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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称 上次提名 本次提名 

提名年度 2021 2022 

成果名称 
西北侏罗纪煤自然发火特

性及防 方法研究 

西北侏罗纪煤自然发火特性

及防 方法研究 

提名奖励等级 一等奖 一等奖 

提名单位 专家  新疆大学 新疆大学 

完成单位 新疆大学、西安科技大学 新疆大学、西安科技大学 

完成人员 
曾强、王彩萍、肖旸、赵婧

昱、邓军 

曾强、王彩萍、肖旸、赵婧

昱、邓军 

创新内容 创新点  
本项目围绕西 侏罗纪煤

层自然发火规律 煤自燃危险

区域判定 精准高效防 等关

键科学问题 提出了煤氧 过

程中活性 团突变 表征方

法 确定了煤自燃微 结构演

变机制 揭示了微 团演

和宏 气体产物及热效 的内

在关联机制 开辟了西 侏罗

纪煤自燃灾害分级预警策略和

危险区域动态可视 判定方

法 形 了煤自然发火内部惰

耦合 外部降温的协 防

体系 查新机构 范围内

检索查证 在检索到的 内外

相关文献报道中 除本项目

果外 未 本项目研究 果

相 的 开报道  

本项目在煤炭学报 Int. J. 

Min. Sci. Technol. Sci. Total 

Environ. Energy Fuel Process 

Saf. Environ.等 内外著 刊

物 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20

篇 中 IF＞5 的 12篇[Appl. 

本项目围绕西 侏罗纪煤层

自然发火规律 煤自燃危险区域

判定 高效防 等关键科学问题

提出了煤氧 过程中活性 团突

变 表征方法 确定了煤自燃

微 结构演变机制 揭示了微

团演 和宏 气体产物及热效

的内在关联机制 建立了西

侏罗纪煤自燃灾害分级预警策略

和危险区域动态可视 判定方

法 形 了煤自然发火内部惰

耦合 外部降温的协 防 体系   

查新机构 范围内检索查

证 在检索到的 内外相关文献

报道中 除本项目 果外 未

本项目研究 果相 的 开报

道  

本项目在 Int. J. Min. Sci. 

Technol. Sci. Total Environ.

Energy Fuel Process Saf. 

Environ.等 内外著 刊物 发

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50 篇 中

IF＞8的 14篇[Sci. Total Environ. 

(1 篇 IF=10.753) Fuel(8 篇



Therm. Eng. (3篇 IF=5.295)

Fuel(4篇 IF=6.609) Energy (2

篇 IF=7.147) Process. Saf. 

Environ. (1篇 IF=6.158) Sci. 

Total Environ. (1篇 IF=7.963)

Rock Mech. Rock Eng. (1篇

IF=6.73)] IF＞3 的 8 篇 [J. 

Therm. Anal. Calorim. (4篇

IF=4.626) J. Loss Prevent. 

Proc. (1篇 IF=3.66) Safety 

Sci. (1篇 IF=4.877) Int. J. Min. 

Sci. Technol. (1篇 IF=4.084)

Nat. Hazards (1篇 IF=4.9)]

