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臁? 究与谭份

贵州省六盘水煤 田煤炭资源潜力评价

石碧

( 贵 州 省 煤田 地质局 , 贵 州 贵 阳 5 5 0 0 0 8
)

摘 要 : 介绍 了 六盘水煤 田 的 地质 概况 , 通过 区 内含煤性 、 煤层煤质及聚煤规律研究对煤炭 资源 潜

力 和勘 查开发前景做 出 综合评价 。 六盘水煤 田 以 向斜构 造为 基本单 元 可 划 分为 2 3 个赋煤 单元 , 共

圈 定 7 2 个预测 区 , 预 测 2 0 0 0 m 以 浅潜在资源 量 7 1 5 .  9 7 亿 t , 探 获资 源 储量 2 5 8 .  0 8 亿 t
, 总 资 源

量 9 7 4 .  0 5 亿 t , 并提 出 煤炭资源勘查开发 利 用 建议 , 即优先安排 7 个近期部 署 区 进行普查 , 考 虑安

排 1 7 个 中期部署 区进行预 查 , 暂 不 对 1 1 个远期部 署 区 开展勘查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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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二叠统梁 山组 、 上二叠统峨 眉 山玄武岩组含煤

六盘水煤 田 位 于贵州 省西部 , 东 以安顺 、 镇段
,
龙潭组 、 长兴一大隆组及上三叠统 火把 冲组 ,

宁 、
关岭

一
线为界 , 南以花江 、 泥堡

、 威舍一线与其中 以上二叠统龙潭组 、 长兴一大 隆组含煤最好 ,

黔西南 ( 兴义 ) 煤 田 相连 ,
西 以 云贵两 省省界为其它含煤地层无可采煤层

2
1

。

界
,
北以普定 、 s 却 、 董地 、 ? 都 、

i ff 峰为界 , 煤

田 面积 1 5 9 7 8 k m
2

。 六盘水煤田所处 大地构造位

置为扬子板块 ( I 级 ) 、 上扬子陆块 ( I I 级 ) 、 扬子 2 . 1 含煤性

陆块南部被动边缘褶冲 带 ( D I级 ) 上的 六盘水复杂六盘水煤田 含煤面积约 8 1 8 7 . 7 9  k m % 占整

变形区 ( I V 级 )
, 在盘县乐民

一刘官
一
普安

一
晴隆个煤 田 面 积 的 5 1 . 2 % 。 其 中 已 有 勘 查 面 积 约

一
关岭

一
线 以 南 为 南 盘 江

一
右 江 前 陆 盆地 ( I为 2  1 2 7 . 0 6  k m

2

,
占含煤 面积的 2 6 . 0 %

;
生 产矿

级 )

:

1
]

, 贵州省大地构造单元分布略图如图 1 所示 。井面积约 4 6 4 . 3 9  k m
2

, 占含煤面积的 5 .  7 %
:

3
]

。

区 内 出露的最老地层为志留系 中统马龙群 , 最新地上二叠统龙潭组和长兴组是六盘水煤田 主要的

层为第四系 , 其中缺失上志 留统 、 下泥盆统 、 上侏含煤地层 , 主要分布于盘关 、 照子河 、 土城 、 旧普

罗统及白垩系 , 大面积 出露地层有石炭系 、
二叠系安 、 青山 、 晴隆 、 杨梅树 、 格 目 底 、 中营 、 郎岱 、

及三叠系 , 其它地层只在局部地区零星出露 。 上二六枝 、 蟠龙 、 土地垭 、 神仙坡 、 小河边 、 大河边 、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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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塘等 2 2 个 向 斜内 , 六盘水煤 田 构 造略 图如 图 2田 屮 部含煤性 、 可采性均好
,
由 中 部往西北 、 南东

所示 。 地层厚度 2 2 0 m ? 5 4 3 m
, 含煤 5 ?

