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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西一号勘查区上煤组煤质特征及成煤环境

权巨涛，宋志坚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一勘探局。河北邯郸055004)

摘要：通过对磁西一号勘查区上煤组的研究，弄清了区内煤质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区内各煤层多为

半暗型一半亮型煤，光亮型煤次之；煤的有机组分以镜质组为主，惰质组次之，壳质组含量很少，无

机组分以粘土矿物为主；2号煤层原煤硫分，介于O．09％一1．54％之间，平均O．36％；4号煤层硫分

介于0．98％一3．80％之间，平均2．50％，6号煤层硫分介于0．24％一4．18％之间，平均2．44％；区内

各煤层原煤灰分产率较高，变化幅度亦较大，从低灰至高灰煤均有分布。通过分析硫分、灰分、煤

岩组分与成煤环境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本区上煤组成煤环境为碳酸盐台地、障壁岛一泻湖和潮坪

基础上发育的泥炭沼泽和三角洲平原发育的泥炭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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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formimg environment and coal quality of upper formation
。

Cixi ploration districtin1Xl exptorat,on dlstnct

QUAN Ju—tao，SONG Zhi-jian

(The F'wst hpk洳Bu舢，C2qACG，I-Iandan 056004，China)

Abstract：Coal q岫li哆characteristic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s．,dy of coal quaH哆of upper formation in

Cixi exploration district．It WaS found that lithotype is belonged to bright coal and semibright coal，mainly

black．Vitrinite of orgallic components in coal samples is most important，and inertinite takes second

place，exinite little．The main components in inorganic comlxments were chy minerals．Sulfur content of 2

#，4#，6#raw coal range from 0．09％to 1．54％，0．98％to 3．80％0．24％to 4．18％，and the av-

erage value were 0．36％，2．50％，2．44％，respectively．In this district，ash content in hiIsh yield varied

from low—ash to lli曲一ash．It咖be concluded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lfur content，ash cont—

ent，maceral and coal—forming environn忙nt that the sedimentary enviroment belong to peat bog formed in

carbonate platform，bar弛r island—la印0Il，tidal flat and peat bog in deha plain．

K眄wolds：Cixi exploration district；coal quality；coal—forming envi_m㈣t

磁西一号勘查区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峰

峰矿区境内。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中朝准地台(I)、

山西断隆(Ⅱ)、太行山拱断柬(Ⅲ)、武安凹断柬

(Ⅳ)的东南部。区内新生界松散及半固结沉积物

全部覆盖，钻孔揭露地层自下而上为奥陶系中统

峰峰组；石炭系中统本溪组、上统太原组；二叠系

下统山西组、下石盒子组；上统上石盒子组、石千

峰组；三叠系下统刘家沟组、和尚沟组及中统二马

营组。研究区位于老矿区的深部，其浅部老矿区

的勘探、研究和开采历史悠久，习惯把2、4、6煤层

称之为上煤组，7、8、9煤层称之为下煤组。由于下

煤组埋深较大，受地下水威胁严重，地温高，尚未

开采，加之资料较少，勘探和研究程度都比较低，

上组煤是开采、研究的主要目的层段，因此本文仅

对上组煤进行探讨。

收稿日期-'2009一01—06

作者简介：权巨涛(1957一)，男，天津人，高级工程师，从事煤田地质勘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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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煤地层特征

