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2021 年 3 卷 1 期  ISSN:2661-3638(Print); 2661-3646(Online) 

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三盆镇遵沿煤矿控煤模式及聚
煤模式分析
张传阳

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一五九队  贵州  盘县  553500

【摘要】通过对本区进行勘探及调查等工作手段，结合相关地质资料对本区控煤模式及聚煤模式进行了简要分析。分析结

果为：本区为受 F80 逆断层上、下盘同时控煤的早期层间逆冲推覆构造控煤模式；含煤地层为碎屑岩、碳酸盐岩含煤沉积

的海陆交互沉积相，因在发生海侵及海退作用时，经分流间湾逐渐变浅演化为泥炭沉积，应为潟湖—潮坪沉积成煤模式。

【关键词】黔北煤田；沉积；推覆构造；控煤模式；聚煤模式

贵州省以“江南煤海”之称体现了其在全国范围内
煤炭资源的丰富性，为我国长江以南重要煤炭资源产地
之一。本煤矿位于本省主要赋煤区之一的黔北煤田中部
范围内，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对本煤矿控煤模式及
聚煤规律进行分析，以期为煤矿未来对煤炭资源勘查部
署及开发计划提供一定的计划依据。

1 地质概况
1.1  地层背景及沉积环境
黔北煤田出露地层自西向东发育有海陆交互相的碎

屑岩、碳酸盐岩含煤沉积，西部以陆相沉积为主，东部
以海相沉积为主。区域出露的地层由老至新地层有石炭
系寒武系（€）、奥陶系（O）、志留系（S）、二叠系（P）、
三叠系 (T)、侏罗系（J）、第四系（Q），缺失泥盆系（D）、
石炭系（C）地层。本区含煤地层为二叠系上统龙潭组

和长兴组，其中：龙潭组组厚 55 ～ 195m，含可采煤层
0 ～ 12 层；长兴组组厚 49 ～ 92m，含可采煤层 0 ～ 6 层。
龙潭组及长兴组与上覆三叠系上统夜郎组和下伏二叠系
下统茅口组均呈假整合接触，此为海陆交互相沉积导致
的结果。

1.2  区域构造
矿区所处区域大地构造位置为扬子准地台（一级）

黔北台隆（二级）遵义断拱（三级）毕节北东向构造变
形区东缘（四级）。现今构造轮廓定型于燕山期地壳运动。
构造形式主要以褶皱为主，断裂次之，未见岩浆活动，
褶皱一般呈北北东或近南北向展布，向斜多为紧密褶曲。
断裂以近南北向横断层及斜向断层为主，规模大，延伸
长，断面多倾向北或北西，多为高角度正断层，近南北
向走向断层规模相对较大，延伸长，断面一般倾向西或
南西。

图 1  区域构造示意图

1.2.1  褶皱
本煤矿所处褶皱构造为高桥 - 山盆向斜南东翼南段

和中间户向斜（次级构造）末端之间。于燕山运动时期

形成一系列北东向的背、向斜及断层。褶皱受太平洋板
块斜向俯冲、大陆地块左旋直扭运动等因素控制呈现 S
形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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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断裂
本煤矿经 1:1 万现场地质图修测填图工作，断层主

要发育于煤矿北部及西部以外范围，以 F80（逆断层）
为主要断层，小断层集中发育于 F80 南、北两端。F80：
位于矿区西部矿区外缘，断层由南向北起于老鸹山止于
谢家坪，断层长度 5900m，断层断距 20m ～ 130m，倾
向 271°～ 281°，倾角 78°左右，为一斜交逆断层。
断层切割了 P2m 至 T1m 地层，在赵耳坪 - 高烟盐处，地
层倾向混乱。

2 煤矿地质概况
2.1 矿区地层及含煤性
本煤矿及其外围出露的地层从老到新有二叠系中统

茅口组（P2m）、上统龙潭组（P3l）和长兴组（P3c），
三叠系下统夜郎组（T1y）和茅草铺组（T1m），第
四系（Q）。龙潭组地层为本矿区含煤地层，组厚
64.88m ～ 102.42m，平均 81.51m。含煤 3 ～ 14 层，一