高被引论文 ESI 3篇 论文

在Web of Science 心合集被

引用 793次 他引 525次 单

篇最高引 168 次 获煤炭青年

科技奖 秀博士学 论文 1

项 煤炭学报 秀学术论文

1 项 代表性 家发明 利 4

项 软 著作 2 项 项目执

期间 养博士 10 余 硕士

50余  

本项目属于矿山安全 础

研究 围绕侏罗纪煤自然发火

特性及 防 方法深入开展了

系统性研究 取得的 体原创

性研究 果如  

一 发 了西 侏罗纪煤

微 结构氧 过程中的突变特

征 提出了煤自燃全过程实验

模拟方法 建立了活性 团演

和气体产物及热效 的本质

响 机制 西 侏罗纪煤自

燃预测预警提供了理论 础和

依据 学科分类 矿山安全(学

科代码 44075) 代表性论文 1

2 3 4  

西 地区多数煤层埋

露头多 风 氧 强烈

属温带大 性气候 干旱少

雨 导致西 侏罗纪煤比 他

区域煤更易自燃 自然发火规

律更加复杂 难以掌握 因

掌握西 侏罗纪煤自然发火规

律 煤自燃的精准监测监

和 动防 提供必备 础 通

过对侏罗纪煤的微 结构研

究 并建立了煤自 升温-绝氧

降温-二次复燃全过程实验模

拟新方法 掌握了煤自然发火

IF=8.035) Energy (5 篇

IF=8.857)] IF＞ 5 的 13 篇

[Process. Saf. Environ. (3 篇

IF=7.926) Rock Mech. Rock Eng. 

(1篇 IF=6.518) Safety Sci. (1

篇 IF=6.392) Int. J. Min. Sci. 

Technol. (1篇 IF=7.67)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5 篇

IF=6.465 ] IF＞3 的 20 篇[J. 

Therm. Anal. Calorim. (10 篇

IF=4.755) ACS Omega (1 篇

IF=4.132) RSC Advances(1篇

IF=4.036) J. Loss Prevent. Proc. 

(3篇 IF=3.916) Thermochimica 

Acta (3 篇 IF=3.378)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2

篇 IF=3.119)] 论文在 Web of 

Science 心合集被引用 1773次

SCI他引 1213次 项目执 期间

养博士 10余 硕士 60余  

本项目属于矿山安全 础研

究 围绕侏罗纪煤自然发火特性

及 防 方法系统开展了研究

取得的 体研究 果如  

一 发 了西 侏罗纪煤微

结构氧 过程中的突变特征

提出了煤自燃全过程实验模拟方

法 建立了活性 团演 和气体

产物及热效 的本质响 机制

西 侏罗纪煤自燃预测预警提

供了理论 础和依据 学科分

类 矿山安全(学科代码 44075)

代表性论文 1 2 3 4  

通过对侏罗纪煤的微 结构

研究 建立了煤自 升温-绝氧降

温-二次复燃全过程实验模拟新

方法 掌握了煤自然发火特性

西 侏罗纪煤自燃预测预警提

供了理论 础 在该研究方向发

表 SCI 收录的论文 26 篇 中

IF＞8的 6篇 IF＞5的 6篇 IF

＞3的 12篇 高被引论文 2篇

论文被引用 1111 次 中 SCI

他引 792次  

1 阐述了西 侏罗纪煤自

燃过程微 结构演变机制 提出

了煤的活性 团氧 过程的跃迁

突变理论  

采用 XRD 射仪和傅

红外 谱仪等 研究了侏罗纪煤

孔隙结构 微晶结构 学 团



特性 西 侏罗纪煤自燃预

测预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础

和依据 在该研究方向发表被

SCI收录的论文 7篇 中 IF

＞5的 3篇 IF＞3的 4篇 高

被引论文 2篇 论文被引用 184

次 中 SCI他引 120次 获

煤炭学报 秀学术论文 1

篇 项目结题证明 2项  

1 阐述了西 侏罗纪煤

自燃过程微 结构演变机制

提出了煤的活性 团氧 过程

的跃迁突变理论 发展了煤自

燃微 机理的内涵  

采用 XRD 射仪和傅

红外 谱仪等 研究了侏罗

纪煤孔隙结构 微晶结构

学 团的分布特征 发 煤分

子结构中对煤氧 过程影响较

大的关键活性 团 羟

亚 烷 醚和羧 等

据煤分子结构特征 采用

子 学分析 相似分子结构

学反 类比 活性 团萃取实

验等方法 分析了煤分子活性

团氧 反 历程 揭示了煤

分子中链式结构物理吸氧

学吸氧 氧 反 热解断裂

和 状结构裂解 裂变 以及

气固燃烧的非稳态演变进程

提出了西 侏罗纪煤自燃进程

团突变理论  

代表性论著 1[Sci. Total 

Environ. 2018, 640, 1478-1488, 

IF=7.963]针对新疆地区大泉湖

火区煤自燃气体产物 估算了

熄灭过程火区的 CO NO  

NO2 NOx气体的排放 该

论文他引 7 次 被 Sci. Total 

Environ. Fuel Nat. Resour. 

