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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宜洛煤田高山南部勘查区属华北地台渑临台坳区，断层构造较发育。为了厘清高山南部勘查区的构造特

征及其对煤层的影响，通过对区内二维地震、钻探资料以及野外地质资料的综合分析，探讨了勘查区构造特征及

构造演化规律，认为区内构造变形主要包括印支期、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３个阶段，断层构造主要有印支期近ＥＷ
向断层、燕山晚期ＮＷ向推覆构造及喜马拉雅期 ＮＥ向张性断层，对勘查区内煤层均有较大破坏，在勘查区东部
二１煤层中存在“二层楼”现象。研究可为宜洛煤田下一步寻找煤炭资源提供新的思路和找矿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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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宜洛煤田位于豫西宜阳及伊川境内，区内构造

发育，对煤层的赋存状态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

前人对宜洛煤田推覆构造特征［１－４］、含煤岩系的沉

积环境［５］、煤变质程度［６］、深部勘探区构造控煤特

征［７］、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条件［８－９］等方面进行了

较为详细的研究，发现区内逆冲推覆构造发育，含

煤建造遭到破坏，煤层的变质程度增高，增加了地

质勘查工程布设的难度，也对后期煤层开采过程中

矿井规划及安全生产产生了严重影响。前人对宜

洛煤田北部矿区的研究较多，但尚未深入探讨高山

南部勘查区的构造特征。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河南省地
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矿产调查院开展了宜

洛煤田高山南部勘查区的二维地震、钻探、测井等

地质普查工作［１０］，本文通过综合分析高山南部勘

查区内的二维地震、钻探以及野外地质调查资料，对

勘查区的构造特征及其构造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

旨在为宜洛煤田深部找煤及生产提供依据。

１　区域构造背景

高山南部勘查区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华北地台

（Ⅰ级）、渑临台坳（Ⅱ级）、伊川—汝阳断陷（Ⅲ级）
中的宜南半坡山断垒区（Ⅳ级）［１０］。其中伊川—汝
阳断陷盆地为主要的石炭纪—二叠纪聚煤盆地，形

成于伊川—汝阳断陷盆地后期的半坡山断垒，夹于

锦屏山断层、三门峡—田湖断层、殷桥断层和宋店

—伊川断层之间，呈菱形断块。

高山南部勘查区位于半坡山断垒的东南边缘。

半坡山断垒受来自南西方向推覆断层构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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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几个近平行的逆冲断层（陈宅吕沟、蝎子山、龙

潭沟、魏庄、兰家门、葛家崖及殷桥断层）［１－２，４，７］和逆

冲岩席组成的推覆断块，断块中残留着被断层破坏

的杨店背斜、李沟向斜和高山背斜（图１）。

１．第四系；２．新近系；３．古近系；４．三叠系；５．二叠系；６．石炭系；７．寒武系；８．新元古界；９．中元古界；１０．矿井；１１．实测及推测逆冲

断层；１２．正断层；１３．其他实测及推测断层；１４．角度及平行不整合界线；１５．实测及推测煤层露头；１６．勘查区；１７．背斜；１８．向斜；

１９．勘查线及编号；２０．二维地震测线及编号；２１．钻孔及编号

图１　宜洛煤田区域地质简图［１０］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Ｙｉｌｕｏ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１０］

　　区域地层属华北地层区渑池—确山地层小
区［１０］，出露地层自老到新分布有中元古界熊耳群、

汝阳群、洛峪群，古生界寒武系、石炭系、二叠系，中

生界三叠系，新生界古近系、新近系及第四系。

２　勘查区构造特征

勘查区内地表多被新生界掩盖，仅在北部高山

矿区出露古生界寒武系、石炭系、二叠系。据勘查区

内的钻探资料分析，揭露深部地层有元古宇北大尖

组和中生界三叠系。区内构造较发育，主要为印支

期近ＥＷ向断层、燕山晚期 ＮＷ向逆冲推覆构造及
喜马拉雅期 ＮＥ向张性断层［１１］（图１）。印支期的
ＥＷ向高山寨断层（Ｆ４）使北邻高山矿区的二１煤层

断降４００余米，为区内主要可采煤层，产状相对稳定。
２．１　褶皱构造

勘查区内仅发育高山背斜，被逆冲断层改造破

坏，在西北端木栏沟一带仰起，东南端黄村井田一

带倾伏。受倾伏端影响，二１煤层发生东南方向的

弧形偏转。高山背斜轴部出露新元古界洛峪群三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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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组和下古生界寒武系，南北两翼均被断层破

