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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 了 贵州 省桐梓县 大竹坝井 田 地质概况 、 构 造特征和煤层赋存情 况 , 分析 了

井 田 内 含煤地层及可采煤层特征 , 阐 述 了 煤层特征及其 变化规律 。 研究表明 , 井 田 内 含煤地

层 为 上二叠统龙潭组 , 可 采煤层 3 层 , 其 中 C 3 为 主采煤层 , C 2
、

C 4 零 星局 部 可采 。 井 田

内 C 3 煤 层厚度 变化规律不 明 显 , 煤类单 一 , 煤层结 构较 简单 , 属 于较稳定类 型 煤层 ;
估计

探明 煤炭资源 量 8 3 3 9 万 t , 为 一 中 型井 田
; 根据煤质化验结 果 , 确 定 C 3 煤层煤 岩 的 工 业 类

型 为 中灰 、 中 高 硫 、 低磷 、 高 热值贫瘦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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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 ,

“

西 电工业动 力需 求的 巨 大市场 有机的结合起来 , 有力地

东送
”

工程把西部地区丰 富的煤炭资源与东部地区促进中 国 电力工业和国 民经济的极大发展 。 贵州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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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
“

西 电东送
”

南通道 的源头 , 因此 , 必须大 力 3 段 。 全 区可 采煤层 ( C 3 ) 产于第二段 中部 或下

发展坑 口 火 电厂 才能保证 电力的供应 。 在遵 义鸭 溪部 , 上部的 C 4 煤层仅零星局部可 采 。 P 3
1 与 下伏

电厂全部机组并 网 发 电后 , 仅从遵 义县及仁怀市供 P
2
m 灰岩呈假整合接触 ;

T
, y 与下伏 P

3
c 呈假 整合

煤 , 将会有很大的缺 口 , 且崇遵高速公路的 全线通接触 . 以 P
3

c 灰岩结束 , 以 T ^ y
1

页岩 的 出 现 为分

车也将使桐梓产煤 区成为 鸭溪 电 厂的 主 要供煤 区 。界标志 。

可此可 见 , 位于 桐梓县洪村坝
一大竹坝煤矿 的大竹

 J 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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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井 田煤炭 资源具有 良好的 开发前景 。 相关成果显 4

^

/  ( if I I

示 , 桐梓 县煤炭 资源蕴藏量较为丰 富 , 但大竹坝井 1 y厂 餐 /  I
/ |

|
田 内地质工作程度较低 。 本文在 已有地质资料 的基翁/
础上 , 根据 野外勘 查 结果 , 分 析研究 井 田 地质特〒 m叫【 j Z-

征 , 查 明 井 田 内 含 煤岩系 和 可采煤层 的层 位 、 层 / ^
u 1H / /參卜 包

数 、 厚度 、 分布 、 产出 及其煤质特征等 , 为井 田 内 /  / //J  F 懸 fM

大竹坝井 田位于扬子准地台黔北台隆遵义 断拱 /

1

1 / W
毕节北东 向 构造变形 区北端东缘 , 区域 内地层发 育简劾齐全 . 除 缺失 志 留 系 中 上统和 泥 盆—石 炭 系

中生界侏 罗 系 上统蓬 莱镇组一段 ( L p

1

) 都有 不 同Q H 寒武系一志留系下统构造层@ 背斜

程 度 的发育 , 第 四 系 ( Q ) 仅零星分布 在斜坡 、 沟 [ X I

二叠系中统构造层? 向斜

谷
丨

[ n
 |

二 s社鋪雖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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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

K 域±褶谢勾造& 育 女口 H I 1背 、 向 奢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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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叠系中下统构造层\ ^ )
\

大竹规井 田

间分布 , _ 大小不等 , _ 常 以北东为主 , 主体m 三叠系上统- 靜系构造层〇
.

