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田地质研究

长阳含煤 区梁 山组含煤性的研究

湖北省一一五煤田地质勘探队

长阳含煤区位于湖北省西部的宜昌地区
。

是鄂西重要煤矿区
。

该区自震旦纪
、

古生代
、

中生代到新生代的第四纪
，
其中除侏罗纪外

，
均有不同程度的

沉积
。

含煤地层有
�

下石炭统测水组 ��
，
�

，
下二迭统梁山组 ��

�

�� 及上二 迭 统 龙 潭 组

��
�
��

。

本次煤田预测的重点为梁山组
。

测水组在含煤区不发育
、

含煤性差
，
龙潭组分布在含煤

区西部
，
故未作为本次预测的对象

。

根据自然地理和含煤性
，

将含煤区分成郡家沱
、

马鞍山
、

落雁山
、

火烧坪
、

茅坪
、

白炭

河
、

白溢等七个区 �图 � �
。

一
、

含煤地层和煤层特征

梁山组的下伏地层大部分地区为中石炭统黄龙群灰岩
，
局部有上石 炭 统 船 山群 �马鞍

山
、

落雁山 �
，
或上泥盆统写经寺组 �白炭河 �

。

上覆地层为下二迭统栖霞组
。

梁山组地层厚�
�

�����
�

��米
，
一般 ����米

。

含煤四层
，
煤层 总 厚 。 ��

�

��米
，
含煤

系数�
。
��左右

。

岩性以细粒石英砂岩为主
，
占剖面总长的���以上

，
次为泥质 岩

、

泥 岩 及

煤层等
。

岩相以过渡相为主
，
旋回类型呈过渡相一泥炭沼泽相一过渡相序列

。

整个梁山组自

下至上可分四个旋回
，
�

、
�旋回主要发育在马鞍山

、

落雁山等地
，
���

、
�旋回全区普遍发

育
。

梁山组含煤四层
，
分别赋存于 �一�旋回之中

，
分别称 工

、
�

、
���

、

万煤层 �图 � �
。

工煤层
�

仅发育在马鞍山区
。

下距煤系底界�
�

����
�

��米
，
煤厚 。 ��

�

��米
，
变化大

，

呈小的不规则状凸镜体
。

煤层结构
，
除个别工程点见�

�

��米泥岩夹石外
，
一般属单一结构

，

底顶板为含炭质泥岩
、

石英砂岩
。

属不稳定煤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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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
�

主要发育在马鞍山区
，
其它地区零星发育

。

煤层位于 �旋回上部
，

煤厚 ���
�

��

米
，
一般�

�

��米左右
，
为小的不规则的凸镜体

、

藕节体
。

煤层以单一结构为主
，
顶板岩性主

要为细粒石英砂岩
，
底板为泥岩

、

石英细砂岩
。

属不稳定煤层
。

���煤层
�

为梁山组主要可采煤层
，
全区普遍发育

。

煤层位于皿旋回上部
，
剖 面 中 缺 失

工
、

�旋回时
，
下距煤系底界 �� �米

。

煤厚 。 ��
�

��米
，
一般 。 �

����
�

��米
，
煤层的发育

大致以落雁山和青岗坪为中心
，
东部由马鞍山至郡家沱

，
西部由火烧坪至茅坪

，
西南部由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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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河至白溢
，
煤层逐渐变差

