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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东煤热解动力学单一扫描速率法应用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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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 为提高单一扫描速率法在煤热解领域的实际应用有效性，以 ３ 种不同升温速率下准东原煤样品的热解失重数据为研

究对象，应用单一扫描速率法进行动力学计算，分析分段观点和失水脱气阶段失重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探讨能否得到准确且

唯一的动力学 ３ 因子以及动力学 ３ 因子是否具有明确的理论意义等几个问题． 结果表明：在分段方面的不同观点对高匹配度

模式函数的类别及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参数均具有显著影响，连续转化率观点下得到的表观活化能 Ｅ 明显低于独立转化率观点下的；当
采用连续转化率观点时，排除失水脱气阶段的失重不仅影响其他阶段的区间划分，还将使 Ｅ 值降低；结合积分和微分法，在 ３
个不同升温速率下分别匹配这两种方法，也不能获得准确且唯一的动力学 ３ 因子，因此动力学 ３ 因子的理论意义是有限的；失
重数据的预处理方法和模式函数的选择，对于动力学参数的评价和交流是十分必要的，以动力学 ３ 因子解释热解机理时要十

分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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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煤的热解行为进行描述和预测以及进一步对 热解机理进行解释是长久以来人们对热解动力学分

析的期望． 目前，非等温法已逐渐成为研究固相反

应整体动力学的主要方法，其在数学上可分为积分

法和微分法；在操作方式上可分为单一扫描速率法

和多重扫描速率法．
单一扫描速率法采用“模式匹配法”求解动力

学 ３ 因子（活化能、频率因子以及模式函数），由于



其在实验操作及数学处理上相对简便，目前在非等

温动力学分析中已占据主导地位［１－２］ ．
长久以来，此类方法在预测过程速率和材料寿

命以及为反应器设计提供性能参数等工业应用方面

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文献报道了其在实际应

用方面的某些局限性． 在 １９９６ 年美国费城第 １１ 届

国际热分析和量热会议上，ＩＣＴＡＣ 动力学工作小组

发起了一个由各国热分析工作者自愿参加的专题项

目，其工作报告［３－７］ 指出，“许多文献均报导了在单

一扫描速率下得到的非等温实验数据能够被几组不

同的动力学 ３ 因子同时匹配的现象”，同时对 ＣａＣＯ３

热分解失重数据的动力学计算表明，不同学者采用

不同模式函数计算出的动力学参数差异很大．
Ｖｙａｚｏｖｋｉｎ 等［１］对环四亚甲基四硝基胺（ＨＭＸ）和二

硝酰胺铵（ＡＮＤ）分解失重数据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几个不同的模式函数均可与实验数据匹配良好．
Ｂｕｄｒｕｇｅａｃ 等［８－１０］以单一扫描速率法对单步反应的模

拟数据以及聚氯乙烯（ＰＶＣ）热分解、ＣａＣ２Ｏ４·Ｈ２Ｏ
加热脱水、醋酸锌凝胶前驱体分解的失重数据进行

动力学计算时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且他们由此提

出“仅使用统计学标准（即线性相关系数）得不到真

实的机理函数”． Ｍａｒｃｉｌｌａ 等［１１］ 提出“当体系中有复

杂的反应存在而只能在相对窄的转化率范围内进行

研究时，使用单一扫描速率法时会有更多的模式函

数与实验数据达到良好匹配”． 显然，上述现象使人

们无法分辨正确的模式函数，也使动力学参数的评

价和比较变得困难． 尽管如此，由于单一扫描速率

法突出的实际应用意义，许多学者已将其引入煤热

解领域［１２－２５］ ．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对此类方

法在煤热解领域的多匹配现象进行详细探讨的文

献，但一些动力学计算结果已经显现出端倪． 例如，
同为大同烟煤，一些学者计算的热解表观活化能

（Ｅ） 值为 ６１．５５～２３９．７４ ｋＪ ／ ｍｏｌ［１７］，而另一些学者则

为 ６．３２２～３３．５９１ ｋＪ ／ ｍｏｌ［１８］，二者相差 ６～８ 倍；同为

平朔烟煤，一些学者给出 ２．９４２ ～ ５５．０５９ ｋＪ ／ ｍｏｌ 的
Ｅ 值［１８］， 而 另 一 些 学 者 则 得 出 Ｅ 为 １９６． ３ ～
２４９．９ ｋＪ ／ ｍｏｌ［１９］，二者相差 ４～６６ 倍；同为兖州烟煤，
一些学者得到的 Ｅ 值为 １４３．６５ ～ １６７．８６ ｋＪ ／ ｍｏｌ［２０］，
而另一些学者则为 １２．２４２ ～ ５６．９２１ ｋＪ ／ ｍｏｌ［２１］，二者

相差 ２ ～ １１ 倍；同为晋东南贫煤，一些学者获得了

７４．９２～２４８．６６ ｋＪ ／ ｍｏｌ的 Ｅ 值［１７］，而另一些学者则得

出 Ｅ 为８．５２２～１３３．６４６ ｋＪ ／ ｍｏｌ［２２］，二者相差 １～８ 倍．
煤热解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固相反应，单一扫描

速率法应用于此领域时，其局限性可能会更加突出，
并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 本文以准东煤程序升温热

解失重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分段观点和失水脱

气阶段失重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得到准确且唯一的

动力学 ３ 因子的可能性以及动力学 ３ 因子是否具有

明确的理论意义等几个问题，以期进一步提高单一

扫描速率法在煤热解领域的实际应用有效性．

１　 实　 验

本文所考察的程序升温热解失重数据来自之前

研究工作中的 Ｒ－ｆｏｒｍ 煤［２６］ ． 样品的工业和元素分

析如表 １ 所示．
　 　 所用热重系统为瑞士 Ｍｅｔｔｌｅｒ⁃Ｔｏｌｅｄｏ 公司的

ＴＧＡ ／ ＳＤＴＡ８５１ｅ常压热重分析仪． 每次实验，１８ ｍｇ
左右的样品被盛装在定制的铂金坩埚中，在流量为

８０ ｍＬ·ｍｉｎ－１的高纯 Ａｒ 中被加热至１ ０００ ℃，采用

的升温速率分别为 ２０、４０ 和 ６０ ℃·ｍｉｎ－１ ．
表 １　 准东原煤样品的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２６］ ％

