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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开滦矿区不同变质程度煤对不同配比 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等温吸附特性，用扩展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方程的推论计算了 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各组分在吸附相中的浓度，并分析了其变化特
征，表明：煤对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的吸附并不是对纯ＣＨ４和纯 ＣＯ２的独立吸附，而是２种气体
的竞争吸附，混合气体中ＣＯ２含量越高，总吸附量越大．在开滦矿区煤对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的
吸附过程中，利于ＣＯ２吸附的条件是高ＣＯ２组分浓度和高压力；中等变质程度煤利于 ＣＨ４吸附
的条件是高ＣＨ４组分浓度和高压力，而低变质程度煤是相对的低 ＣＨ４组分浓度和高压力．研究
区低变质程度煤对ＣＨ４的竞争吸附大于其对 ＣＯ２的竞争吸附，并不适合 ＣＯ２－ＥＣＢＭ技术的实
施；中等变质程度煤对ＣＯ２的竞争吸附优于对ＣＨ４的竞争吸附，适于ＣＯ２－ＥＣＢＭ技术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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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层气中除ＣＨ４外，还含有Ｎ２，ＣＯ２和重烃等气体，这些非ＣＨ４的气体含量虽小，但对煤层气的吸
附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１］．为了准确估算煤层气资源量、预测采收率和正确评价煤储层特征，有必要对
混合气体吸附特性进行研究．另外，随着向煤层中注入ＣＯ２来提高煤层气采收率 （ＣＯ２－ＥＣＢＭ）和煤层
储存ＣＯ２气体以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技术的研究发展，一些学者研究了煤对 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吸附特
征［１－４］．因此，开展煤对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的吸附特征的研究，不仅可以为煤层气开发提供基本经济评
价资料，而且能为ＣＯ２－ＥＣＢＭ技术的可行性及计算煤层气采收率和ＣＯ２埋存量提供理论基础．

１　样品的选择与实验

开滦矿区由开平和蓟玉两煤田组成，共约１０余个井田，含煤地层为上石炭统的开平组 （Ｃ２ｋ）和赵各

庄组 （Ｃ２ｚｈ）、下二叠统的大苗庄组 （Ｐ１ｄ）．含煤１５～２０余层，煤层总厚２０～２８ｍ，主要可采煤层为上石
炭统赵各庄组的煤５，６，７，８，９和下二叠统大苗庄组的煤１１，１２．矿区构造以断裂破坏为主，并有明
显的岩浆活动．考虑到煤变质程度的差异性以及煤层埋藏的深度，本次研究选择蓟玉煤田中的林南仓矿
１１号煤层 （简称为ＬＮＣ－１１）和开平煤田中的马家沟矿９号煤层 （简称为 ＭＫ－９）为研究对象，其中，
１１号煤层属于下二叠统大苗庄组，属于低变质程度长焰煤，为低灰低硫煤；９号煤层属于上石炭统赵各庄
组，属中等变质程度肥焦煤，为中灰低硫煤．对这２个煤样进行了煤的工业分析和镜质组反射率的测定，
１１号和９号煤层Ｍａｄ，Ａｄ，Ｓｔ，ｄ，Ｖｄａｆ，Ｒｏ，ｒａｎ分别为３５７％，０６６％；９２３％，１６５８％；０６７％，０９３％；
３８８８％，２４３５％；０５８％，１２１％．

吸附实验仪器为美国ＴｅｒｒａＴｅｋ公司生产的 ＩＳ－１００型气体等温吸附解吸仪，实验前，首先利用含有
过饱和Ｋ２ＳＯ４的恒温箱对煤样进行预湿，制得含平衡水煤样，计算得到各煤样的含水率 （林南仓矿煤平

