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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分形理论的定义，说明自相似性和标度不变性是分形的 2 个重要特征。从粒

度分形规律和煤粉研磨超细化分形 2 个方面对煤粉超细化分形进行了研究，说明煤粒研磨过

程中，绝大部分能耗用在小颗粒的研磨上，颗粒表面分形维数越大，研磨能耗越高，颗粒形状

越不规则，能耗越大。详细介绍了气体吸附法、压汞法和扫描电镜图像法 3 种测定煤粉孔隙分

形维数的方法，阐述了煤粉粒度和孔隙的分形规律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着重说明了煤粉

的研磨、高效燃烧、煤粒与孔隙发育程度的关系及煤粒孔隙的特点与瓦斯存在形式的关系。
最后提出了煤粉粒度和孔隙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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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ation of fractal theory on the size and pore of pulverized coal
LU Gui-ping

( Wuhan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China Coal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 ，Wuhan 430064，China)

Abstract: Introduce the fractal theory definition and its two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self-similarity and invariant
scale． From the aspects of fractal pattern and coal fines grinding superfine fractal，super-fine of pulverized coal is
studi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in the process of grinding，most of energy is consumed by grinding fine particles．
Bigger fractal dimension and more irregular particle shape consume more energy． Three methods of gas absorption
operation，mercury intrusion method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image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fractal
characteristics of pulverized coal size and pore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st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al grinding，efficient combustion，coal particle and development of pore degre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al por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 of gas existing are explained mainly． Based on the re-
search，offer the direction for pulverized coal size and po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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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大量不规则事物的规律性都可以用

分形来描述。一般来说，分形是大小碎片聚集的一

种状态，是一些没有特征长度的图形、构造及现象

的总称，即组成部分以某种方式与整体相似的形体

称为分形。自相似性和标度不变性是分形的 2 个重

要特征。其中，分形维数作为定量描述分形的基本

参量，是标度变换下的不变量。一般情况下，分形

维数是一个分数( 包括整数) ，用来表征分形的复杂

程度，即分形维数越大，其客体就越复杂，反之亦然。
在矿物加工工程领域，随着对微细煤粒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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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迫切需要对煤粉内部结构进行研究与表征。
为了认识煤粉的内在规律性，很多学者基于最新的

分形理论，以煤粉的粒度和孔隙为研究对象，以分

形维数为参数，直接从非线性复杂系统的本身入

手，建立了适于工程应用和煤粉研究的数学模型。

1 煤粒超细化分形研究

1． 1 粒度分形规律

粒度是煤粉最基本的物理参数，对煤粉表面和

孔隙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于实际的粒度

分布是离散的，所以通常表征的粒度分布是离散粒

子的颗粒质量分布; 而传统粒度分布模型认为粒度

的分布是连续的。随着分形理论的发展与应用，研

究发现许多粉体具有分形结构，在此基础上，导出

了计算粒度分布分形维数的关系式。如果粉体材

料的粒度分布具有分形特征，即满足

Yw( x) ∝x3－D ( 1)