空干基工业分析（质量分数）

水分 灰分 挥发分 固定碳

元素分析（质量分数）

Ｃａｄ Ｈａｄ Ｏａｄ Ｎａｄ Ｓａｄ

９．６３ ５．５０ ４０．３０ ４４．５７ ６１．４０ ４．４１ １７．６９ ０．８９ ０．４８

２　 动力学分析方法

动力学计算采用单一扫描速率法中最具代表性

的 Ｃｏａｔｓ⁃Ｒｅｄｆｅｒｎ 积 分 法 和 Ａｃｈａｒ⁃Ｂｒｉｎｄｌｅｙ⁃Ｓｈａｒｐ⁃
Ｗｅｎｄｗｏｒｔｈ 微分法， 两 种 方 法 的 具 体 原 理 如 文

献［２７－２９］所述． 将反应速率基本方程经过变量分离、
对数变换、积分近似等一系列数学处理后，得到如下

两个等式：

ｌｎ［Ｇ（α）
Ｔ２ ］ ＝ ｌｎ（ＡＲ

βＥ
） － Ｅ

ＲＴ
， （１）

ｌｎ［ ｄα
ｆ（α）ｄＴ

］ ＝ ｌｎ Ａ
β

－ Ｅ
ＲＴ

． （２）

式（１）为 Ｃｏａｔｓ⁃Ｒｅｄｆｅｒｎ 积分法方程，式（２）为 Ａｃｈａｒ⁃
Ｂｒｉｎｄｌｅｙ⁃Ｓｈａｒｐ⁃Ｗｅｎｄｗｏｒｔｈ 微分法方程． 其中 ｆ（α） 和

Ｇ（α） 分别为微分形式和积分形式的动力学模式函

数，ｆ（α） ＝ １ ／ ［ｄＧ（α） ／ ｄα］；α 为转化率，α ＝ （ｗ０ －
ｗ） ／ （ｗ０ － ｗ¥）； ｗ０ 为样品初始质量（ｍｇ）， ｗ 为任意

时刻样品质量（ｍｇ）， ｗ∞ 为样品最终质量（ｍｇ）； Ｔ 为

任意时刻样品热力学温度，Ｋ； β为升温速率，Ｋ／ ｓ；Ｒ 为

摩尔气体常数， ８．３１４ Ｊ ／ （ｍｏｌ·Ｋ）； Ｅ 为表观活化

能，Ｊ ／ ｍｏｌ； Ａ 为表观频率因子，ｓ－１ ． 二者的求解过程

相似：将不同的 Ｇ（α） 和 ｆ（α） 分别代入方程（１）和
（２）后，以 ｌｎ［Ｇ（α） ／ Ｔ２］ 和 ｌｎ［ｄα ／ （ ｆ（α）ｄＴ）］ 对各

自的 １ ／ Ｔ 作图，之后以最小二乘法拟合数据，由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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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斜率求得 Ｅ，截距求得 Ａ．
表 ２ 为单一扫描速率法中常用的一些模式函

数，也是本文动力学计算的备选函数． 这里将其分

为 Ｍａｍｐｅｌ 幂函数模式、Ａｖｒａｍｉ⁃Ｅｒｏｆｅｅｖ 模式、几何相

关模式、扩散模式和反应级数模式 ５ 类，分别以首字

母 Ｍ、Ａ、Ｒ、Ｄ 和 Ｆ 进行标记；每类中又根据方程特

征数的不同取值分为若干子模式函数，分别以在首

字母后附加一个阿拉伯数字的形式进行标记．

表 ２　 固相反应动力学中常用的模式函数

编号 模型 积分形式 微分形式

Ｍ１ Ｍａｍｐｅｌ 幂函数法则， ｎ ＝ １ ／ ４ α（１ ／ ４） ４α（ ３ ／ ４）

Ｍ２ Ｍａｍｐｅｌ 幂函数法则， ｎ ＝ １ ／ ３ α（１ ／ ３ ） ３α（ ２ ／ ３ ）

Ｍ３ Ｍａｍｐｅｌ 幂函数法则， ｎ ＝ １ ／ ２ α（１ ／ ２ ） ２α（１ ／ ２ ）

Ｍ４ Ｍａｍｐｅｌ 幂函数法则， ｎ ＝ ３ ／ ２ α（ ３ ／ ２ ） （２ ／ ３）α（ － １ ／ ２ ）

Ａ１ Ａｖｒａｍｉ⁃Ｅｒｏｆｅｅｖ 方程， ｎ ＝ １ ／ ４ ［ － ｌｎ（１ － α）］ １ ／ ４ ４（１ － α）［ － ｌｎ（１ － α）］ ３ ／ ４

Ａ２ Ａｖｒａｍｉ⁃Ｅｒｏｆｅｅｖ 方程， ｎ ＝ １ ／ ３ ［ － ｌｎ（１ － α）］ １ ／ ３ ３（１ － α）［ － ｌｎ（１ － α）］ ２ ／ ３

Ａ３ Ａｖｒａｍｉ⁃Ｅｒｏｆｅｅｖ 方程， ｎ ＝ １ ／ ２ ［ － ｌｎ（１ － α）］ １ ／ ２ ２（１ － α）［ － ｌｎ（１ － α）］ １ ／ ２

Ａ４ Ａｖｒａｍｉ⁃Ｅｒｏｆｅｅｖ 方程， ｎ ＝ ３ ／ ２ ［ － ｌｎ（１ － α）］ ３ ／ ２ （２ ／ ３）（１ － α）［ － ｌｎ（１ － α）］ －１ ／ ２