Res.等 著 期刊引述和认

可  

代表性论著 2[Int. J. Min. 

Sci. Technol. 2018, 28, 469-475, 

IF=4.084]认 煤 温度越高

自 浓度越高 加 煤氧

反 率和产生更多的官能

团 煤氧 过程首 产生苯酚

芳香烃 和亚 并在

较高的温度氧 消耗 产生更

多的羧 官能团的变 自

的分布特征 发 煤分子结构中

对煤氧 过程影响较大的关键活

性 团 羟 亚

烷 醚和羧 等 据煤分子结

构特征 采用 子 学分析 相

似分子结构 学反 类比 活性

团萃取实验等方法 分析了煤

分子活性 团氧 反 历程 揭

示了煤分子中链式结构物理吸

氧 学吸氧 氧 反 热解

断裂和 状结构裂解 裂变 以

及气固燃烧的非稳态演变进程

提出了西 侏罗纪煤自燃进程

团突变理论 建立了火区烟气排

放计算模型  

代表性论著 1[Sci. Total 

Environ. 2018, 640, 1478-1488, 

IF=10.753]针对新疆地区大泉湖

火区煤自燃气体产物 估算了熄

灭过程火区的 CO NO  NO2 

NOx气体的排放 该论文 SCI

他引 10次 被 Sci. Total Environ.

Fuel Nat. Resour. Res.等 著

期刊引述和认可  

代表性论著 2[Int. J. Min. 

Sci. Technol. 2018, 28, 469-475, 

IF=7.67]研究表明煤 温度越高

自 浓度越高 加 煤氧 反

率和产生更多的官能团 煤

氧 过程首 产生苯酚 芳香烃

和亚 并在较高的温度

氧 消耗 产生更多的羧 官

能团的变 自 的浓度和煤

种相关 该论文 SCI他引 19次

被 Fuel Nat. Resour. Res. J. Mol. 

Liq.等 著 期刊引述和肯

定  

2 提出了煤自 升温-绝

氧降温-二次复燃全过程实验模

拟方法  

提出了模拟煤自 升温-绝

氧降温-二次复燃全过程的新方

法 掌握了煤自燃发展过程中的

氧 温度和指标气体变 规律

确定了侏罗纪煤自燃过程中的

个突变点温度及对 的气体表征

指标 CO O2 △CO/△O2 C2H4

C2H4/C2H6 C2H2 建立了实验

场实测数据 构建了煤自

燃发展程度 煤体属性和氧 温

度 气体表征参数的 对 体



的浓度和煤种相关 该论

文他引 12 次 被 Fuel Nat. 