坏。北翼发育葛家崖断层，断层以北出露上二叠

统，南翼出露中寒武统—上寒武统、石炭系和二叠

系，地层被高山寨断层破坏，断陷后上盘地层仍向

南倾斜。

２．２　断层构造
勘查区断层构造较发育，可分为三期：印支期

为近ＥＷ向断层，以高山寨断层（Ｆ４）为代表；燕山
晚期为 ＮＷ向逆冲推覆构造，以东马村、魏庄及葛
家崖断层为代表；喜马拉雅期为ＮＥ向断层（宋店、
ＤＦ１断层），断层均对区内煤层有较大破坏。勘查
区断层特征见表１。

表１　勘查区断层特征
Ｔａｂ．１　Ｆａｕｌｔ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断层名称
断层

性质

产状

走向 倾向 倾角／（°）
落差／ｍ

高山寨 正断层 ＥＷ 南 ６０°～７０° ２８０～４２０
葛家崖 逆断层 ＮＷＷ 南西 ５０°～７５° １１００～２４００
魏庄 逆断层 ＮＷ 南西 未测 ＞１００
东马村 逆断层 ＮＷ 南西 未测 ＞１００
宋店 正断层 ＮＥＥ 南南东 ６５°～７５° ＞５００
ＤＦ１ 正断层 ＥＷ 南 ５０°～７０° ０～６５

２．２．１　高山寨断层（Ｆ４）
通过地质调查研究，发现高山寨断层在高山寨

北侧横贯本区，走向ＥＷ向，延伸３０ｋｍ，形成高山、
谷元（郑村、魏庄）、黄村井田的南部边界。通过分

析勘查区钻探资料，发现高山寨断层（Ｆ４）表现为上
石盒子组砂岩与寒武系灰岩断层接触，断距约

２８０ｍ。受高山寨断层影响，勘查区北邻高山矿区
的二１煤层随断层下降了超过４００ｍ。
２．２．２　葛家崖断层（Ｆ２）

据宜洛煤田黄村井田的钻探资料［１２］分析，葛

家崖断层北东盘出露二叠系和下三叠统，西南盘出

露新元古界三教堂组，两侧地层极不协调，断层倾

角变化较大，属逆冲断层。勘查区内的煤系地层明

显被葛家崖断层切割、牵引，发生逆时针位移。受

断层和高山背斜倾伏端影响，在黄村井田以东区域

可能存在新的井田。通过高山南部勘查区二维地

震资料解译（图２），可清楚地反映葛家崖断层的埋
深情况，可见断层造成了地层重复，二１煤层形成

“两层楼”现象，上层埋深９００～１３００ｍ，下层埋深
约３０００ｍ。

图２　勘查区Ｄ４００－１线二维地震时间剖面

Ｆｉｇ．２　２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ｉ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ｎｅＤ４００－１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２．２．３　魏庄断层（Ｆ９）及东马村断层（Ｆ８）
魏庄断层（Ｆ９）与区域上的兰家门、南杓柳断层

相接，和西部的东马村断层呈 ＮＷ向等间距展布，
寒武系灰岩被推覆到石炭系—二叠系铝土矿和煤

系之上，表现为一组逆冲推覆构造。魏庄断层（Ｆ９）
和东马村断层（Ｆ８）之间形成地垒，并产生低序次断

层，受两组断层影响煤层被破坏且产状极不稳定。

通过综合分析勘查区 ＺＫ６０１孔和 ＺＫ６０２孔的钻探
资料（图３）和二维地震资料（图４），ＺＫ６０１孔浅部
出现两个地层不连续的构造点，为地层从南西向北

东方向低角度滑动所致，与地表的东马村断层和老

王沟断层相扣合；深部出现的两个构造点是魏庄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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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Ｆ９）的反映，两构造点间的下石盒子组含煤地
层为推覆过程中形成的构造夹块（图 ３）。ＺＫ６０２
孔在深部也见有明显的构造点，同样是逆冲推覆构