Ａ５ Ａｖｒａｍｉ⁃Ｅｒｏｆｅｅｖ 方程， ｎ ＝ ３ ［ － ｌｎ（１ － α）］ ３ （１ ／ ３）（１ － α）［ － ｌｎ（１ － α）］ －２

Ａ６ Ａｖｒａｍｉ⁃Ｅｒｏｆｅｅｖ 方程， ｎ ＝ ４ ［ － ｌｎ（１ － α）］ ４ （１ ／ ４）（１ － α）［ － ｌｎ（１ － α）］ －３

Ｒ１ 几何收缩模式（面积）， ｎ ＝ １ ／ ２ １ － （１ － α） １ ／ ２ ２（１ － α） １ ／ ２

Ｒ２ 几何收缩模式（体积）， ｎ ＝ １ ／ ３ １ － （１ － α） １ ／ ３ ３（１ － α） ２ ／ ３

Ｄ１ 扩散模式，一维扩散 α２ （１ ／ ２）α －１

Ｄ２ 扩散模式，二维扩散 （１ － α）ｌｎ（１ － α） ＋ α ［ － ｌｎ（１ － α）］ －１

Ｄ３ 扩散模式，三维 Ｊａｎｄｅｒ 扩散 ［１ － （１ － α） １ ／ ３］ ２ （３ ／ ２）（１ － α） ２ ／ ３［１ － （１ － α） １ ／ ３］ －１

Ｄ４ 扩散模式，三维 Ｇｉｎｓｔｌｉｎｇ⁃Ｂｒｏｕｎｓｈｔｅｉｎ 扩散 １ － （２α ／ ３） － （１ － α） ２ ／ ３ （３ ／ ２）［（１ － α） －１ ／ ３ － １］ －１

Ｄ５ 扩散模式，三维 Ｚｈｕｒａｌｅｖ⁃Ｌｅｓｏｋｉｎ⁃Ｔｅｍｐｅｌｍａｎ 扩散 ［（１ － α） －１ ／ ３ － １］ ２ （３ ／ ２）（１ － α） ４ ／ ３［（１ － α） －１ ／ ３ － １］ －１

Ｆ１ 反应级数模式， 零级 α １

Ｆ２ 反应级数模式， 一级 － ｌｎ（１ － α） １ － α

Ｆ３ 反应级数模式， 二级 （１ － α） －１ － １ （１ － α） ２

Ｆ４ 反应级数模式， 三级 （１ ／ ２）［（１ － α） －２ － １］ （１ － α） ３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问题的提出

图 １ 为由不同升温速率下准东原煤热解失重数

据计算出的 α － ｔ及（ｄα ／ ｄＴ） － ｔ曲线，其中 ｔ为 Ｔ所

对应的摄氏温度． 需要说明的是，在转化率 α的计算

中， 样品的初始和最终质量分别定义为程序温度

４０ ℃和 １ ０００ ℃对应的质量． 由图 １ 可见， 各 α － ｔ
及（ｄα ／ ｄＴ） － ｔ曲线随温升的变化趋势一致，均呈现

４ 个主要阶段． 以 ２０ ℃·ｍｉｎ－１为例进行说明：第 １
阶段是 ４０～２３０ ℃，为干燥脱气阶段，主要析出水分

和物理吸附的 Ｎ２和 ＣＯ２等气体， α － ｔ曲线出现小幅

上升后变得平缓，（ｄα ／ ｄＴ） － ｔ 曲线出现小峰（失水

峰）； 第 ２ 阶段是 ２３０ ～ ３５０ ℃，为热解初始阶段，煤
中高脂肪性的弱键断裂生成小分子气体，同时羧基

发生分解析出 ＣＯ２， α － ｔ和（ｄα ／ ｄＴ） － ｔ曲线均较为

平缓；第 ３ 阶段是 ３５０～６２０ ℃，为主热解阶段，煤基

质发生广泛的解聚和分解反应，生成大量以焦油为

主的挥发分并形成半焦， α － ｔ 曲线急剧上升，
（ｄα ／ ｄＴ） － ｔ 曲线在 ４６０ ℃左右出现高峰；第 ４ 阶段

是 ６２０ ℃以上，为 ２ 次脱气阶段，主要发生缩聚反应

和芳香环小分子侧链的脱落，半焦析出轻气体，
α － ｔ 和（ｄα ／ ｄＴ） － ｔ 曲线均逐渐变得平缓． 随着升

温速率的提高， 上述 ４ 个阶段之间的分界温度均向

高温方向发生了一定的偏移．
　 　 图 ２ 为 ２０ ℃·ｍｉｎ－１时，从表 １ 中选取的 ９ 个具

有代 表 性 的 函 数 在 整 个 热 解 温 度 区 间 内 的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曲线，其中 α 的计算范围为 ０．０５－０．９５． 由

图 ２ 可见，当对热解过程应用 Ｃ － Ｒ 积分法和

Ａ－Ｂ－Ｓ－Ｗ微分法时，各类模式函数的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曲

线均呈现明显阶段性，线性相关系数 ｒ 为－０．９３９ ７～
０．９４２ ８，总体线性度较低，这表明不能以一组不变

的动力学 ３ 因子来描述整个温度区间内准东煤的热

解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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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９ 个具有代表性模式函数的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曲线

　 　 因此，采用单一扫描速率法研究煤热解动力学

时一般均需将整个温度范围的失重数据做分段处

理［１２－２５］，在每段上分别求取动力学 ３ 因子，而这就

引出了实际应用中的以下几个问题：
１）在分段方面的不同观点对动力学计算结果

有何影响？
２）能否获得准确且唯一的动力学 ３ 因子？
３）动力学 ３ 因子是否具有明确的理论意义？
下面的内容将针对这几个问题进行逐一探讨．

３．２　 在分段方面的不同观点对动力学计算结果的

影响

目前以单一扫描速率法研究煤热解动力学时，
在分段方面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１）将整个温度范围内的失重视为一个过程，各
阶段的失重视为其接续进行的子过程， 样品初始温

