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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贤煤田东荣
、

东辉勘探区 16 号一 20 号煤层

含煤性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贾 清 君
(黑 龙江 省煤田地 质公司 1 10 队 )

集贤煤田东荣
、

东辉勘探区位于黑龙江省合江地区集贤县的腰屯公社
、

升昌公社和

桦川县东方红公社一部分及宏图农场所在地
。

东西宽 8一 10 公里
,

南北长50 公里
,

总面

积 5 00 平方公里
。

东荣区 详查勘探阶段已告一段落
,

东辉区正处于普查找矿阶段
。

该区为

一不对称的东翼缓
、

西 翼陡的向北倾伏的向斜
。

煤系地层为侏罗系上统 J
3

的穆棱组和城

子河组
。

穆棱组为湖相沉积
,

不含工业煤层
。

城子河组为冲积相沉积
,

含煤数十层
,

是

勘探的主要对象
,

厚约 1 2 7 0米
,

其上由巨厚层的第三系
,

第四 系覆盖
,

整个煤系不整合

于古老的麻山群及元古代花岗岩之上
。

勘探区南部煤层多
,

厚度大
,

含煤性好
,

向北含煤性明显变差
。

30 号煤层南部一般

都在 6
.

00 米以上
,

最厚达了
.

5米
,

北部 30号煤层薄者仅 1
.

00 米
,

并有分叉尖灭现象
。

20 号

煤层南部厚达 7
.

00 米
,

北部最薄只有 2
.

00 米左右
。

至东辉普查找矿区 7 9 一 5
、

80
一

6 号钻

孔含煤性 很差
。

尤其在福 山北东条带煤层变薄更为 明显
。

影响煤层发育的因素是什么 ?

范围多大 ? 向北部东辉普查找矿前景如何 ? 为了解决上述间题
,

本文搜集了部份钻井资

料
,

采用岩相厚度法
、

岩比法
、

回归分析等数理统计的方法
,

解剖一个主要含煤段
,

即

16 号一 20 号煤层一段
,

以探讨含煤性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

寻找成煤规律
,

指导东辉
、

绥

滨 的普查找矿工作
。

一
、

16 号一20 号煤层段含煤性变化趋势

16 号煤层至 20 号煤层段为该区富煤段
,

沉积稳定
,

全区发育
,

受古地形影响不大
,

对数学地质研究提供较多的数据
,

解剖该段可以概略了解该区含煤建造的特征
。

16 号一 20 号煤层段岩性主要为灰 白色中
、

细砂岩
,

深灰色粉砂岩
,

夹灰 白 色 粗 砂

岩
、

杂 色薄层凝灰岩
,

含炭质泥岩
、

煤及炭质页岩
。

主要煤层 16
、

17
、

18
、

19
、

20 五个

可采和局部可采煤层
,

这五个煤层南部均可采
,

向北明显变 薄
、

分 叉
、

尖 灭
。

16 号 煤

层
、

20 号煤层南部达 6
.

00 米以上
,

向北一些点 16 号煤层 已不可采
,

只余一个层位
。

20 号

煤层向北一般发育还较好
,

但也有变薄现象
,

17 号
、

18 号煤层向北个别点已分叉尖灭
。

二
、

含煤性影响因素分析

1
.

地层厚度与含煤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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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了解 6 1号一 2 0号煤层段含煤性的影响因素
,

首先采用岩相厚度法
,

通过地

层厚度
,

煤层厚度等值线图的分析对 此
,

发现 以下几个特征
:

1) 地层厚度由南向北有增厚的趋 势
,

如南部 7 9一 5 3
、

6 5
一

4
、

7 6
一

5 6等孔厚度均在 80
-

9 0米左右
,

北部 7 9 一 4 5
、

7 6
一

1 0 5
、

7 6 一 1 0 0等孔地层厚度达 1 2 0一 13 0米 ( 图 1 )
。

而煤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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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则由南向北出现变薄趋势
,

如南部 79
一

2 57 号孔煤厚 9
.

35 米
,

7 9
一

53 号孔煤厚 7
.

60 米
,

而

北部 了6 一 1 0 0号孔煤厚只 3
.

80 米
.

79
一

4 5号孔煤厚 5
.

