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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保田 ) 青山地区 19#煤层赋存于龙潭组中下部,是本地区主要可采煤层。该文在收集该地区 19#煤层大量钻孔厚度、煤质资料基

础上,总结出其厚度变化规律,并分析了该区地质构造对煤层厚度变化的影响,对充分利用煤炭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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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The No. 19 coal seam ofGu izhou Baotian is hosted in the low er part ofLongtanForm ation, No. 19 coal seam is them ain coal seam in th is area.

On the base of collection of coal seam thickness and coal quality data of a large num ber of drill ing, w e summ arized th ickness variation and analysed the im2

pact of the structural geology of the area to the changes on the coal seam th ickness , wh ich have great signif icance in m ak ing fu ll use of coa 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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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保田 ) 青山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南部,杨子地

台黔中隆起西南侧,六盘水断陷普安旋扭构造变形区

黔西南涡轮构造带上的盘南背斜南东翼, 泥堡断裂北

西盘。

研究区内主要含煤地层为二叠系上统龙潭组,含

煤 16~ 33层,编号煤层有 3、5、9、12、17、19、26、29号共

8层,可采煤层总厚为 4. 51~ 21. 26m,其中可采煤层有

17、19、26号,局部可采煤层有 3、12、29号,其余煤层均

有零星可采点。 19
#
煤层位于 P3 l

2
下部, 煤层厚度大,

结构复杂,为该区主要可采煤层。

1 构造特征

青山向斜,下甘河断裂由 NE向 SW 贯穿整个区

块。盘南背斜、下甘河断裂、青山向斜、泥堡断裂构成

了整个区块的构造格架。研究区内形成以保田一青山

向斜为主的 NE) SW 向构造形态, 其向斜轴横穿整个

区块 ,中部被一组北东向为主的断裂 ( F9、F10、F11)将

轴部破坏。在向斜的两翼发育 NE) SW 向次一级褶

曲和断裂。断层分布不平衡, 西北部密集, 东南部稀

少。区内地层走向 NW ) SW向为主, 倾角 3b~ 25b,南

* 收稿日期: 2009- 10- 09

作者简介:韩艳玲 ( 1981- ) ,女,河北工程大学资源学院在读研究

生。研究方向为地质工程。

东翼局部相对较陡 (图 1)。

图 1 研究区内主要构造

该区的构造主要与燕山运动有关,在燕山运动过

程中出现了南北向的正、反两次直扭运动的复合叠加。

先期逆时针直扭运动可能发生在燕山运动早期,后期

顺时针直扭运动可能发生在燕山运动中、晚期。

2 19
#煤层厚度变化规律

2. 1 19
#煤层厚度分布频率

19
#
煤层位于 P3 l

2
下部,全区层位稳定。根据 275

个煤层厚度资料点分析, 煤层厚度 0 ~ 9. 77m,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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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4 m。其中, 1. 33~ 3. 5m的煤厚点占 45. 2% , 3. 52

~ 7. 61m的煤厚点占 38. 2% ,由此可知,煤厚以中厚煤

和厚煤为主, 19
#
煤厚分布频率直方图如图 2所示。

图 2 19#煤厚分布频率直方图

2. 2 19
#煤层厚度变化特征

全区层位稳定,对比程度可靠,整个地区总体表现

为北西部较厚,南东部偏薄的趋势。

( 1 )煤厚两极值 0. 12m ~ 9. 74m,特厚点煤厚为平

均值的 2~ 3倍以上,煤层厚度变化幅度大。

( 2 )研究区大部为 1. 33~ 3. 5m、3. 52~ 7. 61m的

中厚煤和厚煤区,特厚煤呈规则的较小块段孤立分布

于青山向斜北西部 ,薄煤呈不规则的较小块段孤立分

布于整个研究区,缺乏规律性。整个区域北西部较厚,

大部分为厚煤,全区可采。南东部偏薄,大部分为中厚

煤,大部可采。

( 3 )煤层厚度变化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和分带性。

沿青山向斜 NE) SW 的走向,煤层厚度在平面呈条带

状分布。

( 4 )局部煤厚具突变的特点,北西部马依地区和

南东部的糯东地区均有煤厚突变现象,薄则不可采,厚

可达平均煤厚的 2~ 3倍以上,在平面上呈不规则的岛

弧状分布,马依地区较密集,糯东地区较少。北西部煤

层厚度值变化幅度大,且不同厚度煤区之间距离很近,

煤厚变化梯度大。

3 构造对煤层厚度的影响

3. 1 多期构造应力场作用对煤层厚度的影响

本区构造形态是多种区域应力场,主要是 SN向、

NW - SE向挤压和 NW - SE向拉张应力场共同作用的

结果。印支早期近 SN向的挤压作用下,发生不甚强烈

的构造变形。燕山早期燕山运动在南北力偶反扭作用

和区域构造背景下,产生 NW - SE向挤压;燕山中期南

北力偶反扭应力场、NW - SE向挤压作用继续,奠定研

究区构造格架的基础。燕山晚期, NW - SE向拉张,研

究区构造格架定型。

多期构造应力场作用导致煤层展布分带性和方向

性,煤层厚度在平面分布看,沿青山向斜 NE) SW的走

向,呈条带状分布。

3. 2 断层对煤层厚度的影响
研究区断层构造十分发育,以正断层为主,力学性

质多属张扭性, 且分布不均衡。青山向斜北西翼断层

分布密集,南东翼稀少, 使得煤层厚度变化幅度增大,

局部出现突变。

北西部马依地区断层发育密集,使煤厚突变频繁,

薄则不可采,厚则可达平均值的 2~ 3倍,煤厚变化连

续性差,缺乏规律性。如,研究区北西边界的马依西西

部,该块段内断层较发育, 地层走向 NEE - NE, 倾向

SSE - SE,北东向断层把地层切割为长条状段块,由西

向东形成一系列相同排列的地堑和地垒, 破坏了煤层

沿倾向的连续性,形成一个个小的煤厚突变区,在等厚

线图上呈岛弧状分布。

3. 3 褶曲对煤层厚度的影响

研究区内除纵贯其中的青山向斜之外,次一级的

褶曲从西向东有:营盘山向斜,保田向斜,狗场背斜,落

泥向斜,大地背斜,老鬼山背斜和鱼龙向斜。此外,局

部还发育有与断层伴生的次级小褶皱。

褶皱构造引起的煤厚变化主要表现为背向斜轴

部。在褶皱形成过程中,由于轴部压力小, 煤层易于集

中,因而煤层厚度增大; 在褶皱两翼, 煤层结构多遭受

破坏,往往可见光滑的挤压面,且煤层厚度变薄。

南东部的糯东地区位于鱼龙向斜和老鬼山背斜之

间,属鱼龙向斜 NW翼或老鬼山 SE翼。受其影响,煤

层厚度变薄,煤层结构遭破坏,局部厚度变化不连续。

北西部马依地区与断层伴生的小褶皱,使煤层厚

度局部增大或变薄,进一步破坏了北西部煤层厚度的

连续性。

4 结语

多期构造应力场导致 19
#
煤层展布分带性和方向

性;断层构造使得煤层厚度变化幅度增大, 局部出现突

变。褶皱构造引起转折端煤层厚度增大,两翼厚度变

薄。因此,加强地质构造变化规律研究,是制定开采方

案的重要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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