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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制作徐州某矿 7煤煤厚等值线图及其他分析图件，探讨了7煤煤厚变化规律，
    分析了聚煤沉积环境、后期构造等煤厚变化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该井田沉积环境属
    于近海湖泊沼泽沉积类型，地壳的不均衡振荡运动和古地理环境的不断变迁，使煤
    层出现了不同部位的变薄和缺失，后期构造运动使局部煤层厚度发生明显改变。
[关键词]  煤层厚度；构造；沉积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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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了聚煤沉积环境 、后期构造等煤厚变化影响因素。研 究表明该 井田沉积环境属

    于近海湖泊沼泽沉积类型，地壳的不均衡振 荡运动和 古地理环境的不断变迁，使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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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  煤层厚度变化规律

    研究 区井 田位于徐州市北郊九里矿区内，井  2.1  煤层赋存情况

田面积 2.78 km2，生产能力 9万 t/a。目前全矿主采     7煤位于 山西组中部 ，其顶板有 4-6 m厚 的

7煤层。本 区位于秦岭东西构造带东段北分支 ，与  灰 。灰白色粗 一中粒砂岩 ，底板为深灰色泥岩 ，全

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带的复合部位[1】。区域范围 ：东    区沉积稳定 ，大部分可采 ，不可采区域位于 9勘探

起郯庐 断裂带 ，西至丰嘉 断层 ，南起宿北断层 ，北  线 F。断层附近。井 田内有 15个钻孔穿过 ，14个孑L

至丰沛断层 。    见煤 ，全部可 采 ，1孔 断缺 。见煤点厚度 1.59～

    该研究 区域煤层 比较发育 ，为此对研究井田  5.17 m，平均 3.03 m，如表 1所示 。煤层结构简单 ，

的 7煤进行煤厚变化规律以及其演化成 因进行分   少部 分含夹矸 ，夹矸 为炭质泥 岩和泥岩 ，厚度

析。    0.3  。1.3 mo

1  研究区地质简况    表1.11 7煤煤层厚度髯计
  研究区井 田为古黄河泛滥形成 的冲积平原Ⅲ，    钻孔号 煤甓 黻 l l钻}L号 煤景，度l l钻孔号 煤焉，度

地势较为平坦 ，西南略高。井 田的南与东南侧有寒    P1    3.4R ll 6—1    2.8 ll 5一l    2.66

武系及奥陶系石灰岩组成的低山丘陵 ，大致成东    屯4    1.76 ll屯17    3.9 ll屯8    3.17

北方向延伸。    屯15    2.45 lI屯1    2.65 ll P9    3.3
    井 田内含煤地层为石炭 一二叠系 ，煤系平均    P.。    。.，， ll P。。    ：.，： ll P.o    。.4：
总 厚度 482 m。 自下 而上 分 三 个含 煤 组 ，分别 为 ：    lI    l1 ..

上石炭统 一太原组 ，下二叠统 一山西组和下石盒    7—1    1.59 l—l屯10  5.17 l—}P12    断缺

子组，其中7煤赋存于下二叠统山西组。    2.2  煤层厚度变化情况
    本 井 田位 于九里 山矿 区含 煤 向斜南翼露头     统计资料表 明，井 田走向上总体由西 向东逐

区，总体为庞庄井 田复式褶皱中 S向斜的一部分。  渐增厚 ，倾 向上 由浅到深煤厚逐渐变薄 。为 了对 7

井 田为大致走向方 向的狭长条带 ，在勘探和生产   煤煤厚变化规律做进一步研究 ，制作的 7煤煤厚

过程中 ，揭露的中小 型断层共 5条 ，其 中：落差大  等值线图，如图 1所示 。由图 1  可以分析得到 ：矿

于 30 m的断层 2条 ，正断层 、逆断层各 1条 ；落差   区西南部煤层厚度 以 2。3 m为主 ，且整体厚度比

10。30 m的断层 3条 ，正断层 l条 、逆 断层 2条。  较均一 ；矿 区的西北部煤层厚度相对较高 ，煤厚由

即 F。逆断层 ，F。，正断层 ，F，.逆断层 ，宝 ，逆断层 ，    3-5 m为主 ，并且 由南 向北方向煤层厚度呈递增

宝 ：正断层 。其 中对煤层影 响较大 的是 F。、F。，断  发展趋势 。最后可 以确定煤层的发育 中心在井 田

层。研究井 田内断层在西南部分布较为密集 ，对勘  的西北部 ，向西南和东南方向逐渐分叉 ，厚度慢慢

探和开采工作存在较大影响。    变薄至尖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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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研究井田7煤煤层厚度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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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聚煤沉积环境 的影响     般分为三个旋 回，其中 7煤位于第二旋 回，煤层顶

    根据研究发现 ，该煤层所在组沉积环境属近  底板的泥岩中常保存完整的植物化石 ，如图 2所

海湖泊沼泽相沉积。沉积旋 回结构明显 ，岩性主要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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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聚煤沉积旋回地层柱状图