1 0 4 层
,
方向含煤性 、 可采性逐渐变差 。

含煤 总厚 6 . 0 0 m ? 5 3 . 5 1m
,
含 煤系 数 1 . 2 % ?六盘水煤 田 的可采煤层总厚及层数分布如 图 3

1 4 . 9 %
, 可采及局部可采煤层 1

? 2 7 层 。 六盘水煤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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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贵 州 省 大 地构 造 单 元 分 布 略 图

2 . 2 可采煤层惰质组 2
.
 0 0 % ?

2 8 .  5 8 %
, 壳质组 0 ? 3 0 .  5 8 %

, 其

上二 叠 统 可 采 煤 层 有 1
、

2
、

5
、

6
、

7
、

1 3
、中惰质组有 自 西向 东 、 由 北 向南逐渐 减少的趋势 。

1 4
、

1 7
、

2 6
、

2 7
、

2 9 号等 1 1 层 ( 全省统
一
对比 编矿物以 以黏土 、 石英为主

, 方解石 、 黄铁矿次之 ,

号 ) 。 其 中 6
、

1 4 号煤为全区主要可采煤层 , 其余无机总量 2
.
 0 0 % ?

3 7 . 2 0 %
, 由北 向 南 、 由 西 向东

9 层为 局部可采煤层 ,
可采范围 较大 、 集中 连片较逐渐减少 。 灰 分含量介于 4 . 9 0 % ? 4 3 .  1 9 % 之间

,

好 ; 其它煤层 分布范围 小 , 煤 田 内 可 采性分 布零平均为 2 3 . 5 3 % , 北西高南东低 。 各煤层挥发分总

散
,
即使在

一
个井田 范围 内也仅局部可采 。 可采煤的变化范 围

一
般为 1 9 .  7 9 % ? 2 0 . 1 3 % 。 发 热 量

一

层夹矸多为 〇 ?
1 层 , 属简单结构 。 6 层 及少部分般为 2 6M J / k g

? 2 7M J / k g , 碳含量 8 8 .  8 9 % ?

地区的 1
、

5
、

7
、

1 4
、

1 7 号煤层夹矸多为 2 层 , 少9 1 . 1 5% , 硫含量介于 0 . 0 7 % ?
1 3 . 2 0 % 之 间

,
平

数 3 层 。 2 6
、

2 7
、

2 9 号煤 层夹矸 常达 3 层 以 上 ,均为 2 . 7 3 %
, 由 西 向 东 、 南部逐渐增高 ;

全区煤类

夹石厚度
一
般数厘米 ,

厚 度变化和 分布规律 不 明划分为 9 类 ,
分别 为气煤 、 气肥煤 、

1 / 3 焦煤 、 肥

显 ,
龙潭组下段夹矸层数较多 , 夹矸岩性 多为泥岩煤 、 焦煤 、 瘦煤 、 贫瘦煤 、 贫煤和无烟煤 ,

其 中炼

和高岭石泥岩 。焦用 煤达 1 2 4 亿 t
, 非炼焦用煤 1 3 4 亿 t 。 煤变质原

2 . 3 煤 岩及煤质因 为深层变质作用叠加岩浆岩热液改造作用所致 。

上二叠统各煤层宏观煤岩类型以半暗型 、 半亮。

型 、 光亮勸主 。 龙雜为半麵 、 光亮触半 H tA #

型 ; 长兴组为半暗一半亮型煤 。 显微煤岩类型主要 3 .
1 沉积 环境

为微镜惰煤 , 煤的 结构 以 条带状 、
线理状 为主 ,

次根据钻井岩芯以及实测剖面资 料 , 共识别出陆

为均一状及鱗片状 等 。 煤 的构造 多为块状 、 粒状
,
源碎屑岩 、 火 山碎屑 岩

4
]

、 可燃有机岩以及碳酸盐

内 生裂 隙发育 ,
易 碎 、 易 脆 。 显微组 分 中 镜质组岩 4 种岩石大 类 1 6 种岩相 。 根据作 用营力 以 及沉

3 6 . 4 5 % ? 9 8 .  7 0 % ,
半镜质组 1 . 1 0 % ? 2 8 . 5 8 %

,
积类型 ,

晚二叠世含煤地层主要为三 角洲一潮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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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北西向網构? 带