衡水分为１７８％，马家沟矿煤平衡水分为０８９％）．在４０℃下先进行纯ＣＨ４和纯ＣＯ２气体吸附实验，然
后进行其二元混合气体 （８３０８％ＣＨ４＋１６９２％ＣＯ２，６７６１％ＣＨ４＋３２３９％ＣＯ２，４７１４％ＣＨ４＋５２８６％
ＣＯ２和１９１８％ＣＨ４＋８０８２％ＣＯ２）等温吸附实验．吸附实验从大气压力向设计的最高压力平稳增加，待
吸附平衡后记录平衡压力和该压力点下的吸附数据，吸附实验共测定６个平衡压力点，每一个压力点达到
平衡的时间约２４ｈ，然后再增压到下一个压力点．同时，为了研究二元气体 （ＣＨ４／ＣＯ２）等温吸附实验
过程中气体组分的分馏效应，在每一个压力平衡点上，除了测量混合气体的平衡压力外，还采用气相色谱

法测定了平衡压力下游离相中气体组分浓度．

图１　１１号煤 （ＬＮＣ－１１）和９号煤 （ＭＫ－９）吸附等温曲线
Ｆｉｇ１　ＣＯ２ａｎｄＣＨ４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ｂｉｎａｒｙ

ｍｉｘ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１１ａｎｄＮｏ９ｃｏａｌ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吸附特性
林南仓矿 １１号煤和

马家沟矿９号煤对纯 ＣＨ４
和纯ＣＯ２及其二元混合气
体等温吸附曲线和 Ｌａｎｇ
ｍｕｉｒ常数如图 １和表 １．
可以看出：

（１）中等煤化程度的
９号煤和低煤化程度的１１
号煤对 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混
和气体的吸附等温线都具有Ⅰ型特征．在等压条件下，９号煤对纯气体和混合气体的吸附能力大于１１号
煤．总体上，两煤样对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混合气体的吸附量介于吸附纯ＣＯ２和纯ＣＨ４间，混合气体中ＣＯ２含
量越多，总吸附量越多．但在压强大于２２ＭＰａ时，１１号煤对混合气体 （１９１８％ＣＨ４＋８０８２％ＣＯ２）的

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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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煤对气体吸附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吸附常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ｏｆｇａｓｓｅｓ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ａｌｓ

实验气体组成
１１号煤（ＬＮＣ－１１）

ＶＬ／（ｃｍ３·ｇ－１） ｐＬ／ＭＰａ

９号煤（ＭＫ－９）

ＶＬ／（ｃｍ３·ｇ－１） ｐＬ／ＭＰａ

纯ＣＨ４ ３６５ ００３ １０８８ １４４
８３０８％ＣＨ４＋１６９２％ＣＯ２ ６２９ ０４９ １４１５ １６３
６７６１％ＣＨ４＋３２３９％ＣＯ２ ８０９ ０６７ １４８９ １３６
４７１４％ＣＨ４＋５２８６％ＣＯ２ １１７９ ０９６ １７６９ １３５
１９１８％ＣＨ４＋８０８２％ＣＯ２ １４８９ １０４ ２０２１ １３２

纯ＣＯ２ １０８８ ０２７ ２０２２ ０９９

吸附量大于对纯 ＣＯ２的吸附量；
在高压下，即压强大于 ５ＭＰａ
时，９号煤对配比 １９１８％ＣＨ４
＋８０８２％ＣＯ２混合气体的吸附
量和１１号煤对配比４７１４％ＣＨ４
＋５２８６％ＣＯ２混合气体的吸附
量均呈现大于纯 ＣＯ２吸附量的
趋势．可见，煤对 ＣＨ４／ＣＯ２二
元气体的吸附并不是对纯 ＣＨ４
和纯 ＣＯ２ 的独立吸附，而是

２种气体的竞争吸附；在相同压力下，并不是所有的煤对纯 ＣＯ２的吸附量都大于 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混和气体
的吸附量．

（２）９号煤对混合气体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体积常数ＶＬ介于纯ＣＨ４和纯ＣＯ２之间，这是由煤对ＣＯ２吸附能力
大于对ＣＨ４吸附能力造成的；１１号煤则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即二元气体 （４７１４％ＣＨ４＋５２８６％ ＣＯ２和
１９１８％ＣＨ４＋８０８２％ＣＯ２）的ＶＬ值大于纯ＣＯ２气体的ＶＬ．两煤样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压力常数ｐＬ也没有共同规
律可寻，１１号煤的混合气体的ｐＬ值要比纯气体ｐＬ的大，而９号煤的ｐＬ除配比８３０８％ＣＨ４＋１６９２％ＣＯ２
混合气体外，其它配比的ｐＬ介于纯ＣＯ２和纯ＣＨ４之间．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ＶＬ和ｐＬ不但受
实验条件的影响，还要受煤的性质、煤的组成和煤阶等因素的影响．
２２　二元混合气体吸附相组分的吸附特性