05 米 ( 图 2 )
。

可以看出
,

地层厚度 由南

向北逐渐加厚
,

煤层厚度则变薄
。

从而说明地层厚度对含煤性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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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区又可以分成不同的四个小区 ( 图 1
、

2 )

I区
: 7 9

一

5 3
、

7 9
一

2 5 7
、

7 7
一

4 6
、

7 5
一

6 2等孔
,

地层厚度均在 5 0 一 1 1 0米之 l’ia ,

煤层厚度

均在 7
.

50 一 1 1
.

0米之 间
,

含煤性好
。

I 区
: 7 5

一

4一
、

7 6
一

4 2
、

7 9 一 2 1 2
、

7 9 一 2 2 1等孔
,

地层厚度均在 5 9一 5 0米之间
,

而煤层

厚度只在 3
.

00 一 6
.

50 米之间
,

含煤性明显不好
。

I 区
: 7 9

一

2 1 5
、

7 5
一

2 7
、

7 9 一 2 1 5
、

7 7 一 3 2等孔
,

地层厚度在 5 0一 1 1 0米之间
,

而煤层厚

度在 7
.

00 一 9
.

50 米之 间
,

含煤性好
。

W区
: 7 6

一

1 0 0
、

7 6
一

1 0 8
、

7 9
一

4 5
、

7 7
一

8 2等孔
,

地层厚度均在 1 1 0一 1 3 0米之间
,

而煤

层厚度仅在 3
.

50 一 5
.

00 米之 间
,

含煤性 明显变坏
。

综上四个小区情况
,

地层厚度和煤层厚度之间变化出现三种关系
:

1
.

地层厚度过大
,

含煤性不好
。

2
.

地层厚度过小
,

含煤性不好
。

3
.

地层厚度适 中
,

含煤性良好
。

通过图 1
、

2 的分析可以看出
,

地层厚度的大小直接影响煤层厚度即 含煤 性 的好

坏
。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

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
。

用 y 代表煤 + 炭质页岩的厚度
, x 代表 地

层厚度
。

根据实测
x 、

y 数据做散点图
,

散点图显示为一抛物线
,

从而用多元回归方程式
:

y = b
。 + b

l x + b
Z x “ … … ( i )

为了求得待定系数 b
。 、

b
, 、

b
Z :

令
: x : = x , x : = x “

将上二数代入 ( 1 )式得
:

y = b
。 + b 1 x x + b

Z x : … … ( 2 )

用最小二乘法求 b
。 、

b
, 、

b
Z ,

列表计算
,

从而求得待定系数 b
。 、

b , 、

b
Z :

b
。 = 一 1 3

.

1 -

b
l = 0

.

4 2 6 7

b
: = 一 0

.

0 0 2 2 5

故求得多元线性方程
:

y = 一 1 3
.

1 1 + 0
.

4 2 6 7 x l 一 0
.

0 0 2 2 5 x 2

… … ( 3 )

又把 x , = x , x : = x “ ,

代入 ( 3 )式
,

求得该区段地层厚度与煤层厚度的多元回归方

程
:

y = 一 1 3
。

1 1 + 0
.

4 2 6 7 x 一 0
.

0 0 2 2 5 x “ … … ( 4 )

令上式
x 二 4 0

、

5 0
、

6 0… … 1 4 0米时 y 分别得
:

y
` 。 、

y
。 。 、

y
。 。 … … y

l ; 。
米

,

把各点展

到散点图上得M抛物线
,

M抛物线即为地层厚度和煤层厚度关系的理论曲线
,

该曲线与散

点图趋势很相似
,

相关程度用复相关系数 R来衡量回归曲线对实测数据组的拟合程度
,

当 R越接近 1 时拟合度越好
。

R = 0
.

5

该拟合度说明
x 、

y二变量关系密切
。

地层厚度和煤层厚度的变化即
x 、

y二变量的变化关系
,

体现了地壳不均衡运动的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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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也就是同沉积构造的结果
。

同沉积构造是成煤盆地内次一级的构造
。

其构造形态主

要通过沉积厚度的变化而显示
,

同时岩性
、

岩相也有差别
。

同沉积背斜的顶薄翼厚
,

向

斜核部厚两翼薄
,

在相同时间内沉积厚度的变化
,

说明不同地区沉降幅度和沉积速度不

同
。

沉降较快
,

沉积厚 度较大的向斜部位
,

煤层出现变薄
、

分叉
、

尖灭等现象
,

即为同

沉积的沉降区
。

而背斜顶部沉积厚度小
,

煤层多出现冲刷
、

侵蚀现象
.

