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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应用沉积学与测井学理论
,

对山东聊城煤矿区太原组的沉积环境进行 了研究
,

认为太原

组是以陆源碎屑潮坪及泻湖为主体的海退沉积与潮下带海进沉积所组 成的多施回沉积体系
,

主采煤层 M
g

,

M
! 。
形成于泻湖泥遗沼泽化环境

。

在分析 M
g

、

M
! 。
煤聚煤特点的基础上

,

运用灰色系统理论
,

建立了

M
g

、

M
I。 煤 G M (l

,

l) 灰色数学横型
,

并对煤厚进行了灰色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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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述

聊城矿区地处鲁西隆起西北缘
,

为华北石炭一二叠纪聚煤盆地的一部分
。

据钻孔揭露
,

区内地层 由老 llP 新依次为 : 奥陶系中统马家沟组 (O
Z
m)

、

石炭系中统本溪组 ( c
Zb
) 和上统

太原组 (C妇
、

二叠系下统山西组 (P
15

)
、

下石盒子组 (P
, x

) 和上统上石盒子组 ( P sZ h )
。

太

原组为本区主要含煤地层 之一
,

该组共含煤六层
,

自下而
一

L编号分别为 M
,。

、

M
g 、

M S
、

M
7 、

尹吐6和 M S ,

其中
,

M
,。 、

M g
为主要可采煤层

。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
,

褶皱次之
,

北北东向和北北西向两组断裂控制着本区含煤地层的空

间展布
。

二
、

太原组的地质一地球物理特征

1
.

太原组的沉积特征

太原组整合沉积于本溪组之上
,

厚度 131
.

60 一 169
.

9l m
,

平均 14 9
.

64 m
。

自下而上可划

分为五个沉积旋回
。

岩石大类及其丰度为 : 陆源沉积岩 83
.

盯%
,

内源沉积岩 10 .6 5%
,

生

物源沉积岩 .5 46 %
。

岩石类型主要为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
、

灰岩和煤层 (见图 1 )
。

子本文执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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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聊城煤矿区太原组垂直层序测井相及沉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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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岩 太原组共发育五层砂岩
,

自下而 上编号为 5 1。 、

sS
、

5 7 、

5 6
、

5 5 。

其中 5 1。 和 S 、

砂 岩厚度较大
。

岩性 为中一细 粒长石石英杂砂岩
、

长石石英砂岩
,

长石 含量较高
,

可达

2刹呀
、

,

黑百母
,

3叭
, ,

钙质胶结
,

分选磨园中等一较好
。

砂岩中发育的主要层理类型有
:
冲

洗交错层理
、

潮汐层理
、

槽状交错层理
。

泥岩 呈灰黑一黑色
,

一般含有炭质
、

粉砂和植物化石碎片
,

发育水平层理
、

脉状层

理
、

缓波状层理
,

反映沉积时水动力条件较弱
。

泥岩中可见到浸染状
、

脉状黄铁矿及鲡状
、

绍*核状菱铁矿
,

为还原一弱还原环境的产物
。

灰岩 太原组含灰岩 3一7 层
,

其中 L Z 、

L 4
、

L 6 、

L S ,

厚度较大
,

稳定性较好
,

代表

弋规模的海侵
。

各层灰岩岩性相似
,

为含生物碎屑泥晶灰岩和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含动物化

了,碎 J }
。

.2太原组的物性特征
、

测井响应及测井相的建立

统计结果表明
,

太原组的物性有以下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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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灰 岩的 电阻率最 高
,

p ?wa
x = 84 0

·

m ; 密度最大
,

H G G 测井值 普遍 偏低
,

J界
, n = 8 7 / m 。

。

:!() 泥岩的电阻率最低
,

例如 L :
灰岩的上覆泥岩

,

D LW 的测井值仅 5
.

80
·

m
,

显然与

泥岩地层水中的高矿化度有关 ; 而泥岩井段的 H G 测井值则最高
,

J尹
” = 34

.