吸附相中二元气体各组分的浓度，可利用扩展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方程的推论［３］计算，即α＝（ｘ／ｙ）ｉ／（ｘ／ｙ）ｊ，

其中，α为分离因子；ｘｉ，ｘｊ分别为在吸附相中组分 ｉ和 ｊ的体积分数；ｙｉ，ｙｊ为在游离相中组分 ｉ和 ｊ的

体积分数，并且满足 ∑
２

ｉ＝１
ｘｉ ＝１００％，∑

２

ｉ＝１
ｙｉ ＝１００％，经推导

［５］，分离因子 α还可以表示为 α ＝

（ＶＬ／ｐＬ）ｉ／（ＶＬ／ｐＬ）ｊ，其中，ＶＬｉ，ＶＬｊ为气体ｉ和ｊ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体积；ｐＬｉ，ｐＬｊ是气体ｉ和ｊ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压力．
根据以上各式计算出二元气体等温吸附实验时各气体组分在吸附相中的浓度 （表２），同时可绘制出

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各组分浓度随压力的变化曲线 （图２）．可以看出：

表２　在不同压力下ＣＯ２和ＣＨ４二元气体等温吸附实验中吸附相组分浓度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２ａｎｄＣＨ４ｂｉｎａｒｙｇａｓａｄｓｏｒｂｅｄｐｈａｓ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ｎｔｗｏｃｏａｌ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ｓ

气体组分 测试项目
计算数据

ＬＮＣ ＭＫ ＬＮＣ ＭＫ ＬＮＣ ＭＫ ＬＮＣ ＭＫ ＬＮＣ ＭＫ ＬＮＣ ＭＫ

平衡压力／ＭＰａ ０７１ ０７３ １８９ １９４ ３０９ ３２１ ４３１ ４４８ ５４９ ５７０ ６５９ ６８２８３０８％ＣＨ４＋１６９２％ＣＯ２ ＣＨ４体积分数／％ ９７８９ ８４４４ ９７９４ ８６２２ ９７９５ ８５６６ ９７７８ ８５７５ ９７４８ ８２０６ ９７２２ ８０８４
（组分１）

ＣＯ２体积分数／％ ２１１ １５５６ ２０６ １３７８ ２０５ １４３４ ２２２ １４２５ ２５２ １７９４ ２７８ １９１６

平衡压力／ＭＰａ ０７０ ０７１ １７８ １８３ ２９８ ３１２ ４２３ ４４２ ５４９ ５０７ ６５９ ６８２６７６１％ＣＨ４＋３２３９％ＣＯ２ ＣＨ４体积分数／％ ９３３７ ６５９７ ９３８６ ６５５４ ９３２８ ６２６８ ９２７１ ６０９８ ９２５０ ５７３４ ９０４２ ５２６０
（组分２）

ＣＯ２体积分数／％ ６６３ ３４０３ ６１４ ３４４６ ６７２ ３７３２ ７２９ ３９０２ ７５０ ４２６６ ９５８ ４７４０

平衡压力／ＭＰａ ０６６ ０６９ １４９ １５３ ２３３ ２４４ ３１６ ３３４ ３９３ ４１２ ４７５ ４９５４７１４％ＣＨ４＋５２８６％ＣＯ２ ＣＨ４体积分数／％ ８４４４ ３９６６ ８５０９ ４４５４ ８３６０ ３７７６ ８２７４ ３６２１ ８２２５ ３５２８ ８０７５ ３３８２
（组分３）