度 Ｔ０ 对应的 α为 ０，最终温度 Ｔ∞ 对应的 α为 １，各阶

段的 α 取值范围均为［０， １］ 的子区间，且首尾相

接［１４－１５］，此可称为连续转化率观点．
２）将各阶段失重视为独立过程， 每一阶段均具

有独立的Ｔ０ 和Ｔ∞ 且α的取值范围均为［０， １］，彼此

之间互不影响［１６，１９］，此可称为独立转化率观点．

然而关于两种观点对动力学计算结果影响的报

导还很鲜见．
本文分别以上述两种观点对 ２０ ℃·ｍｉｎ－１准东

原煤热解失重数据进行划分：
连续转化率观点———以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曲线的斜率

变化为依据分为 ４ 段，第 １ 段为 ４０～１４０ ℃；第 ２ 段

为 １４０ ～ ３６０ ℃；第 ３ 段为 ３６０ ～ ６００ ℃；第 ４ 段为

６００～１ ０００ ℃；
独立转化率观点——— 以 α － ｔ 及（ｄα ／ ｄＴ） － ｔ 曲

线的趋势变化为依据分为 ３ 段，第 １ 段为 ４０～２３０ ℃；
第 ２ 段为 ２３０～６２０ ℃；第 ３ 段为 ６２０～１ ０００ ℃．

对于煤热解，最主要的考察对象是主热解阶段

的动力学参数． 本文分别选取连续转化率观点的第

３ 段和独立转化率观点的第 ２ 段作为主热解阶段，
以 Ｃ－Ｒ 积分法计算二者表观活化能． 需要指出的

是，对于连续转化率观点，由于各阶段之间过渡区域

的存在，在计算中舍去了区间前端的一小段温度；
对于独立转化率观点，α 的计算范围为 ０．０５ ～ ０．９５．
在二者的计算过程中，均出现了若干种模式函数

Ｇ（α） 均可与实验数据进行良好匹配的情况，图 ３ 显

示了 ｒ ＜ － ０．９００ ０的模式函数及其对应的 ｒ和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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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在分段方面的不同观点得到的主热解阶段 ｒ 和 Ｅ 值

　 　 由图 ３ 可知，不同的分段观点对主热解阶段的

动力学计算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分为两个方

面：１）达到高匹配度的模式函数的变化；２）得到的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参数的变化． 当采用连续转化率观点时，
以 ｒ 值为标准，Ａ５、Ａ６、Ｄ５、Ｆ３ 和 Ｆ４ 均可与实验数据

达到较高匹配程度且彼此之间的匹配度差异不大，
它 们 各 自 的 ｒ 值 分 别 为 －０．９９６ ４、 －０．９９６ ７、
－０．９９７ ２、 －０．９９７ ７ 和 －０．９９７ ２， 对 应 的 Ｅ 值 为

９８．２５９、１３５．１９４、６８．７９７、３６．３８６ 和 ５０．６２６ ｋＪ ／ ｍｏｌ． 当
采用独立转化率观点时，Ａ４、Ａ５、Ａ６、Ｄ３、Ｄ５ 和 Ｆ２ 也

出现了类似情况，它们各自的 ｒ 值分别为－０．９９８ ２、
－０．９９８ ４、－０．９９８ ４、－０．９９７ ３、－０．９９６ ７ 和－０．９９８ ０，
对应的 Ｅ 值为 ８０．７５６、１７３．４０７、２３５． １７４、１００． ４３９、
１２４．２０１ 和 ４９．８７２ ｋＪ ／ ｍｏｌ． Ａ５、Ａ６、Ｄ５ 可同时与两种

分段观点下的实验数据达到高匹配度，但在连续转

化率观点下的 Ｅ 值均明显低于独立转化率观点． 因

此，当采用单一扫描速率法研究准东煤的热解动力

学时，明确采用的分段观点对其计算结果的有效评

价和比较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煤的整个热解过程包含了一个最初的失

水脱气阶段，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物理过程，与
煤热解的主要机理———化学反应具有本质上的区

别，因此在动力学计算时将此阶段的失重予以忽略，
即将此阶段之后的某一温度作为样品的初始温度

Ｔ０
［１４－１６］；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此阶段是煤整个热

解过程的组成部分，其产生的失重应该计入总失重，
因此在动力学计算时予以考虑［２３－２５］ ．

显然，在独立转化率观点下，是否考虑失水脱气

阶段的失重对于其他阶段的动力学计算没有影响；
而在连续转化率观点下情况则不一样，但关于这一

点的讨论在相关文献中还很 少 见． 本 文 定 义

２０ ℃·ｍｉｎ－１时 ４０～２３０ ℃为失水脱气阶段． 在连续

转化率观点下，仍然选取主热解阶段 Ｃ－Ｒ 积分法计

算中 ｒ ＜ －０．９００ ０的模式函数，其考虑和不考虑失

水脱气阶段时得到的 ｒ和Ｅ 值分别如图 ３（ａ）和 ４ 所

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排除此阶段的失重后，一些模

式函数可以对主热解和二次脱气阶段总体进行良好

的匹配，即在连续转化率观点下，考虑失水脱气阶段

与否将会对其他阶段的划分产生直接影响，因此

图 ４的计算结果也包含了二次脱气阶段．
　 　 由图 ３（ａ）和图 ４ 的对比可以看出，Ｄ５、Ｆ３、Ｆ４ 能

够同时与考虑和不考虑失水脱气阶段的实验数据匹

配良好且彼此之间的匹配度差异很小． 对于前者，
它们各自的 ｒ 值分别为 － ０． ９９７ ２、 － ０． ９９７ ７ 和

－０．９９７ ２， 对 应 的 Ｅ 值 为 ６８． ７９７、 ３６． ３８６ 和

５０．６２６ ｋＪ ／ ｍｏｌ；对于后者， ｒ 值分别为 － ０． ９９１ ４、
－０．９９６ ７和－０．９８８ １，对应的 Ｅ 值为 ３１．５８２、１５．４１３
和 ２４．１３６ ｋＪ ／ ｍｏｌ． 由此可见，排除失水脱气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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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重不仅能够影响其他阶段的区域划分，还将使得