1 2 細
构造是呈北东 向 展布 的松坎复 向 斜 和 捷阵溪 向斜 。

松坎复 向 斜南东翼有一北北东 向 的突起乐坪背斜和图 1 大竹坝井 H K 域构造纲要图

冒 角尖背斜 , 冒 角 尖背斜西翼岩层倾角较缓 , 东翼井 田 构造 以松坎 向 斜南东 翼的乐坪背斜 为主 ,

由 于受楠木 园逆 掩 断裂 的影 响 , 岩层 发 生 强烈 倒断裂构造不发育 , 仅在乐坪背斜核部可见一些小断

转 , 倾角 变化较大 。 井 田 位于松坎 复 向 斜南西端 ,裂 , 其组合交切构成 了 区 内断裂构造展布集 中 、 规

具体构造部位为乐坪背斜南东翼 。 区域 内 矿产较为模有限的特点 。 乐 坪背斜位于井 田北部 , 轴 向 为北

丰富 , 主 要有煤 、 硫铁矿 、 灰岩 、 页岩及第 四 系残东 3 0

° ?
4 0

°

, 以 2 0

° ?
3 5

°

的倾角 向南西方 向 倾没 ,

积粘土等 , 其 中 煤矿为 优势矿种 , 工业价值较大 。在夜郎坝附近过渡 为捷阵溪 向斜 、 新站 向斜 、 胜利

1
. 2 井 田 地质向 斜 3 支向 斜的组合 ; 北东端于井 田 外的 椒林岩附

井 田 主要 出露地层有 中二叠统茅 口 组 ( P
2
m )

,近 以 约 7

°

的倾角倾没 ; 背斜轴长 约 1 5 k m 。 核部最

上二叠统龙潭组
一段 ( P J

1

)
、
二段 ( P

3
I

2

) 、 三 段老地层为 志 留 系下统韩家店 群 , 翼部为二叠系 和三

( P
3

1

3

) 和 长兴组 ( P
3

c )
, 下 三叠统 夜 郎 组 沙堡 湾叠系 。

轴部岩层倾角 为 4

° ?
1 9

°

, 为轴 面 东倾的 不

段 ( T
^ y

1

) 、 玉龙 山 段 ( T
i y

2

) 、 九级滩段 ( T
, / )对称短轴背斜 。

和茅草铺组 ( T
l

t n ) 及第 四 系 ( Q ) 。 其 中 , P
: <

1 S 2

井 田 内含煤岩 系 , 主要岩性为粘土岩
、
粉砂质粘 土

岩 、 泥质粉砂岩 、 砂岩 、 铝 土质粘土岩夹硅质岩 、井 田 内 含煤地层 为 二叠 系 上统 龙潭组 ( P J )
,

灰岩和煤层 ( 线 ) , 厚度 为 4 5 . 6 1
?

7 1 . 5 3m 。 根据由
一套海陆交互相 多旋 回 沉积的浅灰一深灰和灰黑

沉积旋 冋 和含煤特征等 , 含煤岩系 自 下 而上 可分 为色粘土岩 、 粉砂质 粘 土岩 、 泥质粉砂岩 、 粉砂岩 、

贵州 大竹坝井田 含煤地层及煤层特征分析 4 3



细砂岩 、 泥质灰岩 、 铝土质粘土 岩 、 煤层 (线 ) 等势 , 而在井 田 中部有
一北东 向 薄化带 。 说 明 C 3 煤

组成 , 可见不稳定 的菱铁矿 、
黄铁矿层产 出

; 地层层厚度有一定变化 , 但规律不十分明 显 , 其煤类单

厚 4 5 .  6 1
?

7 1 . 5 3m
。
井 田 内共含煤层及煤线 2

?
6—

, 煤层结构较简单 , 属 于较稳定煤层 。

层 , 自上而下 编号 为 C 6
?

C 1
。 其中 , C 3 为全 区可 4

^工程煤层变化曲线

采 煤层 , C 2 和 C 4 为局部零星可采煤层 。 在 同
一成 |

弘 _ ^ 
'

煤旋回 中 , 组成岩石 的碎屑粒度普遍具有 自 下而上

由 粗到细 的渐变关系 ,
显正粒序层理 。 根据岩性组

合及含煤特征 , 龙 潭组被分为 3 个石性段 。L D 5 Z K 1 6 Q 2 Z K 1 6 0 4  Z K 1 6 0 6  Z K 1 6 0 8 Z K 1 6 1 G  Z K 1 6 1 2

J 
J

 J?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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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a ) 大竹坝井田 1 6 勘査线 C 3煤层沿倾 向厚度变化

为浅灰一深灰色粘土岩 、 粉砂质粘土岩 、 泥质粉砂+

岩 、 粉砂岩 、
泥质灰岩夹煤层 ( 线 ) 。 顶部为灰岩对 比工程平均厚度线工程煤层变化曲线

与粘土岩的不等厚互层 , 含 〇
?