Resour. Res. J. Mol. Liq.等

著 期刊引述和肯定  

2 提出了煤自 升温-

绝氧降温-二次复燃全过程实

验模拟方法 拓展了煤自燃测

试方法的外延  

研发了吨级和 斤级煤自

然发火测试系统 提出了精准

模拟煤自 升温-绝氧降温-二

次复燃全过程的新方法 掌握

了煤自燃发展过程中的氧 温

度和指标气体变 规律 确定

了侏罗纪煤自燃过程中的 个

突变点温度及对 的气体表征

指标 CO O2 △CO/△O2

C2H4 C2H4/C2H6 C2H2 建

立了实验 场实测数据

构建了煤自燃发展程度 煤体

属性和氧 温度 气体表征参

数的 对 体系 获得了精

准表征煤自燃温度的 要指

标  

代表性论著 3[Fuel, 2018, 

227, 325–333, IF=6.609]采用实

验炉模拟了煤自 升温-绝氧

降温-二次复燃全过程 在两次

自燃期间 温度变 率 增加

降 煤温 于 300℃时
一次自燃过程的 CO CO2明显

于二次自燃过程 而高于

300℃ 烷烃和烯烃的产生

逐渐 弱 该论文他引 41次

时被评 高被引论文 获得

高度评  

3 建立了活性 团和气

体产物及热效 的本质响 机

制 提出了煤自燃过程精细划

分方法  

掌握了煤自燃过程中活性

团变 特征 气体产物 热

效 参数变 计算了多升温

率 煤 在氧 过程的热动

力学参数 揭示了侏罗纪煤自

燃氧 的热动力学机制 采用

关联性分析 建立煤高温氧

过程的宏 表征 微 特性的

判定指标 研究了煤宏

特性变 规律 微 特征变

之间的对 关系 进一 揭

系 获得了表征煤自燃温度的

要指标  

代表性论著 3[Fuel, 2018, 

227, 325–333, IF=8.035]采用实验

炉模拟了煤自 升温-绝氧降温-

二次复燃全过程 在两次自燃期

间 温度变 率 增加 降

煤温 于 300℃时 一次自燃过

程的 CO CO2明显 于二次自燃

过程 而高于 300℃ 烷烃和

烯烃的产生 逐渐 弱 该论文

SCI他引 56次 高被引论文  

3 建立了活性 团和气体

产物及热效 的本质响 机制

提出了煤自燃过程精细划分方

法  

通过分析煤自燃过程中活性

团变 特征 气体产物 热效

参数变 计算了多升温 率

煤 氧 热动力学参数 揭示

了侏罗纪煤自燃氧 的热动力学

机制 采用关联性分析 建立煤

高温氧 过程的宏 表征 微

特性的 判定指标 研究了煤

宏 特性变 规律 微 特征

变 之间的对 关系 发 了煤

自燃 氧 阶段的关键活性

团 建立了煤自燃进程中煤分子

活性 团 突变温度的对 关

系 揭示了煤分子 团 温度变

的内在关联机制法  

代表性论著 4[J. Therm. 

Anal. Calorim. 2016, 126, 

1591-1602, IF=4.755]分析了

阶段 煤的放热 确定了煤氧

过程中气体产物产 煤的变

质程度相关 该论文 SCI他引 34

次 被 引 文 4[Fuel Process. 

Technol., 2018, 171, 350–360, IF 

= 7.033] 得到充分肯定  

二 提出了西 侏罗纪煤自

燃灾害分级预警策略 拓展了煤

自燃高温区域发展演 预测方

法 建立了煤自燃危险区域动态

可视 判定模型 西 侏罗纪

煤自燃分区分级防 提供了方

法 学科分类 矿山安全(学科

代码 44075) 代表性论文 5 6  

通过“测气定温 测温定 ”
建立了煤自燃灾害分级预警准则

和高温区域发展演 预测新方



示了西 侏罗纪煤自燃机理

确定了煤自燃 氧 阶段的

关键活性 团 建立了煤自燃

进程中煤分子活性 团 突变

温度的对 关系 定义了“吸
复合 临界 热解 裂变

燃点” 个特征温度 揭示了煤

分子 团 温度变 的内在关

联机制 创 性地提出了自燃

进程精细划分方法  

代表性论著 4[J. Therm. 

Anal. Calorim. 2016, 126, 

1591-1602, IF=4.626]确定了煤

氧 过程的 个特征温度 分

析了 阶段 煤的放热

确定了煤氧 过程中气体产物

产 煤的变质程度相关

时较 变质程度煤 导致热释

放率和总放热 的增加 表

出更容易发生自燃 象 而当

煤发生自燃 煤自燃强度

要 煤本身固 的物理和 学

性质相关 该论文他引 29次

被 引 文 4[Fuel Process. 