1．1太原组

本组为区内重要含煤地层之一，厚度为117．85

1111—123．84m，平均120．85m。含煤3层，自上而下

分别为3、4、6煤，岩性以灰黑色泥岩、粉砂岩为

主，间夹中细砂岩，含薄层石灰岩4层，自上至下

分别为一座灰岩、野青灰岩、山青灰岩、伏青灰岩。

富含海相动物化石蜓类、海百合茎、珊瑚、腕足、瓣

腮类和痕迹化石。煤层上下的灰黑色泥岩和砂质

泥岩中含植物化石，主要有：鳞木、瓣轮叶、羊齿

类、丁氏蕨类等。属典型的陆表海碳酸岩台地相

和障壁岛一泻湖、潮坪相沉积。

1．2山西组

为区内主要含煤地层，厚度为51．80m一

82．88m，平均62．64m。组含煤2—5层，其中含

主要可采煤层2号煤，全区沉积稳定，上部岩性

以深灰、灰黑色砂质泥岩、泥岩、粉砂岩为主；
中部以灰色中砂岩为主；下部为灰黑色砂质泥岩

夹中细砂岩。煤层顶板黑灰色泥岩和砂质泥岩中

可见鳞木、瓣轮叶、羊齿类、丁氏蕨类植物化

石。上部1～2层粉砂岩含明显的菱铁质鲕粒。

底部为一层中细粒砂岩，多具均匀层理，并常夹

深灰色薄层粉砂岩或包裹体。是从下伏太原组陆

表海碳酸岩台地相和障壁岛一泻湖、潮坪相沉积

向上过度为三角洲沉积。

2煤层

区内上煤组含煤4层，煤层平均总厚8．51m，
其中2号煤层为全区可采煤层，4,6号煤为大部可

采煤层。

2．1 2煤(大煤)

位于山西组中下部，为本区主要可采煤层，上

距下石盒子组底界(骆驼脖砂岩)平均38．95m，煤

层厚度1．50m一8．88m，平均5．52m。分布稳定。

煤层结构类型为较简单一较复杂，含夹矸1—3

层，分布无一定规律，厚0．12m一0．66m，岩性为泥
岩、砂质泥岩或粉砂岩。局部见分岔为上下两个

分层，为较稳定的全区可采煤层。

2．2 4煤(野青)

位于太原组上部，是本区的主要可采煤层之

一，煤层厚度0．47m～2．23m，平均1．51m。全区沉

积稳定，煤层结构简单，部分地段含一层夹矸，岩

性为炭质泥岩或泥岩。为稳定的全区大部可采煤

层。直接顶板野青灰岩，底板为中粒砂岩、细砂岩

或粉砂岩。

2．3 6煤(山青)

位于太原组中部，常分成6煤(山青)和6下(伏

青)两层，上分层6煤为中厚层状，结构复杂，全区

大部可采，煤厚0．27m～1．54m，平均1．48m，一般
含1。2层0．10m～0．20m厚的泥岩夹矸，为较稳

定的全区大部可采煤层。直接顶板一般为山青灰

岩，厚1．24m左右，局部为粉砂岩；煤层底板为粉
砂岩、泥岩，其下为伏青灰岩。下分层6下煤为薄

层状，煤层厚度0．00m一0．33m，平均0．21m，结构

简单，全区不可采，沉积极不稳定。

3煤质特征

3．1煤岩特征

3．1．1宏观煤岩类型

区内各煤层为黑色，条痕呈褐黑色。玻璃光

泽、沥青光泽及金属光泽，条带状结构，内生裂隙发

育，充填方解石薄膜，少量充填黄铁矿。粉末状构

造及块状构造，主要由镜煤、亮煤和暗煤组成，含少

量丝炭，多为半暗型一半亮型煤，光亮型煤次之。

3．1．2显微煤岩组分

通过对各煤层显微煤岩组分分析(表1)，煤的

有机组分以镜质组为主，惰质组次之，壳质组含量

很少。无机组分以粘土类矿物为主，其次为碳酸

盐类、硫化铁类及氧化硅类，粘土矿物多呈层状、

似层状及分散状。

表1煤岩组分

Tab．1 Maeeral iII d硝a甲Io憎n伽distr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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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2煤中硫分含量

Tab．2 Theash cmm蛆s in啪cosk

3．2硫分

2号煤层原煤硫分，介于0．09％．1．54％之

间，平均0．36％；原煤硫分分级为特低硫～低硫
煤。浮煤硫分介于0．28％一0．70％之间，平均

O．40％；按冶炼用炼焦精煤硫分分级为特低硫一

低硫分煤(表2)。煤中硫的赋存形态以有机硫为
主，次为硫铁矿硫，硫酸盐硫含量很少，经测试分

析，硫分在区内呈东高西低、南北低、中不较高的
变化趋势。

4号煤层硫分介于0．98％一3．80％之间，平均

图1上煤组硫分等值线

Fig．"1 Ash contents i sol ine of upper

format ion coal

2．50％，6号煤层硫分介于O．24％～4．18％之间，

平均2．44％，明显的高于2煤层，其原因主要与成

煤环境有关⋯。4号煤层硫分含量的变化趋势恰

恰与2号煤相反，反映为东部低，向西逐渐增高，

南部和北部较低，高硫区分布本区的在中部；6号
煤层因本区揭露钻孔少，经少数点煤样化验成果

来看，硫分含量少于4号煤，总的分布特征基本同

4号煤，但高硫区有明显向南移的迹象(图1)。硫

分含量煤中硫的赋存形态以无机硫为主，次为有

机硫。原煤经洗选后，全硫含量有所下降。

图2上煤组灰分等值线图

Fig．2 Ash contents isoline of upper

format ion c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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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灰分