造的反映，受高山寨断层（Ｆ４）的阻挡，该推覆体前
锋顺着断面向上尖灭。另根据二维地震资料分析，

在深部约１５００ｍ处可能存在一个主推覆构造面，
与 ＺＫ６０１和 ＺＫ６０２钻孔深部揭露的魏庄断层
（Ｆ９）、东马村断层（Ｆ８）和老王沟断层形成一个完
整的逆冲推覆构造体系，为一自南西向北东方向推

覆、上陡下缓的犁式断层带。

１．第四系；２．新近系；３．下三叠统—中三叠统；４．上二叠统石千峰组土门段；５．上二叠统上石盒子组平顶砂岩段；６．中二叠统上石盒

子组；７．下二叠统下石盒子组；８．下二叠统山西组；９．石炭系；１０．上寒武统崮山组；１１．二１煤层；１２．整合界线；１３．平行不整合界线；

１４．角度不整合界线；１５．断层及编号；１６．已施工钻孔及编号

图３　第６勘查线地质剖面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６

图４　勘查区Ｄ１００线二维地震时间剖面
Ｆｉｇ．４　２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ｉ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ｎｅＤ１００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２．２．４　ＤＦ１断层
通过综合分析 ＺＫ００１、ＺＫ３０１钻孔资料（图

５）和二维地震资料（图６），可以看出 ＤＦ１断层为
正断层，走向近 ＮＷ向、倾向南，倾角 ５０°～７０°，
断距３５～５０ｍ，延展长度约３ｋｍ。ＺＫ００１钻孔资
料表明，ＤＦ１断层深部为山西组下部的深灰色泥
岩（Ｐ１ｓ）与寒武系崮山组（ ３ｇ）的白云质灰岩相接
触，形成１０余米破碎带，缺失山西组底部及太原

组、本溪组等地层，近断层处白云质灰岩有明显的

碎裂现象，构造裂隙发育，充填有碳质。ＺＫ３０１钻
孔资料表明，ＤＦ１断层深部为山西组二１煤层直接

与寒武系接触，地层缺失山西组底部及太原组、本

溪组。断层处岩石为角砾岩，厚２０余米，主要为
白云质灰岩、石英、方解石及少量燧石灰岩，呈角

砾状分布，具有明显的挤压和揉皱现象，不规则裂

隙发育，多充填方解石脉。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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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四系；２．新近系；３．三叠系中下统；４．上二叠统石千峰组土门段；５．上二叠统上石盒子组平顶砂岩段；６．中二叠统上石盒子组；

７．下二叠统下石盒子组；８．下二叠统山西组；９．石炭系；１０．上寒武统崮山组；１１．二１煤层；１２．整合界线；１３．平行不整合界线；１４．角

度不整合界线；１５．断层及编号；１６．已施工钻孔及编号

图５　第０（ａ）与第３（ｂ）勘查线地质剖面
Ｆｉｇ．５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ｏ．０（ａ）ａｎｄＮｏ．３（ｂ）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ｓ

图６　勘查区Ｄ２５０线（ａ）与Ｄ４００线（ｂ）二维地震时间剖面
Ｆｉｇ．６　２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ｉ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ｉｎｅＤ２５０（ａ）ａｎｄＤ４００（ｂ）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２．２．５　宋店断层（Ｆ２６）
宋店断层（Ｆ２６）为勘查区隐伏断层，走向 ＮＥ

向，倾向南东，倾角６５°～７５°，落差大于５００ｍ。沿
宋店—伊川一线延展，东段大体与伊河河道走向平

行。该断层和区域上的锦屏山断层为同期产物。

３　区域构造演化
太古宙到古元古代期间，登封群和太华群组成

了勘查所处华北地台古老的结晶基底［１３］。中元古

代—三叠纪为本区盖层的形成阶段，前期（中元古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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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新元古代）为地壳由相对活跃向相对稳定状态