式中，Yw 为小于 x 的粒子总质量与颗粒体系粒子总

质量的比值; x 为颗粒直径，μm; D 为分形维数。
若在双对数坐标下 Yw( x) 与 x 之间存在线性关

系，说明粉体粒度分布具有分形结构，设斜率为 k，

则颗粒粒度分布分形维数 D=3－k［1］。
1． 2 煤粉研磨超细化分形研究

煤炭的研磨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能耗

高、能量利用率低。传统研磨过程的粒度分布模型

属于静态模型，不能直接反映研磨过程的特征。在

此过程中，煤粒形状不随时间发生改变，即研磨后

的小颗粒与研磨前的大颗粒在形状上具有一定的

自相似性，所以煤粒的研磨过程符合分形的 2 个重

要特征，用分形理论可以很好地表示煤粒研磨特

点。在煤粉的粒度分形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煤粉

的超细化进行了大量研究。曾凡桂
［2］

利用分形几

何理论，从颗粒形态学的角度分析得出基于分形理

论的颗粒粉碎模型，并推演出煤中矿物质的解离模

型，暗示了矿物解离度只与煤中矿物颗粒的分形维

数有关。
为了预测并控制煤炭研磨过程中任意时刻的

颗粒粒度分布，焦红蕾等
［3］

利用分形方法建立了表

征煤炭研磨颗粒粒度分布动态变化的颗粒数分布

模型、颗粒表面积分布模型和颗粒质量分布模型。
颗粒数分布模型直观地描述了颗粒粒径主要存在

的范围; 颗粒表面积分布模型可以用来研究研磨过

程中能耗的变化; 颗粒质量分布模型可以用来计算

研磨颗粒的堆密度和成浆浓度。同时，通过分形粒

度分布与实际粒度分布的比较，验证了模型的正

确性。
研究表明: 煤粒研磨过程中，绝大部分能耗用

在小颗粒的研磨上; 颗粒表面分形维数越大，研磨

能耗越高; 颗粒形状越不规则，能耗越大。对于粒

度要求较高的工艺，在微小颗粒的研磨上，可采用

冷冻研磨等方法
［4］。

姜秀民等
［1］

通过对合山煤和晋城煤的研究，发

现这 2 种煤样具有分形特征。衡量煤粉颗粒细度与

均匀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煤粉粒度分布分形维

数，并且煤粉的物质组成( 固定碳和挥发分) 影响其

分形维数，由此提出了煤粉经济细度的新概念，并

提供了反映煤粉燃烧特性与炉内燃烧状况的信息，

即煤粉颗粒的分形维数越大，细度越小、越均匀，煤

粉燃烧性能就越好，为煤粉洁净高效燃烧提供了一

个新的分析方法。

2 孔隙结构分形研究

2． 1 孔隙的分形规律与方法

煤粉颗粒表面形态与多孔结构非常复杂，其内

部孔隙表面积占煤粉颗粒总表面积的 95% 左右，作

为反应介质和反应产物扩散的通道，孔隙结构的研

究是煤反应研究的基础。
2． 1． 1 气体吸附法

在 N2 吸附试验中，吸附气体的相对压力 P /P0 ＜

0. 37 时，气体分子的吸附被认为是主要分子在微孔

内的单分子层吸附，其吸附情况能完全反映固体的

表面结构特征。按照 Avnit ＆ Joarniec 提出的在 N2

吸附 中 直 接 计 算 分 形 结 构 表 面 分 形 维 数 的 公

式为
［5］

V /Vm = θ= k ln
P0

P( )[ ]
D－3

( 2)

式中，V 是在相对吸附压力 P /P0 时 N2 的吸附容积，

cm3 /g; Vm 为 BET 计算得到的单层吸附容积，cm3 /g;

θ 为相对吸附量; k 为系数; D 为气体吸附的表面分

形维数。分形孔结构的孔容积与吸附相对压力是

一个幂函数。根据测定的数据，以 ln( V /Vm ) 为横坐

标，ln［ln ( P /P0) ］为纵坐标，通过计算直线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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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定分形维数 D。
2． 1． 2 压汞法

［6］

用压汞法确定多孔介质孔隙的大小及分布时，

所测材料的尺寸要比分子吸附大 3 个数量级，对煤

样进行压汞实验需要在一定压力下进行，如对半径

为 r 的圆柱孔注入汞所需压力 P 为

P( r) = －2σ(
cosθ
r

) ( 3)

式中，P ( r) 为外加压力，MPa; r 为煤样孔隙半径，

mm; σ 为金属汞表面张力，0. 48 N /m; θ 为金属汞与

固体表面接触角。
实验中，在给定压力下，总的孔隙体积等于注

入到孔隙内的汞体积，压力 P＜200 MPa。
具有分形结构的介质表面，其表面积 A 与标度

R 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A( R) = A0R
2－D ( 4)

式中，A0 为常数; D 为分形维数。
设不规则表面是由不规则的孔与外表面或其

它孔的内表面接通造成的，每个孔都是圆柱孔，它

的长度平均值与孔半径成正比，这样表面孔结构就

可用孔容积来描述。若定义 VP( r) 为孔隙半径大于 r

的孔隙总体积，单位为 mm3，设它是一个指数分布，

孔半径大于 r 的孔隙总表面积 A( r) 单位为 mm2，则

A( r) ∝r2－D，VP( r) = V∝r×r2－D，P( r) ×r =A，VP( r) /P( r)

∝r×r2－D / ( 1 / r) ，VP( r) /P( r) ∝r4－D，则有

lgA( r) = lgA0+( 2－D) lgr ( 5)