到的 Ｅ 值降低． 因此，对于此种情况下准东煤热解

动力学参数的正确评价和比较，明确是否排除了失

水脱气阶段的失重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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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考虑失水脱气阶段的主热解和二次脱气阶段总 ｒ 和
Ｅ 值

３．３　 获得准确且唯一的动力学 ３因子的可能性讨论

目前，对单一扫描速率法得到的动力学三因子

准确程度评价的主要标准是统计学上的线性相关系

数 ｒ， ｜ ｒ ｜ 越接近 １，则认为所选取的模式函数 Ｇ（α）
或 ｆ（α） 越接近实际， 得到的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参数越准确．
然而，由前面的研究结果可知，当对准东煤的热解过

程进行分段处理后，单独应用积分法或微分法时会

出现多个模式函数均可与实验数据进行准确匹配，
且得到的动力学参数差异很大的现象，这就为准东

煤热解动力学参数的正确评价和比较带来了困难．
上述现象可简称为多匹配局限性． 为了克服此局限

性而获得准确且唯一的动力学 ３ 因子，一些学者进

行了相关研究． Ｂａｇｃｈｉ 等［３０］提出采用积分和微分法

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反应模式函数；Ｃｒｉａｄｏ 等［３１］ 提出

使用 Ｃ－Ｒ 积分方程与Ａ－Ｂ－Ｓ－Ｗ微分方程相结合的

方法来筛选出正确的模式函数；另一些文献［４，３２］ 推

荐在几个不同的升温速率下分别对失重数据进行匹

配来获得准确的模式函数． 本文将对准东煤的主热

解阶段失重数据同 时 应 用 Ｃ － Ｒ 积 分 方 程 与

Ａ－Ｂ－Ｓ－Ｗ微分方程相结合和在 ３ 个不同升温速率

下分别匹配这两种方法，以验证它们的有效性． 本

文定义当 Ｃ－Ｒ 法和 Ａ－Ｂ－Ｓ－Ｗ 法得到的 ｒ 值均小

于－０．９８５ ０且相应的 Ｅ 值之间的相对误差不超过

１０％的 Ｇ（α） 或 ｆ（α） 为准确的模式函数．
图 ５ 为分别以 Ｃ－Ｒ 法和 Ａ－Ｂ－Ｓ－Ｗ 法对独立

转化率分段观点 ２０ ℃·ｍｉｎ－１主热解阶段失重数据

进行处理， ｒ 均小于－０．９００ ０ 的模式函数所对应的 ｒ
和 Ｅ值． 由图 ５ 可见，采用积分和微分法相结合的方

式对于筛选出正确的模式函数具有一定帮助，一些

在单独应用积分法时匹配度很高的模式函数，在应

用微分法时匹配度下降而被排除． 然而，这仍然不

足以获得准确且唯一的模式函数． 对于 Ａ４、Ａ５、Ａ６、
Ｄ３ 和 Ｄ５，其积分法 ｒ 值分别为－０．９９８ ２、－０．９９８ ４、
－０．９９８ ４、－０．９９７ ３和－０．９９６ ７，相应的微分法 ｒ 值为

－０．９９５ ０、－０．９９８ ０、－０．９９８ ３、－０．９９３ ３和－０．９９４ ５，
均达到很高的匹配度；对应的 Ｅ 值相对误差分别为

６．６１％、３．１９％、２．３７％、０．５６％和 ８．３５％． 因此它们都

是足够准确的模式函数，但不难发现它们彼此的 Ｅ
值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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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主热解阶段 Ｃ－Ｒ 法及 Ａ－Ｂ－Ｓ－Ｗ 法 ｒ＜－０．９００ ０ 模型

函数的 ｒ 和 Ｅ 值

　 　 图 ６ 为分别以 Ｃ－Ｒ 法和 Ａ－Ｂ－Ｓ－Ｗ 法对独立

转化率分段观点 ４０ 和 ６０ ℃·ｍｉｎ－１主热解阶段失

重数据进行处理， ｒ 均小于 － ０．９００ ０ 的模式函数所

对应的 ｒ和 Ｅ 值． 由图 ６（ａ）可知，在 ４０ ℃·ｍｉｎ－１升

温速率下，准确的模式函数为 Ａ４、Ａ５、Ａ６、Ｄ３ 和 Ｄ５，
其积分法 ｒ 值分别为－０．９９７ ９、－０．９９８ ２、－０．９９８ ３、
－０．９９５ ３和－０．９９８ ０，对应的微分法 ｒ 值为－０．９９２ ５、
－０．９９７ ３、－０．９９７ ９、－０．９８８ ７ 和－０．９９５ １；相应的 Ｅ
值相对误差为 ３． ６４％、 １． ７２％、 １． ２７％、 ３． ４５％ 和

６．６１％． 由图 ６（ｂ）可知，在 ６０ ℃·ｍｉｎ－１升温速率

下，准确的模式函数为 Ａ４、Ａ５、Ａ６ 和 Ｄ５，其积分法 ｒ
值分别为－０．９９６ ３、－０．９９７ １、－０．９９７ ２ 和－０．９９８ ４，
对应的微分法 ｒ 值为－０．９８９ ４、－０．９９５ ７、－０．９９６ ５
和－０．９９５ ０；相应的 Ｅ 值相对误差为 ０．０７％、０．０３％、
０．０２％和 ４．５４％． 此外，Ａ４、Ａ５、Ａ６ 和 Ｄ５ 的 Ｅ 值随升