8:
。

( 3) 各层砂岩的电阻率电位较低
,

变化范围为 5
.

5一41
.

SQ
·

m
,

说明受海洋影响强烈
,

D z w 曲线在 sl 。 砂岩井段异常反 映 明显
,

达 9
.

5一 18 m V
,

指示该砂岩沉积时
,

砂泥 比较

高
,

渗透性较好的特征
。

(4) 各煤层中
,

M
,

曳阻率最高
,

密度最大
。

D L w 测井值可达 54 。
·

m ; 而再
:

只有

184
·

即 / m c ; 沿井轴向上
,

具有 p sw 减小和 J , , 增大的趋势
。

太原组具有指相意义的 D LW
、

H G 测井响应见图 1所示
。

按不 同井段测井曲线携带的

地质信息
,

将其划分为 A
、

B
、

C
、

D
、

E 五种测井相
,

从而建立 以图 1 为代表的太原组垂

直测井相序
,

为沉积环境的解释和沉积历史的恢复创造条件
,

A 型 中高阻
、

低伽玛
、

小齿峰倒圣诞树形测井相
。

沿井轴向上
,

D LW 测井值逐渐

增大
,

H G 测井值则逐渐减小
,

反映沉积能量由弱到强和砂岩的逆粒序结构
。

变化不大的齿

边
,

说明沉积物经过反复冲洗
、

砂泥比较高的特点
。

B 型 低阻
、

高伽玛平稳少变状 (或夹中阻
、

低伽玛多峰状 ) 测井相
。

揭示沉积物是

在水动力条件相对较弱
、

碎屑颗粒较细
、

泥质含量较高的环境中形成的 ; 而多峰状的中阻
、

低伽玛
,

则是泥炭沼泽中烟煤的物性表征
。

C 型 高阻
、

低伽玛大起大落单一多峰异常组合测井相
。

反映碳酸盐岩沉积
。

L :
井

段上的 sP
w
低以及与其对应的 J , 高

,

说明在灰岩沉积时
,

地壳振荡
,

导致灰岩中夹杂着泥岩

薄层
。

D 型 低阻小尖峰
、

中一刁氏伽玛多齿边向上微扩型测井相
。

系潮坪环境随海水的小

幅度进退
,

砂坪和泥坪交替出现
。

E 型 底界突变
,

顶界渐变的中一高阻
、

低一中伽玛多齿峰
、

向上急收松塔形测井

相
。

反映沉积能量由强到弱
、

沉积物由粗到细的正粒序结构 突变的底界 D L W 曲线
,

说明

由下部流动体制到上部流动体制的突变
,

一般对下伏沉积物有冲刷作用
。 一

二
、

太原组的沉积环境

1
.

本区晚石炭世的海陆格局

聊城矿区同华北地台其它地区一样
,

在奥陶纪之后
,

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

早石炭世仍未

接受沉积
,

经长期风化夷平作用
,

形成近准平原化的低地
,

至中晚石炭世
,

地壳开始缓慢沉

降
,

接受海陆过渡相沉积
。

在晚石炭世
,

华北地台的海陆总体格局为
,

海洋位于东南方向
,

海水由东南向西北方向发生海侵
。

尽管受到华北地台海陆总体格局的制约
,

然而
,

由于岸线

弯曲
,

本区海陆位置却有其自身的特点
,

在太原期
,

海洋位于本区西和西南方向
,

在海退的

总背景下
,

海水由西和西南方向向东及东北方向发生数次海侵
,

致使本区太原组是以陆源碎

屑潮坪
、

泻湖为主体的海退沉积与潮下带海进沉积所组成的多旋回沉积体系
。

确定本区海陆格局的依据有 :

( )[ 太原组灰岩层数
,

在矿 区西南及西部较多
,

一般为 6一 7层
,

向东北及东逐渐减



1 0 4沉 积 学 报 l(香卷

_
_ _ _

_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 ~ ~ ~门 ~ . . . . .曰口 ~ ~ ~ . . . .