般 8 层，煤层全层 2.62m ～ 8.64m，平均总厚 5.22m，
含煤系数为 6.40%，含可采煤层 3 层（5、10、12），其
中以 12 号煤层最厚，煤层全层厚度 0.57 ～ 3.23m，平均
1.43m；煤层采用厚度0.57～3.23m，平均采用厚度1.41m。

2.2 矿区构造
2.11 褶皱
本煤矿所处中间户向斜末端，位于预留矿区北

东部，向北东方向延伸至锣鼓台一带，经野外 1:1
万地质图修测填图和收集周边金虎煤矿及隆鑫煤矿
地质资料予以证实，地层倾角较缓，倾角一般为
18°～ 12°。此褶曲为本煤矿唯一一条舒缓型向斜。 
2.22 断裂

根据以往地质资料及钻孔揭露情况分析，地表在煤
矿北西部矿界边界处、北部及东部矿界边界处发现断层
3 条（F80 逆断层、F82 正断层、F1 逆断层），以及矿
井下发育有小断层，但对矿井开采影响不大；地下在南
部揭露 1 条隐伏断层（F402 逆断层）。断层特征见表 1。

表 1  断层特征一览表 

序号 断层编号 位 置 性质
走向

（º）
倾向

（º）
倾角

（º）
落差

(m)
对本煤矿煤层影响

1 F80 矿区西部 逆 近 SN W 78 >30 全煤系

2 F82 矿区北部 正 近 SN W 69 >30 煤系上部

3 F1 矿区北东部 逆 近 N 至 SE NE 33-55 约 20 无

4 F402 矿区南部 逆 近 EW N 约 60 约 10 煤系底部 12 号煤层

3  控煤模式及聚煤成因分析
3.1 煤矿构造控煤模式分析
煤矿西部 F80 逆断层呈南北向顺含煤地层逆冲推覆，

上盘含煤地层上升但未出露地表，经地表填图分析煤矿
西部（高桥 - 山盆向斜轴部方向，即含煤地层深部范围）
应存在完整龙潭组含煤地层；下盘地层下降致使下盘含
煤地层下伏于深部，本煤矿位于 F80 断层下盘含煤地层
浅部范围，根据钻孔揭露情况，下盘龙潭组含煤地层埋深
应在 910m 以下。根据分析，本煤矿控煤应为以 F80 逆断层
上、下盘同时控煤的早期层间逆冲推覆构造控煤模式。

3.2 聚煤模式分析
本煤矿龙潭组地层为碎屑岩、碳酸盐岩含煤沉积的

海陆交互沉积相，根据钻孔揭露的岩层鉴定结果，岩性
主要以细砂岩、粉砂岩为主，其应为潟湖—潮坪沉积体
系的海侵时期的沉积环境，聚煤模式主要发生在海侵、
海退交替作用，以潮坪作为聚煤场所，煤层稳定性好，
连续性相对较好，如本煤矿 12 号煤层比较好的表现了该
成煤模式，其平行于岸线展布。

4 结束语
（1）本煤矿所处区域大地构造位置为扬子准地台（一

级）黔北台隆（二级）遵义断拱（三级）毕节北东向构
造变形区东缘（四级）。现今构造轮廓定型于燕山期地
壳运动。构造形式主要以褶皱为主，断裂次之。断裂以
近南北向横断层及斜向断层为主，规模大，延伸长。本
矿区控煤模式应为受 F80 逆断层上、下盘同时控煤的早
期层间逆冲推覆构造控煤模式。

（2）本煤矿含煤地层为碎屑岩、碳酸盐岩含煤沉积
的海陆交互沉积相，因在发生海侵及海退作用时，经分
流间湾逐渐变浅演化为泥炭沉积，体现为煤层稳定性较
好，连续性相对较好，平行于岸线展布等特点。本矿区

聚煤模式应为潟湖—潮坪沉积成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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