，
中心一带煤层形态呈藕节体或大凸镜体

，
煤 体 规模��������

米
，
向外围逐渐变为不规则的，��凸镜体 ，

煤体规模为几米一百余米
。

煤层结构与煤层发育的

趋向在总体上相一致
，
煤层发育好

，
煤层结构简单

，
反之发育差

、

结构复杂
。

顶板岩性以灰

色石英砂岩为主
，

次为泥岩
，
底板主要为深灰

、

灰黑色泥岩
、

灰白色石英细砂岩
。

属较稳定

�不稳定煤层
。

那煤层
�

见于落雁山
，
其它地区只有层位而不含煤层

。

位于 �旋回下部
，
煤厚 。 � 。 �

��

米
，

变化大
，
顶底板为石英砂岩和砂质泥岩

。

属不稳定煤层
。

二
、

含煤性与地质因素

梁山组含煤沉积以地层厚度小
、

变化大
、

煤层层数少
、

不稳定为特点
。

为了在含煤区找

出含煤性好
，
煤层相对稳定的地段

，
提高勘探工作的预见性

，
避免盲 目性

，
我们进行了如下

馨冬



方面的探索
�

�一 �含煤性与黄龙群灰岩厚度

石炭纪晚期
，

含煤区在
“
云南运动

”
的影响下

，
地层遭受剥蚀

，
船山群仅在低凹处 �马

鞍山
、

落雁山 �被保存下来
‘。

在剥蚀强烈的地方
，
黄龙群的中上部以致下部

，
亦遭受剥蚀

。

早二迭世初期
，
含煤区开始下降

，
形成了滨海湖沼环境

，
从而接受了梁山组的含煤沉积

，
所

以黄龙灰岩遭受剥蚀后顶面高低起伏的形态
，
基本上构成了梁山组含煤沉积时的 古 地 形 面

貌
。

含煤区黄龙灰岩根据岩性可分三层
�

上部为灰色致密质纯灰岩， 中部为灰白
、

肉红色结

晶灰岩， 下部为灰白色白云质灰岩与白云岩
。

当黄龙灰岩悼度大时
，
各分层厚度亦大

，
当黄

龙灰岩薄时
，
各分层厚度亦小

。

所以
，

含煤区黄龙灰岩自仃沉积厚度
，
反映区域的沉降幅度

。

也说明
，
自黄龙灰岩沉积到梁山组沉积以前的地壳升降运动是整体性质的

。

灰岩残存厚度大

的地带
，
成煤前是相对低凹的地方

，
反之

，
灰岩残存厚度小的地带

，
成煤前是相对高起的地

方
。

含煤区黄龙灰岩的露头
，
分布在马鞍山一长岭向斜的边缘

，
而中部大片地区没有资料

，

撇衅
厚度变化 尸�

—一
趋势感到困难

。

对

此
，
我们借助二维

趋势面分析法
，
研

究黄龙灰岩厚度变

化
，
趋势面计算到

五次
，
其中以四次

拟合优 度 为 最 佳

�����
。

所以采用

了四次趋势面成果

为基 础 �图 �
带

�
，

根据趋势值变化趋

势
，
勾绘灰岩厚度

图�
�

黄龙灰岩残存厚度趋势面图 �四次 �

图 �系含煤区西部黄龙群灰岩厚度趋势面图
�

都镇湾以东因断裂发育趋势值受千扰大
，
故未考虑

飞戌



口季
�� �县

军 曰
君

田

围鬓
� ‘ 冉、 气立

团帐恻州迹仲似湘概眺书柳细侧殴噢找
二

四裂烈曰以

︸一下们州抽训一又璧寡内介

，

长︸勺已、彭召心

等值线图�图 ��
。

该二图所反映的形态基本一

致
，
但在局部地段尚有 出人

，
这是因为趋势面

图中
，
排除了局部的和随机的因素

。

通过灰岩厚度的分析
，
含煤区黄龙群灰岩

残存厚度与梁山组含煤沉积有如下关系
�

当黄龙群灰岩残存厚度���米时
，
梁山组

厚度� �米
，
煤层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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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含煤性差 �图 � �

。

所以
，
黄龙灰岩��米

�

厚度等值线可以作为梁山组含煤沉积煤层发育

程度的控制线 �图 � �
。

此外
，
灰岩顶面遭受剥蚀后所造成的岩溶微地形

，
在局部地段对梁山组的沉积厚度

、

煤

层形态也有很大的影响
。

从地表露头和火烧坪区生产煤窑的观测
，
黄龙灰岩顶面岩溶地貌

，

即溶沟
、

溶谷
、

岩溶漏斗

等使梁山组含煤沉积的初 尸一一
�

一
一

�

一�

期产生
“
填平补齐

” �图

� �
，
填补的幅度虽然有

限
，
可是对厚度不大的梁

山组来说
，
是 相 当 可 观

的
，
足以左右含煤沉积厚

度的变化
，
这种

“
填平补

齐
”
作用到 �旋回 ��煤

层 �沉积前大致消除
。

�二 �含煤性与梁

山组地层厚度

�
� � ��米
‘ 一��� ���二��

一
�

一
一 �一二洲

目�一�，，一
‘ �

‘
�

心 � ‘ �

奏蒸鑫
医吕

压三

，日共沙岩

灰沼

图�
�

火烧坪杨木溪黄龙群灰岩漏斗素描

长阳含煤区梁山组含煤沉积
，
由于基底黄龙群灰岩顶面微地形的影响

，
在几米至数十米

距离内
，
地层厚度成倍的变化

。

这种局部因素的干扰
，
影响着对梁山组沉积厚度变化规律的

认识
。

根据野外观察
，
梁山组沉积厚度虽然受局部因素干扰比较大

，
但是在一定的区间还是

有规律的
。

我们采用一定区间的一般地层厚度值
，
作为该区间的厚度点

，
并结合含煤沉积特

征
，
圈定地层厚度变化的总体趋势

，
即厚度等值线图 �图 � �

。

从图 �中看到
�

梁山组地层厚度与黄龙群厚度
，
在总体变化趋势上大致相仿

，
呈南薄北

厚
，
在东西方向上

，
以马鞍山为中心

，

东西两侧薄
，
沉积厚度最大的为马鞍山

，
平均��米左

右
，

其次为落雁山东部
，
平均��

�

��米
。

梁山组与黄龙群的厚度变化关系
，
说明含煤区 的 地

壳沉降具有继承性
。

梁山组沉积在东部马鞍山大致呈近东西向
，

西部白溢
、

白炭河
、

茅坪以

及火烧坪的西部广大范围
，
呈北西西一北西向

，
而在落雁山与火烧坪东部青岗坪 之 中部 地

带
，
沉积方向则不如两侧明显

。

据上所述
，
推测梁山组含煤沉积当时状况是

�

含煤区是以马鞍山为中心比较低洼
，

东西

两侧相对高隆的滨海地区
。

当马鞍山一带下降为滨海湖沼环境
，
接受了含煤的 沉 积 时

，

东

土�



团恻暇雏侧殴四裂烈曰以

李时目

西两侧高隆地带仍

处在剥蚀状态
。

�道

着继续海侵
，
到梁

山组的中后期
，
湖

沼地带 进 一 步 扩

大
，
东西两侧才接

受了沉积
，
故在东

西两侧除了局部低

洼的地方外
，
缺少

�
、
��旋回和 �

、

��煤层的沉积
，
���

旋回全区发育
，
是

赋煤的最好旋回
，

班煤层为含煤区的

主要煤层
，
到了梁

山组的后期
，
由于

海侵再度加强
，
含

煤区由滨海湖沼向

浅海演变
，
所以 �

旋回全区发育
，

而

�煤层不发育
，
一

般仅有层位而不含

煤层 �见图 � �
。

梁山组的沉积厚度

与旋回数的多少成

正比关系
，

随着旋

回数的减少
，
沉积

厚度减小
。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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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含煤性与煤系剖面类型

根据含煤沉积厚度
，
煤层在剖面中的位置

、

旋回岩性组合
，
含煤区煤系剖面可分四种类

型
。
�见表 �与图 � �

表 �

澳
’

憧�
’

蔺 �’� ” ”

一
‘ “ � ”

价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 �

一
’ 一

… 一
� �旋 回 � 煤 层 一 岩 性 组 成 �含煤性 一

多 竺…退遭 …

—
…

—
一…一

�

—
一—一

� ���
、
�旋回发育 一 ， 』， 曰 、 ， 二， � � 二 、 二�

、

� 、 、 � � 一

� � �
、 � �

� � � 一 且 休 属 认 曰 ， 止， 、 � 一 侧 犬 妙 扫 月 工
、 口、 � 一

青岗坪 � 一��米 为 砂 泥 岩
，
粘 土 泥

岩

马鞍山 ���米 各 旋 回 发 育

�
、

�
、

�煤层均有不

同程度的发育
， ��煤层

不发育
，
但 有 相 应 的

层位
，

…立
…中 等

�

鄙家沱 ��米左右 仅有��
、

�旋回
�煤层发育

，
其余煤层

不发育

除石英砂岩外
，
泥岩

、

炭泥岩发育
，
在剖面中

占有相当的比例

较 差

…
’