    由本 区二叠系的地层 系统及所处的大地构造  局部有幅度不大的起伏 ，基底 的凸凹不平造成泥

环境 ‘3：  ，可知早二叠世早期 ，发生由北 向南 的全面  炭堆积的厚薄不均 ，所以 7煤在沉积演化的过程

海退 ，在此基础上发育 了障壁 一泻湖沉积体系 ，形  中 ，北部 、西北部煤层厚度较厚 ，西南部煤层厚度

成 了山西组下部 ，并继而发育了陆上三角洲沉积 ，  较薄。此外水下三角洲的影响使局部煤层 出现变

并在局部地 区形成 了可采煤层 ；早二叠世晚期 ，海  薄和缺失 。但总的来说 ，三角洲沉积体系有利于煤

水继续南退，进而广泛发育三角洲建设阶段形成  的堆积[引。

的三角洲平原沉积。    3.2  后期构造影响分析
    根据旋 回分析 ，本组 沉积以砂岩 、泥岩为 主，    根据含煤地层岩性及煤厚等值线 图分析 ，本

且泥岩 占有很 大比例。7煤煤层发育在泥 、砂岩之  区在7煤沉积前古地理环境为西南略高的三角洲

上 ，即发育在三角洲平原泥炭 沼泽环境中。煤层及  平原沼泽地 。因此煤系沉积时 ，沉降幅度也有差

顶底板砂岩 ，底部黑色泥岩沉积 比较稳定，因此煤  异 ，致使北部沉降速度和堆积速度大于西南 ，导致

层较厚。7煤泥炭堆的沉积基底不平坦 ，陆源碎屑  井 田西南部煤层变薄和分叉。不仅如此 ，由于地壳

供给速度的不均衡性 ，致使受潮水影响的古地貌  不均衡沉降 ，不均衡堆积也可造成聚煤中心侧向



迁移[5】。其表现在沉积 7煤时地壳下 降速度与堆  到生产过程中，包括邻近庞庄煤 矿揭露的中小型

积速度基本相适应，形成了均衡补偿并沉积较厚  断层共 5条 ，其中：落差大于 30 m的断层 2条 ，正

的煤层 ，随着时间的推移沉降速度小于堆积速度  断层 、逆断层各 1条 ；落差 10  ～30 m的断层 3条 ，

破坏了均衡补偿 ，致使聚煤 中心向北迁移 。此外 ，   正断层 l条 、逆断层 2条 ，如表 2所示 。根据表 2

地壳 的不均衡震 荡和古地理 的不断变迁导致 潮  可以分析出 ，F。逆 断层在矿 区的西大巷位置对 于

道 、潮沟的异常发育，其冲刷作用引起不 同部位煤  煤层 的厚度影响 比较大 ，已经严重影响 了煤层开

层变薄。在后期煤层的沉积演化过程 中，发育的断  采 ，F。，的正断层对于煤层也有较大影响。由于受

层 、褶皱对 7煤 的煤厚也有一定 的影 响。由于在开  到不同的应力影响 ，煤层受到不同程度的切割 ，在

采过程中未发现陷落柱和岩浆岩 ，所以对陷落柱  煤层 的厚度 ，以及煤层的连续完整性发生变化 ，在

和岩浆岩影响暂不分析。     采煤过程中需要根据 当时的开采地质条件制定相

3.2.1 断层的影响     关的开采方案[61  。F，.  、宝 ，   、宝 ：断层 ，相对于 F。、F。，

    本井 田为大致走向方向的狭长条带 ，从勘探  断层 ，对煤层厚度及其发育影响较小一些 。

    表2  研究井田断层一览表

名称  性质  走向，（。）  倾向  倾角/（。）  落差，m  延雩耋度  本井黑长度  控制点（钻孔或巷道）    鬈墨篙    曩耋

F.  逆  NEto  sE  ss～ss  o～ss  z ooo    .  .oo    一，：o翟：婆毒1    严重影响  可靠

  F；，  正  NEs，  sE so～so  o～2s  ：  600    soo 鼍嚣嵩篡显嚣粪、  较大影响  可靠

  F。    逆    NE45    NW    52    0～20    1 000    200    庞庄煤矿ST风道    一定影响    可靠

  宝.    逆    NE60    SE 60～68    0～14    500    500    屯12、2l  煤一120 m东巷  一定影响    一般

宝：  正  NE。o  Nw  ，z～74  0～ss    soo    soo    譬？蒜薹景 三、祟￡  一定影响  较可靠

3.2.2 褶皱影响    响，使煤层出现不同部位变薄和缺失。后期构造运

    S向斜为本井 田一主要含煤构造 ，位于井 田  动使井 田西北部第 6勘探线附近煤层发生塑性流

中、北部 ，向斜轴 向为北 东 400  ～450  ，向斜枢纽  变 ，导致煤层厚度发生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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