ＣＯ２体积分数／％ １５５６ ６０３４ １４９１ ５５４６ １６４０ ６２２４ １７２６ ６３７９ １７７５ ６４７２ １９２５ ６６１８

平衡压力／ＭＰａ ０６１ ０６１ １４８ １５４ ２３５ ２４４ ３２０ ３３７ ３９８ ４１５ ４８１ ４９３１９１８％ＣＨ４＋８０８２％ＣＯ２ ＣＨ４体积分数／％ ６２０７ １７２４ ６０４０ １７０４ ５７６２ １６５８ ５６７１ １６２８ ５４２９ １５０６ ５４５３ １３３０
（组分４）

ＣＯ２体积分数／％ ３７９３ ８２７６ ３９６０ ８２９６ ４２３８ ８３４２ ４３２９ ８３７２ ４５７１ ８４９４ ４５４７ ８６７０

　　注：ＬＮＣ为林南仓矿１１号煤；ＭＫ为马家沟矿９号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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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配比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吸附相浓度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ｇａ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４／ＣＯ２ｂｉｎａｒｙｍｉｘｔｕｒｅ
实线表示ＣＨ４体积分数；虚线表示ＣＯ２的体积分数

（１）对马家沟矿９号煤而言，ＣＯ２在竞争吸附中占优势，随着吸附实验的进行，吸附相中 ＣＯ２浓度
逐渐增加，ＣＨ４的浓度逐渐降低，这与煤对ＣＯ２的吸附能力强于煤对ＣＨ４的吸附能力

［６－８］是一致的．
（２）对于林南仓矿１１号煤，在ＣＨ４含量占优势时，吸附相中ＣＯ２浓度和ＣＨ４的浓度变化很小，ＣＯ２

在二元气体竞争吸附时并没有占优势；另一方面，在ＣＯ２含量占优势时，林南仓矿１１号煤吸附相中出现
了ＣＯ２的浓度比ＣＨ４的浓度低的反常现象，也就是说，在ＣＯ２中混入ＣＨ４会 “阻碍”煤对ＣＯ２的吸附和
“促进”对ＣＨ４的吸附，这和一些研究者

［１－４，９－１０］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为进一步了解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的吸附特性，绘制了吸附相中ＣＨ４和 ＣＯ２的吸附等温线．由于得到

了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中ＣＨ４和 ＣＯ２气体组分在吸附相中的浓度，从而可计算二元气体等温吸附实验的
ＣＨ４和 ＣＯ２的吸附量，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等温吸附实验ＣＨ４和 ＣＯ２的吸附等温线见图３，可以看出：

图３　１１号煤和９号煤对ＣＨ４和ＣＯ２等温吸附曲线

Ｆｉｇ３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ｏｆＣＨ４ａｎｄＣＯ２ｏｆｔｈｅＮｏ１１ｃｏ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９ｃｏａｌ

（１）在相同压力下，马家沟矿９号煤和林南仓矿１１号煤对混合气体中ＣＯ２的吸附量总小于纯ＣＯ２吸
附量．除了配比８３０８％ＣＨ４＋１６９２％ＣＯ２混合气体外，马家沟矿９号煤对混合气体中ＣＨ４的吸附量也小
于纯ＣＨ４的吸附量，且ＣＨ４浓度越高，煤对其吸附量也越高．林南仓矿１１号煤则出现了反常的情况，即
对混合气体中ＣＨ４的吸附量大于对纯ＣＨ４的吸附量，也就是说，ＣＯ２气体的混入到体系中可促进１１号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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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ＣＨ４的吸附，且ＣＨ４相对浓度越高，煤对其吸附量越低．这与许多学者
［１，３－４，１０］的结论是不一致的，原

因可能与林南仓矿１１号煤的性质、煤的组分和煤阶等因素有关．
（２）马家沟矿９号煤和林南仓矿１１号煤对混合气体中ＣＯ２的吸附能力随压力的增加而增加，在相同

压力下，ＣＯ２浓度越高，吸附能力越大，且随压力的升高，吸附能力显著增强．两煤对混合气体中 ＣＨ４
的吸附能力总体上有随压力的增加而增高的趋势．由以上讨论得出，在煤对 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的吸附过
程中，９号煤和１１号煤利于ＣＯ２吸附的条件是高组分浓度和高压力，９号煤利于 ＣＨ４吸附的条件是高组
分浓度和高压力，１１号煤利于ＣＨ４吸附的条件是相对低组分浓度和高压力．