3 层煤线 。
与上覆

地层 P
3

C 深灰一灰黑色厚层块状粉晶灰岩 、 含炭泥

质灰岩呈 整合接触 。 

( 2 ) 龙潭组二段 ( P J ) 厚 1 6 . 6 0 

?
3 2 _ 7 9 nr , L o n  Z K 2 4 0 4

(
S

, 
Z K 2 0 0 S z?  Z K . 2 . 0 Z K 8 0 8 Z K 4 0 4

为浅灰一深灰和灰黑色粘土岩 、 粉砂质粘土 岩 、
泥 ( W 大竹坝井 田 1 6勘查线 C 3煤层沿走向 厚度变化

质粉砂岩 、 粉砂岩 、 细一 中 粒砂岩 、 炭质粘 土岩 、图 2C 3
,

煤层厚度变化趋 势图

灰岩夹煤层 ( 线 )
。 下部含 1 层较稳定 的全区可采& ^ ,

煤层 (⑶ , 厚 L 3 6
?

5 . 3 5 m ; 中 上部 含局 部零星〇 2 煤難 于 W 中 下 部 , 仅 2謹 孔 和

可采煤則 层 似 ) , 厚度 为〇 . 9 5
?

L 1 4 m 。 Z K 1 2 1 0 ? L E ^ J￥
J
t ,
 )￥ 0 . 8 8

^
0 .  8 9m

,

⑶ 龙潭组 一 段 叫 丨

) 厚 9 _ 8卜 3 3 . 5 6m 。神 为 8 . 3 3 % 。 C 4 煤 层 产 于 M 中 上 部 , 仅

上部为深灰 色粉砂质粘 土岩夹灰岩及深灰 色 中 - 厚 z K _ l Z K _ M Z K _ m ? M ’

层状含生 物 碎 屑 灰岩夹粉砂质 粘土岩 、 泥 质粉砂平均

f 

L 〇 3 m 点 状可
,
率为 H

.
5 4 % 。

C 2
、

C 4

岩 ; 下部为浅灰色 粘土岩 、 深灰 色 粉砂质 粘土岩 、

■ 局 层 。 ,

泥质粉砂岩 、 细 - 中 砂岩 及 ? 土 质粘土 岩夹 ‘親
( 线 ) 。 本段 含 卜 2 层煤层 ④ , 在 中 下部含關地顯難賴进行龍量傭 , 求得总资 源量为

零星可采煤层 丄 层 (⑵
, 厚度 为〇 .

8H
.

8 9 m 。 8 3 3 9  7 f t , ^  3 3 1 2 4 1 3

与下伏 P
2
m 灰 - 深灰色厚层块状粉 晶 灰岩呈假整W 2 8

. 9 4 % ; 3 3 22 2 7 0

. . . .
. 2 7 . 2 2 % ; 3 3 1 + 3 3 2 资 源量 4 6 8 3 万 t , 占 总 资源量

的 5 6 ?邮
;

3 3 3 资源量顯 万 t , 战 资源量 的

3 煤层 特征 及对 比 分析 1 9 .
7 1 % ; 3 3 4 资 源 量 2 0 1 2 万 t , 占 总 资 源 量 的

3」 煤层厚 度特征及资源 量估 算 2 4 . 1 3 % .M C 2 .

井 田 内 的 3 层 可 采 煤 层 主 要 产 于 含 煤 岩
帛可 采 , 目 W 未对賊彳 T顏量估算 。

( P
3

1 ) 的第一段和 第二段 中 。
C 3 煤层位 于 P

3 1

2

中 3 2 煤

^ ^

比

+ ,

部或下部 , 属全区可采 的稳定 中 厚煤层 , 可采煤层 3 ' 2 + 1

厚 L  3 6
?

