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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科学院地质勘探研究所 �

腐植烟煤的主要微类型 �显微煤岩类型

之简称
，
或微类型组

，
下同 �及煤岩类型的

划分命名
，，

国际上已 日趋统一
，
但国内仍存

在不同的划分方案
，
从而导致了人们对分类

以及对一些名词和实际内容理解的混乱
，
阻

碍了相互间资料的利用和交流
。

这种情况的

继续存在
，
将无助于本门学科的发展

，
也会

造成实际工作的困难
。

鉴于此
，
本文试图在

重点介绍国际有关分类和术语的基础上
，
对

比
、

评述现行的一些划分方法
，
并提 出目前

原则上采用国际煤的微类型及煤岩类型划分

方案的意见
。

限于笔者水平
，
不妥或错误之

处难免
，
敬希批评指正

。

表 �列举了国际煤岩学会所作煤的微成

分
、

微类型和煤岩类型的分类
、

命名及其相

直间关系的表解
。

其简要特征如下
。 〔 �一 “ 〕

表 �

微微
二……

微成分组组 微成分组成成参与组成微微不同的肉眼眼
的的的的 微 分 层层类型的微成成 分层或煤岩岩
或或或或微类型型 分组含量量 类 型型

���������� �����

无无结构体体镜质组 �� ��� 微 镜 煤煤 ������ 镜煤 �或或
结结构体体体 微镜惰煤煤 � � ������煤的光亮分分

层层层层层层 ���

抱抱子体体 壳质组 �� ��� 微 亮 煤煤 � � 包����� 亮煤 �或或

角角质体体体 微暗亮煤煤 � � �十 ��� 煤的半亮分分

藻藻质体体体 微亮暗煤煤 �� � ���� 层 ���

树树脂体体体体体体

丝丝质体体惰质组 ����� 微暗煤煤 � 十 工�����暗煤 �或暗暗

半半丝质体体
���

微丝煤煤煤 淡分层 ���

巩巩膜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微微粒体体体体 ������ 丝煤 �或或
纤纤纤纤纤纤维状煤分分
层层层层层层 ���

�一 �煤的微类型

煤的微成分
，
特别是壳质组 以 及 粗 粒

体
、

微粒体很少单独赋存
，
而与一或两种其

它微成分组共生
，
这种微成分的共生组合

，

称为微类型
。

根据其中含有的是一种
、

二种

还 是 三 种 微 成 分 组
，
而 划 分 单 成 分

、

双 成 分 和 三 成 分 微 类型
。

其厚度规定至

少为��件�或覆盖面积为��
� ��协�

。

此外还

有个 ��的规则
，
即不论是单成分还是双成

分微类型
，
均只可最多含有 �� 的附 属 成

分
。

例如单成分微镜煤 就 必 须 含有���以

上的镜质组和 �纬以下的壳质组或惰质组
。

微镜煤 镜质组微成分一结构体和无结

构体呈厚度大于��件的层
，
则被称为微镜煤

。

在北半球多数石炭纪煤中
，
微镜煤至少占��

一���
，
但在南半球岗瓦那煤中则很少超过

��一��对
。

根据其组成可划分为结构体和无

结构体两种
。

如果结构体的胞腔为树脂体或

微粒体充填
，
则应作为双成分微类型看待

，

如作为微树脂亮煤或微镜惰煤 � 如果胞腔中

充以矿物质 �如黄铁矿或碳酸盐岩�
，
则整

个划归碳质黄铁矿或碳质页岩
，
它们在洗选

时很难除去
。

由于微镜煤是煤中最均匀的微类型
，
其

性质随煤级别增高而改变
，
能较容易地挑选

足够数量
，
因而被用于测定煤的级别及进行

各种化学工艺试验
。

徽亮媒 含镜质组和壳质组在���以上

�二者含量均大于 �� �
。

烟煤中微亮煤很

少超过���
，
大多数煤中微亮煤的壳质组含



量不超过��一���
。

这样的微亮煤称为微镜

质亮煤
，
而富含壳质组的称微壳质亮媒

。

微
亮煤的镜质组基质通常均为基质 无 结 构 体

�镜质组 � �
，
其反射率低于结 构 无 结 构

体
，
大部分由细的植物残体组成

。

手标本中微亮煤的丝绢状光泽
，
随壳质

组含量增高而变暗
，

其强度和韧性则随其含

量增高而增大
。

根据壳质组类型 可 划 分 抱

子
、
角质和树脂等三种微亮煤

，
它们均可被

矿物质浸染
。 ‘ ’

微暗煤 含惰质组和壳质组在���以上

�二者含量均大于 �� �
。

其中镜质组多为

镜屑体
。

惰质组中的几种微成 分一 般 都 存

在
，
壳质组多赋存于呈基质出现 的 惰 质 组

中
。

根据占优势的微成分组
，
可划分微壳质

暗煤和微惰质暗煤
， 根据富集抱子壁的厚薄

又可分微厚壁和微薄壁两种抱子暗煤
。

与只

偶而呈几厘米厚的微镜煤不同
，
微暗煤常厚

达几十厘米
，
且延伸很长距离

。

有时在靠近

盆地边缘
，
微暗煤可具较大厚度 �占煤层的

名。 � �
，
而在萨尔

、

洛林煤田及日本煤中
，

它实际上不存在
。

微丝煤 含丝质体邪�以上
。 ’

根据细胞

腔及其间隙中是否充填矿物
，
分为软

、

硬两

种
。

进行微类型分析时
，
微硬丝煤划归碳矿

体 ��
������������ �

。

在大多数煤中
，
微

丝煤很少超过 �一��� ‘ 且照例呈薄层或透

镜体
。

但在极少数煤层中
，
其含量可达���

，

甚至���
。

在很多煤层中
，
由超过���的半丝质体

组成的微半丝煤比微丝煤分布广
。

微半丝煤

也可含矿物杂质
，
只是较少见

。

微镜情煤 含镜质组和惰质组在���以

上
，
它们的反射率差别随煤级增高而减小

。

可划分为微镜质镜惰煤和微惰质镜惰煤
。

推

知本微类型仅赋存在高级别煤中
，
因为这种

煤中的壳质组具有与镜质组相同的反射率 �

在低级别煤中它很少见 �岗瓦那煤除外 �
。

�

由无结构体和微粒体组成的微镜惰煤 �美国

煤中很普遍 �以及由结构体和微粒体 �作为

细胞充填物 �组成的微惰煤最为常见
。

微暗亮煤和微亮暗煤 三种微成分组的

含量均超过 ��
。

前者镜质组含量大于惰质

组和壳质组
，
后者惰质组含量大于镜质组和

壳质组
。 ’

