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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微 煤 岩 类型 测 定 方 法

Determination of microlithotype composition

本标准参照采用ISO 7404/4 1986-05-14《烟煤和无烟煤煤岩分析方法第四部分:显微煤岩类型

测定方法》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粉煤光片或块煤光片上测定显微煤岩类型的体积百分含量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烟煤和无烟煤。

2 引用标准

GB 8899 煤的显微组分组和矿物的测定方法

GB/T 15588烟煤显微组分分类
GB/T 15589 显微煤岩举到分举

3 方法要点

    在反光显微镜目镜中放入二十点网格片，在油浸物镜下观察粉煤光片(或块煤光片)。根据各种显微

组分组(或显微组分)和矿物在网格交点下的数量来鉴定显微煤岩类型、显微矿化类型和显微矿质类型.

用数点法统计每种类型的体积百分数。

4 材料、仪器

4.1反光显微镜:备有X25至X60的油浸物镜和X8至X12的目镜，目镜中应能放置二十点网格片
4.2 二十点网格片:应与目镜尺寸相吻合，且使目镜、物镜组合后投影到试样上的有效覆盖面积为

50pm X 50pm，网格形式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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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二十点网格不怠图

4. 3载物台移动尺、试样妥装器具F压平器、载片、胶泥)和油浸液。
4.4 计数器:能分别记录各类型的测点数和总点数。

5 煤样和试样按GB 8899的规定制备

6 测定步骤

6.1 准备工作

    把相应规格的二十点网格片放入显微镜目镜中。调节显微镜为柯勒照明方式，把待测定的试样压平

后放在装有移动尺的载物台上，加浸油并使之准焦。

6.2 在粉煤光片L的测定

    从试样的一端开始，观察视域中落到煤粒上的网格交点数目。若一个视域中煤粒上的交点小于10

个，则为无效测点;若大于或等于10个交点，该视域应视为有效测点。有效测点的显微煤岩类型按表1,

表2、表3的规定确定。当落在矿物上的交点数在表1的规定范围内时，按表2的规定确定显微煤岩类

型;超过表1给定界限时，按表3的规定确定显微矿化类型;大于表3上限时为显微矿质类型。

                            表 1 显微煤岩类到中矿物 仁的允许交点0

煤粒上的总交点数

        16. 20

        11- 15

            1O

粘土、石英、碳酸盐矿物上的交点数 硫化物矿物上的交点数

表2 显微煤岩类型判别标准

显微煤岩类tfl 落在显微组分组上的交点数(不含矿物上的交点)

微镜煤

微壳煤

微惰煤

微亮煤

微暗煤

微镜惰煤

微 汽合煤

所有交点都在镜质体上

所有交点都在壳质体上

所有交点都在惰质体上

所有交点都在镜质体和壳质体上，每组至少有一点

所有交点都在惰质体和壳质体_匕每组至少有一点

所有交点都在镜质休和惰质体仁，每组至少有一点

所有交点都在镜质体、壳质体和惰质体上，每组至少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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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显微矿化类型判别标准

落在粘 1认石英、碳酸

盐矿物上的交点数

只落在硫化物

矿物上的交点数

落在含硫化物矿物的复矿质

煤中其他矿物上的交点数
煤粒 }_的总交点数

硫化物矿物

交点为1个时

硫化物矿物

交点为2个时

19- 20

17- 18

  16

14一 15

12一 13

  11

    10

4- 11

4--10

4- 9

3- 8

3- 7

3- 6

2̂ -5

1- 3

1- 3

1- 3

1- 2

1--2

1--2

  1

1- 7

1̂ -6

1̂ 5，

1̂ 4

1- 3

1- 2

  1

:二:

    注;①当二十点网格交点落在某一显微组分的空腔(不是矿物)或原生裂隙上时，按落在该种显微组分上处理

        ②二卜点网格某一点落在不同显微组分或矿物的边界上时，按GB 8899的4.2.2条处理。

        即二十点网格交点落在两个不同的煤粒上时，选大于或等于10个交点的煤粒作为测点。

    鉴定完 一个视域(即一个测点)之后，按预定方向和步长移动试样，继续观察下一个视域，直到500

个以上的测点均匀布满全片为止。点距和行距为0. 4-0. 6mm,

6.3 在块煤光片仁测定

    当必须祥块煤光片上测定时，也应按6. 2条的规定进行，但测线应垂直层理布置，在测定面积为
25 mm X 25 mm范围内，点距为0. 2 0.4 mm，行距为3-5 mm。总点数不少于500,

6.4 显微煤岩类型的测定也可与显微组分组的测定联合进行，测定方法见附录A.