[

m [

货泥河爾轮构造带

图 2 六 盘 水 煤 田 构 造 略 图

潟湖沉积体系 , 由 西向东顺次发育河控上三角 洲平好 , 可采率高 ,
如 6

、
1 4 煤层是三角洲平原成煤环

原 、 河流潮 汐双重控制过渡带三角 洲 平原 、 潮控下境形成的主要煤层 。 潟湖 、 潮坪成煤类型煤层
一般

三角洲平原

<
]

。 龙潭早期基本为海侵期
,
以潮坪一稳定性好 , 比较连续

,

平行于海岸线展布 , 结构
一

潟湖沉积体系为主 ,
三角洲体系在水城 、 盘县一线般比较简单 , 潟湖

一潮坪沉积以细碎屑 为主 , 粗粒

发育 ;
龙潭晚期基本处于海退期

,
三 角洲沉积体系沉积物少见 。 潮坪潟湖在向 陆方向上常与三角洲相

发育 ,
潟湖一潮坪体系相应的 向东迁移 ; 长兴期又邻

,
物质供给充 分 。 因 淤浅 沼 泽化 而发 生聚煤作

处于新的海侵期
,
三角洲 亦 向陆收缩

,
但仍有较大用 。 通常煤层分布范围 较广 , 结构简单至较复杂 ,

规模发育
24

]

。以薄煤层和 中厚煤层为主 ,
硫分含量高 ,

多 为中 ?

3 . 2 聚煤 规律高硫煤 ,
可采性较好

:

2
'

4
]

。

该 E
M # M M M 1

1 

'

j 1 M 4 煤 田 构造特征及控煤构造样式
区

,
沉积旋回结构 明显 , 煤层的形成与 海水进退有

密切关系
4

1

。 全区 以潮坪一潟湖和三角洲环境控制六盘水煤 田 位于三级构造单元六盘水 断陷 内 ,

下所形成的煤层最好 。 含煤性以水城一盘县一带的北东和南东分 别以 紫云一垭都断裂和潘家 庄断裂为

过渡三角洲平原为好 , 其次六枝
一带的下三角洲平界 。 以隔 档式褶皱为主 ,

其展布方向及形态特 ! ^ 有

原 , 东部潮坪
一潟 湖 较 差 。 三角 洲 平原成煤 条件北西向褶皱 、 北东 向褶皱 、 短轴式褶皱

2
:

。 向斜地

好 , 煤层多 , 厚度大 , 分布 广 , 稳定性好 , 含煤性层倾 角大 ( > 4 0
°

) 和轴部倾角 平缓的特 点 , 煤层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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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六盘 水 煤 田 可 采 煤 层 总 厚 及 层数 分 布 图

赋存与 向斜中 。 EW + M i
+ + 4 ,  ^ 

-

T T  ^  r m y
V + d

5煤炭勘杳开发现状分析
北西向 權皱分布于煤田北东部 , ± 1 都-

紫云断

裂南西侧 , 宽约 4 0 k m
, 褶皱走向 N W 

5

、 大致平一 5 . 1 煤炭资 源概况

行于垭都
一紫云断裂走 向排列 , 褶皱较紧密 ,

背斜煤 田 累 汁探获煤炭资源量为 2 5 8 . 0 8 亿 t
, 保有

紧 陡尖顶
,
向斜较宽缓 , 背斜常被断层所破坏 。 北煤炭资 源 量 2 4 8 . 3 2 亿 t 。 已 利 用 煤炭 资 源 储量

东向褶皱分布于盘县一晴隆
一
线以南地区 , 褶皱排 3 2 . 2 0 亿 t

, 尚未 利 用 煤炭资 源量 2 1 6 . 1 2 亿 t 。 其

列较宽缓 ,
除盘南背斜稍宽缓外 ,

其余背斜 紧陡尖中青 山 丨 4 斜煤炭资 源储量最 多 ,
为 9 3 . 9 4 亿 t

; 其

顶 , 背斜轴部或翼部均有规模较 大的走 向正断层发次盘关 阳斜煤炭资源储量为 3 2 . 0 1 亿 t
;土城 向斜 、

育
5

]

