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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苏亥图 －苦草洼地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西部 ，古生界煤层的煤质为中灰 、 中高挥发分 、 中硫 、低磷 、低氯煤 ， 煤类以气煤为

主 ， 局部以 １
／３ 焦煤或弱黏煤为主 ， 可 以作为炼焦配煤 、动力燃料及 民用煤 ，

也可作煤的深加工原料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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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亥图－苦草洼地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西部 ，１ 主要可采煤层煤质特征

行政隶属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 其最大含煤面积为ｕ 煤岩特征

７３５ ． ８５ｋｍ
２

， 区内含煤地层为石炭系上统太原组和二１
．
１

． １ 宏观煤岩特征

叠 系 下统山西组 ， 平均厚度 ２ ２６ ． ３０ｍ ． 煤层总厚度区 内煤为黑色 ，条痕黑褐色
一

褐黑色 ，条带状结构

２ ．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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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采煤层总厚度

一般在及透镜状结构 ，沥青光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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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亮

１ ３ｍ 以上 ，平均 １ １ ．７７ｍ ． 山西组和太原组含 ９ 层可采型煤
， 内生裂隙发育 ，

常由方解石及黄铁矿薄膜填充 ，

煤层 ，其中 ４层煤为较稳定型的 、全区或大部分可采煤平坦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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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质与 资 源