了 结果表述

    显微煤岩类型、显微矿化类型和显微矿质类型的体积百分含量(V/V)以其统计的测点数占总有效

测点数的百分数表示，计算结果取小数点后两位，修约到小数点后一位。

    测定结果填入附录13表格内。

8 精密度

8门 IT复性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

某种显微煤岩类型的体积百分数 重复性

  簇10

夕 10̂ 30

-130- 60

-1 60- 90

  > 90

2. 0

3. 0

4.0

4. 5

4.0

8.2 再现性

    不应超过表4中重复性的1. 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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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显微煤岩类型和显微组分组联合测定方法

                (参考件)

Al 按第6章的规定测定显微煤岩类型的同时，用三卜点网格片中某一近中心的固定交点，测定显微

组分组和矿物体积百分数。

A2 测点统计的规定:

A2门 当二十点网格的固定交点和其他的9个以上交点落在某一煤粒上时(见图Ala)，除统计显微类

型外，同时统计固定交点下的显微组分组(或矿物)，并记人两者相对应的栏目中(见表Al)，对每个试样

这种联合测点的总数应大于500点。
A2- 2 当视域中一煤粒上落有10个以上交点，但确定显微组分的固定交点不在煤粒上，这种测点称为

“单独的显微煤岩类型”，只作显微煤岩类型的统计(见图Alb) o

徽
b

                            图Al 联合测定时测点判别示意图

    注 a 显微组分与相应的显微煤岩类型在同一煤粒上;b 单独的显微煤岩类型;c,d 单独的显微组分;c一 单独

        的显微煤岩类型”与“单独的显微组分’，同时出现在两个煤粒上

A2.3 当确定显微组分的固定交点落在一煤粒上，但落在任一煤粒上的总交点不足10个 这种测点称

为“单独的显微组分”，只作显微组分组的统计(见图Alc,Ald),

A2.4 当二1一点网格交点同时落在两个煤粒匕其中一个煤粒L有10个以上的交点，而确定显微组分

的固定交点却落在另一个煤粒七时，分别作“单独的显微煤岩类型”和“单独的显微组分”统计(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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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A3 联合测定结果填入表Al和表A2内

                  表A1 显微煤岩类型和显微组分组联合测定记录表

送样单位: 送样编号:

送样口期: 试样编号:

                                                                采样地点和煤层名称

蕊一:rf15T %Q }n fif" }J镜质组 壳质组 惰质组
粘土

矿物
石英

碳酸盐

  矿物

硫化物

矿物

其他

矿物

单独的

显微煤

岩类型

合计

单独的显微组分 82 1 51 134

微镜煤 136 11 147

微壳煤

微惰煤 62 9 71

微亮煤 23 6 2 31

微暗煤 4 9 1 14

微镜惰煤 239 154 25 418

微 气合煤 75 21 37 4 137

显微矿化类型 1 3 1 5

显微矿质类型

合子{ 556 32 313 3 53 957

测定单位:

技术负责人:

送样单位

i y=样日期:

                                                            测定人:

                                                          测定日期;

表A2 显微煤岩类型和显微组分组联合测定报告表

                                              送样编号:

                                                试样编号:

                                            采样地点和煤层名称:

hE.微tf{分

dl七和w'物
I体，:
}百‘，数

显微煤

岩类型

体积

百分数
镜质组 壳质组 惰质组 粘土矿物 石英

碳酸盐

矿物

硫化物

矿物
其他矿物

镜质组 引 5 微镜煤 上7.8 100

壳1组 3 6 微壳煤

惰质211 34. 5 微惰煤 8. 6 100

粘土矿物 0-3 微亮煤 3. 8 79 3 20.6

石英 微暗煤 1.6 30. 8 69. 2

碳酸 Ai.