,
致使轴线残缺不全 , 向斜较宽缓 ,

一
般比较晴隆向斜 、 杨梅树向 斜 、 格 目 底向斜煤炭资源储量

完整 短轴式褶皱位于煤 田 中 部地区 ,
大片出露泥均在 1 〇 亿 t 以上 , 其 他赋煤单元煤炭资 源储量均

盆系一峨眉 山玄武岩 ,
晚二叠世含煤地层大部分被在 1 0 亿 t 以 下 , 以 妈姑 向 斜 煤炭资 源储 量最少 ,

剥蚀 , 少部分赋存在零散分布的短轴向斜中 ,
如 中仅为 0 . 2 1 亿 t

6
1

。

营向斜 。 该区南缘与 N E 向褶皱交接处 , 发育
一组 5 .  2 煤炭资 源勘查及开发现 状

呈弧形展布的隔挡式褶皱 ,
如土城 、 照子河 、 白等截 至 2 0 0 9 年底 ,

六 盘 水煤 田 共 有 井 田 1 1 8

块 向斜 。处 , 提交各类地质报告 1 1 8 件 , 其 中勘 探 6 0 件 、

六盘水煤 田 构造样式见表 1
。洋查 1 9 件 、 普査 2 7 件 、 预查 1 2 件

;
总资源储量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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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六盘水煤田 控煤构造样式分类简 表

大 类类 型实 例

单斜 ( 掀斜 ) 断块马依预测区 、

堑垒构造盘南背斜南东翼马依东勘探区
&同沉积正断层垭都 - 紫云断裂 、 黄泥河 - 潘家庄 断裂

逆冲叠瓦构造永宁背斜北东翼

逆冲褶皱构造连山勘探区东部
挤压构造

对冲构造红岩断层与 归顺断层对 冲带

纵弯褶皱格 目 底向 斜 、 郎岱 向斜 、 盘南背斜

平移断 层杉树林断层

剪切雜转构造 雜触祕雜构造

平面
“

S
”

、 反
"

S
”

形构造梅子关背斜 、 白块 向斜

反转构造负反转褶 皱型老 鬼山背斜

2 1 6 .

1 2 亿 t
, 勘探 、 详查 、 普査 、 预测资源量分别斜 、 六枝向斜 、 补郎 向 斜 ( 南 ) 、 格 目 底 向斜 、 杨

为 9 1 . 6 7 亿 t 、
5 5

.
 1 4 亿 t 、

2 3 . 6 3 亿 t
、

4 5
.
 6 8 亿梅树 向斜 、

土地垭 向斜 、
神仙坡 向斜 [

8
_

9
]

。 根据国

t
[

7
]

。 由于地层倾角 的陡缓和构造复杂程度对勘査家矿井规模分类标准 , 大型规模矿井 4 个
, 年生产

程度有所影响 , 至此 , 勘査程度有所不同 。 如盘县能力 8 1 0 万 t
,
查明资源量 1 2 .  6 2 亿 t

, 保有资源量

小区 ( 土城向斜南翼 、 照子河 向斜 、 青山 向斜威舍 1 0 .  7 4 亿 t
;
中型矿井 1 5 个 , 年生产能力 8 9 0 万 t

,

区 、 碧痕营背斜北翼 ) 、 水城小区 ( 格 目 底向 钭西查明资源量 1 0 .  6 3 亿 t
, 保有资源量 6 . 7 4 亿 t

;
小

段 、 蟠龙向斜 ) 、 六枝小区 ( 中营向 斜北段 、 晴隆型规模矿井 3 8 7 个
, 年生产能力 3 5 5 1 万 t

, 查明

向 斜翼 ) 等地由 于地层倾角较大 , 构造复杂 , 故勘资源量 1 8 .  7 1 亿 t
, 保有资源量 1 4 .  7 2 亿 t 。

査程度较低 ,
盘县小区 ( 盘关 向 斜 、 土城 向 斜北 c

翼 、 青山向斜两翼 ) , 水城小区 ( 小河边 、 大河边 、

二塘 、 妈姑 、 结里 、 神仙坡 、 土地垭 、 垮都 向斜浅 6 . 1 煤炭资源潜力预测

部 ) 勘査程度较高 。根据六盘水 煤 田煤的 赋 存状况 、 自 然条件及

煤 田 内分布有 4 0 8 个生产矿井 ,
主要分布在土《全国煤炭资源潜力评价技术要求 》 规定

;