即为同沉积 的隆

起区
。

而在煤层发育好的背
、

向斜翼部斜坡带部位
,

为同沉积的稳定区
。

根据三个同沉积区段的划分
,

从多元 回归分析中获得三点定量结论
:

( 1 )当地层厚度在 8 。一 1 10 米时
,

含煤性及煤层发育最好
,

该区 段属同沉积构造的斜

坡带即同沉积稳定区
:

沉降相对速度和堆积速度最适宜泥炭沼泽的沉积
,

含煤性好的点

均在该段内
。

( 2 )当地层厚度大于 1 10 米时
,

属同沉积沉降区
。

该沉积段沉降相对速度过快
,

堆积

速度过快
,

地层厚度过大
,

泥炭沼泽相沉积条件不充分
,

成煤条件差
,

煤层多出现分叉

尖灭现象
,

含煤性不好
。

( 3 )当地层厚度小于 80 米时
,

属同沉积隆起区
。

该区段沉降相对速度过慢
,

相对成隆

起区
,

地层厚度较薄
,

多出现冲刷现象
,

煤层发育不好
,

含煤性不好 ( 图 3 )
。

从图 1 可

以看出
,

三个区段所控制的各点含煤情况与实测情 况一致
,

说明以地层厚度为代表的沉

降幅度是影响含煤性的重要因素
。

也可 以说以地层厚度为代表的同生沉积的相对稳定即

地壳的不均衡运动控制了煤 层的发育
。

一一 --

一一一一一`̀
.

一一 -----------------------------------------

从从 ___________

. ..... ...

叮叮
. ...