温速率的变化均很小． 由此可见，通过积分和微分

法相结合与 ３ 个不同升温速率下分别匹配这两种方

法的同时运用，仍然存在 ４ 个模式函数 Ａ４、Ａ５、Ａ６

和 Ｄ５ 能够与实验数据匹配良好，但相应的 Ｅ 值差

异很大，因此无法获得准确且唯一的动力学参数．
　 　 造成单一扫描速率法的多匹配局限性的根本原

因是，其反应速率基本方程是由等温单步反应速率

方程演化而来，而等温单步反应的基本假设是与实

际非等温固相反应的复杂多步本质相悖的． 由反应

速率方程可知，过程速率是 Ｔ 和 α 的函数，其对 Ｔ 的

依赖性由速率常数 ｋ（Ｔ） 即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方程体现， 而

对 α的依赖性则由模式函数 ｆ（α） 体现． 将非等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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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假定的模式函数 ｆ（α） 进行匹配时，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参数由假定的 ｆ（α） 的形式所决定． 在非等温实验

中， Ｔ 和 α 同时变化， 而单一扫描速率法不能将

ｋ（Ｔ） 和 ｆ（α） 进行有效地分离，因此只能同时而不

是分步地求解动力学 ３ 因子，这样就导致了若干

Ｇ（α） 或 ｆ（α） 均可以通过以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参数强烈变

化为代价的方式补偿它们与真实模式函数之间的差

异，从而对数据进行在统计学上准确的匹配，进而得

到高度分散的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参数． 准东煤的热解作为一

种包含多种反应路径的复杂固相反应，在对其非等

温实验数据进行模式匹配时，此种补偿效应尤为显

著，以至于同时运用积分和微分法相结合与在 ３ 个

不同升温速率下分别匹配这两种被认为在一般非等

温固相反应中可以通过增加额外的限制而有效削弱

补偿效应的方法，也不能获得准确且唯一的动力学

３ 因子． 因此，当采用单一扫描速率法研究准东煤的

热解动力学时，明确选用的模式函数对于动力学参

数的正确评价和比较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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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４０ ℃·ｍｉｎ－１和 ６０ ℃·ｍｉｎ－１下主热解阶段 Ｃ－Ｒ 法

及 Ａ－Ｂ－Ｓ－Ｗ 法 ｒ＜－０．９００ ０ 模型函数的 ｒ 和 Ｅ 值

３．４　 动力学 ３ 因子理论意义的探讨

反应模式函数可以确定反应机理，同时相应的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参数可以由过渡态理论进行合理地诠释，
是人们对于单一扫描速率法的最重要期望之一． 然

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期望对于准东煤热解

的动力学研究是不切实际的．

首先，这种期望是源于等温单步反应动力学的

基本假设，而这是与准东煤热解的实际过程相悖的．
准东煤热解是一个包括了桥键断裂、交联、氢传输、
取代、缩聚等极为复杂的反应体系，除此之外，其还

耦合了传热和传质等物理过程． 转化率 α 以总失重

量的分数来表征过程的总包转化程度，因此其包含

了以上全部过程的影响． 通过以 α 为自变量的模式

函数在统计学上的匹配求得的表观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参数，
应该是各独立基元反应的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参数、额外的物

理过程的等效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参数、以及各基元反应和物

理过程的相对贡献度的复杂函数． 随着 α 和 Ｔ 的变

化， 各基元反应及物理过程对表观转化速率的贡献

度将发生变化，表观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参数和过程控制机理

将改变，而单一扫描速率法获得的表观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参

数和模式函数在某个区间内是不变的，这样的动力

学参数仅仅是对某个阶段样品表观失重行为的总体

近似描述，而对揭示过程的反应机理帮助甚微． 此

外，由前面的研究结果可知，往往几个模式函数可以

同时完成对实验数据的良好匹配，但彼此之间的 Ｅ
值差异很大，说明以统计学标准看，能够准确描述实

验数据的动力学三因子并非唯一，进一步表明它们

的作用仅仅是再现实验数据，而其物理意义是模糊

不清的．
其次，“模式函数匹配”这种方法本身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 因为每一个“准确的”模式函数，均是从

一个由有限个备选函数人为组建的列表中筛选出

来，而在此之前无法确定列表中是否已经包含了那

个最接近实际的“最佳匹配”模式函数． 换言之，由
此得到的“准确的”模式函数，永远只是相对于列表

中的其他函数而言，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准确”．
第三，各类模式函数本身对于实际固相反应的

描述具有一定局限性． 目前，使用的模式函数绝大

多数采用了反应物颗粒具有规整的几何形状和各向

同性的反应活性的基本假设［３３］，此外为了简化计算

还可能附加一些特殊假设，然而随着现代物理化学

测试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些实验数据已经证明这些

假设对于某些固相反应并不适用． 例如 Ｍａｍｐｅｌ 的
关于分解反应物的每个颗粒只产生一个核的假设，
在今天电子显微镜得到的证据看来是不切实际

的［４］；Ｊａｎｄｅｒ 三维扩散模式假设具有规整立方体或

球状的样品颗粒的反应界面沿着三维方向由外向内

各向同性地等速推进，但是近年来用扫描电子显微

镜技术对一些金属盐类的分解和脱水过程进行直接

观察的结果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３４－３５］ ． 准东煤是

一种结构复杂的非匀质固相反应物，热重实验中其

颗粒的几何形状并非规整，堆积状况也非规则，这些

·４６·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４８ 卷　



因素均会使其失重行为偏离各类模式函数的描述．
最后，甚至一些模式函数本身与反应机理之间

的对应关系也很模糊． Ｄｏｌｌｉｍｏｒｅ［３６］指出几种完全不

同的机理可以生成同一个模式函数以及同一种机理

能够产生几种模式函数；实际上，本文表 ３ 中的 Ａ
类和 Ｆ 类模式函数在某些情况下是相似的，例如当

二者的 ｎ 均为 １ 时，它们具有相同的数学形式，然而

却具有不同的物理意义．
综上所述，由于准东煤热解的复杂多步本质以

及模式函数匹配法本身的局限性，由单一扫描速率

法得到的动力学 ３ 因子的理论意义是十分模糊的，
很难将模式函数与过程机理相联系，也很难将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参数作为过程的固有特征而与能量壁垒