…�
、

�旋
一

回 发

白炭河 一‘ ��米 …育
，
�

、

�旋回

� �不发育

不 含 煤 或 仅 有 煤

线 与 炭 泥 岩
石 英 砂 岩 为 主 一 差

青岗坪类型是工业价值最好的类型
，
其次为马鞍山类型

，
而白炭河类型无开采价值

，
郡

家沱类型为与远安含煤区过渡的类型
。

分析各煤系剖面类型的生成环境
，
马鞍山类型是形成于湖沼沉积中心地带

，
工一 互旋回

及其煤层均有发育
，
而含煤性稍次� 青岗坪类型是形成于湖沼沉积中心至边缘的过渡地带

，

是成煤物质繁殖与堆积的有利地段， 白炭河类型是形成于湖沼边缘地带
，
成煤条件差� 郡家

沱类型是形成于滨海砂质一湖沼相向浅海粘土质相过渡的环境
，
成煤条件次于青岗坪与马鞍

山类型
。

�四 ����旋回岩比特征

煤层的发育好坏与煤层所处的旋回内的岩性组合有着密切的关系
，
���旋回是含煤区赋煤

最好的旋回
。

通过对���旋回岩比的分析
，
其岩石类型与煤层发育程度关系如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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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岩岩 石 类 型型 � 砂岩 十泥岩岩 砂 岩岩 煤 层 发 育 程 度度