这是一种
“
微过渡煤

”
�该名词 曾

被广泛采用
，
系指微亮煤和微暗煤之间的过

渡类型 �
，
国际煤岩学会����年改为微三成

分煤 �包括这里的微暗亮和微亮暗煤 �
。
其

中壳质组的含量是变化的
，
赋存于以镜质组

或惰质组为主的基质中
。 、

在很多煤中
，
微暗亮和微亮暗煤是仅次

子微镜煤的
、

分布得最广的微类型
。

上述七种微类型 目前应 用 得 最 多
、

最

广
。

此外施塔赫的煤岩学手册中还列举了更

加详细和系统的煤微类型划分命名的总结性

表解〔 � 、
��〕 。

�二 �煤的煤岩类型

根据成因
、

化学以及岩石特性区分腐植

煤和腐泥煤
。 “

煤岩类型
”
一词是用来描述

组成煤层的
、

各种宏观可以识别的分层
。

表

�列举了腐植和腐泥煤的岩石类型及其最重

要的特性
。

表 �

煤类型 煤岩类型 宏观可见的特性

腐植煤

镜煤 亮的
，
黑色

，
通常是碎的

，
并具裂隙

亮煤 半亮的
，
黑色

，
呈极细的层

暗煤 暗的
，
黑色或灰黑色

，
硬的

，
粗糙的表面

丝煤 丝绢光泽
，
黑色

，
纤维状

，
软的

，
极易碎

腐泥煤

烛煤 暗的或略现灰的光泽
，
黑色

，
均匀的

，

非层状的
，
很硬

，
贝壳状断 口 ，

黑色条痕

藻煤 似烛煤
，
但略显褐色

，
褐色条痕

�
�

腐植煤的煤岩类型 腐植煤层通常由

暗在镜煤 �光亮分层 �
、

亮煤 �半亮分层 �
、

煤 �暗淡分层 �和丝煤 �矿物炭 �组成
。



煤层中不同煤岩类型分层的互层就构成了所

谓的层状煤
。

镜煤 �光亮煤
�

������ ���� � 源出

于拉丁文��七
�
�� �玻璃之义 �

。

呈黑色和非

常亮的光泽
。

裂隙发育
，

易碎成小立方块
。

厚的镜煤层具贝壳状断口
。

进行煤层宏观描

述时
，
只将非常亮的和室少几毫米厚的 ��

���毫米�
釜

分层算做镜煤�杏则划归亮煤�
，

它在腐植煤中广泛分布
。

显微镜下由微镜煤

和微镜质亮煤组成
。

亮煤 源出子拉丁文 ������ �明 亮 之

义 �
。

系构成煤的半亮分层
、，

厚度至少为几

毫米�����毫米�
矢 ，
光泽界于镜煤和暗煤之

间
。

亮煤是腐植煤最常见的宏观组分
，
它是

镜煤和暗煤 �有时还有丝煤 �的交互层
。

显

微镜卞所见
，
亮煤可含微镜煤

、

微亮煤�微

暗煤
、

微三成分煤和微丝煤言

暗煤 源出于拉丁文�时�� �坚硬之义
，

亦称硬煤�
。

呈黑或灰色
，

通常是暗淡的
一，
黑

色暗煤也可稍显油脂光泽
。

结构致密或为粒

状
，
断口不平整

，
内生裂隙少见

，
硬度或韧

性均大 ‘ 厚度规定亦为 �“ ��毫来，
�小于此

厚度的划归亮煤 �
。 一

暗煤出现的频率较镜煤

和亮煤少犷但有时相当厚且延伸很远距离
。

暗煤与炭质页岩有时可能相 混
。

在 显 微 镜

下
，
组成暗煤的微类型为微暗煤和微三成分

煤
，
有时为微壳质亮煤

。

暗煤主要由惰质组和壳质组 微 成 分 组

成
。

由于各微成分以不同比例组合
，
故其物

理化学工艺性质不很固定