一
少

,

至 Z K 1 3 孔仅发育 3 层 (见图 2 )
。

N
入少1

ù一团圈圈皿团圈
矛
/z

/

口
广平乡

/

/

/

/
钻孔号

7 层区

6 层区

5 层区

4 层区

3 层区

矿区边界

图 2 太原组灰岩层数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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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本仄 太原组灰岩总厚度具有向东及东北方 向变薄的规律
。

如 Z K g 孔 为 19
.

75 m 而

Z K 18 孔为 16 0 5m
。

( 3 ) 太原组地层总厚度也有 l句东及东北方向变薄的趋势
。

如 Z K 19
、

Z K 3
、

Z K I ( ) 孔
,

厚 J变分另.!为 16 9
.

9 1
、

16 0
.

7 5
、

15 2
.

50 m
.

而 Z K S 孔仅为 13 1
.

6 0 m
。

( 4 ) 在 西
、

西南部灰分产率 一般小
一

J
几

20 %
,

而东
、

东
一

化部
一
般大 f 2() %

( 5 ) 令卜区淄博的
一

占流 向为 19 0
。

.2 太原组的沉积环境类型

对沉积相 与测井相标志的研究表明
,

太原组有障壁岛
、

泻湖
、

潮道
、

潮坪及潮 卜带 (含

风暴沉积 ) 等环境类型 ( 见图 l少

障壁 岛 障壁岛沉积以 lS
。
砂岩为代表

。

岩性为灰
、

暗灰色细
、

中粒长石 石英砂岩和

粉砂岩
。

呈逆粒序
,

发育小型楔状
、

槽状交错层理和冲洗交错层理
,

分选较好
,

园度较高
,

硅质胶结
,

含细小石母片
。

砂体呈东西向或北西向条带状展布
。

与上覆泻湖相构成海退相

序
。

D L W 和 H G 曲线表现为中高值
、

低伽玛
、

小齿峰倒圣诞树形测井相
。

反映水动 力条件

由弱到强
、

沉积物经反复冲洗
、

结构成熟度和成分成熟凉均较高的特点
。

泻湖 泻湖沉积位十第 l 旋回 M g
、

M
l。
煤底板

、

第 且旋回底部和第 iil 旋 回底部
「

丫
’

性 为灰黑 黑 色泥岩
、

粉砂质泥岩
〔

发育水平层理
、

韵律层理及缓波状层理
,

富含浸染状
、

脉状黄铁矿
,

含菱铁矿
一

结核
,

含少量动植物化石
。

在剖面上
, 一

与 卜伏障壁岛及 卜覆潮坪川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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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海退相序
。