�����
� 煤 十炭泥岩岩 泥 岩岩岩

��� 砂岩
、

煤 十炭泥岩岩 ��
�

���
�

��� ��
�

��� 好 的的

��� 一 砂岩
、

煤 十 炭泥岩岩 ��
�

�� ��� �
�

�、 ��� 较 好 的的

��� � 砂 岩岩 ��
�

������ � ��� 较 差 的的

��� 一 砂 岩岩 ����� � � � ��� 差 的的

图 �是���旋回三角岩相图
。

该图清楚地表现了梁山组���旋 回的岩石组合属碎屑岩相
，
岩

石类型呈规律的变化和分布
，
砂岩

、

煤层 � 炭泥岩类型 ��
、
��分布在马鞍山至茅坪以北

，

向西南部自炭河变为砂岩类型 ��
、
� �

，
在都镇湾以西具明显的北西向 分 布

。

与图 �对比

可看出含煤情况尚好的�
、

�类型基本上相应于黄龙灰岩残存厚度���米的区间
。

与 图 � 比

较还可以看到�
、

�类型分布的地带
，
梁山组地层厚度比较大

，
是相对低洼的地方， 而�

、
�

类型分布的地带
，
梁山组厚度较小

，
是相对高起或沉积盆地边缘地带

。

�五 �煤厚与层段厚相关分析

为了探索各区段梁山组含煤沉积厚度与总煤厚的关系
，
���煤层厚与�煤层以下地层厚度

的关系
，
我们运用了数理统计的方法

，
对各种煤系剖面类型作了相关分析

，
其结果如表 ��

区区 段 名 称称 相 关 系 数数数

谧谧谧

总 煤 厚 与 煤 系 厚 度度 � 煤 层 厚 与 � 煤煤煤
层层层层 以 下 厚 度度度

鄙鄙 家 沱沱 一�
�

������� 一�
�

����� ��� 负 相 关关

马马 鞍 山山 �
�

�������� �
�

�刁������ 正 相 关关

落落 雁 山山 �
�

��〔����� �
�

��以�������

青青 岗 坪 � 范 家 峋峋 �
，

�������� �
�

����� �����

马马 连 � 丰 子 岭岭 �
�

�������� �
�

�月��������

上上 下 庄 �火烧坪西 ��� �
，

��刁����� �
�

��〔 � �����

���
�

������� �
�

���������

义 表中括号内数字为统计点数
。

查相关系数检验表得知
�

总煤厚与煤系厚度在马鞍山
、

落雁山
、

青岗坪一范家晌三个区

段的相关系数显著
，

其它区段不显著
。
���煤层厚与���煤层以下地层厚度， 在 青 岗 坪一范 家

冬毛



晌
、

马连一丰子岭二区段的相关系数显著
，

其它区段关系不大
。

煤系厚度与煤层发育程度的关系见表 � �

煤煤 系 厚 度度 煤 层 发 育 情 况况

马马 鞍 山山 � �米米 不 发 育育

落落 雁 山山 � �米米米

青青岗坪、 范家晌晌 � �米米米

马马 连、 丰子岭岭 � �米米米

茅茅 坪坪 ���米米米

都都 家 沱沱 � �米米米

���煤层以下地层厚度与���煤层发育程度的关系见表 � �

表 �

� 。 二 力 �
’

�，煤 层 以丫 �
’ ， ， 。 。 ， � ， 二 �

一 坦飞 �汉 们 巾」、 � 匀� 曰 厦 民护 � 皿
沪，‘ 尹子� 若了

曰 �月 护‘ �

�

—
��份

�

巴竺 怪 …
�

—
�

� 乡 塑卫�

一�些芥 � �
� 青岗坪“ 范家炯 � � �米 �

�

�

卜 一 二
丫丫 万 下

� 一

�

—
� 不 发 育 �

� 兰 资兰型�全
�

一�二吕荃� 一… �

�一霎
�

�催提一
�

…
一

…一、 一�
�六 �含煤性综合分析

含煤区梁山组含煤沉积
，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控制

，
并且随时间的推移和空间位置的变

迁
，
各种因素影响的程度也不同

，
所以研究含煤性的变化

，
首先应该分析各种因素对含煤性

的影响程度
，
其次了解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
从中找出规律性

。

通过前述五个方面对梁山组含煤沉积的研究
，
我们预测找煤的具体步骤是

�

�
�

以梁山组基底黄龙群灰岩残存厚度��米线为界
，
大体划分煤层发育与不发育范围

。

�
，

根据含煤沉积厚度
、
���旋回岩比值

、

煤系剖面类型
、

相关分析成果
，
在上述煤层发育

范围中进一步划分出煤层发育好的与中等的地段
。

�
�

根据生产煤窑和工程揭露点
，
对不同地段的煤层厚度

、

煤体形态及规模
、

可采含煤率

等作归纳统计
， 将煤层发育程度分为三级 �表� ��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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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含 煤 级 别别 可采含煤率率率 ，，最小一最大
，

水
、、

������ �����
落下 �石矛

���一�一�下不布��� 叹刁、 ，，

一一一一一放放

��� 级级 ����� 藕节体伏���、 ����米米

���好的 �������

藕藕节体状
、

凸镜体状状 �内�
�

����

几几十米����米左右右 �
�

��、 �
�

����

��� 级级级 � 凸镜体状
、

鸡窝状状 ���
�

����

���不发育����� 几米����米米 �
�

����
�

����

图��是���煤层发育趋势图
，

从图中可看出落雁山
、

青岗坪是���煤层发育较好的地段
，
其

次为东部的郡家沱
、

马鞍山和西部的火烧坪西及茅坪
，
而西南部的白炭河

、

白溢是煤层不发

育地区
。
�煤层发育较好的地段为马鞍山区狮子包

，
其它地区不发育

。

三
、

预测成果及验证

根据对梁山组含煤性的综合分析
，
长阳含煤区预测并划分 出七个有利于勘探 开 发 的 地

段
，

其中预测可能区有落雁山和青岗坪两个
，
预测推测区有刘坪

、

火烧坪
、

资丘
、

杨木溪及

茅坪五个 �图� �
。

根据煤层发育程度
，
地形构造特征等

，
以落雁山

、

青岗坪
、

茅坪三个区

段为好
。

这次预测工作
，

使长阳含煤区梁山组煤的储量比以前增加了两倍
，
在湖北省煤炭资源困

难的条件下
，
为其提供了上亿吨的新的远景煤炭工业基地

。

近来
，

通过钻探验证
，
马鞍山区中部狮子包井田煤层发育较好

，
落雁山区见 煤 情 况 很

好
。

这说明预测工作是有效的
。 ‘

使我们受到鼓舞
，
增强了信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