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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瓮安县玉 山煤矿含煤地层及沉积环境分析

李 少 勇

( 山 东 省 煤 田 地质 局 第 五勘探队 ,
山 东 泰安 2 7 1 0 0 0 )

摘 要 :
结合对钻 孔资料 的 分析 , 运 用 沉积 学 和煤 田 地质 学 的 有关理论方 法 , 对贵 州 瓮安县 玉 山煤

矿 的含煤地层 特征 、 可采煤层 的 煤层特征及其沉积环境进行详 细 的 分析 。 分析结 果表 明 :
玉 山 煤矿

含煤地层 主要是二 叠 纪上 统吴 家坪组 , 吴 家 坪组主要发 育 2 0 煤层
、

3 5 煤 层该 两 组可采煤层 。 可采

煤层 的厚度变 化较大 , 无 明 显规律且 可采边界 不规则 , 煤类 、 煤质 变 化较大 。
吴 家 坪组发 育 了

一套

碳酸盐岩 和 陆 源 碎屑 岩 的 混合沉 积 , 主 要岩性 为 石 灰 岩 、 粉砂岩 及煤层 组 成 , 主要沉 积 相 为 浅海

相 、 泥 炭沼 泽 相及分流 间 湾 相 。 含煤地层 沉积相环境稳定 , 变化 小 , 规律性 明 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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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煤矿位于瓮安县城西北方向 的玉山镇 , 西 ?

/° s u …

南距县城约 2 9  k m
,
大部分隶属玉山镇 、 少部分属 / Y

 p
渔河乡 管辖 ( 图 1 ) 。 近年来 , 有不少学者通过利 ) y 

^ '

■

用钻孔资料和测井等方法对含煤地层特征及沉积环 J "

'一

境分析进行系统的研究
[
〃 7

]

。 目 前 , 对玉山 煤矿含 C

1

, 
-

、
s B ^  ^

“ ‘

煤地层沉积环境的研究资料较欠缺 。 以下综合利用 ? "

i、 ?

(

煤 田地质学和沉积学的 方法 , 对该区含煤地层特征 :
.

/ / /、

及沉积环境进行系 统分析 。:

、

‘

1

, / \
l
 r r y

f

1 地质背景 i i t
f 着

玉山矿区内 出露地层 由 老至新 ,
依次为前震旦 ?

?广-
-

/ y .

?

■

J
. .

/

系
、
震旦系 、 寒武系娄山 关组 、

二叠系
、
三叠系 、

古近系 、 第 四系 ’ 其 中含煤岩系主要为二叠系上统 _  p q 奶護 |
V

j賺
吴家坪组及长兴组 。 瓮安县大地构造位置地处扬子

准地台黔北台隆遵义断拱贵阳复杂构造变形区 中 偏图 1 玉 山 煤 矿 地理 位 置 及地 质构 造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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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 。 构造线总体呈南北向展布 , 局部表现为北北向 , 与区域构造和地层走 向基本
一
致 。 只有在煤矿

东
一
北东向偏转 。 煤矿位于天文短轴向斜南西 昂起南部发育

一
北北东断层 , 与地层倾向基本

一
致 , 为

端 , 总体呈向西凸出 的弧形构造 , 发育少量断裂构渔河
一
中坪断层的次级断裂 。

造 ’ 构造复杂程度属中等 。 2 会 ,想袖届 7 3 礎
玉山煤矿构造形态受区域构造影响 , 形成了弧 ^̂

形走向地层 ,
地层走向从南到北依次是北西

? 南北矿区 内 出露地层从老到新主要为 : 寒武系上统

? 北东向 , 总体呈向西 凸出的弧形构造 。 天文 向斜娄山关组 ( e 2
+

3
i

) 、
二叠系 中统梁山组 (

P 2 1
) 、 栖

走向北东东向 , 煤矿内延展约 3  k m 。 向斜北翼岩霞组 ( P 2 q ) 、 茅 口 组 (
P

2 m ) 、 二叠系上统吴家坪

层倾 向南东东 , 倾角 3 5

° ?
6 5

°

; 南翼岩层倾 向北组 ( P 3 w ) 及长兴组 ( P 3 c
) 、 三叠系下统夜 郎组

东 , 倾角 3 0
° ?