5 . 3 5m . 平均 可采厚度 2 _ 3 1m , 变縣 ( D C S M T ^ M ^ ^ M :?  C 3? M

数为 3 4 .  1 8 % , 稳定指数为 9 . 5 % 。 C 3 煤层 厚度变卜 1 〇m 之 间 ’1
?亥泥灰石 与 C 3 煤层 间常 为粉砂石 、

化趋势 _ 2麻 . _ 巾■看 出 : 在南細 向泥质
巧

、

岩 、 粉
^
粘土岩 、巧砂祕 土岩

、
炭

上 , C 3 親厚M 波状起伏 , 且 向 深部較 薄 的质 粘土石 、 粘土 ^ 组合 , 对 比性好 。

、

趋势 ; 在走 向上 , 无明显 的厚薄变化趋势 , 煤层 J￥⑵ 煤 系底 部标 志 层 : 位 于 C 2 煤 层之下 , 为

度跳动幅度不大 ’ 总体趋于均
- 稳定 ’ 仅偶有增厚巧 ,

盖 假 整
^
面之 上 的 浅 灰 色 中 厚 层 招

或变薄的 现象 ^ C 3 煤层 等厚线 图 见 图 3 , 由 图 巾± ^ ± h ’m
可 以看出 井 田 内 C 3 煤层 自 北东往南西有增 厚 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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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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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度等 值线 / m ?

(

.

.

?

? ?
.

:
:

: ) 人竹 坝井 田

图 3 大 竹坝井 田 C 3 煤层 等厚线 图

( 3 ) C 3 煤层顶 、 底 板标志层 : 底板 为浅灰色岩标志 层 。 该标志层顶面 至 C 3 煤层底板之 间仅夹

薄一中厚层含黄铁矿粘 土岩 、 黑色 薄 -
中 厚层含黄有一层厚度 为 1

. 0 0
?

8
. 5 0 m 的 ( 炭 质 ) 粘土岩 ,

铁矿炭质粘土岩 、 炭质粘土岩 , 易识别 , 为全区稳底 板下部常为泥质粉砂岩或炭质粘土 岩等 。 该标志

定性标志层 ; 顶板为深灰一灰黑色薄一中 厚层含粉层 N R 曲线 常 为低 幅值异常 , 呈低矮 的 山 峰状或齿

砂质粘土岩
、
粉砂质粘土岩

、
砂岩 , 其上 为一层全状形态反映 , 幅值随泥岩 中 的砂质含量 的增加而增

区稳定的灰岩 。 其顶板 、 底板及其顶 板之 上的灰岩加 ;
G G 曲 线 常为低平 幅值 异常 , 呈 小 波浪状形 态

岩性特征 明 显 , 为 C 3 煤层 的可靠对 比提供了有 力反应 , 当岩石松散破碎时 , 其幅值略有 增高或夹有

支持 。小突 峰
;

G R 曲 线常为 低 中 幅值异 常 , 呈锯齿状或

3 . 2 . 2 测 丼 曲 线 特征对 比 法小 山 峰状形态 反映 。 该标志层 曲线形态特征 明显且

根据含煤岩 系地层 中不 同岩层 、 煤层的视 电阻稳定可靠 , 为 含煤岩 系 中 的主要标志层之一 , 如 图

率 ( N R ) 、 自 然伽玛 ( G R )
、
密 度 ( G G ) 等特 征 4 ( b

) 所示 。

值和曲 线形态特征进行对 比 。 ( 3 ) 标志层 m : 即 C 1 煤层底板下 部或煤 系底

( 1 )



标志层 I  : 即 煤 系 地层 (
P

3
1 ) 上部 的 灰部的铝 土质粘土岩层 。 该标志层之上常 为粉砂质或

岩标志层 。 该标志层顶板上部常 为粘 土岩 和 P
3

c 灰炭质粘土岩 , 中 间 夹有 黄铁矿 、 C 1 煤层 ; 之下 为

岩 , 底板 下部为粘土岩 , 下距主 采 C 3 煤层顶板 一含煤岩系底 板 P
2 m 灰岩 。

N R 曲线 为低幅值异常 ,

般在 2 1
?

