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煤中橄量元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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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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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摘要 论述 了中国煤中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研究的现状
、

分析方法
、

发展趋势和存在的不

足
,

提出 了相应 的建议
。

认为应加强微量元素的富集娜理
、

赋存状态
、

环境影 响
、

富集元素的

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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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的物质成分极其复杂
,

可 以从煤的样品和煤

解吸出来的气体样品中检测到 种元素
,

在所检测

到的元素中
,

通常将在煤中含量超过 的元素

称为常量元素
,

含量低于 称为微量元素 〔' 一 ' 。

通过研究煤中微量元素的富集状态及其在煤

炭开采利用加工过程中的迁移
、

转化和赋存机理
,

可为研究煤中微量元素对环境的影响提供理论依

据
,

也可对煤层的成因提供基础的地质信息
。

煤中

微量元素富集到一定程度
,

还可作为伴生矿产资源

开发
,

如
、 、

等
。

因此
,

对煤中微量元素的研

究对于保护环境
、

减少微量元素对人体健康造成的

危害
,

更好的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

近年来
,

煤中微量元素的研究一直是

地球化学领域内的热点
。

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煤中的微量元素起步较早
,

研究也 比

较深人
。

从 世纪中叶开始到 世纪 年代
,

国

外学者在煤中发现 多种微量元素 世纪 年

代开始
,

国外学者开始对煤中微量元素的存在状态

和其成因进行研究 世纪 年代随着放射煤的

发现
,

各国学者开始探讨煤中有害元素和放射性元

素的存在状态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

特别是对
、 、

等元素的研究 世纪 年代以来随着分析测

试技术的发展
,

各国学者广泛研究了煤中微量元素

的分布赋存规律
,

连续出版了一系列煤中微量元素

地球化学的专著
,

并着重关注煤炭加工利用中微量

元素的习性 〔̀ 一 , 〕。

煤炭是中国的重要一次能源
,

中国煤炭资源丰

富
,

形成的地质条件复杂
,

煤中微量元素富集的成

因类型多样
、

分布不均
、

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煤层
,

在

煤的加工利用过程中产生一些特殊情况
,

这既为研

究煤中的微量元素提供了特殊优势
,

又对加强煤中

微量元素的研究提出迫切要求
。

中国对煤中微量元素研究起步较晚
。

世纪

年代开始
,

中国学者对煤中锗等微量元素开始进

行地质成因研究
,

并成功地从石煤中回收钒
,

但大

部分研究工作集中在煤的燃烧产物 灰渣
、

灰及烟

尘 对环境的影响方面
。

世纪 年代后
,

随着对

环境保护的 日益重视
,

煤炭
、

地矿
、

国土资源等部门

开展 了对煤中微量元素较为全面的研究
。

在许多

科研项目的支持下
,

煤中微量元素的地球化学理论

研究和应用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
,

在煤中的微量元

素研究方面积累了丰硕的成果
。

王淮
、

刘英俊研究了黔西晚二叠世煤中
,

低温

热液成因的黄铜矿和硫锰矿中锰元素的性质
,

认为

在热液晚期
,

随着热液中硫的逸度增大
,

显示

出与硫强亲和力 〔“ 一 , 〕。

王运泉
、

刘桂建
、

曾荣树等对鲁西南石炭二叠

系主采煤层煤中微量元素的赋存和利用进行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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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研究
,