4 6

°

。 沿地层走 向还有东 ? 西 向次级 ( T i y ) 、 茅 草铺 组 ( P 2 m
) 、 三叠系 中 统关岭组

褶皱明显发育 。 其断裂发育程度中等 , 受区域性构 ( T 2 g ) 、 第四 系 ( Q )
。 玉山矿区地层发育状况详见

造的控制 , 煤矿内断层发育走向多为近南北及北西表 1 。

表 1
玉 山矿区地层发育

系 群 、 统组 代号岩性

1 四系Q为风化残积 、 坡积 、 河流沉积物 。 0
?

3 0

1 近系E为内陆断陷盆地红层沉积 , 岩性为红色 、 紫红色砾岩 、 砂岩
。
 0 ? 5 5

上部为灰色中至薄层灰岩 、
含白 云质泥灰岩

,
夹少量钙质页岩

;

中部为紫 红 、 灰绿色

中统关岭组 T 2 g页岩 、 泥质瘤状灰岩 , 夹含 钙质 白 云岩 ;
下部 为灰色厚层夹薄 层含泥质及钙质 白 云> 4 5 0

岩 , 夹少量灰色 白云质页岩 , 底部为
“

绿豆岩
”

。

三叠
系 ⑴茅草铺组 T

i
m厚层灰岩 、 白云岩夹页岩 。 1 7 0 ? 2 5 0

夜郎组第三段 丁口
3

下统

夜郎组第二段 T i

: y

2 深灰色厚层泥质灰岩夹页岩 。
 2 1 0 ? 4 5 0 夜郎组第

一段 1 \ 乂
长兴组 P 3 c为

一
套浅海相的含煤沉积 ,

下部为粘土岩 、 含煤层 ,
中部为灰 、 深灰色 中厚层至厚层

上统 或块状生物肩及燧石 团块灰岩 ,
上部深灰色 中至厚层生物屑泥晶灰岩 ,

中 、 上部 间常 2 0 0 ? 5 0 0

吴家坪组 P 3 w夹钙质页岩 。

-査
系 (

P
)茅 口组

由絲m m i s


;

~ i n n?
7 nm w m—— 砂岩 、 硅质岩 , 中 上部为 深灰色薄至中 厚层泥 晶灰岩 、 燧石灰岩 、 粉晶灰岩 。

梁山组? 2 1

H 上统娄山关组 e 2 +
3 Z 中至厚层状 白云岩 ,

岩 石较为破碎 ,
节理裂隙发育 。 3 0 0

-
6 0 0

南沱组

^ 2
)
陡山沱组 Z岩性为冰水碎肩岩

,

含磷硅质 白云岩 , 藻纹层 白云岩 。 3 3 0
?

4 5 0

灯影组
下江群 清水江组 P t x Q 岩性 为灰 、 深灰色中 厚层变质砂岩 ,

砂质板岩 。> 2 0 0

糸

2 . 1 含煤地层特征稳定 , 易于对比 。 其他煤层偶有见煤点达可采厚

含煤岩系为二叠系上统吴家坪组 (
P

3
w )

,
正度 , 但在矿区内无法形成连续可采区块 。 可采煤层

常厚度 2 0 3 .  0 0 m ? 3 4 3
.
 4 3 m

, 平均厚度 2 4 9 . 9 0 m 。煤质分析数据详见表 2
。

根据煤系地层的岩性 , 岩相组合及含煤性特征 , 将矿区内可采煤层的煤层特征分述如下 :

含煤地层划分为二段 。 含可采煤层 2 层 ( 2 0 煤层 、 (
1

)
2 0 煤层 : 位于吴家坪组下部 , 上距长兴

3 5 煤层 ) , 平均总厚度 1
.
 6 8 m

, 煤层层位沉积较组底 1部
.

5 7m ? 3 0 4
.
 6 5 m

, 平均 2 1 6 .  6 4 m 。 厚度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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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数 7 5 .  8 5 % , 层位较稳定 , 可采厚度 0 . 2 4m层 1 6 .  3 8m ?
4 0 . 5 2m

;
下距 P 2 m 顶界 1

.  5 0 m ?