测井曲线表现为低阻
、

高伽玛平稳少变状测井相
。

反映泻湖环境水动力条件较

弱
,

在同生或早期成岩阶段
,

介质为还原一弱还原条件
。

潮道 潮道沉积以 5 8
砂岩为代表

。

下部岩性为灰一灰绿色中粒长石石英砂岩
,

上部

变细
,

为细砂岩与粉砂岩或泥岩的互层
。

砂岩为钙质胶结
,

发育槽状
、

板状交错层理
。

砂体

呈北北东向条带状展布
,

与岸线近于垂直
,

剖面上呈透镜状
。

测井曲线表现为底界突变
、

顶

界渐变的中一高阻
、

低一中伽玛多齿峰向上急收松塔形测井相
。

反映潮道环境水动力条件由

强到弱
、

潮水进退频繁的特点
。

潮坪 潮坪沉积发育于第 11
、

111
、

n
、

V 旋回中
。

岩性为灰一青灰色细砂岩
、

粉砂

岩
、

黑灰色泥质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和泥岩
。

在细砂岩 中
,

发育小型人字形交错层理
,

显示

潮汐水流的双向性
,

为砂坪沉积 ; 在粉砂岩
、

泥质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中
,

发育波状
、

透镜

状
、

脉状层理
,

反映潮汐水流的脉动性
,

为混合坪沉积 ; 在粉砂质泥岩和泥岩中
`

可见到缓

波状
、

透镜状层理
,

含有丰富
,

完整的植物化石
,

可见到垂直虫孔 S co il l h口s 相
,

为泥坪沉

积
。

测 井曲线表现为低阻小尖峰
,

中一
-
低伽玛多齿边向上微扩型测井相

。

潮下带 (含风暴沉积 ) 潮
一

F带沉积发 育于各旋回顶部
,

位于潮坪或泻湖沉积之 上
。

岩性为灰一暗灰色含生物碎屑泥晶灰岩和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含有各种
、

腕足
、

瓣鳃动物

化石碎片
,

可 见波状
、

缓波状层理
,

在 L S
灰岩 中夹有 3一4 层泥岩

。

测井曲线 上表现为高

阻
、

低伽玛大起大落单峰一多峰状测井相
,

反映潮 卜带环境具有较高的水动力条件
。

L :
灰岩上部可见到 cs m 厚 的动物化石碎屑滞积层

,

层内主要 为腕足
、

瓣鳃动物化石碎

屑
,

显示 下粗
_

卜细的粒序层理
,

对 下伏沉积物具有冲刷作用
。

滞积层之
_

L依次出现丘状
、

缓

波状交错层理
,

反映为风暴事件沉积
。

筑
蜓

.3 本区太原组沉积环境的特点

研究表明
,

本 区太原组的沉积环境具有 以下特点 :

1
.

本区太原组属过渡环境的沉积 ;

2
.

在过渡环境 中
,

又是以潮坪
、

泻湖环境为主体的海退型沉积与潮下带环境的海进型沉

积的交织 与多次更替 ;

3
.

在时间
_

L
,

整个太原期
,

海退与海进表现了明显的周期性与节奏性 ; 而在空间上
,

则

反映为显著的多旋回结构特征 ;

4
.

海洋的作用因海退而逐渐弱化
,

l派大陆的影响则缓慢增强
。

5
`

本区的煤层是泻湖或潮坪环境基础上泥炭沼泽化的产物
。

四
、

本区太原组主采煤层的聚煤规律与成煤灰色预测

根据沉积环境分析可 知
,

在聊城矿区太原组中
,

C l。
、

C , 和 C S
为泻湖泥炭沼泽化成

煤 ; 而 C 7
、

C 6和 C S
则为潮坪泥炭沼泽化成煤

。

由于 C ,。
、

C g
形成时

,

气候温暖潮湿
,

植

物繁茂
,

地壳沉降与沉积速度均衡
,

泥炭沼泽持续时间较长
,

故形成厚度较大
,

分布较稳定

的主采煤层
,

其余为部分可采或不可采煤层
。

1
.

主采煤层的聚煤规律与定性预测

一 C 9
煤 : e g

煤厚 1
.

4 5一3
.

24m
,

平均 2
.

6 3m
。

常有两个分层
,

即 C g一 ;
、

C g一 2 。

厚度前

者稍大
,

但二者均大于最小可采厚度
,

系稳定主采煤层
。

其厚煤带位于本区西南地段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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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K 2 4
、

Z K 3
、

Z K Z 和 Z K S 一带
,

平面上呈北西向环带状分布
,

与古海岸线大体平行
。

灰

分产率为 .7 27
se es

币.0 00 %
,

平均值为 19 .2 8%
,

向陆 (北东方向 ) 其灰分增高
、

煤厚变薄
。

据 C g
煤 的成 煤 环境 及 聚煤 特 征

,

可 作 如 下 的定性 预 测 : 在 本 区 西南
,

从

Z K 3一 Z K 2 2一 Z K Z 孔 至朱老庄一蔡庄附近
,

煤厚在 3m 左右 ; 往东到 Z K 4一 Z K 7 孔一 带
,

煤厚大于 Zm ; 继续向东
,

煤层将逐渐变薄
,

在数公里范围内
,

估计大于最小可采厚度
,

向

北至广平一带
,

煤厚逐渐减小
,

但仍将可采
。

2
.

e 、。
煤 : M 1 0

煤厚 1
.