探讨了不同煤层的差异原因
,

通过煤样

的燃烧
、

洗选和淋滤实验
,

对煤中若干微量元素的

赋存状态
、

影响其析出率的因素以及表生环境中元

素的迁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 。 一 ,̀ 〕。

代世峰等对华

北地区
、

内蒙乌达矿区
、

贵州织金矿 区晚古生代煤

中微量元素富集的地质因素进行 了典型 实例解

剖 〔̀“ 一 ” 丁
。

李大华等研究了中国西南地区煤中微量

元素的分布和富集成因
,

论述了煤地球化学研究的

意义
,

总结了煤中微量元素的含量与分类 〔” 」。

锥昆利等应用原子荧光和化学分析方法
,

研究

了渭北部分矿区石炭二叠系煤中汞 的含量及汞在

煤中的分布特征阳
。

冯新斌对来 自贵州省二叠系

龙潭组煤层 的犯 个煤样进行了汞赋存状态的研

究山 」。

丁振华
、

赵峰华等对煤中砷的不同赋存状态

进行研究 「' 一 ` 〕。

煤科总院北京煤化工分院对中国不同时代
、

不

同地区的 个煤矿的 个煤样进行了 种微

量元素的抽样调查
,

成为
“

中国煤种资源数据库
”

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唐修义
、

黄文辉等在 《中国煤田

地质 》上发表了
“

中国煤中微量元素研究
”

专辑
,

其

中赵继尧等发表了中国不同地区煤中 种微量元

素的背景值
“ 〕。

郑宝山等出版了 《砷的地球化学 》专著〔” 。

唐

修义和黄文辉等出版了 《中国煤中微量元素 》专著
。

任德贻等出版了 《煤的微量元素地球化学 》专著
。

这

些专著系统论述了煤中微量元素的含量评估
、

测试方

法和赋存状态
、

伴生的有益矿产
、

富集的地质成因以及

洗选和筛选过程中的迁移特征等
。

赵峰华总结了中国不同聚煤期煤中微量元素

丰度
,

初步提 出了 中国微量元 素富集 的成 因类

型 〔' ” 〕。

任德贻等总结了煤中伴生元素的成因机理
,

提出了煤中有害微量元素富集的 种成因类型
,

即

陆源富集型
、

沉积的生物作用 富集型
、

岩浆热液作

用富集型
、

深人断裂一热液作用富集型和地下水作

用富集型
, , 。

张振抨等在研究煤中微量元素时得出结论
,

微

量元素的赋存状态决定其在煤的加工利用过程中

释放的难易程度和毒性汹
一 ' 。

王文峰等提出了煤

中有害元素潜在污染综合指数的概念
,

对煤炭洁净

评价的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

刘华研究了微

量元素及其分布规律在分析沉积环境中具有重要

意义
,

着重讨论了利用微量元素的分布规律进行层

序划分和确定层序相关界面 仁' 〕。

归纳起来
,

当前对煤中微量元素的研究
,

在基

础理论方面集中于研究煤中微量元素的分布规律
、

赋存状态
,

进而探讨其迁移富集规律
、

控制因素 在

应用方面主要探讨元素的指向意义
、

元素的工业利

用价值及回收途径
、

有害有毒元素人侵环境的机制

及对环境的污染
。

随着人类
、

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
,

以及先进测试技术
,

如扫描电子显微镜
十
能谱

、

波谱分析
,

电子探针微区分析
,

高分辨透射

电子显微镜 能谱分析
,

射线吸收精细结构分析

等的广泛使用
,

促进了煤中微量元素赋存状态及迁

移转化的研究
,

许多国际会议都设有煤中有害微量

元素地球化学及其环境影响的专题
,

对于煤中微量

元素的研究更趋向于与环境评价相结合
。

赋存状态与研究方法

煤中微量元素的赋存状态是指微量元素的化

学结合状态 即元素存在的价态
、

形成化合物的形

态 和在煤中的物理分布
。

存在的化学
、

物理形式

有 离子键结合
、

共价键结合
、

离散的矿物
、

分散在

矿物中
、

固溶物及吸附在孔隙水中
、

有机结谷的微

量元素 包括金属有机化合物
、

配合物
、

鳌合物或呈

吸附状态与煤中有机质相连
。

同一种元素的赋存

形态有多种
,

在不同的煤中的赋存形态也往往不一

样
,

然而
,

目前由于受检测分析手段的限制
,

要精确

研究元素在煤中的微观赋存形态实际上还很困难
。

微量元素在不同煤中的分布与成煤的地球物理化

学因素有关
,

大多数微量元素在煤层中的高灰分毗

连区间含量较高
,

已发现的煤中微量元素的赋存形

态见表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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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的仪器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射