?
2 . 6 4 m

, 平均 0 . 8 4 m
, 存在部分不可采点和沉 2 3 . 3 1 m 。 厚度变异系数 4 4 .  7 0 % , 层位较稳定 ,

缺 、 断缺点 。 结构 简单 ,

一
般不含或 偶含 1 层夹可采厚度 0 . 2 8m

?
1 . 6 8 m

, 平均厚度 0 . 8 4 m
, 存

矸 , 夹矸厚 度 0 . 0 5 m ? 0 . 4 4 m
, 均 为炭质泥岩 。在部分不可采点及断缺 、 沉缺点 。 结构简单 ,

不含

顶板多为砂质泥岩 、 泥岩 , 底板多为 灰岩或泥灰夹矸或偶含 1 层夹矸 。 顶板多为石灰岩 , 底板一般

岩 。 该煤层属较稳定的大部可采煤层 。为石灰岩 、 泥岩 , 个别为炭质泥岩 、 铝土岩 。 该煤

(
2

) 
3 5 煤层 : 位于吴家坪组底部 , 上距 2 0 煤层属于较稳定的大部可采煤层 。

表 2 煤层煤质分析数据

2 0 3 5

原煤 / 层
最 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

水分 (
M

a d )
/ % 1 . 0 6 2

.
0 7 1 . 4 1 0 . 8 2 3 . 6 1 . 4 5

灰分 (
A

d ) / % 1 9 . 3 8 3 9 . 5 8 2 6 . 2 2 1 6 . 3 8 3 6 . 7 7 2 6 . 7 1

挥发分 (
乂似 )

/
% 1 6 .  6 13 1 .  5 5 2 3 .  5 6 6 .

 4 7 2 5 .
 9 9 1 4 .

 4 3

全硫 (
S t

, d )
/ % 4 . 2 3 7 . 0 5 5 . 9 4 2 . 9 8 1 0 . 9 9 5 . 8 5

发热量 ( Q m d
) / M J 

?

 k g

-
11 7 . 7 3 3 , 2 5 2 5 . 4 1 2 0 . 8 3 3 . 6 4 2 6 . 7 8

2 0 3 5

浮歌层
最小值最大值平 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

水分 (
M

a d
)

/ % 0 . 3 0 . 9 6 0 . 6 0 . 3 4 1 . 4 7 0 . 6 8

灰分 ( A d
)

/ %7 . 6 7 1 9 . 8 21 4 . 5 2 6 . 4 7 2 5 . 9 9 1 4 . 4 3

挥发分 (
V

d f l f ) / % 1 6 .
 4 9 3 0 . 1 4 2 2 .  4 51 2 .  7 2 3 2 .

 2 4 2 2 .
 4 4

全硫 (
S

t
,

d )
/ % 2 7 . 7 2 5 . 2 4 1 . 2 8 9 . 5 7 5 . 2 1

发热量 ( Q g r ,

d ) / M J 
?

 k g

-
1 2 6 .  9 3 3 3 .

 2 5 3 0 .
 0 7 2 4 .  4 5 3 3 .

 6 4 2 9 .
 8 9

2
.

2 煤层煤质特征属于中等挥发分煤 。 2 0 、 3 5 煤层原煤全硫含量平

煤质特征研究对充分合理利用煤炭资源有重要均值分别为 5 . 9 4 % 、
5

. 8 5 % , 均属高硫煤 ;
2 0 煤

意义 [
9

]

。 玉山矿区煤层的煤质特征如下所述 : 由表层原煤全硫含量为 4
.
 2 3 %

? 7
.  0 5 % ,

3 0 煤层原煤

2 可知 ,
玉山矿区 2 0 煤层原煤水分含量为 1 . 0 6 %全硫含量为 2

.  9 8 % ?
1 0

.
 9 9 %

, 均属于高硫煤 。 浮

?
2 . 0 7 %

,
平均值为 1 . 4 1 %

;
 3 5 煤层水分含量为选后 , 浮煤全硫含量有些点增高 , 有些点降低 , 但

0 . 8 2 % ? 3 . 6 0 % , 平均值为 1 .
4 5 %

;
 2 0 煤层浮煤平均值均 略有降低 , 分别 为 5

.
2 4 % 、 5 .

 2 1 % , 仍

水分含量 为 0
.
 3 0 %

?
0 .  9 6 %  , 平均值为 0

.
 6 0 % 

;
属高硫煤 。 2 0 煤层原煤干燥基高位发热量为 1 7

.
 7 0

3 5 煤层浮煤水分含量为 0
.