从各煤层化验分析结果(表3)表明，区内各煤

层原煤灰分产率较高，变化幅度亦较大，从低灰至

高灰煤均有分布。2号煤层灰分产率在中南部和
北部的局部小于16％，为低灰煤，北部的45—47

线个别点超过29％，为高灰煤，其它大部分介于

16％一29％之间。4号煤层灰分产率由南向北呈
低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分布，灰分产率低的区域灰

分产率小于16％，高的区域在16％一29％之间。6

号煤层灰分产率仅在39—40线的西部局部区域为

16％以下，其它均在16—29之间居多(图2)。原

煤经洗选后，灰分产率明显降低。
表3煤中灰分产率(％) ．

Tab．3 1"ae ash o嘶e删b rield of every coal翻凋n垮

按照《GB 5751—86中国煤炭分类》依据％，
粘结指数，胶质层厚度等参数，参照邻近勘查区及

浅部矿井生产资料，2,4、6号煤主要是焦煤、瘦煤，

均为优质的炼焦用煤。

4成煤环境

4．1 4、6号煤成煤环境

本区太原组4、6号煤与下组煤为连续沉积，在

6下煤沉积期，由于海平面迅速抬升，破坏了相对均

衡、稳定的成煤作用格局，导致了聚煤作用的中断，

沉积形成了酥煤顶板伏青灰岩。之后，沉积盆地逐

渐转化为一个较长时间均衡、稳定的成煤作用阶

段，聚集形成了全区稳定可采的6号煤层；4号煤发

育于太原组晚期，为全区沉积稳定的又一重要可采
煤层。从上煤组4、6号煤层在横向上沉积稳定、垂

向上交替重复沉积特征分析，应为典型的陆表海碳
酸岩台地相和障壁岛一泻湖、潮坪相含煤沉积，煤

层形成于碳酸盐台地、障壁岛一泻湖和潮坪基础上

发育的泥炭沼泽中，具有以下特点：①从煤质化验
结果来看，煤中硫份含量较高，0．24％一4．18％之

间，平均2．44％，其中硫的赋存形态以无机硫为主，

少量有机硫，根据现代海南三亚和厦门滨海红树林

泥炭中硫的成分分析表明，它们以硫化铁硫为主，
有机硫次之，硫酸盐硫含量最低，本区4、6煤层中硫

分含量特征与此极为相似；②煤层中灰分含量较

低；③煤中镜质组含量较高，惰质组含量低，反映出

成煤环境为较强的还原环境；④煤层在剖面上较稳
定，具有较好的连续性。

4．2 2号煤成煤环境

2号煤层是在下伏太原组碳酸盐台地、障壁岛

一泻湖和潮坪沉积基础上沉积形成的。随着海平

面进一步下降，上游三角洲一河流向海方向推进，
由此本区演化为三角洲平原环境，在广阔的三角

洲平原之上泥炭沼泽化堆积形成煤层，具有以下

特点：①煤的硫份较低，在0．09％～0．78％之间，
平均0．36％，与太原组的煤层形成明显的对比；②

煤层中灰分含量相对较高，主要与陆源物质混入
量的增加有关；③煤中镜质组含量较低，惰质组含

量高，反映出成煤环境为弱还原环境一氧化环境；

④煤层在横向的稳定性较好，具有很好的连续性，

煤层厚度大，从剖面上显示，煤厚变化明显大于碳

酸盐台地、障壁岛一泻湖和潮坪基础上发育的4、6
号煤层。

5结束语

1)从煤质化验结果表明：本区上组煤4、6号
煤层中硫分明显较高，大部分为中高硫一高硫煤；

而2号煤层硫分较低，为特低硫一低硫煤，煤层中

硫的赋存形式和特点与沉积环境密切相关。即碳
酸盐台地、障壁岛一泻湖和潮坪泥炭沼泽化成煤

硫分普遍较高，三角洲平原泥炭沼泽化成煤硫分
较低。前者如4、6号煤层，后者如2号煤层，是优

质的低硫、低一中灰焦煤和瘦煤。
2)太原组4、6号煤层形成于碳酸盐台地、障

壁岛一泻湖和潮坪基础上发育的泥炭沼泽中，山

西组2号煤层为三角洲平原泥炭沼泽成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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