Technol., 2018, 171, 350–360, 

IF = 7.033] 得到充分肯定  

二 提出了西 侏罗纪煤

自燃灾害分级预警策略 开辟

了西 侏罗纪煤自燃高温区域

发展演 预测的新方法 建立

了煤自燃危险区域动态可视

判定模型 西 侏罗纪煤自

燃分区分级精准防 提供了方

法指导 学科分类 矿山安全

(学科代码 44075) 代表性论

文 5 6  

西 侏罗纪煤采空区遗煤

多 漏风通道复杂 火源 蔽

技术难以精准识别高温点

置 及判断火区发展程度

因 如何精准的掌握危险区

域发展态势及 置 从而 防

技术的精确 用提供条

是煤自燃火灾防 的 中之

通过“测气定温 测温定 ”
的理念 创建了煤自燃灾害分

级预警准则和高温区域发展演

预测新方法 于 场监测

数据 建立了煤自燃氧 升温

模拟系统 精准掌握危险区域

发展态势及 置 在该研究方

法 在该研究方向发表 SCI收录

论文 13篇 中 IF＞8的 3篇

IF＞5的 4篇 IF＞3的 5篇 论

文被引用 317次 中 SCI他引

215次  

1 提出了西 侏罗纪煤自

燃灾害分级预警策略 建立了煤

自燃过程阶段性判定准则  

于 个突变点温度及对

的标志气体 建立了“潜伏 复合

自热 临界 热解 裂变 燃烧”
七阶段划分方法 提出了西 侏

罗纪煤自燃过程“灰色 蓝色 黄

色 橙色 红色 黑色” 级预警

策略 建立了煤自燃灾害分级预

警准则  

代表性论著 5[Energy, 2019, 

169, 587-596, IF=8.857]研究表明

着温度升高 C=C键逐渐破坏

并氧 导致更高的活 能和CO

产生 该论文 SCI他引 63次

高被引论文 引文 5 [Energy, 

2020, 204, 117905, IF =8.857] 对

论文进 了充分肯定  

2 提出了西 侏罗纪煤自

燃高温区域发展演 预测新方

法 实 了“测气定温”的精准识
别  

结合采空区温度 气体浓度

等实时监测数据 采用离散数据

插值法 建采空区气体 温度

离散数据 维分布场 结合煤自

燃危险区域 级预警定 判定准

则 于粒子群 机森林和

支持向 机方法 提出了采空区

高温区域发展演 预测新方法

实 了“测气定温”精准识别  

代表性论著 6[Fuel, 2018, 

223, 63-73, IF=8.035] 于氧 实

验数据 选择 O2 CO CO2

CH4 C2H4和 C2H6气体浓度 训

练数据集 采用 机森林 RF

方法预测 并 BPNN 和 MLR

方法结果对比验证 表明 RF 方

法 较高的精度和适用性 能

够准确地预测煤自燃的温度 该

论文 SCI 他引 43 次 被 Fuel 

Process. Technol. Fuel Int. J. 

Hydrogen Energy. Energy Sci. 

Eng.等 著 期刊引述  

3 提出了西 侏罗纪煤自



向发表被SCI收录的论文9篇

中 IF＞5的 7篇 IF＞3的 2

篇 论文被引用 476 次 中

SCI他引 318次 高被引论文 1

篇 获煤炭青年科技奖 秀博

士学 论文 1项  

1 提出了西 侏罗纪煤

自燃灾害分级预警策略 建立

了煤自燃过程阶段性精准判定

准则  

于 个突变点温度及对

的标志气体 建立了“潜伏
复合 自热 临界 热解 裂

变 燃烧”七阶段精细划分方
法 煤自燃分级预警和 动

防 奠定了理论 础 提出了

西 侏罗纪煤自燃过程“灰色
蓝色 黄色 橙色 红色 黑

色” 级预警策略 建立了煤自

燃灾害分级预警准则 3  

代表性论著 5[Energy, 2019, 

169, 587-596, IF=7.147]选取了

煤氧 高温阶段的 个特征温

度 将高温氧 过程划分 四

个阶段 确定了各个阶段指标

性气体 活 能及热能变

中加 氧 阶段被认定 最

危险的阶段 表 好氧 率

最大 着温度的持续升高

C=C逐渐被破坏并氧 导致

更高的活 能和 CO 产生

该论文他引 43次 时认定

高被引论文 引文 5 [Energy, 

2020, 204, 117905, IF =7.147] 