7 6一3
.

7 o m
,

平均 2 4 4m
,

分为 M
I* 1 、

M
l。 :
两个分层

,

一般 M
飞。 一 2

较厚
,

二者均大于最小可采煤厚
,

且稳定可采
。

小于 Zm 的薄煤带位于本区西南 Z K 3
`
j南

部的 Z K g 孔地段 : 向北东
、

向北厚度增大
,

至 Z K 10 孔可达 3
.

70 m ; 厚煤带总体展布方向

呈北西向
。

灰分产率为 13
.

79 一52
.

82 %
、

均值为 26
.

89 %
,

具有向陆增高之特点
。

根据对 M l。
煤成煤环境及聚煤特点的分析

,

可作定性预测如下 : 从 Z K 3 -一z K g 孔
一

线

注西南方向
,

在一定范围之内
,

煤厚一般小于 Zm ; 从 Z K 1 0一 Z K 26 一 Z K 7 孔一线向东及北

东方向
,

在数公里范围内
、

煤层厚度较大
,

一般在 3m 左右
。

.2 主采煤层的 GM ( 1
,

l) 灰模及煤厚预测

至广平约 6 km

至柳城约 .0

洲̀囚公州御兴洲

回曰曰国曰

1
.

煤厚等值线 2
.

煤厚预测线 3
.

已知煤厚点 4 预测煤厚点 5
.

矿 区边界

图 3 M
; 。煤层厚度等值线及预测线布置图

F ig 3 T il e i s o P a c h m a P o f t h e t e n t h e o a l s e a m a n d th e lo e a te s o f t h i e k n e s s P r i d ic ti n g li n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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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区太原组的成煤环境
,

可对主采煤层的煤厚变化作出定性预侧
。

为提高研究程

度
,

笔者进一步应用灰色系统理论
,

对主采煤层建立了 G M ( 1
,

l) 灰色预测模型
,

并用

有关灰模对煤厚变化进行了定量预测
。

具体步聚是 :

1
.

根据聊城勘探区钻孔位置
,

选定 工一 I
’ 、

n 一 n
`

和 111 一111
`

三条预测线 (图 3)
。

由测

井资料对各预测线上有关钻孔中主采煤层所解释的煤厚
,

形成原始序列 {h0 i() } ;

2
.

作 A G O (A e e u m u l a t e d g e n e r a t i n g o p e r a t i o n ) 生成

h `” ( i ) 二 艺h `
o
,仃)

因煤厚非负
,

故一次累加生成数据序列 {h(
` ) i() } 接近指数规律变化

,

设满足一元一阶

常微分方程

hd ( l )

d t
+ 口 h ( 1) =

式中 t 为时间
,
a

、
u 为待辨识参数

。

其解为

h `” (`) 一 「h `” “
·

,一营,
“ 一 “ ` ,一 ` · ’ +

誉
式中 t。 为初始时刻

。

对于按等间隔分布上的钻孔煤厚离散值而言
,

可表示为

U , _ ,

二 翻

h “ ,

t北 + l ) = l九
、 , ,

t l ) 一 一 je
一 “ “

+ 一
“ 口

3确定数据矩阵 B
、

Y

!!
,

I
J2)3)N

了.、 、了̀、、
ó

了.砚、

o()o() :o()
,儿̀“
.

儿

l
` seleetes

一一Y

一

告
”̀ (1 ) (2 ) + ” ( 1) ( 1))

.

