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第四系松散层底部土体的含隔水性质
3.1  “三隔”的隔水性质
    “三隔”由粘土、粉质粘土、粘土夹砾石及半胶结的底砾
岩组成。土工试验表明，粘性土的塑性指数为 12%～22%，
含粘量为 16%～60c%。，其他试验表明，在代表性粘土中，粘土
矿物占82%，极易吸收水分子，使粘土的自由膨胀率达85%，
粘土中含粘粒82%，粉粒 l8%，因此，底隔中的粘性土具有良
好的隔水性能，粘土夹砾岩层中视为相对隔水层。
3.2  “四含”的含水性质
    据30一8孔抽水资料，四含静止水位标高+17.242 m，q
=0.1  35 l，s，̂  =0.435 72 m，d，水化学类型为 SO。.HC0，  -Na，

矿化度0.982 g，l’全硬度 14.32德国度。可知“四含”单位涌
水量和渗透系数值均较小，四含地下水的径流补给条件相对
较差，为多层结构，富水性各向异性，属于非均质含水层。由
于砂的粒径小，含泥量大，富水性较弱，透水性也不强。

4  结论

    矿区“三隔”厚约 36  ，77 m，平均61  .50 m。整个矿区三
隔厚度北东方向偏高，南西方向偏低，但总体均匀，变化不
大。其厚层粘土属于典型的膨胀土，从三隔的物理力学性质
看，具有良好的隔水能力。
    矿区“四含”底板埋深平均 273.40 m。含水砂层厚度
6.12～39.19 m，平均20.70 m。其颗粒组成不均匀，级配中等
一良好。从“四含”的物理性质测试及抽水试验看，富水性
较弱，泥质含量高，渗透性差，补给条件较差，一般富水性弱。
    综上，该矿区第四系松散层底部土体的沉积特征和含隔
水性分析对煤矿安全开采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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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石炭二叠纪含煤建造及成煤模式
徐松善，于长春

0  前 言

    通过对该区含煤建造的环境分析，得知该区石炭系煤层
形成于泥炭坪环境，山西组7号煤外其它煤层属于泥炭沼泽
成煤。

1  泥炭坪环境确定的依据
    据相分析标准剖面的研究，石炭系属障壁岛一碳酸盐台
地复合体系，山西组形成于三角洲体系。这两种沉积体系的
存在为泥炭坪的发育提供了前提。
    煤层顶板、底板及夹矸都于煤层直接接触，它们的形成
环境可以指示煤的形成环境。对煤层顶板、底板、夹矸以及
对煤层厚度变化及煤质特点的研究，发现有如下特点。
    （1）煤层顶底板中发育有大量海相化石。如在太原组顶
部8煤顶板本溪剖面上采得海相腕足动物化石一直形贝，前
人报道也曾采集到动物化石满洲蛛网珊瑚，东方半褶贝。齿
纹帅尔文贝，满洲泡沫珊瑚棘形阿翁贝，叶古唱贝，簇状新石
燕，混杂负鳞贝。
    （2）煤层顶底板中贝壳的碳、氧同位素分析，表明这些层

位均为海相沉积，如8号煤与 12号煤顶板所测碳氧同位素 z
值均大于 120。
    （3）煤层顶点底板的微量元素分析表明，其形成环境的
水介质为咸水一半咸水环境。
    （4）煤层顶底板沉积主要形成于潮坪环境。其明显的潮
汐作用标志如双向交错层理，沙泥互层的条带状层理，脉状
层理，透镜状层理。
    （5）本溪组、太原组及山西组之7  号煤层都具有相对较
高的硫含量，同时灰分也较高。这些特征与泥炭坪环境下海
水作用及其多变性有密切关系。
    太子河区太原组 12号的硫分含量较高。常有硫分 >
20%的高硫点，灰分也较高，平均在25%以上。
    所有这些特点表明煤层形成于一种以潮汐水流作用为
主的泥炭环境而非泥炭沼泽环境。