1 °
]

,
归纳

城向斜 、 郎岱向斜 、 小河边向斜 、 大河边向斜 、
二出贵州省六盘水煤 田潜在资源量的可靠级 ( 3 3 4

-

塘 向斜 、 结里向斜 、 妈姑 向斜 , 煤矿分布稀少的赋 1 ) 、 可能级 ( 3 3 4
-
 2 ) 、 推 断级 ( 3 3 4

-
 3 ) 3 种可

煤单元有威舍区 、 青山 向斜 、
盘关向斜 、 照子河向靠性分级标准和潜在资源远景区分类标准 [

1
1

]

( 见

斜 、 旧 普安 向 斜 、 晴隆 向 斜 、
中 营 向 斜 、 蟠龙 向表 2

、 表 3 ) 。

表 2 六盘水煤 田潜在 资源置分级标准

根据的预测依据勘探区资料详査区资料普査区资料预査区资料隐伏区

0
-

6 0 0 3 3 4
-
 1 3 3 4

-
1 3 3 4

-
1 3 3 4

-
 1 3 3 4 

~
 2

埋深 / m> 6 0 0
-

1 0 0 0 3 3 4
-
 1 3 3 4

-
 1 3 3 4

-
 1 3 3 4

-
 1 3 3 4

-
2

> 1 0 0 0
-

1  5 0 03 3 4
-

1 3 3 4
-

1 3 3 4 

-
1 3 3 4

-
2 3 3 4

-
3

> 1 5 0 0
-

2  0 0 0 3 3 4
-

2 3 3 4
-

2 3 3 4 

-
2 3 3 4

-
2 3 3 4 

-
3

表 3 六盘水煤 田潜 在资 源远景 区分类标 准

远景区 _ _资源丰度 /预测资源构 造含硫交通 、 电力
埋漱 m

分类 ( 万 t
_ k n T 2

)
量 / 万 t倾角 /

。复杂程度量 经济 、 生态

I 类< 1 0 0 0> 8 0 0> 8  0 0 0< 2 5简单 -
中 等< 3 . 0 0良好

U 类< 1 5 0 0> 4 0 0> 4  0 0 0 2 5
-

4 5中 等< 5 . 0 0良好

i n 类> 1 5 0 0< 4 0 0< 4 0 0 0 ^ 4 5复杂> 5 . 0 0差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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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根据预测区煤炭资源可靠性级别 和预测区类勘査开发前景 等级划 分 原则 , 获 得 2 0 0 0m 以

别条件 , 对预测 区的勘查开发利 用前景等级进行了浅预测潜在资 源总 量 7 1 5 _ 9 7 亿 t
, 其 预 测 资源

划 分 , 其划分标准见表 4 。量见表 5
。

表 4 六盘水煤 田煤 炭资源潜 力 勘查开发利 用表 5 中 1  0 0 0 m 以 浅潜在资源量 3 0 6 _ 7 3 亿 t
;

前景等级划分标 准可靠级 5 0 4 . 9 1 亿 t
,
可能级 1 8 7 .  1 2 亿 t

,
推断级  2 3 . 9 4 亿 t

; 有利 1 0 4 .  7 4
亿

t
,
次有利

2 4 3 . 7 7
亿 t

,

预眶类引
3 3 4

-
 1 可 靠级 3 3 4

-
2 可能级 3 3 4

-
 3 推醜不 利 3 6 7 _ 4 6 亿 t

; 优 等 1 0 4 . 7 4 亿 t
, 良 等

有利的
( I 类 )