用孔容积来表述煤的表面结构，即

lg(
VP( r)

V0
) = ( D－4) lgr ( 6)

由 lgVP( r) / lgr 与 lgr 作图，得到斜率 k，则 D－4 =
k，即分形维数 D=4+k。
2． 1． 3 扫描电镜图像法

［7－8］

基于图像处理技术与分形理论，利用扫描电镜

图像，计算粒度分布分形维数、边界形状分形维数

与解离表面分形维数。
2． 2 煤粉孔隙的分形研究

国内外研究表明煤粉孔隙分形理论可以有效

表征煤的孔隙结构类型。张玉涛等
［9］

利用分形理

论对煤的孔隙结构进行了定量描述和研究，推导出

煤孔隙分形维数的表达式，利用压汞法测量了煤样

在不同温度下的孔隙分布，通过实验验证了煤孔所

具有的分形特征。
煤粉的表面结构不同，煤粉的燃烧特性也随之

不同，在一定范围内，随着粒度的减小，表面结构越

复杂，分形维数也越大，燃烧特性也随之增高
［10］。

而在煤的焦化过程中，煤焦颗粒的分形维数越大，

煤 焦 表 观 燃 烧 反 应 系 数 却 越 小，并 且 呈 指 数

关系
［11］。
在煤的热解过程中

［12］，分形维数先增大后减

小，热解结束后呈增大趋势。通过颗粒分形孔隙可

以定性地反映热解过程中孔隙分形维数的变化规

律，并且以数值模拟的方法将热解过程中的分形维

数进行量化定性。
在变温条件下煤的结构参数的研究中，何启林

等
［6］

采用压汞法定量测定了不同温度、压力下煤样

的孔径、孔容积与煤的表面积，并通过分形理论对

这一过程进行分形特征描述。研究发现，在煤温小

于 100 ℃时，煤的容积分形维数增大，吸氧量增大，

孔隙容积对煤的吸氧量起主要作用; 当煤温不小于

100 ℃ 时，煤的分形维数减少，煤的吸氧量增加，此

时煤的吸氧量主要由氧化速率决定，而非孔隙结构

特征。
在研究煤粒与孔隙发育程度的关系时，许江

等
［13］

采用分形维数的大小表征不同粒径下型煤的

孔隙发育程度。对于同种煤，在相同成型条件下，

型煤的颗粒粒径越大，其孔隙的分形维数越小，孔

隙越不发育，分布也越不均匀。
在煤体的渗透性与裂隙的分布规律研究中，胡

耀青
［14］

得出煤体渗透性与裂隙的关系式及煤体渗

透性随体积压力、水压、分形维数、强度的定量变化

规律，对工程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煤与瓦斯突出研究中

［15］，煤粒孔隙的特点决

定了瓦斯的存在形式。煤粒孔隙的维数可用于煤

层气渗流分析，其中，煤体孔隙分形维数越大，煤体

的短裂隙( 瓦斯吸附孔隙) 条数越大，使得煤体的强

度降低，易发生煤与瓦斯突出。

3 结 语

煤粒分形维数反映了煤颗粒分布的动态变化，

为粒径的分布、颗粒的能耗消散及水煤浆的制备奠

定了非线性研究的基础，对预测并控制研磨过程具

有重要作用。同时，通过对煤中孔隙的研究，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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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了解煤中孔隙的分布与变化。通过研究孔隙

分形维数的内在变化规律，建立了煤的孔隙与吸氧

量、瓦斯突出、热解、燃烧等的相关模型，使之在指

导工程实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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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煤炭科技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国

内煤炭企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等科技创新主体

的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十二五”期间，各科技创

新主体需结合自身优势，进一步增强基础条件设施

建设，培养并锻炼科技人才队伍，积极开展科技攻

关。届时，中国煤炭科学技术发展将呈现如下特

点: 煤炭地质保障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大型矿井快

速建井技术、复杂地质条件下巷道施工技术日益成

熟，年产能力更大、自动化水平更高的先进综采综

掘装备研制成功，在地面或井下调度中心遥控井下

采掘作业的先进技术成为可能，煤矿重大灾害事故

多发的局面发生根本性好转，煤层气抽采与利用技

术实现产业化，现代煤化工产业升级示范，煤炭科

技将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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