。

富含壳质组暗煤

的性质优于富含惰质组的暗媒
。

丝煤 源出于拉丁文����� �伸长之义
，

亦称纤维煤 �
，
系构成煤的纤维状分层

。

色

黑
，

外观与木炭相似
，
具微弱的丝绢状光泽

。

受多孔性影响的软丝煤硬度小脆度大
，
易染

指并碎成粉末
。

由胞腔充以矿物质的微硬丝

。
各国规定的最小厚度不尽相同

煤组成的硬丝煤相对较少
。

由于 后 期 的 挤

压
，
丝煤细胞腔常被破坏而呈各种次生结构

。

丝煤数量不多但分布很广
。

多呈扁平透

镜体出现
，

且常富集 于 煤 层 的 一 定 层 位

�
“ 火成层

”
�

。

在富含丝煤的煤层中
，
其

厚可达��厘米
，
延伸达数米

。

�
�

腐泥煤的煤岩类型 显微 镜 观 察 表

明一腐泥煤以其不显层理及其均匀结构和大

的
�

弧度而不同于腐植煤
。

其煤岩类型可分为

烛煤
、

藻煤及过渡煤
。

表�不���举了尸些甲家煤类型划分情况
。

�

美国 �表 熟�根据综合标志 将 煤
�

划 分

为矿物岑煤
·

光亮煤
、

半硬暗煤和硬暗煤
�注�

四种煤岩类型
，
并据薄片划分微丝蝶

、

微镜

煤
、

衅
透明碎集煤和微不透明碎集煤

。

前

二者约与国际划分的相当
，
微半透明碎集煤

由厚 ��阵以下的镜质组几壳质组孕少量惰质
组组成

， ·

微不透明碎集煤主要由惰 质 组 组

成
。 〔“ 、

�
、
��

表 �

煤 岩 类 型 主要成分

矿物炭煤

光 亮 煤

半硬墙煤

硬 暗 煤

…
一

止竺兰望
… �

…

一
�一

��

鳖 金蒙一 �鑫�
�

�

丝质体 半丝质体

微透明碎集煤

镜 质 组

尽乡星万绍

微不透明碎集煤 惰 质 组

日本�表 ��描述煤层柱状时
，
对煤的肉

眼可见组成部分大多采用辉炭
、

暗炭
、

纤维炭

等
，

对镜下微成分的典型组合命名为镜炭
、

亮

炭
、

暗炭和丝炭
，

并据以进行定量分析
，

其划

分的根据和方法大体与国际同
。

辉炭
、

辉层

状炭约相当镜煤和亮煤
。

低
�
书 。 、

���
��〕

�注 � ���������纽� ����
，
本文译成�半�硬暗煤

，
系根

据
‘仁�二�江 。 一����班盆 ���二��班，���赶盆 �卫����、

，，，
���鱿�� ，

����
· �



表
一

�

煤 岩 类 型 �
一

镜 下
�

戈。 分

币
煤煤 岩 类 型型 镜 下 划 分分

���� ��� �� ��� 微成分����� 微类型 �� ���

镜镜煤煤 光 亮 煤煤 相很撒虎决决 微 镜 煤煤

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 亮 煤煤
�����������������������组�进行定量量 微 丝 煤煤亮亮煤煤 层状光亮煤煤煤 微 暗 煤煤

层层层 状 煤煤煤 微过渡煤�分镜质质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惰质的两种 ���
亮亮暗煤煤 层状暗淡煤煤煤 微三成分煤�微亮亮