V物
微镜惰煤 50.8 60 8 39.2

微 合煤 ]6_6 56.8 15.1 28.0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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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2

显微组分

组和矿物
体积
百分数

显微煤

岩类型

体积

百分数
镜质组 壳质组 惰质组 粘土矿物 石英

碳酸盐

矿物

硫化物

矿物
其他矿物

其他矿物
显微矿

化类型
0. 6 50 50

合计 99. 9

显微矿

质类型

合计 99.8

测定单位:

技术负责人:

测定人:

测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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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煤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I

部南方煤炭测试中心和山西煤田地质局试验室共同起草。
  本标准寸要起草人张秀仪、金奎励、潘治贵、何培寿、葛银堂、陆杰、肖文钊。

  本标准委托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负责解释。



显微 煤岩 类型 测定 方 法
(GB/T 15590--1995)编制说明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 肖文钊)

1 前言

    显微煤岩类型是煤的显微组分及矿物的自然组合，不同显微煤岩类型反映了煤的地质成因、煤相、

成煤原始物质和煤的化学工艺性质的差别。因此，进行显微煤岩类型测定对研究煤的聚积方式、煤相变

化、煤层对比以及评价煤的可选性和炼焦工艺性质等方面，都有实际意义，也是煤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已提出了显微煤岩类型的测定方法标准，而我国尚无类似的标准。我国煤岩

丁作者以往多引用前苏联或国际上常用的分类方案和测定方法，结果很不一致。因此，国家标准局委托

煤炭J_业部标准化处，下达了制定该项标准的任务。

    本次制定参照ISO 7104/4  1986-05-14 烟煤和无烟煤煤岩分析方法第四部分:《显微煤岩类型测

定方法》 并作了如下修改和补充:

    u) 增加了用块煤光片测定显微煤岩类型的方法;

    1,) 将显微煤岩类型和显微组分的联合测定方法，作为参考件列于标准中，增加煤岩分析的信息

缺 .节约测定时间;

    c) 对测定精密度要求，作了较大的更改;

    d) 对剔除点数量未作严格规定。

    参加该标准起草的单位有: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地质矿产部南方煤炭测试中心、山西煤田地质局试验室等5个单位。该标准1995年6月12

日发布，1996年2月1日起实施。

2 条文说明

2门 4. 2 __十点网格片⋯⋯

    测定时应选用与显微镜目镜、物镜相对应的二十点网格片，使得在试样上的实际有效复盖面积为

50pm x 50pm，从而与显微煤岩类型的分类原则一致。为此，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研制了一批适用于国内

各种常见显微镜的二十点网格片。

2.2 5煤样和试样⋯⋯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对粉煤光片中煤样的粒度做了大量试验工作。试验用煤样分别制成<1. 5mm,

(I - Omm和<0. 7mm 3个粒度级，4个煤样共制成12个粉煤光片，分别进行显微煤岩类型测定数据，

测定结果

2.3  6.2

<l. Omm的粒度作为粉煤光片的煤样粒度较为适宜。并与GB 8899-88的规定相一致。

在粉煤光片 t:的测定⋯⋯

    用粉煤光片测定，除对试样粒度进行试验外，还着重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试验和论证。现分述如

下:

2. 3. 1 无效测点百分含量对测值的影响:

    所谓无效测点(或称剔除点)是指在二十点网格下少于10个交点的煤粒，直径小十25pm 其含量与

煤样的破碎程度有关，如果煤样过于粉碎，则会导致少于10个交点的煤粒增多，使显微煤岩类型的测值

产生偏差。按国际标准规定剔除点应控制在10%以下。对剔除点进行试验的目的，在于了解剔除点的含

址对测定结果的影响程度。通过前后两次共6个煤样的不同粒度的反复试验，从得到的显微煤岩类型测

定结果可知，当剔除点为12. 4%-25. 7%时，其测定结果85%以上不超过本标准的允许误差;因此，当



剔除点<20%时，对测定结果无显著影响;经过多次粒度筛分试验验证，按正常煤样制备方法制样时，剔

除点不会大J= 20% ,所以，在标准条文中未特别提出剔除点的数量问题。

2.3.2 显微矿化类型的矿物在二十点网格下的交点数验证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和地质矿产部南方煤炭测试中心分别选取2-3个煤样，用密度为