2 4m 之间 , 该标志层 N R 曲 线为 中 高 幅呈 小齿 状形态 ;
G G 曲线为 低 中 幅值 异 常 , 幅值随

值异 常 , 呈 双尖峰状形 态 ;
G G 曲 线 为 低 中 幅值 异岩石 松散 程度 的 变 化 而增 减 , 呈 波浪 形态反 映 ;

常 , 呈波浪 形 态 ;
G R 曲 线常 为 低 幅值异 常 , 呈G R 曲线常为高幅值异 常 , 幅值随铝土 质 含量 的增

“

W ”

形态反 映 。 标志层 I 曲 线形 态 特征 明显 且 稳加 而增 高 , 局部有高低 突变 , 常 呈箱形状或 突峰状

定可靠 , 是煤系地层 中 的重要 标志层之一 , 如 图 4形态反 映 。 该标志 层 曲 线 形 态 特征 明 显且稳 定可

( a ) 所示 。靠 , 为 含煤岩 系 底部 的 重 要 标 志 层 , 如 图 4 ( c )

( 2 )



标志层 I I : 即 C 3 煤层下 部的粉砂质粘 土所示 。 C 2 煤层 , 位 于 P J
1

中 下 部 , 以块 煤为 主 ,

贵州 大竹坝井田 含煤地层及煤层特征分析 4 5



与相 邻煤层 ( 线 ) 差 异较大 , 其特殊煤岩特征可作 N R / Q
. m 8 0 0

̂

为较好的对 比标志 。 4


G G / c
p

s
̂

以上可 以得出 , 井 田各煤层和 其间 岩层的物性 ^ ~ ^ _ G R A :

P
S—

〉

- 5 2 5 -
iU

曲线特征总体呈有序跳动 , 彼此相互印 证 , 为 区 内 g _

5 2 6
j

G

y f 

 标志层 I

的含煤岩系 和煤层对 比提供了 重要依据 。

3 . 2 . 3 煤 层 对 比 的 可 靠 程度§ - 5 2 4

通过 以上 的对比可 以看 出 , 井 田 内 C 3 煤层见煤 _ 二 3 - g g

率高 , 煤质较好 , 厚度变化较 小 ,
且稳定 , 煤层 的& 5 3 〇

-

\V
-

>
电物性 曲线形态特征 明 显 , 套合较好 , 与所依据的̂

标志层对 比明显 , 易于识别 。 其他煤层 ( 如 C 2
、

C 4 ^


N R / Q m
 S

< r
^

G G /
c

p
s


煤层 ) 虽较稳定 , 但煤层厚度 变化较大 , 只有 部分 <

-
°

.■ ■■■ ■

^G R

^

C D S
- ■ ■ ■ ■■—■ ■ ■■ ■■

6
-̂

钻孔的 C 2 或 C 4 煤层达到 可采 厚度 ,

一般在 0 . 2 0
? ^ 

5

-

d

-
0 .  9 0 m 之间 变化 , C l 、

C 5 、 C 6 煤层极不稳定 , 物 |
: s ! t

; _

性曲线反映不 明显 。
各煤层个性突 出 , 自 身 特征和圍

物性反应 明显 , 因此 , 煤层对 比是可靠 的 。

3 . 3煤 质特征及其 变化M : ~


全 区可采煤层 C 3 煤层颜 色为 黑色 , 以粉煤 为 ( b ) 标志层 I

I 物性曲线形态特征图 ( Z K 2 0 0 S )

主 , 少量钻孔在煤层顶部和底部见块煤 。 粉煤呈粒—
J


N R / n

- m
状结构 , 块煤呈条带状 、 木质状 、 透镜状 、

均质结: :
S 3 0 0

 ;

构 ; 具层状构造 , 以 油脂光泽 、 沥 清光泽为 主 , 少 B .

