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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层间滑动构造的类型
、

特征
、

成生

机制和成生条件
，

笔者已作过一些描述和讨

论
‘
牛衣

�叩午率禹县梁北区进行能专 题 研

究时
，

岑那该塔产地也有类似的构造存在
，

简介干下
�

禹县梁北区位于禹县县城以南
，
为一半

隐蔽式石炭一二迭纪煤产地
，
区内构造以断

裂为主
，
主条北西向走向正断层将勘探区划

分成三个长条形块段
，

滑动构造就位于北块

�称尹村块段 �的西段 �图
「

� �
。

在核实该

气
】工狐

��，一卜一叹�︸�一、︸一
、 �

讼里
’

���
一 ‘

南

纬黔
�
扮偏�

鑫矗望� 九 兹

�卜净
�

拼斋 示手奢 丽
。 ��，�� 之�硬蔺

。�

气
，

·

找
几

�

叹

巨曰
� 压巫�

�
�互」�

村

匹司， 巨互〕， 巨〕 �
呕三习

�

图�
�

禹县滑动构造基岩地质图

冬扮背斜抽，

了一见断层点钻孔

乳一向梦神
， ” 一真鱼度丢断层

，� �二陋早断裂
， �一煤层露头， “ 一未见断层点钻孔

，

�左一扎亏
，
石一缺层厚夏 �， �一验址扎

。

� ，
二任坡背斜， �

�

一华庄向斜
，
�

�

一尹村背斜
，
�

‘
一梁北 向斜

区的原始资料时
，
发现如下一些现象

�

��在佳坡背斜南翼大片地段内
，
达到太

原组顶部层位终孔的��个钻孔中全部见到有

断层点
。

�‘
断层点在地层层位上大致相同 �控制

尹村正断层的
一

�个孔除外 �
，

其中
，

位于大

占砂岩�二
、
煤老顶

、

�顶面的 �个
，
二

�

煤层

内 �个
，
二

�
煤底板 �个

。

�
�

断层带附近发育大量层面擦痕
。

�
�

断点处缺失地层厚度在平面上规律地

变化
， �

从南往北
，
从东向西有逐渐变小的趋

势
。

东端最大��米 ������孔 �
，
至 西端减

到��米 �����孔 �
� 南部 最 大 ��米 �����

孔 �
，
往北递减至��米 ������孔 �

。

�
�

主断点以上岩石碎裂严重
，
尹村断裂

以北���米宽的区段内碎裂更 甚
，
如����孔

主断点以上���
‘

��米 �铅垂厚度 �岩芯全部

碎成豆腐渣状
，
而主断点以下岩 石 却 很 完

整
，
一个钻孔往往有 �个以上断点

，
甚至多

到 ��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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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豫西晚古生代煤产地的

“
表皮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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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田地质与勘探

， ����， � ， ��



�
�

利用反射波地震法追索构造
，
其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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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

炭系顶界面的构羊释态
是连续的 �图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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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层 由山西组组 成
，
厚 �� 米 左

右如岩性以泥
一

质岩
、

粉砂质岩
、

煤层等软塑

物质为主
，

夹数层厚度不天的砂岩
。

滑动层

常是主滑面附近缺失的那部份地层
，
它对层

间滑动构造的形成先后有两个作用
，
即滑动

发生前�由于它的岩石软弱性
，
有利于断裂

面的形成 � 滑动发生后
，
由于它的岩石塑性

和流变性
，

促进滑动的进行
。 �﹀今

奸嗣����� �路�� �〔 ��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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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面 �断裂面 � 主滑面常

组下部�己发现河南炸脚中的层何

梦李含巷寸士男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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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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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各点
，
禹县煤产地可能与豫西