转变的过渡时期［１４］，沉积熊耳群、汝阳群、洛峪群

和震旦系，少林运动结束了华北地台元古宇的沉

积，改变了地台表层岩石的构造形态，由大规模的

塑性形变逐渐转化为以发育深大断层为主的脆性

形变，地壳运动的主要形式也由水平运动转化为垂

直运动；后期（寒武纪—三叠纪）为稳定地台阶

段［１４］，发育寒武纪浅海相碳酸盐建造，之后沉积了

晚古生代石炭纪和二叠纪煤系地层，其中加里东期

的南北挤压俯冲造成华北地台处于全面抬升状态，

使得区内缺失志留系、泥盆系、下石炭统等地

层［３，１５］，地层沉积间断达１５０Ｍａ［１５］，这次长时间的
抬升为晚古生代的成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宜洛

煤田在华力西期地壳又经历了一次抬升，造成上二

叠统上石盒子组顶部缺失沉积九煤段（７０～
１００ｍ）［１１］，与石千峰组底部平顶山砂岩之间呈平
行不整合或微角度不整合接触。

晚三叠世到第四纪，宜洛煤田地壳由相对稳定

转变为相对活跃状态，表现为板内构造变形，包括

印支期、燕山期、喜马拉雅期３个构造变形阶段，地
壳进入了一个新的演化时期，勘查区内发生逆冲推

覆、大幅度升降和裂陷。印支期—燕山期的构造运

动改造了本区构造原有的古老展布格架，基本上形

成了现在的构造形态。

结合区域构造演化特征及勘查区构造特征，勘

查区煤田主要经历了印支、燕山、喜马拉雅３期构
造运动：早期（印支期）受到来自华北地台西南缘

北东—南西方向的强大挤压，促成 ＮＷ向李沟向
斜、沙坡背斜、高山背斜的形成，同时发育了 ＥＷ向
的张性断层高山寨断层（Ｆ４）；中期（燕山晚期）构
造应力场转换，在ＮＷ—ＳＥ向构造应力作用下产生
顺时针挤压扭动，形成了半坡山断垒，并改变了原

有褶皱构造的方位和形态，在旋扭体系的内部，产

生陆内板块效应，受一组 Ｘ型 ＮＷ向断层的阻挡，
在顺时针的应力场中，产生了沿ＮＷ向断层的反时
针扭动并拉开了已形成的ＥＷ向张性断层，进而发
育了蝎子山断层（Ｆ６）、龙潭沟断层（Ｆ７）、东马村断
层（Ｆ８）、魏庄断层（Ｆ９）、葛家崖断层（Ｆ２）、殷桥断
层（Ｆ１２）等一系列 ＮＷ向、ＮＷＷ向的逆冲断层带
（图１，图３，图４），以及其分割出的呈叠瓦状分布
排列的菱形推覆断块，分布于褶皱构造中的石炭

纪—二叠纪煤系地层也被一并卷入逆冲推覆构造体

系，局部作反时针位移，形成本区阶梯状菱形井田的

煤田地质格局；晚期（喜马拉雅期）发生强烈的断陷

作用，形成呈ＮＥ向展布的宋店断层（Ｆ２６）和ＤＦ１断
层，其中宋店断层切割改造了早期形成的 ＮＷ向、
ＮＷＷ向逆冲推覆构造体系，勘查区现今的构造格
局逐步形成。

４　结论

（１）结合区域地质构造，通过对勘查区二维地震
及钻探资料综合研究分析，区内断层构造较发育，主

要有印支期近ＥＷ向高山寨断层，燕山晚期 ＮＷ向
东马村、魏庄及葛家崖逆冲推覆构造，以及喜马拉雅

期ＮＥ向张性断层（宋店断层、ＤＦ１断层）。
（２）勘查区内构造变形主要包括印支期、燕山

期和喜马拉雅期３个阶段，地壳发生逆冲推覆、大
幅度升降和裂陷，形成了本区阶梯状菱形井田的地

质格局。

（３）受高山寨断层影响，勘查区高山矿区浅部
二１煤层断陷４００余米，同时受逆冲推覆构造沿地层
薄弱带逆冲影响，勘查区西部二１煤层出现缺失，东

部受葛家崖逆断层影响，二１煤层出现“两层楼”现象，

为下一步寻找煤炭资源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找矿靶区。

致谢：本文得到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第一地质矿产调查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汪江河及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矿产调查院