优
(
A

)
等 优

(
A ) 等 良 (

B
) 等 2 4 3 . 7 7 t

, 3 6 7 . 4 6
 i Z , t 〇

次有 利的 ( n 类 ) 良 (
B

)
等 良

(
B

)
等 差

(
C

)
等 6 . 2 煤炭资 源保障程度分析

不利的 ( I B 类 ) 差 (
c

) 等差 (
c

) 等差 (
C

) 等六盘水煤田 煤炭资源储量见表 6 。

根据煤田 内煤炭资源开发现状 中生产矿井 、 达

煤 田 预 测 区为 含 煤地层 上 二 叠统 龙 潭 组 、到勘探可供建井的保有资源储量和核定生产能 力 ,

长兴组赋存 的 地区 ,
以 向 斜构 造 为基本 单元划六盘水煤田保有资源储量 1 2 3 .  8 7 亿 t

, 按矿井的资

分 了 2 3 个赋煤单元 、
7 2 个预测区 。 预测面积 为源回收率 3 5 % 计算 , 得到净有效量 为 4 3 _ 3 5 亿 t

,

4 1 4 9 . 1 3  k m
2

, 潜在 资 源 量按 煤类 、 灰 分 、 硫按 目 前全省核定生产能力 5 2 5 1 万 ^ 3 计算 , 六盘

分 、 煤 层 统 计 ,
按 资 源 量级 别 、

预 测 区 类 别 、水煤 田 的煤炭资源有效保障年限为 8 2 年%
。

表 5 六盘水煤 田预 测区潜在资 源量汇 总表

预测单 元/ 个预测区 7 个面积 / k m 2埋深 / m资 源量/ 万 t潜在资源量 / 万 t

0
-

6 0 0 1 2 2 4  4 9 4

2 3 7 2 4  1 4 9 . 1 3> 6 0 0 

-
 1 0 0 0 1  8 4 2  8 3 0 7 1 5 9  6 7 5

> 1  0 0 0
-
 1 5 0 0 2  4 8 5  6 1 5

> 1  5 0 0
-

2  0 0 0 1 6 0 6  7 3 6

表 6 贵 州 省六盘水煤 田煤 炭资源储量表

勘査总数 ^面 积 ^利用探获资 源保有资源矿井核 定生产能 力 /矿井

程度个 k W情况量 / 万 t量 / 万 t类别
(
万 f a

-
1

)歡个

生 产矿井 4 0 8 4 6 4 . 3 9巳利用 4 1 9  5 9 3 3 2 1 9 9 7井工 5 2 5 1 5 9 5

勘 探 5 4 7 1 0 . 6 8未利用 9 1 6  7 1 9 9 1 6  7 1 9

洋 査 1 9 3 9 0 . 2 9未利用 5 5 1  3 7 9 5 5 1 3 7 9

普 査 2 7 3 7 4 .

4 0未利用 2 3 6  3 1 6 2 3 6 3 1 6

预 查 1 2 6 5 1 .  6 9未利用 4 5 6  8 2 3 4 5 6  8 2 3

合 计 5 2 0 2  5 9 1 . 4 5 2  5 8 0  8 3 0 2  4 8 3  2 3 4

6 . 3 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建议 (
1

) 近期部署区 。 7 个近期部署区 , 主要分

根据开发利用优度的 划分和煤炭资源勘查部署布于盘县的青山 、 盘关 、 照子河 、 土城等 向斜 , 有

原则见表 7
,
对煤 田范围 内煤炭资源的勘查 、 开发新店 、 新寨 、 旧营 、

月 亮 田 大坪地 、 松沙
、
火铺 、

利 用前景 , 提出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建议 。金竹坪 , 面积 2 9 5 . 3 6 k m
2

,
埋深均在 1 0 0 0 m 以

表 7 贵 州 省六盘水煤 田预 测区勘查开 发部 署原则浅 , 煤层可采层数较 多 , 煤层稳定性较好 , 煤质伏: 良 , 预测潜在资源量 7 7
.
 8 3 亿 t