相似
，
这些构造应为顺层滑动构造

。

根据顺

层断裂方案布置了 �个验证孔
，

验证结果是

�个钻孔全都见到断层点
，
且主断点所在层

位除邻近顺层断裂东部边缘的�����
、

�����

两孔断点位置偏上外 �顺层断裂面在边缘要

伸出基岩面而翘起 �
，

其余 �孔皆位于山西

组下部
，
断点处所缺地层厚度以及岩石碎裂

性也基本符合预想规律
。

顺层断裂的存在得

到了充分的证实
。

禹县顺层断裂的各项构造要素及其特征

如下
�

�

一

�
�

下盘 �底盘 � 由寒武系
、

石炭系及

二迭系底部地层组成
，
岩性以碳 酸 盐 岩 为

主
，
力学性质坚硬

。

由于滑动中底盘处于相

对静止状态
，
故而它的构造形态比较简单

，

为宽缓的褶曲迭加了稀疏的断裂
。

任坡背斜

是下盘的主体构造
，

轴近东西向
一，
中段向北

突出略呈弧形
，

、

脊线东西翘起
，
中间低凹呈

马鞍形
。

它是由南关断层的牵引作用而形成

的
。

之主滑面多位于此层位
一

�
，
具有以下特点

�

�� �滑面往往形成在岩右力学性质差

异最大的部位
，
如太原组上部灰岩 段 与二

�

煤段之间
、

大占砂岩与小紫一香炭段之间岩

石强度差异性最大 �抗剪强度为 补与 抗 压

强度为�件
，�

一

拉拉弹度为����
�

，
、

主滑面就常

位于这两个部位
、

沁 �滑面产生部位与软弱岩石的厚度

有关厂随着厚度的增大
，

抗剪强度减弱
。

若

单从岩石力学性质上看
，
本区二

�
煤段强 度

最弱
，
但其厚度却小于小紫一香炭段的 ��

�倍
，
故而从整体看来

，

后者更为软弱
，

产

生滑面的机率更多
。

屯滑体�上盘 �一由山西组以上煤系地

层组成
，
由于它的力学性质相对昨比 较 软

弱
，
同时

，
在滑动中又 处 于相对 运 动的一

盘
，
因此

，、

它的构造形迹比下盘厦杂
。

滑体

中常见有较多的断层犷可能是与主滑面伴生

的次要滑面
，

具顺层性质
�
或亩主滑面派生

的分支断裂
，
具切层性质

。

本区滑体的构造

特征在平面上可划分为两带
�

� ·

���南带
一

�相当子地震
一

记录 空 白

带 �
，

�

以褶曲为主
，

殆成轴向近东西的尹村

背斜和梁北向斜
。

褶曲轴面近于直立或稍向

北倾
，

两奠地层倾角��一��度
。

上盘的褶皱

与下盘单斜相衬托犷构造剖面上具鲜明的构

造不协调性
。

岩石碎裂严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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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煤或其它矿床的找矿勘探中
，
数量指

标�煤坂矿层厚度 �
�
和质量指标�煤质或品

位 �的稳走与座都是重要的课题
。

煤厚稳定性

在煤田勘滁币尤为重要舒国家规范根据煤层

℃主要是煤厚 �稳定程度而划定了不同的等
级类垫

，

浦结合构造类型
，
决定相应的工程

网度
，
最终获得相应级别的储量

。

煤炭扣���年 �月��旧颂发的
“ 煤炭资

源地质勘探规范
” ‘试行�对煤层稳定类型的

划分虽有阐述 �分为四个类型
，
皿类又分为

两个亚型�
‘

详见规范��一��页 �
，
但一如既

往
，
只能认为是定性的

。
实际评价时很可能

因人而鼻
， 一

如煤层厚度的
“ 变化 很 小 ” 和

“
有一是变化

，，毒
‘ “
基本全区可采

”
和 “ 大

部分可来 ”
一

的界限难以区分
，
实践中很容易

弓�起争执
。

如果我们能比较地作 出 定 量 评

价犷则有未�子统一认识和掌握稳定类型的划

分
。

本叉的目的即在于此 、

� 一 ，

扮

一 稳定指数的概念与依据
一 �、

�

又
�

在数理统计中表示总体特征的参数在地

质上是完全可以引用的
，

义
。

且可赋争地 质 意

�
·

样本
雌

�幻
〔

�一

专
，

导
， � �，

表示总体平均水平
，
即相当于煤 层 平 均 厚

度
。

�
�

极差 数据中两极值之差
，
表示波动

幅度
，
相当于区内最大最小煤厚之差

。

它未

能充分利用所有数据所提供的信息
，
所以还

不能较好地显示总体的波动�即煤厚变化 �

情况
。

一

东标准差或标准离差 ���

� �

��弃 全�
� � 一

幻
�，
它表示了数 据

丫� 一
� �一 � “

“
‘

�
一
�、 一

’ ，
一

，

一

波动的绝对程度
，
充分地利用了所有数据所

提供的信息
，
可以理解为媒厚的波动

，
也即

煤层的不稳定程度
。

� �

� � � �
、

� �
� �

�
�

�
�

变异系数 ��， � �
， � 于

，
它表示

了相对的波动程度
，
弥补了 �未能联系总体

蜡
� �一

��争北带
，
构造变动较弱

，
岩石完整

性较好
，
构造形迹简单协调

。

一

从上述分带特征上可见滑体具有由南向

北运动的方包晚，南带的构造变动强烈
，

岩石

碎裂性强的特点， 显示了这部分滑体在滑动

中能量强
、
速度快

、

甚至具有一定的塌滑性

质妙这是滑体后部的特征
� 而北 带 变 动 较

弱
，
岩石完整性较好

，
显示着这部份滑体在

滑动中能量弱
、

速度慢的滑体前部的特征
，

这是由于滑体受力是由后部向前部传递
，
滑

体能量也是由后部向前部逐渐减弱的关系
。

其次主滑面附近缺层厚度也是由南 向 北 递

减
。
实践证明滑动层的缺朱主要是层间压一

扭力作用的结果
，
故而缺层的数值是可做为

度量层间力强弱的近似标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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