1.4,1.8或1.5,2.。的比重液分选煤样，分别选取<1.4,1.4̂ 1.8,>1.8和<1. 5,1. 5.2. 0,>2.。不

同比重级的样品，在显微镜下统计矿物在二十点网格下的交点数与密度级的关系(见表1)，根据国际标

准的约定，精煤中应以显微煤岩类型为主，中煤中应以显微矿化类型为主，尾煤中应以显微矿质类型为

主，表1中各比重级的煤样其三种类型的分布基本上与这一约定一致。说明本标准规定的显微矿化类型

的上下界限是合理的。

                                表1 不同密度级煤样的测定结果

样 品 号

g/cm'
显微煤岩类型，% 显微矿化类型，% 显徽矿质类型，%

黄一1

黄一2

黄一3

黄一4

黄一5

  <1 . 4

1.4- 1.8

  > 1.8

  < 1.5

1.5̂ 2.0

99.8

85.0

29. 1

99. 6

64.4

  0. 2

14.0

26. 0

  0. 4

27.1

  1.0

44. 9

8. 5

庸 1

唐 2

唐 3

唐 4

唐 5

唐 6

  < 1.4

1. 4-1.8

  > 1.8

  Q . 5

1. 5-2. 0

  > 2.0

98. 8

77. 3

10.8

98.4

52. 1

11.8

  1.2

15. 7

16. 3

  0. 9

26. 8

12.2

  7. 0

72. 9

  0.7

21.1

76. 0

2.3.3 测点数及点行距的确定: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对4个粒度为<1. Omm煤样的粉煤光片进行

了试验，以确定在保证得到可靠测定数据前提下的最少测点数。该试验首先用较密的点行距(如。3mm

X 0. 3mm)在粉煤光片中测取2 000个左右有效点，同时记录每个测点(包括无效测点和胶)的相对位

置，并记录有效点的显微煤岩类型，将上述信息存人计算机。然后，有规律地剔除行和列，使点行距逐渐

增大，有效点均匀地减少。按照减少后的有效点，分别计算出显微煤岩类型的体积百分数(见表2)。计算

结果表明，当有效点>50。点时，各显微煤岩类型的数据具有很好的重现性，超差现象极少，与2 000点

时测值之差不超过允许误差。但当有效点<500点时，各组测值之间重现性差，相互超差情况较多。所

以，有效侧点数必须>500点。在此基础上两位测定者分别对4个煤样进行平行测定，实测结果表明，重

现性良好，无超差现象出现。说明标准中的规定是合理的。

                  表2 不同点行距及测点数情况下的显微煤岩类型(体积百分数)

            (样品号:永一1.0 测定及统计者:肖文钊 测定日期:1987.4.20)

序号 抽 取 内 容 点数 微镜煤
微壳

煤
微惰煤 徽亮煤 微暗煤

徽镜

惰煤

徽兰

合煤

显微矿

化类型

显微矿

质类型

t 0. 3.-K0. 3mm 2 239 6. 3 18.3 1. 8 1. 3 58. 3 13. 7 0.1 0. 2

;;
  1.、21 抽列

(点距增加一倍) :::::，: :)，::.::.:::.:::.)
0. 3

:.:

:.:
R-2R 抽行

(行距增加一倍) :::::，一 ::.::.一:’:::.:::.:0.t10.2::



续表 2

序号 抽 取 内 容 点数 }微镜煤
微壳

  煤
微惰煤 一微亮煤 {徽暗煤

徽镜

情煤

微三

合煤

显徽矿

化类 型

显微矿

质类 型

1.1
例
-
11

l86
180

L-21 ////斜抽

4. 2 (点距增加一倍) :::::.: :.: :{.: :.;:.:
M

04
-01

l94
l7?

5，1

5. 2

5t3

5 4

R-2R &. 1_-"21

(同时抽行抽列，

  点行距同时增

    加一倍)

562

542

571

564

:.:
0.4

:.: :;.: :.:

58.0

59. 6

57. 4

58. 3 :，:

585
589
里
582
一
︸一610

13
时
12
一07
10
21
一17

6.1

6.2

6. 3

7. 1

7. 2

7. 3

8. 1

8 2

8. 3

  L一，3L 抽列

(点距增加两倍)

763

734

742

6. 9

6. 3

5.7

  17. 8

月今翎竺

  沼泪月七

3.2

1.3

1.9

0. 9

1. 7

2. 2

1.6 :.:

04

-01
01
01

R-3R 抽行

(行距增加两倍)

754

777

708

5. 6

5. 9

7.5

::.

