然发火危险性大。近年来煤矿自燃火灾事故以及采空区、巷道高冒区自燃事故表明,由于未能及

时早期预警煤炭自燃发生而导致未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是自燃事故主要致因之一。《煤矿安全规程》
第二百六十一条、《煤矿防灭火细则》第七条和第五十二条规定,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时,必须确定

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及临界值,综合分析自然发火监测系统、安全监控系统和人工检查结果,优选确

定自然发火标志气体及临界值,健全自然发火预测预报及管理制度,实现井下火情早发现、早处置。但

是相关的规范、方法文件缺失,为此,本文件优化了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的选择方法,建立了煤层自然

发火复合指标气体判据,给出了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临界值的确定方法,可作为煤炭自燃火灾事故早

期预警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的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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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及临界值确定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矿井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指标优选方法和临界值确定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矿井煤层自然发火监测、报警、预警和防治,也适用于其他地点煤层自然发火

防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AQ/T1019 煤层自然发火标志气体色谱分析及指标优选方法

AQ1029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AQ1044 矿井密闭防灭火技术规范

KA/T757 煤矿自然发火束管监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然发火 spontaneouscombustion
由于煤炭或其他易燃物质自身氧化蓄热,发生燃烧而引起的火灾。
[来源:AQ/T1019—2006,3.1]

3.2
煤自燃倾向性 coalspontaneouscombustiontendency
煤在常温下氧化能力的内在属性。
[来源:AQ/T1068—2008,3.1]

3.3
火灾气体 firegas
煤炭自然发火过程中所产生的气体的混合物的总称。
[来源:AQ/T1019—2006,3.3]

3.4
自然发火标志气体 indicatorgasofspontaneouscombustion
由于自然发火而产生或因自然发火而变化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自然发火状态和发展趋势的

火灾气体,以下简称标志气体。
[来源:AQ/T1019—20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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