4 3 4 : ^ 1

; : ^
^ 〇〇

部分蜡状光泽 ; 以锯齿状断 口 为 主 , 其次为 贝 壳状 _ : _ 4 3 5

(

断 口 和参差状断 口
; 煤层 内 裂隙 发育 , 多被无机矿

物充填 , 机械强度低 , 极 易 破碎 。 根据井 田 C 3 煤 ^ ^ '

层 3 6 件样 品原煤的 煤质化验结 果 , 见 表 i
, 确 定K n

^ :

\ I 

井 田 内 C 3 煤层煤岩 的工业类型 为 中灰 、 中 高 硫 、 ( C ) 标志层 I I I物性曲线形态特征图 ( Z K 1 6 0 2 )

低磷 、 高热值贫瘦煤 。

图 4 各标志层物性 曲线 图

表 1 大竹坝井 田 C 3 煤层 煤 质分析 结果

发执量
水分 / %灰分 / %挥发分 / %固 定碳 / %H全硫分 / %

/ M J 
?

 k g

含量 0
.

3 2
?

4 .  0 6 1 0 . 4 5 

—
 1 9 . 9 8 1 0 .  4 5

~
1 9 .  9 8 5 0 . 4 6

?
7 8 . 1 8 2 0 .  8 4

?
3 2 . 8 2 1 . 1 0

~
5 .  2 1

平 均 含量 1 . 6 8 1 8 . 9 7 1 3 . 4 7 7 0 . 0 5 2 8 . 4 7 2 . 7 6

变化系数 4 7 . 2 8 4 0 . 8 9 1 6 . 8 4 1 1 . 3 4 3 3 . 1 8

在 煤层 走 向 上 , 井 田 C 3 煤层 厚度
、
全硫 含全硫含量 、 灰分含量 、 挥发份 含量均有逐渐增 加 ,

量 、 有机硫含量和水 分含量从东 到西逐渐增 加 , 而固定碳含量 、 发热量呈逐渐降低的趋势 ;
而 在煤层

硫化物硫和硫酸盐硫含量逐渐减少 , 发热量 、 挥 发倾 向 上 ,
C 3 煤层的煤质特征无 明 显变 化趋势 。

分 、 灰分 、 固定碳等 的含量无 明显变化 , 有机硫的将井 田 C 3 煤层全硫和灰 分含量等值线 图进行

含量与煤层 厚度存 在
一 定 的 正相关线性关 系 。 在叠 加 后 发 现

, 沿 Z K 2 8 0 2  ( S ) 孔 、 Z K 2 0 0 8 孔 、

Z K 8 0 8 孔 、
Z K 1 2 0 6 孔 、 Z K 1 6 0 4 孔 、 Z K 2 0 0 4 孔 、 Z K 1 6 0 8 孔

、
Z K 1 2 1 0 孔 、

Z K 8 0 8孔 连 线 上 存 在
一

Z K 2 4 0 6 ( S ) 孔 、
Z K 2 8 0 2 ( S ) 孔连 线 上 的 C 3 煤个 灰 分 和 硫 分 相 对 较 高 的 区 带 ,

Z K 1 6 0 4 孔 、

层存在
一个 全硫 含量 和 灰分含量 相 对较 高 的 分布 Z K 1 2 1 0 孔 、 Z K 8 1 2 孔连 线上存在一个相对较高 的

带 。 由 此可 以看 出 C 3 煤层 从北东 往南 西在 厚 度 、灰分带 , 如 图 5 所示 。

4 6中 国煤炭第 4 2 卷第 6 期 2 0 1 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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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田 内 含 煤 地 层 为 上 二 叠 统 龙 潭 组大竹琐煤矿大竹坝井 田勘探地质报告 [ R ]
. 贵州 省

( P J )
, 可采煤层 3 层 , 其 中 C 2 、 C 4 煤层为零星局地矿局 1 0 6 地质大队 , 2 0 0 6

部可采 , 主采 煤层为 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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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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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遵义人 , 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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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田 内煤种 为 中灰 、 中 高硫 、 低磷 、 高热工程师 , 主要从事地质矿产勘查工作 。

值贫瘦煤 , 宏 观煤岩类型 主要 为半亮 型粉煤 , 其次 '~ ~

为半暗型 、 半亮型块煤 。 ( 责任编辑 郭 东 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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