746

738

755

5. 2

6. 6

7. 0

13.0

14. 4

12. 1

14.0

14.2

14. 5

13. 5

14. 6

13. 1

13.8

14.1

13.1

1,-3L////斜抽

(点距增加两倍) ::.: :.;一56.57.
9.1

g 2

9. 3

9. 4

9.5

9. 6

R-2R

(行距增

加 一倍)

1; 31

(点距增

加两倍)

1RIL

1R2L

1R3L

2R11

2R21

2R31

397

374

362

366

360

380

日上二七

司胃月乡

  6.9

~ }}19.4
份 }!~

  2. 5

  1.0

  2.0

  1.3

  2.6

  1.6

1.8

3. 2

2.8

1. 6

1. 1

0. 5

2.6

2. 5

0. 8

1.2

2.7

1. 2

1. 5

1. 6

0. 6

1. 1

{.:

56.9

59. 6

56. 6

60.1

58.1

58. 7

58.2

58. 2

58. 7

  13.5

  14.5

  13.1

14.9

12. 6

牛片令

全会刹舌

惫全车二

14. 2

0.1

0. 4

0.3

0. 1

0.1

0. 3

0.1

0.1

0.3 0. 3

0 6

:.: 0. 3

10. 1

10. 2

10. 3

10.4

10. 5

10. 6

R-3R

〔行距增

加两倍)

L一卡2L

(点跄增

加 一倍)

1RIL

1R2L

2RlL

2821

3RIL

3R21-

388

366

363

414

374

333

4今月今
        〕

18.0

17. 6

合争目脚

19.2

19. 2

0. 5

0. 8

1.1

13.4

14.2

今胎令

12.8

11.9

15.6

0.5

0.8

:，:﹄
一
541

钟
63
特
65
:.:

2.4  6. 3在块煤光片上测定⋯⋯

    块煤光片上侧定显微煤岩类型是本标准与国际标准相比新增加的内容，着重对点行距和测点数进

行r探讨。

    根据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和地质矿产部南方煤炭测试中心的工作，与粉煤光片确定测点数

和点行距的方法相同，对4个块煤光片作了测定，开始用0. 2mm X 0. 5mm的点行距测定，每个样品取

得近3 00。个有效测点，将有关信息存人计算机。然后有规律地剔除观测行的记录，以增大行距减少侧点

数，或同时增大点、行距，以此探讨合理的侧点数和点行距。

    试验结果表明，在块煤光片上测定显微煤岩类型时，应采用。. 2̂-0. 4mm的点距，3-5mm的行距，

同时有效测点数不少于500e

2.5     8.1重复性⋯⋯

国际标准中显微煤岩类型测定结果的重复性与显微组分组和矿物的测定规定是一致的。关于这

注 >>表中“!68。等有删除线的数据为超差的教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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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我们在制定显微组分组和矿物的测定方法(GB 8899-88)国家标准时，已作了重大修改，故对显

微煤岩类型测定也如此变动(见GB 8899-88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2. 6  8.2再现性⋯⋯

    1988年12月组织了一次由国内20多位同行参加的统检工作会议，与会代表按照本次制定的显微

煤岩类型测定方法，在显微镜下进行实际测定。代表们在6台显微镜下，分别对“霍-6"和“南屯”两个粉

煤光片进行了显微煤岩类型测定，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尤其以“霍-6"的结果更好(见表3)。这是一

个，于，等难度的样品，根据25人的测定结果统计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来看，所有测值中无剔除值(按肖文奈

剔除原则)。表中微壳煤和显微矿质类型两项测值无超差现象。微亮煤、微暗煤、显微矿化类型中的最大

允许误差为3，除个别数据偏高外，93%的数据不超差。微镜煤、微惰煤、微三合煤三项的最大允许误差

为4>5，互不超差的约占70%，微镜惰煤一项的最大允许误差为6，互不超差的占80%。超差的原因主要

是对显微组分的认识不统一，如果经过多次交流，显微组分的认识统一后，误差将会大大降低。因此，国

家标准中规定的实验室间的误差是可行的。

                    表3 显微煤岩类型测定方法(国标)统检工作会议统检数据

    (样品号:霍一6 时 间:1988.12.17 地 点:西 安)

f. t

    l

  2

          、

        」

  I

  5

  6

  7

  8

  9

  16

上1

12

]3

  i

I;