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煤
、

微暗亮煤 ���

暗暗煤煤
�

暗 淡 煤煤煤煤

纤纤纤 维 煤煤煤煤

澳大利亚两种煤岩类型划分方法的基本

原则 �表 � �是与国际一致的
。

微类型的情

表 �

微 镜 煤

微 亮 煤

微 丝 煤

微 暗 煤

况同样如此
，
只不过采用了

“
微过渡煤刃 一

词 〔��、

��
、

��〕 。

苏联对煤的肉眼可见组成部分
，
早期多

据光泽划分 �表 � ����
�、
��〕 ， 其后则侧重于

外观并结合显微镜下研究
，

一般划分为六种

�或四
、

五种 �类型 ��二 � 、 �〔��
、

��
、

��几

����年阿莫索夫提出 采 用 国
「

际 煤 岩 类 型

�几耽
。 �
���

。 �镜煤和丝煤两个名词
，
而亮

煤和暗煤在苏联有时用作煤的肉眼组成部分

�煤岩类型 �
，

有时用作显微组分 ��� ���
�

“ � �
���

“ “ � �

�的组合 �微类型 �
，

故提议分

别用苏联词光亮煤和暗 淡煤代替 〔�幻 。

苏联

一些作者还曾
�

根据肉眼所见煤组成部分结构

划分用肉眼区分的亚型��
。
盯 。 ���自氛 ��〕，

但更多的作者则根据煤物质成分研究划分只

有在镜下才能区分的亚型以�一�� 〕 。

阿莫索夫

等首次在苏联建议用字母和数字作成的三角

图解来划分煤的微类型 ��二 二�。 二河��
�二 �

�� 。 �〔�� 〕 。

文献表明���一
�们

，
苏联的大多数煤岩工

作者对煤的肉眼组成部分均只划分为煤类型

一�
” � ‘ �或岩石成因类型一���，��

“
就，玫，

二职“ �” �
妈 或岩石类型一�时�。 叩

�一

中二 二即
二 。 � �不��妈或煤岩类型月

二 ���二二 。 九
’

表 �

一�一一微作划

塑二量一一储封勒型一指一
�

一种量解透︸一定一�一琦簇洲
夸，一帐一曰执一三定图类一卞一�一乳戮能夕二犷一卜一据组角亥一镜一�一劝微一蹄理形一

�一根分三一按岁一一娜能利于

一类一﹂成成分

煤 的 类 型
� …煤岩类型 煤 的 亚 型

按光泽

�� �

按 外 观 等 综 合 特 征 按肉眼结构

��� �� � �� �

按镜下定量

���
、

�� �

类型和亚型的

光泽特征

���
、
���

木质镜煤一镜煤质

光亮煤

侧 “

阴 仍坏 孤环从 �光亮煤型�亮煤
，

煤 〔超亮煤 ，
��

一
���������

�� �

镜
�

煤

光亮煤
�亮煤�

半亮煤
�暗亮煤�

均 匀 的 光 亮 的

亮煤质煤���一���

暗亮煤型�暗亮煤
，

半亮煤 暗亮煤质煤 �幼一��
��
��或��一�。 �

亮暗煤型�亮暗煤

线条不显的
、

线
条状的

、

透镜一
条带状的

半暗煤

共划分 ‘

枝千
、

枝干和角

质
、

抱子
、

角质层
、

树脂
、

五类共��

个亚型

半 亮 的

莞暗煤质煤 �。�一�。 ��
�。或�卜

�。� �

鬓靡
�

暗淡煤
�暗煤 �

丝 煤

线条状的
透镜一条带状的

半 暗 的

暗淡煤
暗煤质煤 ���一�� �

丝炭木质煤 ��一�� �

暗煤型�暗煤���
或��一���

超暗煤 ���� �

线条状的

透镜一条带状的
暗 淡 的

‘
括号内数字为镜质组或凝胶化物质的百分含量



并在镜下划分亚型或微类 型 ��
。 � � 二 �叭

或� “ ，�。 二 “ ���二 � 。 �
。

划分煤岩类型的标

志是外观综合特征
，
不是相对乎均 光 泽强

度
。

光泽
，

后来多只被用子煤层的岩石成分

丈��
�� 。 。

几

�和给构��
��。 ��二 。

�的描 述
。

我国 �表 � �五十年代 以 前
，

多用镜
一

表 �

表中���

划分方法的

考文献号为

煤
、

亮煤
、

暗煤和丝炭描述煤的肉眼可见组

成部分哪
、

��
、

�� 〕 。

五十年代后期
，

主要出现

了貌似苏联的三种划分方法
。
一是根据外观

特征结合显微镜研究将煤区分为亮煤型
、

晗

亮煤型
、

亮暗煤型和暗煤型
，
并据镜下物质

组成划分亚型 〔��
、 ”的 � 一是将煤 划 分 为镜

煤
、

光亮型煤
、

半亮型煤
、

半暗型煤
、

暗淡

型煤和丝煤等六种煤岩类型印�孔 还有 一 种

虽也按光泽区分为光亮煤
、 ‘

半亮煤
、

半暗煤

和暗淡煤
，
但其涵义已有出人

，
它己不是煤

岩类型
，
而是指由煤岩类型 组 成 的

“
光 泽

�宏观 �煤岩类型
” 印氏 ��一��孔

表 �

基于以上叙述
，
本文将在各煤岩类型和

微类型对比的基础上
，
就一

、

二有关问题略

加讨论
。

�一 �关于煤岩类型划分

表 �说明
，
根据镜煤

、

亮煤
、

暗煤和丝

煤四种煤岩类型 �或
“
煤的肉眼组分

” 、

或
“ 宏观煤岩组分 ” �的不同组合 划 分 光 亮

煤
、

半亮煤
、

半暗煤和暗淡煤四种�’ 光泽岩
石类型 ”