1

一

告
(“ 1 , ( 3 )+ * ` 1, (2 ) )

一

告
(“ `

1 , (、 )+ * ` 1) (、 一 1 ))

!
lsewel

l
.
.

ee

L

一一B

.4 求参数列 u 一
{
“

下的估计值右
一

{竺下
,

建立 G M (l
,

1) 灰模
,

并进行精度检验一
一

u
一 “ u J

残 差 检 验
。

依 各 煤 分 层 在 相 应 预 ’ “线 上 煤 厚 一 次 累 力口生 成 序 歹”
,

按 ` 一 {: }
= (B

二r

)B
一 ` B 了 Y 分别计算参数舀

、

反
,

代人④式
,

可建立各煤分层在相应预测线上的灰色

预测模型

产门 、 , , , . 、 r ,
门 、 , . 、

U , 二二 ;比

九 、”
t入 + l ) 一 Ln

、 ” t l ) 一 二 Je
一 “ “

--f
一

二

“ 12

当 K 二 1
,

2
,

…
,

N 一 1 时
,

由式⑤算得原序列一次累加的拟合值 ; 当 K > N 时
,

万 (1) ( K

+ 1 )为一次累加序列的预测值
。

按上述方法
,

聊城矿区太原组主采煤层 M 、 , 、

M --92
、

M l、 1、

M
lo Z
在 I一 I

` 、

n一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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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一 111 的 G M `l
,

l) 灰模分别是
:

工I[山一一111出!
!、
`.
!

丈八

lljlI

111日川了l!es夕
吧

!11
.we

4了。 :

儿1
1。,

一

]

车l 一,、

5 以l j

即相减
’
手成

}
一

!

jl 一 l
_

}

111 一 川

1
一

I

! }
一

}}

!;
.

1
.片

一

川

i() { 是

h 毛” ( , + l ) = 一 13
.

4 5 3 9 4
·

〔
,

x )/ ( 一 0
.

17 5 4 4 1)
一

+ 1 5
.

6 2 3 9 4

万
” ` :

一 ) 二 7 0 4 6 4 3 7
·

e 、户!( 2
.

9 8 0 2 3 2 、 20
一 7

) 11一 7 0 4 6 4 3 5

h
` ” 妇

“
一

1) 二 一 17 2 5 7 7 3 。
一

甲 ` 一 0
.

l 4(l 1i2 少
一

+
一

19
.

()7 77 3

h ” }

( ;
一卜 l ) 二 一 3

.

72 9 6 6
·

e 丫尸( 一 0
.

3 2 4【) 2 ; ) + 4
.

7 9 9 6 6

h f ’ ) (。+ l ) 二 一 19
.

9 5 9 8 1
·

e
.

、 P ( 一 0
.

0 5 13 8 1)+ 2 0
.

9 9 9 8 1

/z “
’ (了十 l ) 二 0

.

10 7 5 6
·

e
一

、 z , ( 一 1
.

() j 12 4 ) ) + (〕
.

6 4 2 4 4

h
` ”
( , 于 ! ) 二 19

.

7 6 3 3 5
·

e 、 P (0
.

() 3 8 2 2 1少一 1 9
.

16 3 3乓

h
t ” (`十

一

l ) “ 1 7
.

2 7 9 7 8
·

e 、 P (0
.

04 0 8 2 2 )一 16
.

5 0 9 7 8

h
` ” ` ,

一 ,一

l ) 二 一 4
.

9 4 0 8 2
·

。 x z , 一 ( 一 O
一

16 9 0 11 ) + 5
.

74 ()8 2

尸 ” (叶 l ) 二 3
.

3 7 7 8 8 e
、

\P 泊
.

3 143 81 ) 2
.

2 17 8 8

h ” ’
l( 扮

一

l ) 二 一 15
.

3 123 9
·

“ j,( 一 0
.

12 12 1自+ 16 5 7 2 3,

h “ ’
( z 一 I )二 一 10

.

6 6 6 7 2
·

召 x P ( 一 0
.

1 6 2 16 1)
一

十 12
.

