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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煤炭地下气化技术现状及发展建议
王敦曾

摘要 近年来，我国煤炭行业相继开展了地下气化的试验研究，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本文对11次地下气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今后的发展

建议。 

一、前言 

由于世界范围内油价不断上升，能源日趋紧张，煤炭地下气化技术越来

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自上世纪20、30年代，在前苏联开始进行地下气化试验

以来，先后多次进行了有井和无井式煤炭地下气化试验，并在技术上不断提

高和发展。世界上不少的国家，如美、法、日、波、捷、西班牙等国，先后

开展了煤炭地下气化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形成了自身知识产权的

技术。在50年代末，我国曾在鹤岗等16个矿区开展了煤炭地下气化试验，由

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展下去。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矿业大学余力教授等

人先后11次在煤矿开展了地下气化的试验与研究工作，主要在徐州、唐山、

新汶、鹤壁、伊兰等地取得了一些成果，并在实验室的研究中理论上有所突

破，为今后地下气化技术的工业试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将对1987年以

来的11次地下气化状况进行分析与探讨。 

二、煤炭地下气化技术发展现状 

1. 试验情况 

(1)1987年中国矿业大学在江苏徐州马庄煤矿进行了无井式空气连续气化

工艺试验。气化通道长32m，连续2个月稳定产气，平均热值4.2M／m3，共产

气16万m3。 

(2)1994年中国矿业大学完成了徐州新河二号井煤炭地下气化工艺试验，

采用长通道、大断面、两阶段煤炭地下气化工艺，气化通道长168m，生产空

气煤气平均热值为5MJ／m3。 

(3)1996年中国矿业大学与唐山刘庄煤矿(唐山汇源煤炭地下气化有限公

司)在倾角为60～65。煤层中建立了2座气化通道分别为120m和210m的气化

炉，运行超过5年，累计生产煤气在1亿m3以上。在运行期间分别生产了热值

为4.18～5.86MJ／m3的空气煤气，煤气产量可达10～12万m3／d;热值为5.44

～7.53MJ／m3的半水煤气和热值为7.95～12.56MJ／m3的水煤气。其中一部分

空气煤气用于烧锅炉，取得一定的效益。 

(4)1997年河南省煤炭研究所与哈尔滨燃气化总公司在黑龙江伊兰煤矿，

采用矿井式地下气化技术，生产热值平均为5MJ／m3左右的煤气。短时试验最

高气量达到6000m3／h，试验进行了约3个月。 

(5)1998年鹤壁矿务局鹤壁一矿采用矿井式地下气化工艺进行了约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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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试验。日气化22t煤，日产气约10万m3，平均热值4.7MJ／m3，应用于蒸

汽锅炉，取得较好的效果。 

(6)1998年河南煤研所、义马煤业集团、平煤集团等单位在义马北露天进

行了为期2.5个月的试验，共气化煤3470t，煤气热值平均为5MJ／m3。 

(7)2000年新密煤炭工业公司在下庄河煤矿的三软煤层中进行了为期3个

多月的空气煤气试验，并做了短时间的水煤气和富氧煤气的试验。 

(8)2000年新汶矿业集团和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合作，在孙村煤矿进

行了地下气化工业性试验。该矿的煤层为缓倾斜薄煤层，2个气化炉通道长分

别为64m和74m。成功生产了平均热值为10.54MJ／m3的水煤气，替代原两段炉

生产的水煤气，供矿区l万多户作为生活用燃气，取得圆满效果。近年新汶矿

业集团又在其它矿建设了3个气化井，在民用的同时开展了低热值煤气发电的

研究工作。 

(9)2001年肥城矿业集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合作，在曹庄矿近距

离缓倾斜多煤层同时进行气化，每天可生产热值为6.24MJ／m3的煤气2万m3或

热值4.16Mj／m3以上的煤气4万m3。 

(10)2001年开始山西晋中地区昔阳煤炭化学总公司和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校区)合作在李夫峪煤矿建设气化炉，单炉产气8万m3。煤气热值9.59MJ／