I,

17

LN

土，

?日

竺1

22

23

2q

25

}

一”“一一一一一 微暗煤
徽镜

情煤

微三

合煤

显微矿

化类型

显微矿

质类型

」唐”丁
!魏85

{单美英

一侯慧‘
{1 超

一崔根群
{N春平
}雷燕
!赵侮舟
}何培寿
一‘长瑞琪
」张若T
{李n荆
{aim丰}
，刘‘”英I
那娟娟!
庄新国I
p1 It T-!
王志宏I
Nil文英!
Z成敏}
张秀仪}

一
一

  20. 5

  28. 4

  18.9

  15. 9

20.4

26. 3

22. 8

16.3

18. 5

23.4

17.4

17. 2

15. 6

18. 6

27. 2

18.5

21. 8
                一

一一
14.0

15. 0

12.1

18.0

16. 9

  9.8

19. 6

17. 3

18.3

  9. 0

14. 7

14. 4

14. 9

15.5

14. 8

11.4

15. 8

11. 6

16.5

13. 9

11.8

16. 4

19.4

20.6

16.4

  1.3

  5.6

  1. 1

  0. 7

2. 5

4.0

0 9

1.0

0. 9

2.0

2. 1

1. 2

0. 7

0.8

4.1

2.8

3. 8

0. 6

1.0

2. 9

2.4

1.4

1.2

0. 6

2.0

  0. 8

  0.2

  4.4

  1. 6

  1.8

0. 4

1. 6

3.9

1.8

1.6

0.7

1. 8

1.9

1.0

1. 9

0.8

3.0

0.8

0.8

1.0

2.1

0. 7

1.2

0.8

  46. 6

34. 5

38. 3

43. 7

32.9

39. 2

35.4

39. 3

41.0

42.0

41.0

34.9

39. 9

36.6

30. 7

41. 2

33.1

39. 6

36. 9

44. 9

37. 7

40. 2

40. 9

45.3

36. 4

  15.4

14.4

24.1

19.1

21.6

19.3

18.3

21.2

18. 3

21. 6

21.8

27. 6

25. 7

25. 5

18. 3

23. 1

21. 4

25. 6

21. 9

11.5

24. 1

18.0

14.3

10.9

21. 3

0.4

  1.3

1. 2

1. 1

4.0

0.4

0.9

0.8

0.9

0.2

1.8

2.0

1.2

0.8

1.5

2.0

0.8

1.0

1. 9

0.4

3. 9

1.9

1. 6

1.0

1.0

  0.8

  0.2

  0.4

0.4

0.4

0.8

0.2

1.0

0.4

0.2

0.2

0. 2

0.2

0. 4

0.8

1.0

0.4

0.4

0.3

f 均 值

标 准 差 :。5:
  0. 2

0. 22 ;5。:11.391.3311.471.47:8。:20.424. 40。‘。:。“3:
3 关于附录A的说明

    本标准引用了国际煤岩学手册(1972年版)显微煤岩类型和显微组分组联合测定的方法，作为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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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附录A

    联合测定结果，不仅提供了整个样品的显微煤岩类型、显微组分组的体积百分含量，还可了解各种

显微煤岩类型中的显微组分组成情况，对分析问题提供更多的信息。经过试验，联合测定与显微煤岩类

型及显微组分组单独测定的结果一致，完全可以对比。联合测定所需时间与显微组分组和显微煤岩类型

单独测定的总时间相当或略短。

    4个样品的联合测定(见表4)，六盘水，充州两样品的显微组分组含量相似，而显微煤岩类型有显著

差别。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和依据，使研究程度深化。

                              表4 煤样的联合测定结果 (体积百分数)

煤 样

显微组分组和矿物 显 微 煤 岩 类 型

镜质体 壳质体 惰质体 矿物 微镜煤 微壳煤 微惰煤 微亮煤 徽暗煤
徽镜

情煤

微三

合煤

显微

矿化

类型

显徽

矿质

类型

永 荣 61. 4 3. 6 34. 5 0. 3 17. 8 8. 6 3. 7 1.6 50. 8 16.5 0.6

六盘水 75. 2 1.8 19. 3 3. 6 54. 1 0.1 4. 7 4.9 0.1 20. 4 9.9 5. 3

充 州 77.4 2. 6 18.8 1.0 39. 7 5.5 5. 2 0.1 36. 6 10. 5 2.3

柳条塔 54.0 1. 4 42. 9 1. 5 28. 0 15.5 1.0 0.8 44.8 7. 3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