线 射线分析方法
,

如中子活化分析
、

射

线荧光分析
、

同步辐射 射线荧光分析
、

质子诱导射线 射线发射
一

吸收 发射光谱法
,

如发射 光谱法 或
、

电感藕合等离子体原 子发射光谱
、

原子吸收光谱
、

氢化物
一

原子荧光光谱
一 、

冷蒸气
一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一

质谱法
,

如火花源质谱
、

电感祸合等离

子体质谱
、

二次离子质谱 分

光光度法 叮
。

此外
,

用带能谱仪的

扫描电镜
一

观察煤中矿物质的形貌特征

和测定其中的元素分布
。

根据国家标准
、

行业标准

和公开发表的文献
,

煤中微量元素的主要分析测试

方法
' 一 ” 」见表

。

对深部煤层研究不足
。

随着煤资源的不断

开采利用
,

许多煤炭主产区较易开采的浅层煤炭资

源已基本开采完毕
,

为了进一步开发利用煤炭资

源
,

不得不研究开采利用深层煤炭资源
,

以满足国

家对煤炭资源的需求
。

但是深层煤的形成演化与

赋存规律与浅层煤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别的
,

因此深

人细致研究深层煤 的地球化学特征对开采利用深

层煤具有重要意义

应用研究不足
。

在煤的气化等方面对煤中

微量元素的研究较少
,

在微量元素从煤及其转化产

物中析出的机理
、

影响因素
、

煤燃烧和堆放过程中

的分配
、

释放和迁移机理及其环境效应等方面要加

大研究深度
,

逐步建立
、

完善预测模型
。

从环境保

护的角度出发
,

应加大在煤炭转化过程中微量元素

变迁行为的研究

环境综合评价不足
。

如何正确评价煤中潜

在有害微量元素的环境效应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

题
。

煤中潜在有害微量元素到底富集到什么程度

才能对环境造成危害 煤中有害微量元素的含量

相同
,

赋存状态不同
,

对环境是否会造成相同的影

响 在含量和赋存状态方面
,

煤中有害微量元素对

环境的影响孰轻孰重 不同赋存状态是否要采用

不同加工利用方法等等
,

以上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

步探讨和研究

变废为宝工作不足
。

煤中有益金属元素和

共伴生矿产的研究
,

是煤地球化学研究的另一个重

要方向
,

寻找和研发新型矿产资源类型是煤地球化

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

结 语

不足与对策

煤中微量元素不但会影响煤的质量
,

而且可能

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
,

中国学者虽然进行了大量研

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

但由于中国煤炭资源 的复杂

多样性
,

对煤中微量元素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针对性差
。

中国对煤中微量元素的研究大

多是对整体特征加以阐述
,

对微量元素个论的资料

较少
,

对大多数微量元素的赋存状态尚不清楚
。

因

此
,

要进一步依靠先进的分析技术精确地确定煤中

微量元素的赋存形态
,

特别是对有毒有害元素要放

在首位加强研究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年全国煤炭工业统

计快报显示
,

年全国煤炭产量完成 亿
,

年煤炭产量预计将达到 亿 左右
,

目前在

一次性能源消费中煤炭占 以上
。

从地球化学

角度研究微量元素在煤中赋存特征
、

富集机理及其

在表生环境中的迁移规律
,

不仅对预防有害元素对

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

对保护生态和人类生存环

境
,

而且对研发新型矿产资源类型具有理论和现实

意义
。

煤中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的研究已成为能源
、

环境科学和新型资源研究的热点
,

是国际上的前沿

课题之一
,

也是中国实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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