3 9 6 7 2

一

次 累加 产{ 成序列
,

为还原 为原 始数据序列
,

击进仃 叮神戎运
、

)

类似地石

气 厂 2
`

才l}!吐序歹l{

表 1

八h ` ” ( i ) 二 产, `” ( i ) 一 j , ( ” f i 一 l ) 代 12“
, )
(
z ,

触
, ,

i()
二 j , “

,

i()
一
方

.

” 行一 n i( ) 2)
飞 …

,

N 时
,

得原序列 tll
级。 ’

( i ) } 的拟介序列
,

即 {户
`

(j) }
,

当 , 、 N 时
,

则补 顶

就是本卜
_

卜采煤层煤厚实测植 G M (l
、

l ) 对原序列计许的拟合低
`

一

了煤厚预测伯

表 l 山东聊城矿区太原组主采煤层煤厚实测值
、

G M (l
,

l) 模型拟合值与预测值

丁之lb le 1 M e之飞s u r e d
.

G M ( j
,

l ) 凡l宜T〕一」l会t te d a n ( I P一ld
一e zc d t h l e k n e s s ` ) t l l飞a r n c o 拢i

%心奋工n s 一rl

T
之t l y “ a l l 厂。 「一飞飞a Lj ( ) xl (

们
l a ( ) e h c n g (

`、 一;一
I全l e !(1

.

5 1飞是11飞d o n g

{

「
-

-
-

-
- -

且{
一
川

’

线

。,

订 ( r
,

1 )拟 介工衅l

钻孔实测煤 )毕

( ; M ( 1
.

1

孙! Z贝l}丁r土

上
- --

-

一 竺叹
…二{粉呈微笋 {

( i入1 ( {
.

1飞 ( j 凡川
,

! ,

,

l寸!
11.!l月!以

谋层 和测 值

( 甘 ( l ; )拟 f宁价

材孔 灾洲煤丫

下111
.

卜l!;

仁
一

万
à

软

P

1 7

P

而 }
-

P 3
{

:
一

瓜了育
~

i不三 }

}}}}}}}
……P一一 PPP P

飞飞

巨二
___ P

...

{{{二
一一 1 9

`

弓弓 2 0 999

…
2 0 999 0

.

7 222

!!! 2
.

1 ”” 2
.

1000 2
.

10000000

!!! 1
.

u444
r 一

了注) ( ))) 生丝丝 1) 9 000
r ---

{{{不丽丽
1

.

0 000 ( )
.

9 55555 {{{

{{{{{{{{{{{ ( ) 8 666
}}}}}}}}}}}}}

而而二
一

,,

辉辉
p夕 555 ( ) 7 888 〔 j

.

8 111

{{{石万77777 t j
.

/5555555

}}}}}}}}}}}}}

思思思
} 1 7555

镖镖
1 3777 } 2 222

11111 7 555555555

八丁不

项测仇
下

- -

; J
l
〕

哪州
!

!!一

李 排 招

{

(
一 t

}

斗
}

!
!斗l

门
l

飞!ìǔ介̀

.1
!冬!

(叫丁
竺 {

_一 _ 牡
0

.

19

厅万 1

;
、十

丁
·

一|
l

+!;

0
.

39

0 8 0

丽石 {
` ,

蕊才
( 1 8 6 默 日 只苏 } 日 4 6

一抖一幻

撼

_
一

千一3、 !
飞

.

2。, 上卫
、 。

_

l 竺
}

.

7 屯 { ! ()( )

;:
一

于
, 飞

一士一…
9 8

6ù6l一 11一l
,陌卜M

_ _土

_
_ _

f P 表下 各线 的点
,

见图 4
,

谋 厚以 米为单 f泪

比较表 齐煤层在 不同钻孔中煤厚实测佰
’
j 拟合仇

,

可对 拟合情况作 出统计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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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表 2山东聊城矿区太原组主采煤层 G M( 1
,

l) 模型拟合情况

T a b l e 2 R e s u lt s o f G M ( l
,

l )
s im u l a t i o n o f m a i n e o a l s e a n 一s in T a iy u a n F o

rm
a t i o n

o f L i a o e h e n g e o a l if e ld
,

S h a n d o n g

仁仁采采 建模模 原序列列 误 差 绝 对 值 ( I E I ) 分 布布 m a x
}E }}} }E }的的

煤煤 层层 个数数 点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均值值
OOOOOOOOOOO 所占百百 喊 0

.