或
“
宏观煤岩类型

”
的做法绝无仅

有
。

其所持的理由是 〔��
、

��〕 � �� �镜煤
、

丝炭经常是作为很薄的夹层和透镜体存在
，

而镜煤
、

丝炭以外的煤又仅仅划分为亮煤和

暗煤两种
，
所以实际工作中常感不足 � ���

在煤层分层时 �特别是厚煤层 �采用的厚度

不可能过小
，
这样就经常包括不了同类的条

带多 �合�亮煤和暗煤虽然分层较厚
，
但常

有互相过渡的现象
，
分层界限往 往 不 很 明

确
，
所以在了解煤层的岩石组成和性质时

，

不便于进行定量
，
也不易了解煤层的全貌

。



这些理由
，

我们认 为有待
、

商榷
�

�� �镜

煤、 亮煤
、 、

暗煤和丝煤是从长期和广泛的实

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组成腐植煤的最常见的

煤岩类型
， 它应该适用于多数 �且不说绝大

多数 �煤层
。

如果确在一些实际工作中感到

不足
，
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一

、

二个煤

岩类型
，
一些作者不是已经这 样 做 了 吗 �

�� �目前对煤岩类型只有最小 ��一��毫

米 �而无最大厚度的规定
。

实际上
，

煤岩类

型
，

尤其是暗煤和亮煤是可以组成煤层的较

厚分层或整个煤层的� �� �实践表明
，
亮

煤和暗煤一般界限还是比较清晰的
，

过渡和

分界不明的情况虽然存在
，
但比之划分为光

亮
、

半亮
、

半暗和暗淡四种类型的情况要好

得多
。

由此可见
，
把肉眼可见的煤的组成部

分划分为两级煤岩类型不仅不符国际通例
，

事实上也无必要
，
更何况

“
由岩石类型组成

岩石类型
” 的提法

，
严格说是欠妥的

。

由表 �不难看出
，
将煤岩类型与光泽描

述统一在一起的趋向相当明显
。

如国
一

际分类

的镜煤相当光亮煤
、
亮煤相当半亮煤

、

暗煤

相当暗淡煤
。

我们认为
，
这种原则及其划分

方法是可取的
。

如果在某些实际工作中确感

不足
，

可考虑在暗煤和亮煤间再分 出一种

�不宜过多
，
否财互相过渡现象和分层界限

不明显的情况会更加突出
， 常常有碍而不是

有利子实际工作 �过渡类型
，
可称为暗亮或

亮暗煤
，
约相当半暗煤

。

�二 �关于微类型咸亚型
�

表 �所列各种分类系统都翅分了微类型

表 �

�澳大利亚� 亚
� ‘ 「 �

型 类 型
微类型 细 分

微镜煤 微 镜 煤 镜 煤 木质镜煤一簿煤 木质镜煤一镜煤的

微亮煤
亮 炭

，�壳质的
。 。 �

一一。 �惰质的
论�� �

—�矿物质的
微半透明碎集煤 亮煤 丝炭木质的

，
混合的

，

抱子的
，

拓质的
，
树脂的

’

