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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微 煤 岩 类 型 分 类

Classification of microlithotype

本标准参照采用ISO 7404/1 1984(E)烟煤和无烟煤煤岩分析方法第一部分:烟煤和无烟煤煤岩分

析名词术语。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显微煤岩类型的分类原则，显微煤岩类型、显微矿化类型和显微矿质类型的分类。

本标准适用于烟煤和无烟煤。

2 引用标准

GB/T 15588 烟煤显微组分分类

3 分类原则

    显微煤岩类型是显微组分的自然共生组合，其最小厚度为50 km或最小覆盖面积为50 pm X

50 pm，以其中的显微组分组(或显微组分)出现的数量(体积百分数)等于或大于5%确定。它可包含小

于20%的矿物(如粘土、石英、碳酸盐)或小于5%的硫化物矿物。如果矿物含量超过上述数量，则按显微

组分与矿物的比例不同分别称为显微矿化类型或显微矿质类型。

4 显微煤岩类型分类

显微煤岩类型的划分见表1,

表1 显微煤岩类型分类

显微煤岩类型 显微组分组的体积百分数

单组分组类型

微镜煤

微壳煤

微惰煤

双组分组类型

微壳煤

微暗煤

微镜惰煤

三组分组类型

微三合煤

镜质体 >95%

壳质体 >95 %

惰质体 >95

镜质体+壳质体 >95y'

惰质体+壳质体 >95%11

镜质体+惰质体 >95%‘)

镜质体+壳质体+惰质体 >95写])

注:①本标准中的镜质休相当于GB/T 15588分类中的镜质体加半镜质体;

    ②根据需要可将各种显微煤岩类型进一步按显微组分及其含量划分为若干亚类型;

    ”其中任一显微组分组的体积百分数大干或等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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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显微矿化类型分类

显微矿化类型的划分见表 2

表 2 显微矿化类型分类

显微矿化类型 矿物种类 煤中矿物的体积百分数，%

微泥质煤

微硅质煤

微碳酸盐质煤

微硫化物质煤

微复矿质煤

粘土

石英

碳酸盐

硫化物

两种和两种以上矿物

  20-<60

  20̂ -<60

  20-<60

  5- < 20

  20-<60(不含硫化物)

>5-<45(含硫化物为5)

>10-<30(含硫化物为10)

6 显微矿质类型

    显微矿质类型是煤中矿物体积百分含量大于或等于表2上限的物质总称。按矿物种类不同分为微

泥质型、微硅质型、微碳酸盐质型、微硫化物质型和微复矿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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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煤岩类型分类(GB/T 15589--1995)编制说明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 肖文钊)

前言

    显微煤岩类14分类是显微煤岩类型分析的基础。煤岩工作者以往多引用前苏联或国际L常用的分

类力案，但它们在划分原则和划分方法上存在很大差别，给应用带来很大的困难。为此国家标准局委托

煤炭 自it部标准化处，于L985年下达了制定《显微煤岩类型分类》国家标准的任务，从 1986年起至

1988年If-. o参加起草的单位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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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

安分院负责归11a 1995年6月12日发布，1996年2月l日实施

2 分类原则

    制定tip.微煤岩类t14分类国家标准时参照ISO 7404/1 1984(E) 烟煤和无烟煤煤岩分析方法第一部

分:烟煤和无烟煤煤岩分析名词术语，采用了该国际标准的分类原则，即:50pm和5%的原则，这是显微

煤岩类t9分类时的两条重要规定。"508m”原则规定显微煤岩类型分类时的最小宽度为5叩m，如在垂直

层面的煤磨光面卜，则其最小划分厚度为5即m，或最小面积为508m X 508m，才可作为一种显微煤岩类

11记录一F来 ;所谓u5 pp原则”，即规定在成分组合中少于5%的显微组分不予计算。5%的原则是由下列

事实提出来的，即不论是单组分还是双组分显微煤岩类型，都不是完全单纯由一组或两组显微组分构成

的 根据这一规定，单组分或双组分显微煤岩类型可含有多至5%的、按定义而言是不典型的次要组分。

例如，单组分显微煤岩类型“微镜煤”必须含不低于95%的镜质体，而壳质体和(或)惰质体不多于5 Y, o

    本标准所采用的显微组分分类方案是国际上通用的赫尔冷一斯托普斯(HeerlenStopes)划分方案，

即:将有机显微组分划分为镜质体、惰质体、壳质体三大组。

3 条文说明

3.1  4显微煤岩类型分类⋯⋯

    是标准的核心部分，在标准正文中以表格的形式出现。根据显微组分组的种类和数量划分显微煤岩

类型(见表1)