111 所占百百 0
.

卜
一
0

.

222 所占
一

百百 > .0 222 所占百百百百

分分分分分分比 (% ))) 的点数数 分比(% ))) 的点数数 分 L匕(
`
姚 ))) 的点数数 分比 (% )))))))

MMM ,一一 333 999 666 66
.

6 666 222 2 2 2 222 lll 1 1
.

1 222 000 000 0
.

1777 0
.

0 2 111

MMM
g一 222 333 999 666 6 6

.

6 666 222 2 2
.

2 222 l
’’

1 1
.

1222 000 000 ( ) 1 555 0乃2 111

MMM 一。一 111 333 999 999 10 0
.

0 000 ( ))) 000 000 000 000 000 0 0 000 0
.

0 0 000

MMM 一于 222 333 999 777 7 7
.

7 777 222 2 2
.

2 333 000 000 000 000 ()
.

0 222 0
.

0 0 333

汇汇
.

总总 l 222 3 666 2 888 7 7
.

7 777 666 16乃 777 222 5
.

5《 ))) 000 000 0
.

1777 0
,

0 1 111

分析表 2 可以看出 : ①对 M
I。一 ,
煤所建立的三个 G M (]

,

l) 灰模精度最高
,

各拟合点

上的拟合值均等于原始实测煤厚
。

②M g一 ,
煤在 11 一 n

’

线 上用 G M (l
,

l) 模型计算的拟合误

差最大值为 0
.

17 m
,

在进行煤厚预测时
,

规定其误差不得大于 .0 2 m
,

显而易见
,

拟合误差

满足精度要求
。

③因合点误差从整体上来说较小
,

}川 二 .0 0 11
,

说明所建模型可 以用来进行

煤厚预测
。

由各预测模型计算的 主采煤层煤厚预测值 (见表 1 和图 4) 还可以提出
: ①沿 I一 I

`

线

向东
,

即沿钻孔 3
、

20
、

18 向东
,

在预测间距的为 2
.

24 k m 的两个预测点 上
,

M g 的厚度

(即 N I g
一 1
与 M

g一 :
煤厚之和 ) 分别为 2

.

06 m 和 1
.

67 m ; 而 M l。
的厚度则分别为 3

.

1 7m 和

.4 06 m
,

说明煤厚变化不大
,

稳定可采
。

②沿 11 一 11
`

向南
,

即沿钻孔 20
、

2
、

8 向南
,

在间距

的为 2
.

2 k m 的两个预测点上
,

M
g
分别 为 2

.

99 m 和 1
.

58 m ; 而 M
IO
则分别为 2

.

15 m 和

.2 03 m
。

③沿 iil 一 111
`

!句南
,

即沿 18
.

23 和 9 号孔向南
,

在间距为 .2 38 k m 的第一预测点上
、

M
g

为 3
.

17 m ; !衍 M
l。
在间距为 2

.

38k m 和 2
.

24 k m 的第一
、

第二预测点上
,

则分别为 1
.

70 m 和

1 4 4 m
。

研究表明
,

根据沉积环境分析的煤厚所作的定性预测与运用灰色建模所作的煤厚定量预

测
,

其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

本文系 《 山东阳谷一茬平煤 田聊城煤矿 区石炭二叠系沉积环境聚煤特点研究》 课题成果

的一部分
,

在研究和撰写论文过程 中
,

葛宝勋教授曾提 出许多宝贵意见
,

在此深表谢意
。

收稿 日期 : 1 9 9 1 年 6 月 2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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