第一届青年地质论坛交流会专家们的指导和建议，

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石铨曾，尚玉忠，庞继群，等．河南省宜洛煤田区的推覆构造［Ｊ］．

河南地质，１９９０（３）：２１－２７．
ＳｈｉＱＺ，ＳｈａｎｇＹＺ，ＰａｎｇＪＱ，ｅｔａｌ．Ｎａｐｐ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Ｙｉｌｕｏ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Ｈｅｎａｎ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０（３）：２１－２７．

［２］　田惠娟，陆拴喜，李恩花．宜洛预测区推覆体下找煤浅析［Ｊ］．
中州煤炭，２００８，３０（２）：３４－３５，６６．
ＴｉａｎＨＪ，ＬｕＳＸ，ＬｉＥＨ．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ｃｏａｌｕｎｄｅｒｎａｐｐｅｉｎＹｉｌｕ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Ｊ］．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Ｃｏａｌ，２００８，３０（２）：３４－３５，６６．

［３］　高永彬．白杨—高山区滑动构造下找煤浅析［Ｊ］．中州煤炭，
２００９，３１（１）：３３－３４．
ＧａｏＹＢ．Ｏｎ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ａｌｕｎｄｅｒｓｌｉ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Ｂａｉｙａｎｇ－
ｇａｏｓｈａｎＡｒｅａ［Ｊ］．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Ｃｏａｌ，２００９，３１（１）：３３－３４．

［４］　高永彬．宜洛矿区深部构造特征浅析［Ｊ］．中州煤炭，２０１０，
３２（２）：２０－２１，６９．
ＧａｏＹＢ．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ｏｆＹｉｌｕｏｍｉｎ
ｉｎｇａｒｅａ［Ｊ］．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Ｃｏａｌ，２０１０，３２（２）：２０－２１，６９．

［５］　刘彬堂．宜洛煤田二叠系下统山西组沉积环境分析［Ｊ］．西部
探矿工程，２００６，１８（４）：１２１－１２２．
ＬｉｕＢ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５５·



中　国　地　质　调　查 ２０２３年

ＬｏｗｅｒＰｅｒｍｉａｎｉｎＹｉｌｕｏ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Ｊ］．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１８（４）：１２１－１２２．

［６］　雷华友．宜洛煤田煤变质程度显著性差异影响因素分析［Ｊ］．
煤炭技术，２０１０，２９（８）：１２２－１２４．
ＬｅｉＨ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ｃｏａｌ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ｄｅｇｒｅｅｉｎＹｉｌｕｏ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Ｊ］．Ｃｏ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０，２９（８）：１２２－１２４．

［７］　罗锐．宜洛煤田深部勘探区构造控煤特征分析［Ｊ］．中国煤炭
地质，２０１４，２６（８）：６４－６８．
Ｌｕ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ｄｅｅｐｐａｒｔ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ｏｆＹｉｌｕｏ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Ｊ］．Ｃｏ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２６（８）：
６４－６８．

［８］　杨参参，苗全芸，申青春，等．宜洛煤田水文地质条件分析及
防治水建议［Ｊ］．煤炭科技，２０１６，３７（３）：４１－４３．
ＹａｎｇＳＳ，ＭｉａｏＱＹ，ＳｈｅｎＱＣ，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Ｙｉｌｕｏ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Ｊ］．
Ｃｏ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１６，３７（３）：４１－４３．

［９］　秦志强．宜洛煤田深部勘查区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条件分
析［Ｊ］．能源与环保，２０２０，４２（９）：１０９－１１２．
ＱｉｎＺＱ．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ｏｆＹｉｌｕｏ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Ｊ］．Ｃｈｉ
ｎａ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４２（９）：１０９－１１２．

［１０］冯绍平，汪江河，刘耀文，等．河南省伊川县高山煤矿普查报
告［Ｒ］．洛阳：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矿产调查
院，２０１４．
ＦｅｎｇＳＰ，ＷａｎｇＪＨ，ＬｉｕＹＷ，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ｐｏｒｔｏｆ
Ｇａｏｓｈａｎ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ｉｎＹｉｃｈｕ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Ｒ］．
Ｌｕｏｙａ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Ｈｅｎａｎ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４．