表1 显微煤岩类型分类

111 微 煤 岩 类 1W
显微组分组的体积百分含量

单?It分组类?19

                                环

镜质体)95

壳质体>95

惰质体)95

煤

煤

煤

镜

壳

惰

微

微

微

煤

煤

亮

暗

微

微双组分组类型

组分组类型

微 镜 惰 煤

微 二合 煤

镜质体+壳质体>95

惰质体十壳质体>95

镜质体十惰质体>%

镜质体十壳质体+惰质休>95

    。) 若某 种显微组分组的含量超过95环，则为“单组分组类型”，其中包括微镜煤、微壳煤和微惰

煤 代表镜吸体、壳质体或惰质体含量分别大于95%的三种情况。

    b) 当存在两种大J' : o的显微组分组而两种显微组分组的总体积含量又大于95%时为‘双组分



组类型”，这一类也存在三种情况:微亮煤、微暗煤和微镜惰煤。

    c) 当三种显微组分组的体积百分含量均大于5%，总体积含量又大于95%时为微三合煤。

    6:划分显微煤岩类型时，可根据工作需要按显微组分及其含量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亚类型，如:可根

据壳质体的种类不同将微亮煤进 一步划分为“微树皮亮煤”、“微抱子亮煤”等。也可根据显微组分组的相

对含量，将表1，卜后 种显微煤岩类型(即微暗煤、微镜惰煤、微三合煤)按惰质体与镜质体(或壳质体)、

隋质体与镜质体十壳质体的相对含量进 步划分为两部分;如可将镜质体含量大于惰质体含量的微镜

惰煤称为“微镜惰煤V"，否则称其为“微镜惰煤工”，这对研究煤相、焦化生产等非常重要。

I2 5显微矿化类型分类⋯⋯

    根据煤中无机物(矿物)的种类和数量划分为5种显微矿化类型(见表2)0

表2 显微矿化类型分类

显微矿化类型 矿 物 种 类
微类型中矿物的体积百分数

              %

微 泥 质 煤

微 硅 质 煤

微碳酸盐质煤

微硫化物质煤

粘 土

石 英

碳 酸 盐

硫 化 物

20- < 60

20- < 60

20-<60

  5-<20

微复矿质煤 两种及两种以上矿物

  20-<60(不含硫化物)

> 5-<45(硫化物为5)

>10-<30(硫化物为10)

    出于工艺上的考虑，煤与矿物组合的分类在煤炭加工中以密度级分选为基础，首先划分开煤与夹砰

(密度为1. 5g/cm')，其次分开夹歼与页岩(密度为2. Og/cm' )。平均密度<1. 5g/cm'的煤为“显微煤岩

类型”。煤与矿物的组合其密度为1. 5-2. Og/cm'者，则为“显微矿化类型”。

    显微矿化类型可根据与煤共生的矿物种类而细分为5类。由于粘土矿物、石英和碳酸盐的密度很相

似，这三种主要矿物20%的平均含量导致平均密度为1. 5g/cm'，而600o的比例则使密度上升到2. Og/

cm',因此，表2中这三种矿物的体积百分含量区间为2000̂'6000。若煤混有5%和200o(按体积)的硫

化物(尤其是黄铁矿)，则其密度就足以使其物质的密度分别达到1. 5g/cm，和2. Og/cm'。若在501am X

50pm面积内不止一种矿物与显微组分共生，则称其为“微复矿质煤”。
3.3 6显微矿质类型⋯⋯

    根据上述第2条所述原因，当煤中矿物体积百分含量大于或等于表2规定的上限时，为显微矿质类

型。显微矿质类型也可根据矿物种类不同分为微泥质型、微硅质型、微碳酸盐质型、微硫化物质型和微复

矿质型，实际操作中由于显微矿质类型含量较少，一般不再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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