对论文进 了充分肯定  

2 提出了西 侏罗纪煤

自燃高温区域发展演 预测的

新方法 实 了“测气定温”的
精准识别  

结合矿 采空区温度 气

体等实时监测数据 采用离散

数据插值法 建了采空区气

体和温度离散数据 维分布

场 并结合煤自燃危险区域

级预警定 判定准则 于粒

子群 的 机森林和支持向

机方法 提出了高温区域发

展演 预测的新方法 实 了

“测气定温”的精准识别  

代表性论著 6[Fuel, 2018, 

223, 63-73, IF=6.609]提出了一

燃危险区域多元信息融合判定方

法 建立了煤自燃危险区域动态

可视 判定模型  

通过建立了煤自燃危险度概

率函数模型 提出了 于多元信

息耦合叠加原理的采空区煤自燃

危险区域融合判定方法 实 了

动态 进过程中采空区煤自燃多

场分布显示 形曲线绘制以及

采空区煤自燃“ 带”分布 算

建立了煤自燃危险区域动态可视

判定模型 实 了采空区“测温
定 ”的危险区域精准圈划  

代表性论著 6[Fuel, 2018, 

223, 63-73, IF=8.035]通过 机森

林方法 预测采空区内煤自燃危

险区域 获得 置的预测结

果 该论文得到引文 6 [Fuel, 

2021, 289, 119745, IF = 8.035] 的

充分肯定  

提出了西 侏罗纪煤自

然发火内部惰 耦合 外部降温

的协 防 方法 建立了煤自燃

“时空-靶向-适配”精准防 体系

西 侏罗纪煤炭资源安全高效

开采提供方法 学科分类 矿山

安全(学科代码 44075) 代表性

论文 7 8  

通过内部阻 外部隔氧降

温分区分级适配新理念 实 阻

剂“时空-靶向-适配”的绿色高
效防 在该研究方向发表被

SCI 收录的论文 11 篇 中 IF

＞8的 5篇 IF＞5的 3篇 IF＞

3 的 3 篇 论文被引用 345 次

中 SCI他引 206次  

1 提出了惰 侏罗纪煤关

键活性 团的内部阻 方法 实

了对火区 区域的靶向阻

 

定 表征了氧 过程中 学

阻 剂对活性 团的惰 程度

构建了阻 剂抑制活性 团反

的特征结构模型 提出了惰 侏

罗纪煤关键活性 团的内部阻

方法 建立了 学阻 剂 煤氧

活性 团之间的靶向关联数据

实 了对火区 区域的靶

向阻  

代表性论著 7[Fuel, 2019, 

246, 160-168, IF=8.035]通过研究



种 RF 方法 时 于大规模

的氧 实验 选择实验结果中

的 O2 CO CO2 CH4 C2H4

和 C2H6 气体浓度作 训练数

据集 并 BPNN 和 MLR 方

法的结果进 对比和验证 显

示 RF 方法 较高的精度和

适用性 稳定性较好 能够

准确地预测煤自燃的温度

BPNN 模型在训练和测试阶段

的性能指标存在较大变

MLR模型的预测性能较差

能到达较高的精度 该论文他

引 25 次 被 Fuel Process. 