2  泥炭坪成煤模式
    泥炭坪可出现于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如泻湖靠陆一侧的
广阔泥炭坪。障壁岛后侧形成的范围较小的泥炭坪，潮汐三
角洲或冲越扇上发育起来的泥炭坪，碳酸盐台地泥岩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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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该区含煤建造的环境分析，明确了该区石炭二叠纪煤层的形成环境。探讨其成煤模式，对寻找可采
煤层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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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海泥炭坪，分流间湾泥炭坪等，该区出现的有以下几种：
    （  1  ）泻后泥炭坪
    位于泻湖靠陆一侧的潮坪上，一般范围广大.形成的煤
层层位稳定，厚度大，中一高灰分.具有较大工业价值。该区
太子河去 12  号没及复州湾区9号煤均属此类泥炭坪成煤。
    其层序一般由底部障壁岛相砂岩开始.向上一次为海湖
相、潮坪相、泥炭坪相，煤层 板为泻湖相.最后为障壁岛相砂
岩。由于陆表海条件下潮坪十分平坦。如果发生海退.海湖
将于浅逐渐发展并扩大原有的海后泥炭坪，形成广阔范围的
良好聚煤场所。
    （2）  障壁岛后泥炭坪
    该区太子河区的8  号、9  号、lO号煤及本溪组煤线形成
于这种环境，由于堡岛阻挡了波浪作用，岛后环境较安静.常
表现为潮汐作用为主的环境，特别当有风暴物质冲越障壁岛
使障壁岛后为一较缓的地形时，易形成岛后泥炭坪。
    其垂向层序为底部泻湖相，向上为障壁岛相，接着发育
岛石潮坪相，堡后泥炭坪相，煤层顶板为堡后潮坪相或海湖
相。
    其形成的煤层厚度较小，横向上不稳定，常呈带状平行
海岸。灰分、硫分均为中等或高，煤层常受到粗湖道沉积物
的冲刷。
    （3）潮汐三角洲泥炭坪
    堡岛体系中堡岛之间的潮道的进潮口处均可形成潮汐三
角洲，但在地层中保存下来的主要是进潮三角洲.在其上也可
发育泥炭坪井成煤。底部为泻湖相。向上出现倒粒序具交错
层理和双向交错层理的潮汐三角洲相。接着出现潮汐三角洲
潮坪相，之上发育泥炭坪并成煤，煤层顶板为潮坪或泻湖相。
由于潮道水流的作用，煤层中常发育砂岩透镜体。
    太子河区J  l号煤层为此环境形成。其特点为煤层薄，
几十厘米范围较小，不稳定且易受冲刷，煤层灰分硫分较高。
这种环境难以形成有工业价值的煤田。但它常与泻后泥炭
坪及泥炭坪这煤层连成一体，形成范围广阔的煤层。
    （4）仅出现在复州太原组.其 8  号煤属此类成煤.8  号煤

顶底板均系由炭岩交代而成的燧石岩，属台地潮坪相。
    3  号煤层较，但常十分稳定，其中常见潮汐作用的、形成
的泥砾煤层灰分大，硫分也高。
    （5）支流间湾泥炭坪
    太子河区7号煤及复州区 18  号煤形成于此种环境。三
角洲水下分流河道间的浅水地带在条件适宜时生长适盐性
植物。形成泥炭坪单个支流间湾的泥炭坪成煤范围较小，但
在岸线附近常可形成多个支流间湾的泥炭坪并排的局面。
随着三角洲的向海推进和分流河道的迁移支流间湾泥炭坪
常连成一片形成有工业价值的煤层，实际上支流间湾向陆一
侧常与三角洲水上平原与水下平原之过度地带形成稳定的
厚煤层。
    支流间湾泥炭坪常见序列：底部为河口砂坝向。向上为
支流间湾向，接着发育支流间湾泥炭坪相煤层。煤层之上又
为支流间湾相，分流河道相。煤层时常受到分流河道的冲
刷。支流间湾泥炭坪形成的煤层，范围广大，层位稳定，但厚
度变化频繁，并受冲刷，煤层灰分硫分均较高。

3  泥炭沼泽成煤模式
    太子河区6号，5  号，4号，3号煤均形成于山西组三角洲
沉积水上平原分流河道间的泛滥盆地，泥炭沼泽中，其共同
的特点是，煤层不稳定，时厚时薄，时而尖灭或冲刷，其灰分
低，硫分低，易受分流河道及分流河道决口扇冲刷。这种煤
层一般其工业价值相对较差。
  ”    ，l  、‘r'
  4  结 语

    通过对该区含煤建造的环境分析，明确了该区石炭二叠
纪煤层的形成环境，为勘探找煤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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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坪井田二，煤层厚度变化规律的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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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概 况

    白坪煤业公司是一座设计 180万 l，a的大型矿井，位于

河南省登封市境内。采用立井一斜井单水平下山开拓全井
田，沿煤层走向布置回采工作面，炮采放顶煤一次采全高、自
然跨落法管理顶板。

郑煤集团公司 白坪煤业公司

摘  要：根据勘探及生产揭露煤厚点的实际资料，总结出了白坪井田二1煤层厚度变化的分布频率、特征、基本特
点，分析了引起二1煤层厚度变化的原因，提出了合理的探测和地质管理建议，避免了无效工程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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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分析了引起二.煤层厚度变化的原因，提出了合理的探测和地质管理建议，避免了无效工程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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