２０ １７ 年

１ ． ２ ． １ 水分１ ．３ ．３ 煤的热稳定性 （ ＴＳ ｝

区内 原煤水分
一般为 ０ ．２０％ ￣

１ ２ ． ８６％ ， 平均值区内各煤层热稳定范围 （ＴＳ＃ ）为 ９７ ．３４％￣９９ ．０８％ ，

１
． ３２％ ￣

１ ．７ ７％． 各可采煤层原煤水分
一

般在 ５％以下 ．平均 ９８ ．６０％
， 属高热稳定性煤 ． 煤层气化热稳定性指

１ ．
２

．
２ 灰分标 Ｉ 级煤 ＴＳＡ８０％ ． 本区煤层热稳定性高 ，达到 Ｉ 级煤

区内各可采煤层原煤灰分为 ４ ．３５％￣４７ ．８０％
，平均ＴＳＡ ８０％的标准 ．

值为 ２２ ．
８９％？２６

．
３７％ ？ 各可采煤层以 中灰煤为主 ，低１ ．３ ．４ 低温干馏

灰煤 、 中高灰煤次之 ；特低灰煤及高灰煤仅呈零星点状区内各可采煤层焦油产率（Ｔａｒ ，
ｄ ）为２ ．２ １％￣

１４ ．０２％ ，

分布 ．

平均 ７ ．
６３％￣

１０ ．
２９％ ，属富油煤 ．

１ ．２ ．３挥发分１ ．３ ．５煤灰成分与灰焰融性

区内各煤层原煤挥发分产率为 ２０ ＿
４５％ ￣６４ ．３ ５％

，区内各可采煤层煤灰成分以 Ｓ ｉ０２ 为主 ，
平均含量

平均值３４２ １％￣

３７ ．腦 ；浮煤挥发分产率 

２２２３％￣５ ８ ．９０％
，

４２ ．４６％￣

４６ ．
９８％ ， 其次 Ａ１

２
０

３含量为２８ ． １４％￣

３８ ．５８％
，

平均值 
２８．２６％￣３５

．
７ １％ ？ 因而 ，该区煤层以 中高挥发分煤ＣａＯ２ ．２ １％￣５ ． １９％  ，

Ｆｅ ２０３４ ．６３％ ￣

１ ４ ．０７％ ，
Ｓ０

３
２

．
２２％ ̄

３ ．ｍ％ ． 各可采煤层的煤灰软化温度 （ｓｔ ）多雖大于
１ ．２ ．

４ 有害元素１５００丈 ，少数值为 １３５ ０￣ １５００Ｔ
，
以高软化温度灰为

区 内各可采煤层 原煤硫平 均含量为 １ ． 〇５％ ￣

＋ 较离软仆温度灰次之
２． ２０％ ，原煤以 中硫煤为 主 ；各煤层以低磷煤为主 ，浮

＇

煤磷含量较低 ，
平均值为 〇 ．〇 １９％￣

０ ．０３６％ ；原煤氯含量
？ ？

＋ ＆Ｐ＋ ＃
结合煤灰成分 、灰溶融性等指标综合评价 ，区内煤

平均值为 ０ ．０６０％￣０ ．０７６％
，
以低氯煤为主

；
原煤砷含量 、

平均值在 ２＞ ＜ １０九６ ＞＜ １ （＾ 之间 ， 浮煤平均值在 ｌ ｘ ｌ ０
４
￣
以弱 渣为 ？

３ｘ １０
＾
之间 ，

以一级含砷煤 （ 矣 ４ｘ １０。为 主 ；原煤氟平
Ｌ３ ．７

＾
选

^

区内 ７ 煤层拟定精
‘煤灰分 （Ａｄ ）为 １５ ．０％时 ，为难

均值在 １８ ５ｘ １ ０心２５０ｘ １０
＾ 之间 ； 浮煤氟含量平均值为

１ ． １选 ；拟定精煤灰分为 １ ６． ０％时 ，为较难选 ？９ 煤层拟定
１２ １ ｘ １０九２２４Ｘ １０

＂

６

之间 ，
以高氟煤为王 ， 中氟煤次之．


．

精煤灰分为 １０ ．０％时 ，为难选一极难选 ；拟定精煤灰分
１ ． ２ ．５ 兀素分析

各 可采 煤层 的 浮煤元 素组成 中 碳含量 （ ｃ？ ）

为 １ ５ －０％时 ， 为难选 ■１６
－

２ 煤层拟定精煤灰分为

６７ ＿８３％ ￣８７． ８３％ ， 氢含量 （ ！Ｕ３ ．４７％ ￣８ ． ２ １％
， 氮含量

１ 〇

＾
时 ， 为极难选 ；拟定精煤灰分为 １ ５那时

，
为难

（Ｎｄ０． ７４％ ￣５ ．０３％
， 氧含量 （ ０？ ）２．２４％ ￣２５ ．２２％ ？ 各选

＊＊＊
？

煤层干燥无灰基的碳 、氢 、氧 、氮 ４ 种元素含量稳定 ，变

ｉｍ ；ｈ２ 煤的综合利用分析

１ ３ 工艺性能据仲国煤炭分类》 （ ＧＢＪ５７５ １
－２００９ ）国家标准气

Ｕ ． １ 发热置区内石炭系上统太原组和二叠系下统山西组各煤层透

区 内 各 可采煤层 原煤 干燥基高 位发热量 在 光率为 ５６％ ￣８５％
， 黏结指数 （ ＧＲＩ ）

０￣９９