3 4 %
?

1 . 4 7

”
, 平均值M

J
/ k g

? 3 3
.

2 5 M J / k g ,

3 5 煤层干燥基高位发热量

为 0 .
6 8 % , 均属于特低全水分煤 2 0 煤层原为 2 0

.  8 0M J / k
g
?

3 3 . 6 4 M J
/ k g , 变化在 中低 ? 特

煤灰分为 1 9 .
 3 8 %

? 3 9
.  5 8 % , 平均值为 2 6

.
 2 2 %

;高发 热 量之 间 ,
平均 值 分 别 为 2 5 . 4 1M J

/ k g 、

3 5 煤层原煤灰分为 1 6 .  3 8 % ? 3 6
. 7 7 % , 平均值为 2 6

.
 7 8M J / k g , 均属 中 高发热量 煤 。 其 2 0 煤层 、

2 6
.

7 1 % 。 2 层可采煤层 均属 中灰煤
;
变化在低灰 3 5 煤 层 的 浮煤发 热 量分 别 为 2 6 . 9 3M J / k g

?

? 中高灰之 间 。 浮选后 ,
2 0 、

3 5 煤层灰分平均值 3 3 . 2 5 2 0M
J
/ k g 、 2 4 .  4 5M

J
/ k g

?
3 3 . 6 4M J / k g ,

分别为 1 4 , 5 2 % 、 1 4 .  4 3 %
, 均属低灰煤 ; 两极值平均值为 3 0 . 0 7 M J

/ k g 、
2 9 . 8 9 M J

/ k g 。 2 0 煤层视

为 6 . 4 7 % ? 2 5 .  9 9 % , 变化在特低灰 ?
中灰之间 ,密度值为 1

. 站 g
/ c m 3 ?

1 . 7 4 g
/

c m 3

, 平 均值为

各煤层浮煤灰分均有所降低 。
2 0

、 3 5 煤层原煤挥 1 . 5 0
 g

/ c m
3

;
3 5 煤层 的视密度值为 1

.
 4 7  g

/
c m

3 ?

发分产率平均值分别为 2 3
.

5 6 % 、
2 2 . 6 8 %

, 属 中 1
.

7 6
g

/
c m

3

, 平均值为 1
.
 5 3

 g
/ C m

3

。

等挥发分煤 ;
两极值为 1 4

.
 9 6 % ?

3 4
.  0 7 %

, 变化综上所述 ,
2 0 煤层 、 3 5 煤层 总体情况相 似 ,

在低 ?
中高挥发分之间 。 洗选后 ,

2 0 、 3 5 煤层浮均为较稳定的大部可采煤层 , 但煤层厚度变化较

煤挥发分产率平均值分别 为 2 2
.

4 5 % 、
2 3 .

4 4 % ,大 ,
无明显规律且可采边界不规则 , 煤类 、 煤质变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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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较大 , 煤类大 致 变化于 贫瘦 煤 、 瘦煤 、 焦煤 和 | ^ J

M
| y m | 巧 丨

'

『
、

I

g g
ffl

1 / 3 焦煤之 间 , 但是否有肥煤还有待进
一
步研究 。— "

|
““

 I

= =
j%  !

?

3 沉积环境分析跡
丨

丨

丨

丨 丨 \  \w m

\卿 1 1 I  |
该区含煤岩系的 岩石组成从下往上为灰岩 、 粉 丨

|

丨% J
砂岩 、 泥岩和薄煤层交互出现 , 从大的 区域的岩相 ' 。 "

“

;

1

 ;
1 5  f

古地理上看 , 该地区在二叠纪时期为陆表海环境下—
. . J . . |  |

形成的沉积 , 根据岩性组成和测井曲 线特征可以判?
丨

I

丨

I

丨 |  |

断沉积环境及其演化
[

8 ￥
。 吴家坪组下伏的茅 口 组…

‘


,

1 3 J
̂

的岩性为灰岩 , 可以判断是在浅海环境下形成的灰.