, 资源量可靠程度

预测根据
V
———高 , 勘查开发前景等级界定为优 (

A
) 等 , 煤炭资

优 (
A

)良 (
B

)差 (
C

)源开发具有明显经济价值 , 建议优先安排普査 ( 或
勘探 、 洋査 、 普査 近期普査中 期普査远期普査

_ 
M 査 _

_ 廳
—
帽酿涵酿、

(
2

) 中期部署区 。
1 7 个 中 期部 署区 ,

主要分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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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水城县的格 目 底 、
小河边 、 土地垭 、

大河边向底 、 六枝 、
郎岱 向 斜和 安西 区等地 ,

有金 斗
、
碧

斜和盘县的青山 、 盘关 、
土城向斜等地 , 有南开保痕营 、 新 田 九 峰 、 刘官 、 博上 向 斜 、 勺 米盐 井 、

华
、
那 罗 汪家 寨 、

老鹰 山 、 盐井 、 俄戛 、
玉舍 勺新发龙场 、 马官丁 旗 、 六枝 向 斜 、 郎岱 向 斜 、 上

米 、 地宗 、 郎 岱 、 井夯 、 大 寨 、 松 沙 金竹 坪 、 雨关 , 面积 2  1 0 2 .
3 6  k m

2

, 埋深
一
般超过 1 5 0 0 m

,

谷
,
面积 7 4 9 . 8 4 k m

2

, 埋深在 1 5 0 0 m 以 浅 , 煤煤层埋藏较深 , 地质构 造较复 杂 , 煤 层可采层数

层可采层数较多 , 煤层稳定性较好 , 煤质优 良 ,
预较少 , 煤层稳定性较差 , 资源丰度较低 , 预测潜

测潜在资源量 为 1 8 1 . 0 6 亿 t
,
资源 量可靠程度 中在 资源 量 为 2 2 7 . 3 4 亿 t

,
预 测 区资 源 量 规模较

等 , 地质 构造 中 等 , 勘查开 发前景 等级界定 为 良小 , 地层倾 角较陡 甚至 倒转 , 煤层 硫分偏 高等原

(
B

) 等 ,
建 议考虑安排预查 。因 , 勘查开发前 景 等级界 定为 差 ( C ) 等 ,

目 前

(
3

) 远期部署区 。 1 1 个远期部 署区 , 零星分暂时不宜开展勘查 工作 。 六盘 水煤 田 煤炭地质勘

布于 垮 都 、 晴 隆 、 照 子 河 、 盘 关 、 青 山 、 格 目查部署如 图 4 所示 。

關姑向斜 〇 开发利駆 國 中期部駆
[勘探 K远期部署区

肅
' \ 、一详査区 [ □ 预测可靠区 1 1

/
场

%料 L - :
普 2 区□麵可能区

□麵 □麵麵 、

^

, 陣, 近期部署区

.

幾向斜

云

省

,

扁 /广屬 '一
:

考 /祕乂

'

f 0 1 0 2 03 0 t m^ " 1


~ ~ '

图 4 六 盘 水 煤 田 煤 炭 地 质 勘 查部 署 图

^、 s和煤炭资源开发现状图 ; 丰富 和完善了对六盘水煤
" R田 地质调査 、 资源勘查及开发程度和开发现状的研

(
1

) 六盘水煤 田煤炭资源潜 力评价是在截止至究 内容 ,
为下

一
步六盘水煤田 的地质勘查部署提供

2 0 0 9 年的最新地质 勘 查资料 和科 研成 果基础上 ,了科学依据 。

重新系统编制六盘水煤 田构造纲要图 、 煤 田地质图 (
2

) 全面利 用 G I S 技术和计算机数据库 系统 。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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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国统
一的建库标准建立贵州省煤炭资源潜力报 告 [

R
]

. 贵 州 省 煤 田 地 质 局 ? 中 国 矿 J k 大 学 ,

评价成果数据库 , 以 G I S 为核心的多种 技术手段 2 W ) 7 -

地学信息集成研究方法 , 以聚煤规律和构造控煤作 [ 7 ] 秦 勇 , 高 弟 . 贵 州 省 煤层 气 资 源 潜 力 预 测 与 评

用研究为切入点 ,
预测 2  0 0 0m 以浅潜在资源量资价 ( 贵 州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科技 项 目 研 究 报告 > [ R ] .