或活化络合物的振动频率等过渡态理论中的概念相

联系． 因此，在使用它们解释热重实验过程中准东

煤热解的控制机理时要十分谨慎．

４　 结　 论

１）对于准东煤的热解，在分段方面的不同观点

对高匹配度模式函数的类别及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参数均具

有显著影响，连续转化率观点下得到的表观活化能

Ｅ 明显低于独立转化率观点．
２）当采用连续转化率观点时，排除失水脱气阶

段的失重不仅能够影响其他阶段的区间划分，还将

使得到的 Ｅ 值降低．
３）同时运用积分和微分法相结合与在 ３ 个不

同升温速率下分别匹配这两种方法，也不能获得准

确且唯一的动力学 ３ 因子，因此动力学 ３ 因子的理

论意义是有限的．
４）阐明失重数据的预处理方法和模式函数的

选择，对于动力学参数的评价和交流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以动力学 ３ 因子解释热解机理时要十分谨慎．

致　 谢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低阶煤煤焦

低温气化反应性的研究》（批准号 ５１３７６０５３）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热辐射传输与

流动控制》 （批准号 ５１４２１０６３）对本文研究工作的

支持．

参考文献

［１］ ＶＹＡＺＯＶＫＩＮ Ｓ， ＷＩＧＨＴ Ｃ Ａ． Ｍｏｄｅｌ⁃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ｆｉｔｔ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ａｔａ［ Ｊ］．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１９９９， ３４０：
５３－６８．

［２］ ＯＰＦＥＲＭＡＮＮ Ｊ Ｒ， ＫＡＩＳＥＲＳＢＥＲＧＥＲ Ｅ， ＦＬＡＭＭＥＲＳＨＥＩＭ

Ｈ Ｊ． Ｍｏｄｅｌ⁃ｆｒｅ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Ｊ］．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２００２， ３９１ （１）：
１１９－１２７．

［３］ ＢＲＯＷＮ Ｍ Ｅ， ＭＡＣＩＥＪＥＷＳＫＩ Ｍ， ＶＹＡＺＯＶＫＩＮ Ｓ，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ｔ Ａ： ｔｈｅ
ＩＣＴＡＣ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ａｔ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Ｊ ］．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２０００， ３５５（１）： １２５－１４３．

［４］ ＭＡＣＩＥＪＥＷＳＫＩ Ｍ．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ｔ Ｂ： Ｔｈｅ ＩＣＴＡＣ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ｒ ｓｏｍｅ ｔｉｐｓ ｏ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ｉｎｅｆｉｅｌｄ ［ Ｊ］．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２０００， ３５５（１）： １４５－１５４．

［５］ ＶＹＡＺＯＶＫＩＮ Ｓ．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ｔ Ｃ： Ｔｈｅ ＩＣＴＡＣ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ｎｎｅｌ？ ［ Ｊ］．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２０００， ３５５ （ １）：
１５５－１６３．

［６］ ＢＵＲＮＨＡＭ Ａ Ｋ．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ｔ Ｄ： Ｔｈｅ ＩＣＴＡＣ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ｕｌｔｉ⁃ｔｈｅｒｍ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ｏｄｅｌ⁃ｆｉｔ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ｓ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２０００， ３５５（１）： １６５－
１７０．

［７］ ＲＯＤＵＩＴ Ｂ．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ｔ
Ｅ： Ｔｈｅ ＩＣＴＡＣ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ｌｉｄ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Ｊ］．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２０００， ３５５（１）： １７１－１８０．

［８］ ＢＵＤＲＵＧＥＡＣ Ｐ， ＳＥＧＡＬ Ｅ． Ｓｏｍ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ｎ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ｓｏｌｉｄ⁃ｇａ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２００１， ３３（１０）： ５６４－５７３．

［９］ ＭＵŞＡＴ Ｖ， ＢＵＤＲＵＧＥＡＣ Ｐ， ＭＯＮＴＥＩＲＯ Ｒ Ｃ Ｃ， ｅｔ ａｌ．
Ｎ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ｎ
ａｃｅｔａｔｅ⁃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ｇｅｌ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Ｐａｒｔ Ⅰ．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ｙ， ２００７， ８９（２）： ５０５－５０９．

［１０］ ＢＵＤＲＵＧＥＡＣ Ｐ， ＭＵŞＡＴ Ｖ， ＳＥＧＡＬ Ｅ． Ｎ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ｎ ａｃｅｔａｔｅ⁃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
ｇｅｌ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ｐａｒｔ ＩＩ．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Ｋ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ｙ， ２００７，
８８（３）： ６９９－７０２．

［１１］ＭＡＲＣＩＬＬＡ Ａ， ＧＡＲＣＩＡ⁃ＱＵＥＳＡＤＡ Ｊ Ｃ， ＲＵＩＺ⁃ＦＥＭＥＮＩＡ 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ｔ Ｂ： Ｔｈｅ
ＩＣＴＡＣ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ｒ ｓｏｍｅ ｔｉｐｓ ｏ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ｉｎｅｆｉｅｌｄ． ［ Ｊ］．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２００６， ４４５
（１）： ９２－９６．

［１２］ ＣＥＹＬＡＮ Ｋ， ＫＡＲＡＣＡ Ｈ， ÖＮＡＬ Ｙ． Ｔｈｅｒｍｏ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ｌｉｇｎｉｔｅｓ［ Ｊ］． Ｆｕｅｌ， １９９９， ７８
（９）： １１０９－１１１６．

［１３］ＬＵ Ｙｏｎｇｋ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 Ｌｉｐｉｎｇ， ＸＩＥ Ｋｅｃｈａ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５６·第 ７ 期 赵岩， 等： 准东煤热解动力学单一扫描速率法应用局限性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ｉｔｓ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ｕｎｄｅｒ Ｎ２ ａｎｄ Ａ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１， ２３（８）： ７１７－７２５．