， 平均 ４８￣６５

，

１ ３ ．５ ７ ￣４ １
．９４ＭＪ／ｋｇ ，平均发热量较高 ， 在 ２３

．
０５ ？２５ ．５９浮煤挥 发分为 ２９ ．９７％

￣５ ８ ＿９６％ ， 平 均值 ３６ ．
４３％

̄

ＭＪ／ｋｇ之间 ． 区内 各可采煤层以 中发热量
一中高发热３８ ．３ １％

，胶质层厚度 ｙ值为 ６￣２４ｉｒｎｎ
，故苏亥图－苦草

量煤为主 ，浮煤主要为高发热量煤 ．
洼地区中南部区域为 以气煤 （ＱＭ ）为主 ，其次 １ ／２ 为中

１ ．３ ． ２ 黏结性及焦渣类型黏煤 （ １ ／２ＺＮ ） ，弱黏煤 （ ＲＮ ）零星分布 ；
苏亥图－苦草洼

区内各可采煤层的焦渣类型为 ３
￣

１ ０
，
黏结指数为地区的北部区域以 １ ／３ 焦煤 （ １ ／３ＪＭ ）或弱黏煤 （ ＲＮ ）为

０￣９９
，
以 中黏结煤为主 ，

其次为 中强黏结性煤 ．主
，次为气煤 （ＱＭ ） ？

Ｏ刘清泉 ，等 ． 内蒙古 自治 区鄂托克前旗苦草洼北区煤炭详査报告． 内蒙古煤炭建设工程 （集团 ）总公司 ，
２０ １４ ．

？杨才 ，等 ． 内蒙古 自治区鄂托克前旗苏亥 图煤炭普査报告 ． 内蒙古 自治 区地质调査院 ， ２０ １０．

？李恒旺
，
等 ． 内蒙古 自治区鄂托克前旗苏亥图煤炭详査报告 ． 内蒙古 自 治区煤田地质局 １ １７ 勘探队 ，

２０ １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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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２
．
１ 炼焦配煤厚度小于 ９ １１１１ １１

，热稳定性 ５＋
１ ３
＞４０％

，粒度 ６￣ １ ３１１１ １ １１
，最

区内各可采煤层机械强度高 、块度均匀 、灰分和硫好为 ２０￣８０ｍｍ
，适用 以制取低温焦油 ， 同时还可 以得

分低 ，在炼铁炉中能起到还原和熔化矿石 、提供热能和到半焦和低温焦炉煤气以制取低温焦油 ．

支撑炉料 、保持炉料透气性能良好的作用 ，适用于炼焦

配煤使用 ．３ 结论

２
．
２ 动力用煤苏亥图 －苦草洼地区石炭系上统太原组和二叠系

该区煤可直接用作发电厂 、各种工业锅炉的燃料 ． 下统山西组煤质特征为 中灰 、 中高挥发分 、中硫
一中高

煤质坚硬 ，抗碎强度高 ，热稳定性好 ， 非常适合燃用块硫 、特低一低磷 、低氯 、

一

级含砷 、高氟 、 中高发热量 、中

煤的炉型 ．黏结 、 中等可磨 、高热稳定性 、灰熔点高为特点 ． 煤类

２． ３ 气化用煤以气煤 （ＱＭ ）为主 ，其次 １ ／２ 中黏煤 （ １ ／２ＺＮ ）
，少量弱

该区原料煤的 固定碳大于 ８ ０％
，灰分 （ Ａｇ ）小于黏煤 （ＲＮ ） ； 局部煤类以 １／３ 焦煤 （ １ ／３ＪＭ ） 、 弱黏煤

２５％
，硫分 （ ＳｇＱ ）小于或等于 ２％

， 要求粒度均匀 ， 为（ＲＮ ）为主 ， 次为气煤 （ ＱＭ ） ． 可以作为炼焦配煤 、动力

２５￣７５ｍｍ或 １９￣５０ｍｍ 或 １ ３￣２５ｍｍ
， 机械强度大于 燃料及民用煤 ，也可作煤的深加工原料煤等利用 ？

６５％
，热稳定性 Ｓ＋ １３

＞６０％
，灰熔点 （Ｔ２ ） 大于 １２５０１

，

煤层以中高挥发分谋为主 ，化学反应性愈强愈好 ，适用参考文献 ：

［
１

］王双明 ， 吕道：生 ，侈英梅 ，等 ． 鄂尔多斯盆地聚煤规律及煤炭资源评
于固定

＾
煤气发生炉气化？

細 ］
． 北京撒Ｔ

．业出滕 ，懸

２ ．４ 低温干溜用煤［
２

］
罗限飞 ， 姜英 ， 陈亚飞 ，等 ． 中 国煤炭分类类 （ ＧＢ ／Ｔ ５７５１

－

２００９ ）
［
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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