Technol. Fuel Int. J. Hydrogen 

Energy. Energy Sci. Eng.等

著 期刊引述  

3 提出了西 侏罗纪煤

自燃危险区域多元信息融合判

定方法 建立了煤自燃危险区

域动态可视 判定模型  

采用采空区煤自燃 境特

征参数的效用函数 建立了煤

自燃危险度概率函数模型 提

出了 于多元信息耦合叠加原

理的采空区煤自燃危险区域融

合判定方法 构建了采空区煤

氧 自燃智能动态模拟系统

实 了动态 进过程中采空区

煤自燃多场分布显示 形曲

线绘制以及采空区煤自燃“
带”分布 算 建立了煤自燃危

险区域动态可视 判定模型

实 了采空区“测温定 ”的危
险区域精准圈划  

代表性论著 6[Fuel, 2018, 

223, 63-73, IF=6.609] 于煤自

然发火特征参数 建立采空区

煤温和气体数据 通过 机

森林方法 预测采空区内煤自

燃危险区域 获得 置的

预测结果 着工作面的 进

采空区的温度 增加 降

距离工作面 20m内的温度相对

稳定 距离工作面 20-80m的温

度迅 增加 距离工作面

80-120m 的温度变 率放缓

而距离工作面大于 120m 的温

度开始降 该论文得到引文
6 [Fuel, 2021, 289, 119745, IF = 

6.609] 的充分肯定  

表征了离子液体对氢键 亚

和羧 的影响 表明离子液体在

温过程中 较好的阻 性

能 该论文 SCI他引 15次 代表

性 引 文 7 [Fuel, 2021, 289, 

119745, IF = 8.035] 对该论文进

了充分肯定  

2 提出了火区定向外部隔

氧降温防 方法 实 了对煤自

燃程度的 制  

据煤自燃发展程度和范

围 提出了物理阻 剂外部隔氧

降温的防 方法 结合煤自燃分

级预警的温度和气体指标 提出

了“动态 进 端头封堵 注惰降

氧 分段隔离 灌 抑温 动

封面”等相互协 的煤自燃 动

防 策略 实 了阻 剂对煤自

燃程度的高效 制  

代表性论著 8[Energy, 2018, 

160, 1174-1185, IF=8.857]研究表

明 煤 中 掺 杂 混 合 物

NCC-Zn/Mg/Al-CO3-LDHs 可在

温和高温 抑制煤氧 反 中

的质 损失率 表 出最佳的抑

制性能 时混合物的添加 可

降 煤氧 过程热 的释放

小 CO2 气体产物的产生 中

NCC-Zn/Mg/Al-CO3-LDHs 将煤

的特征温度提高了 68.4℃ 将热

释放 率降 了 35.89mW/mg

该论文 SCI他引 49次 代表性引

文 8 [Energy, 2020, 229, 120651, 

IF =8.857] 对该论文进 了高度

的评  

3 提出了侏罗纪煤自燃

“时空-靶向-适配”防 理论  

于自燃火灾危险区域动态

精准判定模型 确定了开采煤层

采空区自然发火 患区域 煤自

燃危险程度 结合煤火灾害“防
灭”分区综合防治理念 划分

出煤自燃进程中阻 剂分区分级

的类别 提高了阻 剂抑制

程度煤自燃的高效性 适用性

实 西 侏罗纪煤自燃“时空-靶

向-适配”的协 精准防  

代表性论著 7[Fuel, 2019, 

246, 160-168, IF=8.035]和代表性

论 著 8[Energy, 2018, 160, 

1174-1185, IF=8.857]研究了阻



提出了西 侏罗纪煤

自然发火内部惰 耦合 外部

降温的协 防 方法 建立了

煤自燃“时空-靶向-适配”的精
准防 体系 实 了西 侏罗

纪煤炭资源高效绿色开采 学

科分类 矿山安全(学科代码

44075) 代表性论文 7 8  

西 侏罗纪煤自燃风险

高 火源 蔽 防治难度大

当前阻 方法针对性 强

阻 寿命短 时效性及适用性

差 污染 境 因 本项目

提出了既能 的放矢 针对性

防 缩短灭火救灾时间 又

能提高阻 效率的 动防 方

法 通过内部阻 外部隔氧

降温分区分级适配新理念 划

分出煤自燃阻 剂分区分级的

类别 以及对 的适用性和时