- - -
i v  fm m

岩沉积
;
向上岩性变为粉砂岩泥岩沉积组合 ,

测井 " °
"

 | I

 |
1 : f  f

曲线呈漏斗状 , 符合三角 洲前缘亚相水下分流河道 i S rf  v
; : 

1

; IC >

或分流 间湾微相的沉积特征 ; 再 向上岩性变为泥岩?
 :

|

二

I 1 {  I
和煤层的岩石组合 , 煤层

一
般发育在泥炭沼泽的环 ) 7 ( h

"

l

丫

I

 , j  f
境 中 , 煤层向上又变为三角洲前缘亚相 的粉砂岩或‘

I


I


I

 I f %

浅海相 的灰岩 , 根据沉积演化的推断 , 煤层应该发—
I

丨

I

 ; | j  I

育在三角洲平原亚相泥炭沼泽微相环境 中 。 其沉积卿
丨 丨 : % I

找海

演化应该为在茅 口 组为浅海环境 , 进入吴家坪组时 I■ I I 1

 [

期 , 海平面下降形成三角洲前缘亚相环境 , 在水下當 I I

' j  i

分流河道或分流间湾 中 形成粉砂岩泥岩沉积组合 ,?


1

1

 j

1 f %

海平面继续下降 ,
进入三 角洲 平原亚相环境 ,

在泥赃 :
: : - t  I

炭沼 泽 中形成泥岩和煤层的沉积组合 , 向上海平面? 二 p  |
上升

,
环境又为浅海相 。 海平面的上升下降 , 使其把

: : 二 [ I

环境在浅海 、 三角洲前缘和三角 洲平原之间不断地— t i
5 5 0

- ? ? ? ? ? ? r
- 3 -

转化 。二 _
研究区段含煤岩系为二叠系上统吴家坪组 , 该 5 6 ( h I \

组为
一
套在陆表海环境下形成的主要是

一
套浅海相 5 T O -̂

碳酸盐岩和陆源碎肩 岩的混合沉积 , 主要沉积相为 5 S C h 

—一
:

— f  J
-

浅海相 、 分流间 湾 、 泥炭沼 泽相
[

3
_

1 2
]

,
主 要岩性 n 

1

 |
I

, \  f

为泥岩 、 灰岩 、 粉砂岩及薄煤层组成 ( 图 2 ) 。 在?
 1

1

1

; 4  r

纵向沉积序列上 ,
吴家坪组的岩性组合具有明显的?  I

丨

I

 ; "

j  \

三分性
,
上下段都以灰岩为主 , 上部为深灰色中厚■

丨 丨

丨

I ̂
层至厚层块状生物肩及燧石团块灰岩 ;

下部灰岩为 5 2 0
. 

““ "

i

丨? 2 0K

中厚层生物碎肩泥晶灰岩 , 含煤层 ;
中段主要为碎 1 I


1


I


1 1舰

肩岩 。 而且灰岩裂隙大量发育 , 裂隙 中 充填方解石 I
1

,
1: ,

脉和泥岩 。 整个含煤地层沉积相环境较稳定 , 变化 5价
^ ^ ^ 3 5

 g
较小 , 规律性较明 显 , 标志层及煤层层位清楚 、 稳— _ > 5 0

-

 f  1% 2
定

, 易于对比 。 r
n

4 J 
1

 I
1

 I 1 1 _ _ )
|

厂 _
-

.
.阐 _—煤灰 於 ■ 泥 灰冶

[ Z Z ]
粉砂鬱

4结 论

图 2 玉 山 矿 区 钻 孔 柱 状 图

玉山 煤矿含煤地层主要是二叠 纪上统吴家 坪

组 , 吴家聰发育翻?可錢层 ,
B P

2 0 3 5 3 R边界不細 1L 煤类 、 煤质变碰大 。 吴家聰发

煤层 。 可采煤层的 厚度变化较大 , 无明显规律且<育了 -
套碳酸— _ 肩岩 _ 合沉积 ’

主要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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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和 因 为 3 .
1 4〉 1 . 6 9 9

, 即 ‘〉 & ,联合制样机制备 系统进行偏倚检验 。 偏倚检验实

则证明系统偏倚显著小于 B
, 即没有实质性偏倚 。验结果表明 , 联合制样机制备 系统 的精密度符合

5 . 7 . 3 与 0 的显著性差异检验国标要求 , 偏倚在设定 B 值为 0 . 2 时可接受为无

按下列公式计算统计量 G :偏倚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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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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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w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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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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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4 表 1 2 查 出 自 由 度为受为无偏倚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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