（３）１１号煤对ＣＨ４的吸附量始终大于对ＣＯ２的吸附量；而９号煤在相同条件下哪种气体的含量占优
势，哪种气体的吸附量就大．从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混和气体吸附特性可得知，林南仓矿１１号煤对ＣＨ４的竞争
吸附大于其对ＣＯ２的竞争吸附，所以它并不适合ＣＯ２－ＥＣＢＭ技术的实施．马家沟矿９号煤对ＣＯ２的竞争
吸附优于对ＣＨ４的竞争吸附，适于ＣＯ２－ＥＣＢＭ技术的实施．
２３　二元气体等温吸附的相分离图

根据实验数据和计算的数据，可得到 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在游离相和吸附相之间的相分离图 （图４）．

由图４和以上讨论可进一步看出林南仓矿１１号煤和马家沟矿９号煤对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吸附的特性：

图４　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的组分分割相图

Ｆｉｇ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ｏｆＣＨ４／ＣＯ２ｂｉｎａｒｙｇａｓ

（１）随着游离相中ＣＨ４或ＣＯ２组分的体积分数增加，１１号煤和９号煤都使得吸附相中相应组分的体
积分数增加，但是，这种变化是非线性的．这是由 ＣＨ４和 ＣＯ２同处于一个游离 －吸附相系统中且在煤中
的竞争吸附率的不同造成的．

（２）１１号煤和９号煤在 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混和气体的组分分割相图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即２图中
ＣＨ４和ＣＯ２的凸凹情况完全相反．９号煤在 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混和体系中的 ＣＨ４分割曲线始终在 ＣＯ２下方，
这是由煤对ＣＯ２的竞争吸附大于对 ＣＨ４的竞争吸附造成的，ＣＯ２优先在煤中吸附，并趋于饱和，当 ＣＯ２
组分的吸附趋于饱和而使得竞争吸附开始变慢时，吸附能力较弱 ＣＨ４的组分的竞争吸附就相对增加了；
１１号煤在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混和体系中的ＣＨ４分割曲线始终在ＣＯ２上方，这是由煤对ＣＨ４的竞争吸附大于对
ＣＯ２的竞争吸附，ＣＨ４优先在煤中吸附，并趋于饱和，当 ＣＨ４组分的吸附趋于饱和而使得竞争吸附开始
变慢时，ＣＯ２组分的竞争吸附就相对增加了，虽然ＣＯ２组分的竞争吸附增加了，但还是没有ＣＨ４的竞争力
强．

３　结　　论

（１）煤对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的吸附并不是对纯 ＣＨ４和纯 ＣＯ２的独立吸附，而是２种气体的竞争吸
附，混合气体中ＣＯ２含量越多，总吸附量越多；在相同压力下，并不是所有的煤对纯 ＣＯ２的吸附量都大
于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混和气体的吸附量．

（２）在煤对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的吸附过程中，马家沟矿９号煤和林南仓矿１１号煤利于 ＣＯ２吸附的
条件是高组分浓度和高压力；９号煤利于ＣＨ４吸附的条件是高组分浓度和高压力，１１号煤利于 ＣＨ４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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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是低组分浓度和高压力．
（３）在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气体中，林南仓矿１１号煤对ＣＨ４的吸附量始终大于对 ＣＯ２的吸附量；而马家

沟矿９号煤在相同条件下哪种气体的含量占优势，哪种气体的吸附量就大．从 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混和气体吸
附特性中可得知，１１号煤对ＣＨ４的竞争吸附大于其对ＣＯ２的竞争吸附，所以它并不适合ＣＯ２－ＥＣＢＭ技术
的实施；９号煤对ＣＯ２的竞争吸附优于对ＣＨ４的竞争吸附，适于ＣＯ２－ＥＣＢＭ技术的实施．

（４）林南仓矿１１号煤和马家沟矿９号煤在ＣＨ４／ＣＯ２二元混和气体的组分分割相图中表现出了明显的
不同，即两图中ＣＨ４和ＣＯ２的凸凹情况完全相反，这是由煤对二元气体的竞争吸附的强弱不同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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