效性指标 解决了煤火灾害防

被动治理向 动防 的难

题 实 了阻 剂“时空-靶向-

适配”的绿色高效防 在该研

究方向发表被 SCI 收录的论文

4 篇 中 IF＞5 的 2 篇 IF

＞3 的 2 篇 论文被引用 133

次 中 SCI他引 87次 项目

结题证明 1项  

1 提出了惰 侏罗纪煤

关键活性 团的内部阻 方

法 实 了对火区 区域的

靶向阻  

定 表征了氧 过程中

学阻 剂对活性 团的惰 程

度 学阻 剂通过 煤

分子中的活性 团 要是羟

和羧 等煤分子侧链活性

团 反 生 稳定的 团 如

羰 煤分子的夺氧能力

弱 从而阻断了煤的氧 反

进程 构建了阻 剂抑制活

性 团反 的特征结构模型

提出了惰 西 侏罗纪煤关键

活性 团的内部阻 方法 建

立了 学阻 剂 煤氧 活性

团之间的靶向关联数据

确定了 学阻 剂对 煤自

燃程度的阻 特性及 阻 效

率 实 了对火区 区域的

靶向阻  

剂的阻 机理和阻 率 提高了

阻 剂抑制煤自燃的高效性和适

用性  



代表性论著 7[Fuel, 2019, 

246, 160-168, IF=6.609]以离子

液体 学阻 剂 认 离子

液体能够影响煤中活性官能团

的产生 尤 对氢键 亚

和羧 的影响较大 进而 小

煤氧 过程 CO 气体的产生

时煤的耗氧 率 热释放强

度降 临界温度值升高 表

明离子液体在 温过程中

较好的阻 性能 该论文他引

11 次 代表性引文 7 [Fuel, 

2021, 289, 119745, IF = 6.609] 

对该论文进 了充分肯定  

2 提出了火区的精准定

向外部隔氧降温防 方法 实

了对煤自燃程度的高效

制  

据煤自燃发展程度和范

围 提出了物理阻 剂外部隔

氧降温的精准防 方法 结合

煤自燃分级预警的温度和气体

指标 提出了“动态 进 端头

封堵 注惰降氧 分段隔离

灌 抑温 动封面”等相互协
的煤自燃 动防 策略 弥

补了单一阻 剂时效性 济

性等问题 实 了阻 剂对煤

自燃程度的 势互补和高效

制  

代 表 性 论 著 8[Energy, 

2018, 160, 1174-1185, 

IF=7.147]认 煤中参杂混合物

NCC-Zn/Mg/Al-CO3-LDHs 能

够在 温和高温 抑制煤氧

反 中的质 损失率 表 出

最佳的抑制性能 时混合物

的添加 能够降 煤氧 过程

热 的释放 小 CO2气体产

物 的 产 生 中

NCC-Zn/Mg/Al-CO3-LDHs 将

煤的特征温度提高了 68.4℃
将 热 释 放 率 降 了

35.89mW/mg 并认 混合物

GC-Na3PO4 对煤氧 的抑制能

力较差 适用于抑制煤的燃

烧 该论文他引 30次 代表性

引文 8 [Energy, 2020, 229, 

120651, IF =7.147] 对该论文

进 了高度的评  

3 提出了侏罗纪煤自燃



“时空-靶向-适配”防 理论新

方法  

于自燃火灾危险区域动

态精准判定模型 确定了开采

煤层采空区自然发火 患区域

煤自燃危险程度 结合煤火

灾害“防 灭”分区综合防
治理念 划分出煤自燃进程中

阻 剂分区分级的类别 提高

了阻 剂抑制 程度煤自燃

的高效性 适用性 实 了西

侏罗纪煤自燃“时空-靶向-适

配”的协 精准防  

代表性论著 7[Fuel, 2019, 

246, 160-168, IF=6.609]和代表

性论著 8[Energy, 2018, 160, 

1174-1185, IF=7.147]分别内部

阻 和外部吸热降温方面开展

了相 的阻 础性研究 确

定了阻 剂的阻 机理和阻

率 提高了阻 剂抑制煤自燃

的高效性和适用性 得到了

多 期刊的引述 以及 内

外学者的充分认可和肯定  

经济效益 万元  / / 

社会效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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