［１１］袁泽东．豫西地区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Ｊ］．煤炭技术，
２０１０，２９（３）：１６７－１７０．
ＹｕａｎＺＤ．Ｙｕｘｉａｒｅ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
Ｃｏ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９（３）：１６７－１７０．

［１２］周作荣，杨阳，禹志加，等．河南省伊川县高山煤核查区资源
储量核查报告［Ｒ］．洛阳：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二队，２０１０．
ＺｈｏｕＺＲ，ＹａｎｇＹ，ＹｕＺＪ，ｅ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Ｖｅｒ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Ｈｉｇｈ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Ｃｏ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ｉｎＹｉｃｈ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Ｒ］．Ｌｕｏｙａｎｇ：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ｅａｍ ｏｆ
ＨｅｎａｎＣｏ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１０．

［１３］郭熙年，唐仲林，李万程，等．河南省晚古生代聚煤规律［Ｍ］．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１－１９４．
ＧｕｏＸＮ，ＴａｎｇＺＬ，ＬｉＷＣ，ｅｔａｌ．ＴｈｅＬａｔｅＰａｌａｅｏｚｏｉｃＣｏａｌ－Ａｃ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Ｌａｗｓ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Ｗｕ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１４１－１９４．

［１４］吴海东．豫西上、下石盒子组（Ｐ２－３）沉积旋回特征及聚煤环
境［Ｄ］．焦作：河南理工大学，２０１０．
ＷｕＨＤ．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ｙｃｌｅ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ａｌ－Ａｃ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Ｓｈｉｈｅｚ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Ｐ２－３）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ｅｎａｎ［Ｄ］．Ｊｉａｏｚｕｏ：Ｈｅｎａｎ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

［１５］王永哲．河南板内大地构造演化及区域动力学背景分析［Ｊ］．
中州煤炭，２００９，３１（６）：３０－３２．
ＷａｎｇＹＺ．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
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Ｃｏａｌ，
２００９，３１（６）：３０－３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Ｇａｏｓｈ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ｉｎＹｉｌｕｏ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ＨＵＡＮＧＬａｎ１，２，ＣＡＩＨｕａｎｈｕａ１，２，ＦＥＮＧＳｈａｏｐｉｎｇ１，２，ＺＨＡＯＹｕｊｉｅ１，２，ＳＯＮＧＷｅｉｌｉ１，２，ＬＩＡＮＧＬｉｎｇｘｉａｏ３

（１．Ｆｉｒｓｔ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ＨｅｎａｎＧｅｏ－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ｕｒｅａｕ，
ＨｅｎａｎＬｕｏｙａｎｇ４７１０２３，Ｃｈｉｎａ；２．Ｇｏｌｄ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Ｄｅｅｐ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ｉ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ｅｎａｎＬｕｏｙａｎｇ４７１０２３，Ｃｈｉｎａ；３．Ｆｏｕｒｔ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ｎａｎ

Ｇｅｏ－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ｕｒｅａｕ，Ｈｅｎａ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Ｇａｏｓｈ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ｏｆＹｉｌｕｏ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Ｍｉａｎｌｉ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ｒｅ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ｗｉｔｈ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ｆａｕｌ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ｃｌａｒｉｆｙ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Ｇａｏｓｈ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ａｌｓｅａｍ，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２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ｄａｔａａｎｄｆｉｅｌ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Ｉｔｉ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ａｎｄ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ｎｅａｒｌｙＥＷｔｒｅ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Ｐｅｒｉｏｄ，ＮＷ－ｔｒｅｎｄｉｎｇｎａｐｐｅ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Ｌａｔｅ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ａｎｄＮＥ－ｔｒｅｎｄｉｎｇｔｅｎｓｉｌｅ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Ｈｉ
ｍａｌａｙａｎ，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ｇｒｅａｔｌｙｄａｍａｇｅｄｔｈｅｃｏａｌｓｅａｍ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ｔｗｏ－ｓｔｏｒｅ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ｘｉ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２－１ｃｏａｌ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ｅｗｉｄｅａｓ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ａｒｇｅｔａｒｅ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ｃｏ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Ｙｉｌｕｏ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ｉｌｕｏ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ｒｕｓｔｎａｐｐ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魏昊明）　　

·６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