、、 一~~~~~~~~~~~~~~~ . ........... \ 州州
. . . .. . .

~~~

___________
_

里
一

!!!!!!!!!!!!!

\\\\\
1111111119999999999999 \ JJJJJJJJJJJJJJJJJJJ

别别别别别
··········

卜、 味味味味
. . . ...

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_ _____

{{{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司

一

同
一
七袱`

沉 降 l人
-

一一十

一
【

饭 补
1

即训
`

一 同飞冗叫隆起 卜

图 3 集贤煤田东荣勘探区实浦剖面图

I厂 2 9
.

3 S e e t i o n o f D o n g r o n g e x p l o r a t i o n a r e a



1期 贾清君
:

集贤煤田东荣
、

东辉勘探区 1 6一 0 2号煤层含煤性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1 8

2
.

沉积环境和含媒性的关系

从岩相厚度分析中谈到地层厚度由南向北逐渐增厚
,

煤层变薄
,

而岩比值剧增

岩 十 砾岩 / 煤 十 炭质页岩 ( 图 4 )
。

I
、

l
、

l 区比值分别是
: 6 一 9

、
8 一 13

、

( 砂

6 一

1 4 ,

而 W区比值是 16 一 26
,

W区煤层发育情况最不好
,

所以沉积环境和含煤性是有密切

关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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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三角图的分析中可见
,

所取 42 个点均分布在 7
、

8
、

9 三个相区内
,

大部分点

集中于 8 相区内
,

7 相区内有 4
、

7 2
、

z 三个点
, 9 相区内有 4 2

、
4 6

、

2 1 7
、

4 1
、

2 3 5
、

87
、

82
、

1 0 8八个点
。

煤层发育好的点全部位于 8 相 区
,

8 相区相对沉降速度适合
,

赋水条

件及粒度比适合
,

含煤性好
。

9 相区粒度过粗
,

相条件不宜泥炭沼泽形成
,

即使形成由

于冲刷等现象也不易保存下来
,

所以含煤均不好
。

7 相区粒度偏细
,

赋水 情 况 可 能过

深
,

泥炭沼泽不发育
,

因而含煤性不好
。

为了探讨沉积环境对含煤性 的影响程度
,

采用含煤性 ( 煤层厚度 ) 为 y变量
,

以砂岩

二 砾岩厚度为 x 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

统计基础资料
,

并做散点图
,

散点图显示一抛物线趋势
,

从而采用
:

J = b
。 二 b

; x 二 b
: x :

… … ( l )

令
: x : 二 二 , x : = x Z

则
:

y = b
。 二 b

: x : 二 b
: x : … … ( 2 )

用最小二乘法求得待定系数 b
。 、

b
, 、

b
: :

b
。 = 一 3

.

2 1

b
l = 0

.

3 1 6 9 6

b
: = 一 O

。

0 0 2 4 6

因此得出多元线性方程
:

y = 一 3
.

2 1 十 o
.

3 1 6 9 6 x : 一 0
。

0 0 2 4 6 x : … … ( 3 )

又把 x : 二 x , x : = x :

代入 ( 3 )式得 回归方程式
:

y = 一 3
.

2 1 + 0
.

3 1 6 9 6 x 一 0
.

0 0 2 4 6 x : … … ( 4 )

把
x = 20

、

30
、

40
·

一 n o米时
,

则 y得 y
Z 。 、

y 3 。 、

y
; 。… … y , 、 。

米
,

把各数展到散点

图上得抛物线 N
。

拟合度用 R表示
:

R 二 O
。

3 8

说明
x 、

y二变量相关
。

通过砂砾岩与煤层的回归分析结果说明
,

以岩石组合为代表的沉程环境与含煤性相

关
。

并且得出以下定量 区段
:

1
.

当砂砾岩厚度在 50 一 80 米时
,

煤层发育好
。

2
.

当砂砾岩厚度小于 50 米时
,

煤层发育不好
。

3
.

当砂砾岩厚度大于 8 0米时
,

煤层发育不好
。

综上所述
,

把相三角图中的 7
、

8
、

g 三个相 区扣在图 4 上即成岩比图
; 把回归理

论曲线M
、

N 分别扣合在图 1
、

2 上即成古地理图
。

通过对岩比图
、

岩相古地理图的 分

析可以看出
:

1
.

1
、

I 区地层厚度在 80 一 n o米
,

砂砾岩厚度在 50 一 80 米
,

三角相图属 8 相区
。

主

要是 由沉降幅度控制使 I
、

l 区属同沉积稳定区
,

沉积环境稳定
,

岩石组合粒度比较适

当
,

赋水条件适当
,

最适宜于泥炭沼泽相发育
,

故含煤性好
。

2
.

1 区地层厚度小于 80 米
,

砂砾岩厚度小于 50 米
,

三角图属于 9 相区
,

该区由沉降幅

度控制
,

相对成为隆起区即同沉积隆起区
,

该区特征是沉积环境不稳定
,

岩石组合粒度过



1期 贾清君
:

集贤煤田东荣
、

东辉勘探区 6 1一 2 0号煤层含煤性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8 3

粗
,

多出现冲刷
,

甚至出现沉积间断等现象
,

不宜于泥炭沼泽相发育
,

所以含煤性不好
。

3
.

N 区地层厚度大于 1 10 米
,

砂砾岩厚度大于 80 米
,

三角图属 7 相区
。

该区沉降幅度

相对过大
,

堆积较厚为同沉积沉降区
。

岩石粒度组合比不适 当
,

泥炭沼泽刚一形成或形成

不久
,

还没等成煤物质堆积较多
,

沉积环境迅速改变
,

所 以泥炭沼泽相不发育
,

煤层多

出现分叉尖灭现象
,

含煤性不好
。

三
、

几 点 看 法

1
.

影响含煤性因素很多
。

但该区 16 号一 20 号煤层段 的影响因素是以地层厚度即沉降

幅度为代表的同沉积的相对稳定控制了成煤的特定条件
,

以岩石组合为代表的各种环境

组合关系是成煤的重要因素
。

2
.

概括全区各种等值线图发现
,

有一组北北东向的构造线
,

同时也有一组近东西 向

的构造线
,

说明控制煤形成的构造运动为以上两组构造运动的复合
。

3
.

从三角相图可 以看出
,

所选 42 个点非常集中
,

均位于 7
、

8
、

9 三个相区内
,

而

且多数点位于 8 相区
,

其它点虽然在 7
、

g 相区
,

但也和 8 相区很靠近
,

说明该煤田沉

积环境相当稳定
。

4
.

从二条回归曲线 M
、

N 可以明显看出
,

该抛物线相当平缓
,

极值与平均值相差 不

悬殊
,

说明该煤田面积宽广而平坦
,

沉积环境相对稳定
。

从已有资料得知
,

在古老 的花

岗岩之上
,

煤系底部具 1 00 一 30 0米厚的海相地层存在
,

可以断定该煤 田属于 近海平原型

的成煤盆地
。

( 收稿日期 : 1 9 8 2年 5 月 2 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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