m3。拟供给附近合成氨厂作化工原料和锅炉的燃料。目前仍在调整和试验

中。 

(11) 2001年6月阜新矿务局海州矿在平均厚度为1.9m，倾角20度的煤层

中进行了地下气化试验，其煤种为长焰煤，进行了注水和水蒸气及注氧的气

化试验，达到了稳定、连续、保质、保量的生产煤气。 

2. 对上述11次试验的简要总结 

(1)煤炭地下气化几次试验都是成功的。均可以较稳定地生产出热值为

5MJ／m3左右的空气煤气、12MJ／m3的水煤气。 

(2)这11次试验的煤种，有无烟煤、瘦煤、气煤长焰煤、焦煤等，均能产

生煤气，但其气体组分有所不同。气化煤厚度为1.8～8m左右。煤层的倾角有

13～14。的缓倾斜煤层和70°左右的急倾斜煤层。 

(3)在这些试验中，新汶孙村矿已将煤气用于1万户城镇居民，并开展了

煤气发电的试验研究工作。昔阳的气化煤气将供给化工厂做原料。唐山刘庄

煤矿，将部分煤气用于民用。其余多次试验均未能长时间、大规模的应用，

其中不少次只是点火，产气3～4个月，煤气放空烧了。 

(4)试验中对如何控制燃烧状况和位置并连续稳定的产气研究不够，控制

技术与测试系统也较简单，不能完全掌握气化炉的运行规律。 

(5)在炉体设计，结构尺寸，支付方式等方面尚缺乏完整的经验和参数。

对燃烧后的炉子结构变化，未开展相应的工作。 



(6)煤炭地下气化方式和地面气化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地下气化的气体

组分如何适应用户要求，如何在地面进行降温、脱硫、除尘等完整系统的设

计，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多次试验中大部分未形成完整的地面系统。(7)从经

济上进行分析，地下气化的成本要低于地面气化。唐山的刘庄煤矿和新汶的

孙村煤矿作了较客观的分析，其成本约为O.15～0.25元／m3。  

近年来几个气化矿井试验状况表 

三、今后地下气化技术发展建议 

(1)目前我国的地下气化技术仍处于工业试验阶段，有很多问题需要去研

究和探索。因此国家和有关部门应给予大力支持，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一

定的措施和资金，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应组织协调，做好攻关工作，

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地下气化技术真正用于生产和应用。 

(2)煤炭地下气化是一门跨科学的课题，因此，要充分发挥部门的长处，

共同努力，攻克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难题。 

(3)煤炭地下气化的目的在于应用和产业化。当前为了寻找煤炭的新出

路，加强煤炭综和利用的研究，很多企业都看好煤炭地下气化技术，但应在

开展项目之前要落实用户，否则将得不到应有的效果。 

(4)提高热值和生产适合于用户的气体组分使气化技术的关键。目前地下

气化生产的空气煤气热值偏低，因此使应用范围受到限制。为了提高煤气热

值和稳定气体组分，在过去的试验中采用生产半水煤气、水煤气和富氧煤气

等工艺，但目前这些工艺在技术装备上，尚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 

矿区

煤种 

煤层 煤气热值 

     /Mj·

m-1 

煤气成分/% 结算成本 

     /元

·m-3 

埋

深/m 
厚度/m 

倾

角/° 
O2 CO2 CO H2 CH4 N2 

新河

肥煤 
80 3.5 68～75 5.02 0 11.9 10.6 27.7 3.4 46.3 0.088 

刘庄

肥气 
100 

2.5～

3.5 
45～55 4.18～5.86 0 7～20 

5～

25 

10～

20 
2～4 

40～

65 

0.15～

0.25 

依兰

长焰 
5 1.9 7.7 12.4 2.2 8.3 67.3   

鹤壁

瘦煤 
300 7.9 26～28 4.73 0.5 5.5 20 13 2 59 0.0628 

义马

长焰 
60 8 13 5.24 0.7 10 20.4 7.5 3.8 57 0.009 

新密

贫煤 
5 14 5.03 0.8 7.5 15.8 8 4.4 63.3   

新汶

气煤 

60～

75 
1.8 25 5.21 0 14.44 3.2 29.58 3.38 48.55 0.25 

阜新

海州 
1.9 20 4.52 0.8 23 43 9.8 11 12 0.024



(5)对地下气化炉燃烧和运行进行有效的控制，使煤炭地下气化稳定产气

和得到相对稳定的气体组分的保证手段。目前控制系统仍然比较简单，研究

单位应进一步开展攻关，为地下气化炉建立起1套行之有效的测控系统，并重

点放在燃烧位置和燃烧速度的控制技术上，其中可靠的传感元器件是很重要

的。 

(6)地下气化炉和地面设施的安全技术是搞好地下气化的保障。要采取充

分和必要的措施，防止泄漏。还应做好防爆和防火工作，并制定严格的规

程，确保安全产气。 

(7)控制燃烧后地下气化炉体结构变化及地面沉降状况的研究，适时解剖

l～2台气化炉，了解燃烧后炉体内的状况和地面的塌陷规律，这对于提高对

煤炭地下气化技术认识，修改炉型设计和改进运行规律的控制将起到很大作

用。 

(8)建立煤炭地下气化试验研究基地，选择1～2个有代表性的煤种(烟

煤、无烟煤等)，煤层(厚度、倾角等)和用户(民用燃料、发电、化工原料)作

为试验基地，控制多项技术攻关与研究，在成功的基础上进行推广应用。 

*本文是2002年发表文章的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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