［１４］ ＡＲＥＮＩＬＬＡＳ Ａ， ＲＵＢＩＥＲＡ Ｆ， ＰＥＶＩＤＡ Ｃ， ｅｔ ａｌ．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ｃｏａｌ
ｄｅ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２００１， ５８－５９： ６８５－７０１．

［１５］ＧÜＮＥŞ Ｍ， ＧÜＮＥŞ 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ｏａｌｓ［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５，
２７（８）： ７４９－７５９．

［１６］ＬＩＵ Ｑｕａｎｒｕｎ， ＨＵ Ｈａｏｑｕａｎ， ＺＨＯＵ 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Ｊ］． Ｆｕｅｌ， ２００４， ８３： ７１３－７１８．

［１７］何佳佳． 反应条件对煤挥发分析出过程影响的 ＴＧ⁃ＦＴＩＲ
分析［Ｄ］．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２００７： ５４－５５．

［１８］ 降文萍． 煤热解动力学及其挥发分析出规律的研

究［Ｄ］． 太原： 太原理工大学， ２００４： ５９－６２．
［１９］吴波． 神东和平朔煤在不同反应器中的热解特性［Ｄ］．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２００９： ４２－４３．
［２０］王俊琪， 方梦祥， 骆仲泱， 等． 煤的快速热解动力学研

究［Ｊ］．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２００７， １７： １８－２２．
［２１］张妮， 曾凡桂， 降文萍． 中国典型动力煤种热解动力学

分析［Ｊ］．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２００５ （５）： ５４９－５５２．
［２２］曾光． 我国典型低挥发分煤热解成分的定量分析［Ｄ］．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２００８： ４４－４５．
［２３］李爽， 杨斌， 冯秀燕， 等． 典型陕北长焰煤热解行为及

其动力学实验研究 ［ Ｊ］．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
５３（３）： ３３３－３３９．

［２４］宋绍勇． 煤热解动力学及其机理的实验研究［Ｄ］． 太

原： 太原理工大学， ２００２： ３４－３９．
［２５］陈燕． 东乌旗煤及不同化学组分热解动力学及其挥发

分析出规律研究 ［Ｄ］． 太原： 太原理工大学， ２０１１：
４３－４４．

［２６］邱朋华， 赵岩， 陈希叶， 等． 碱及碱土金属对准东煤热

解特性及动力学影响分析［ Ｊ］． 燃料化学学报， ２０１４，

１０： １１７８－１１８９．
［２７］ ＣＯＡＴＳ Ａ Ｗ， ＲＥＤＦＥＲＮ Ｊ Ｐ．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ｒｍｏ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 ｄａｔａ［Ｊ］．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９６４， ２０１： ６８－６９．
［２８］ＡＣＨＡＲ Ｂ Ｎ Ｎ， ＢＲＩＮＤＬＥＹ Ｇ Ｗ， ＳＨＡＲＰ Ｊ Ｈ．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ｅ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ＩＩ．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Ｃ］ ／ ／ Ｐｒｏｃ
Ｉｎｔ Ｃｌａｙ Ｃｏｎｆ．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Ｉｓｒａｅ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６：
６７－７０．

［２９］ ＳＨＡＲＰ Ｊ Ｈ， 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 Ｓ Ａ．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ｏ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 ｄａｔａ ［ Ｊ］．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６９，
４１（１４）： ２０６０－２０６２．

［３０］ ＢＡＧＣＨＩ Ｔ Ｐ， ＳＥＮ Ｐ Ｋ．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Ｊ］．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１９８１， ５１（２）： １７５－１８９．

［３１］ＣＲＩＡＤＯ Ｊ Ｍ， ＯＲＴＥＧＡ Ａ．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ｔｒａｃｅ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９８４，
２９（６）： １２２５－１２３６．

［３２］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 Ｊ Ａ， ＣＯＮＥＳＡ Ｊ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ｎ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２００５， ７３（１）：
８５－１００．

［３３］胡荣祖， 高胜利， 赵凤起， 等． 热分析动力学 ［Ｍ］．
２ 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４－６．

［３４］ ＴＡＮＡＫＡ Ｈ．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ｌｉｄ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Ｊ］．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１９９５， ２６７： ２９－４４．

［３５］ ＫＯＧＡ Ｎ， ＴＡＮＡＫＡ 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ｍａ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ｏｌｉｄ． Ｐａｒｔ ３． Ｎ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ａｓｓ⁃ｌｏ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ｌｔｅｎ ＮＨ４ ＮＯ３ ［ Ｊ ］．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１９９４， ２４０： １４１－１５１．

［３６］ ＤＯＬＬＩＭＯＲＥ 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ｓ ［ Ｊ ］．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１９９２， ２０３： ７－２３．

（编辑　 杨　 波）

















































 



封面图片说明

封面图片来自本期论文“表面结构化砂轮磨削加工技术研究进展”，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

院精密工程研究所研制的新型超精密磨削用金刚石砂轮的制备示意图． 该新型砂轮基于电镀大磨粒

（粒度在 １５０ μｍ 以上）金刚石砂轮，首先通过在位精密修整精确控制砂轮表面的大磨粒金刚石磨粒突

出高度（如图中步骤一所示），然后通过纳秒 ／ 皮秒脉冲激光在修整后的大磨粒金刚石磨粒上制造出周

期化微米级三维结构（如图中步骤二所示） ． 该新型微结构化大磨粒金刚石砂轮可在光学玻璃和工程陶

瓷等硬脆材料上实现纳米级表面粗糙度和亚微米级亚表面损伤的超精密磨削，与传统砂轮相比，可显著

提高磨削后的工件面形精度，且其使用寿命可提高 ２０～５０ 倍．

（图文提供：郭兵，金钱余，赵清亮，吴明涛，曾昭奇．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精密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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