亮 煤 的

微暗煤 微不透明碎集煤

炭质页岩 炭质页岩

暗 终
一

的
�

户

炭质页岩

微丝煤

炭质工氛岩
� 、

丝炭 微 丝 煤

暗 煤

炭质页岩

丝 炭
丝炭木质的

，
半术质镜

煤丝炭质的
，
丝炭质的

丝炭一木质的

丝炭化或混合子分的

含凝胶化或角质化或

微镜惰煤

微暗亮煤 微半透明碎集煤
，

薇术透欢碎集煤

暗亮煤质煤 亮煤

暗煤

丝炭木质的
，
混合的

，

抱子的
，
角质的

，
树脂的

暗质一亮煤的

�
‘ ‘ ‘ 一一斗一干‘

�

牛

微亮暗煤 亮暗煤质煤 亮质一暗煤的

或亚型
。

可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据镜下微成

分的不同组合再行划丸 而在于如何划分
。

一种方法是以煤岩类型为基础
，
在镜下根据

各该类型所含的主要物质组成划分亚型
，
如

苏联划分的六种煤类型和二十四种亚型
。

另

一种则是将镜下厚度大于�。林�或面积大 于

��� ��协 �的微成分的典型组合划分为微 类

型
，
它们与煤类型间存在一定关系

，

如国际

煤岩学会划分的七种主要微类型的每一种都

分别是不同煤岩类型的主要而不是唯一组成

部分
。

如微亮煤是构成亮煤的主 要组 成部

分
，
但除此而外

， 一微暗亮和微亮晤煤也常常



参与组成亮煤
。

前一划分方法统一了肉眼类

型与镜下观察
，
避免了另立尸套名词 � 惜亚

型没有厚度规定
，

在某些实际士作中难以采

用
。

研究表明
，
大多数煤类型都是不同微成

分的组合
，
只是由某种微成分组成的亚型并

‘

不多见
。

此外
，
所划分的亚型

，

常多达二
、

三十种
，
应用起来亦不方便

，

特别是要根据

微类型进行定量分析的时候
。

后 一 划 分 方

法
，
避免了上述缺点

，
一般符合我国实际情

况
。

如微镜惰煤几乎是我国晚二迭世煤特征

性微类型
。

在石炭二迭纪和休罗纪煤中也有

着广泛分布
。

看来有理由认为
， 厂

目前原则上

采用国际划分的前述七种主要微类型的做法

是适宜的
。

这里还应该提及的是苏联和我国某些作

者根据煤肉眼可见组成部分结构特征划分亚

型
。

鉴于它与镜下划分的亚型混淆不清
� 不

同类型的煤中各种结构往往同时存在
� 常常

达不到加确类型的目的以及每个煤由一般都

有各自的特点等理由
，

我们认为可不再据结

构划分亚型
，
而将其用子煤类型的描述

‘

关于类型的
“
词尾化 ” 一些作者已经整

理出一较好意见 〔�叭 望能推广应用
。

过去

由于未加区分引起了一些问题
，

煤岩类型
、

微类型和微成分均系
“
煤

、

炭
” 混用

，
从而

使一个名词失去了其规定性
，
如镜煤

，
‘

丝炭

究竟指的是煤岩类型
、

微类型抑或微成分�

显然
，
用同一名词命名不同客体或以不同名

词命名相同客体都只会造成误解和混乱
。

词

尾化可避免这一木足
。

如微丝煤是一种微类
型

，
既不会被理解为丝煤…�煤岩类型 �， 也

不会被理解为丝质体 �微成分 �
。 一

今后如能

对煤的肉眼可见组成部分一律命名为
“
煤岩

类型
” ，

而不再使用如肉眼 类 型
、

宏 观 类

型
、

煤岩分子
、

煤岩拼分
、

光泽类型
、

生因

类型等名词
，
则对煤岩工作的开展和资料交

流
，
或许不会是无益的

。

参 考 文 献

〔 � 〕 � ���心丘
�
�����

’ � ������� ������ ����
�

����凡
〔 � 〕 ����

����

����
‘

��毛���������� �王

������
，

������、 ����
�

〕

几�

�������������

����������

〔 � 〕

〔 �〕

〔 � 〕

〔 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
��互�狱����� � �

�

�
�

�“ �������

��且��� ������肛 。 ��� ��卫�仑， ����

孙达三
�

煤的煤岩类型及显微煤岩类型
，
未 刊

稿
， ����年

�
。

��������������� ���������� ��� ����

���丘��
�� ， ����

佐佐木实
�

中国炭矿技术会志 ���
， � ，

�� �

� �� 扒�日文 �
�

山村礼次郎
�
炭研

，
���

。
�， �� �

�� ��� �，

�����日文 �

丹野睛彦
�

炭研
，
���

�

乱 ��
�

�� ����
，

����， ���
�，

� ，
��

�

������， �����日文 �

右炭组织研究会
�

炭研
，
���

�

� ，
�。 �

��

����
。
�����日文 �

中柳靖夫
�

炭研
，
���

�卜 。 ，
��

�

���� �
，

�����日文 �

木村英雄
�
燃料协会志 ���

�

��
，
�。 �������

，

�����日文 �

�
�

�
�

������
�
���������������

，
咬伽

��

�������� �� ����� 》 ，
� �

�

��， ’

����

�
。

�
�

���������� ��������������������

�� 七��� ������， � �� 。 �， 州 � 。 �， 上廿��

煤 田地质情报
， ����年

，
第 �期

，

第��页
�

�� �� ��加朴
�
朋

“ ，
�叨

�
���小 ��� � ，

����

�
�

砚
�

塔拉坎诺娃
�
矿产专辑

，
第 �辑

，
地质

出版社
， ����

�
�

�
，
�，二����� 班 ��� ���������中，

二 �����

丁皿�、 ��涯 。 盆，
����

， �，��

�� �� 兄如���� 宜 叩
，
�” ��

��” 众 几
���

篮��残��任��� ����。 且��
，
���

， � ， ����

�
�

几
�

���咖��皿
班
���

�
�呱�� ��二�业

��，二��� �����二� 几。 旦。 双�� �� �����，宜�，

����

�
�

�
�

�， 、 ���� 奴
叩

�

����，��中。 奴��啊�

��������改� ���盆�，�压 ��卫�仑， ����

�
�

�
�

��双冰�及水 班�二班 “ 双�� ���� �� ��刀�众

��。蛛
��， ����

�
�

�
�

�邸、 二肋
�� �����印

�

如
二��粗立 �。 �

���。 。 �������中
。 �、 ��二�孟 ����“ �������

�����如
�， ����

�
�

�
�

川
二��� 。 。 万 江���

����� �����益 几� 。
�

�
卯

�����。 右�
��。 。 二� ， 一���

�
�

�
�

���狱�����又�只 � �宝卫 ��� ������众��赶�

��盯�盆 ����
， ����

�
�

�
�

�，���
�
������������� ���� ��� ���

�

即叨卿洲即洲����
‘

傲洲撇



甘
、

青
、

新早中侏罗世含煤

建造形成的古地理环境和沉积特征

张 祖 银

�焦作矿业学院 �

本文主要对甘肃省
、

青海省和新疆维吾

尔 自治区的早
、

中侏罗
一

世含煤建造形成的古

地理环境和成煤条件作一初步讨论
，几

以期有

益于这一带的煤田地质勘探工作
。

但限于水

平
，

错误与不妥之处
，
望批评指正石

含煤建造形成的
�

古地理环境概貌

在印支运动的影响下
，
秦岭

、

昆仑
、

祁

连等山系再度上升
，
迫使分布在柴达木古陆

以东和南祁连山一带的晚三迭世古地中海海

湾向南海退
，
海岸线大致退缩到喀喇昆仑山

和青藏交界附近
，
在秦岭租昆仑 山 以 北 的

甘
、

青
、

新广大地区
，
全部成为内陆环境

。

在

这个广阔的内陆环境里
，
分布着一系列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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