源量 7 1 5 . % 7 5 亿 t
,
探获资 源储量 2 5 8 . 0 8 亿 t

,= 学 ^
省

=
地质 局 , 中 国 矿业 大 学 资 源 与 地

总资源量 9 7 4 .
 0 5 亿 t 。 [ 8

] 孙启 来 , 周 呈 艳 . 贵 州 省 晴 隆县煤 炭 资 源 总体 地质

(
3

) 采用最新的数据处理方法和资源预算方法报告 [ R ] _ 贵 州煤矿 地质 x 程 咨 询 与 地质 环境 监测

进行资源量预测 , 并对其潜在 的资源量进行分级 ,中 心 ,
2 0 0 8 .

提出煤炭资源勘查近期 、 中期及远期工作部署方案 [ 9 ] 孙启 来 , 周 呈艳 . 贵 州 省 兴仁 县煤 炭资 源 总 体 地质

建议 , 即优先安排普查 7 个近期部署区 , 考虑安排报告 [
R ] . 贵 州煤矿 地质 工程资询 与 地质 环 境 监测

1 7 个 中期部署区进行预査 , 暂时不对 1 1 个远期部中夂 2 〇〇 6 _

署区开展勘査工作 。 [
1 0 ]全 国 重要矿产 资 源 潜力顿 测评 价项 目 组 ? 全 国 煤炭

资 源 潜 力 预测 评价技 术要求 ( 试 用 版 ) [ M ]
?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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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玉 治在神华集 团 宣讲新版 《煤矿安全规程 》 时要求 :

让纸上规章成为行为准则

2 0 1 6 年 5 月 1 0 日 , 国 家安 全监 管 总 局 党 组 成 员 、 副 局 长 , 国 家 煤矿 安 监局 局 长 黄玉 治 在 神 华 集 团 宣讲

新版 《煤矿安全规 程 》 , 要 求狠抓 宣 贯 落 实 , 把 新 《规程 》 宣 传 到 位 、 培 训 到 位 、 落 实 到 位 。

黄玉 治 指 出 , 新 《 规程 》 体 现 了
“

安全 第
一

、 预 防 为 主 、 综 合 治 理
”

的 安 全 生 产 方 针 , 体 现 了 科 学 办

矿 、 依法 办矿 、 严格准 入 的精 神 , 体现 了 对煤矿 勘探 、 设 计 、 建 设 、 生 产 实 施 全过 程 管 控 的 要 求 , 较好地 解

决 了 现行 《 规 程 》 不 适 应 发 展需 要 的 问 题 , 以 《 规程 》 为 核心 的煤 矿安全标准 体 系 进 一 步健全 完 善 , 必 将进

一
步 推动 煤炭行 业科 学 发展 、 安全 发展 。

黄玉 治 要 求 , 深入开展
“

学 规 程 、 抓 整 改 、 促 落 实 、 保 安 全
”

活 动 , 使
“

纸 上 的 规 章
”

变 为
“

行 为 的 准

则
”

。 要在 宣传 上 下 功夫 , 广 泛宣 传 , 深入解 读 。 要 在 培 训 上 下 功 夫 , 加 强 学 习 , 读 懂 吃 透 。 要 在 执 行上 下 功

夫 , 对 照 《规 程 》 完 善规章 制 度 , 加 强 管 理 , 排查整 改 隐 患 。 要在监 督 上 下 功 夫 , 强 化考核 , 严格监 督检查 。

黄 玉 治 强 调 , 神华 集 团 作 为 我 国 煤 炭行 业 的
“

排 头 兵
”

, 要 以 宣 贯 《 规 程 》 为 重 要 契 机 , 在 防 范 重 特 大

事 故 、 依 法 生 产 建设 、 强 化 安全 基础 、 推 进 科技进 步 、 化 解 过 剩 产 能 五个 方 面 作 出 表率 , 为 全 国 煤 矿安 全 生

产 形势 稳定 好 转 作 出 新 贡 献 。 ,

( 摘 自 :
h t t p :  / / w w w . c h i n a s a f 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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