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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山赋煤带———秋吉地区找煤前景分析

宋维刚1,2,李衍业2,贾成财2,吴鸿梅2

(1.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北京 100086;2.青海省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青海 西宁 810024)

摘 要:昆仑山赋煤带由东向西共分三个区段,分别为昆东煤田、布尔汉布达山区及红水河区。本赋

煤带工作程度很低,目前仅在昆东煤田发现有塔妥煤矿、红土坡煤矿及苦海煤矿,均为小型煤矿,成

煤时代为早—中侏罗世。其中部的布尔汗布达山地区及西部的红水河区一带虽有石炭纪及晚三叠—早

侏罗世含煤地层分布,但均为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带,地质工作程度较低。秋吉地区位于昆仑山含煤区

中部,属于布尔汗布达山地区,东部为昆东煤田,西部属红水河区。秋吉地区以往有小煤窑生产,

2010年该区通过实施煤炭调查后,发现该区具进一步找煤远景,初步确定本区有早、中侏罗世含煤

地层,并有可采煤层赋存。通过对塔妥煤矿和秋吉煤矿点的煤矿特征对比以及对本区含煤地层沉积建

造特征、煤系分布特征、地层层序特征及物探重力异常特征等分析,探讨秋吉地区找煤前景,并指出

进一步找煤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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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田地质特征

昆仑山赋煤带大地构造位于柴达木南缘断褶带

和东昆仑褶皱带的接壤部位,以昆中断裂为中轴线

向西延入新疆南部,东端以鄂拉山断裂为界,与西

秦岭褶皱带相接。根据 《青海省区域地质概论》
(张雪亭等,2007),本区地层区划属秦祁昆地层区

(I)的柴达木南缘分区,出露主要地层有元古宇、
奥陶系、泥盆系、石炭系、三叠—第四系。

1.1 含煤地层

本煤田含煤地层属中—下侏罗统兰道湾乌苏组

(J1l)和羊曲组 (J2y) (张泓等,1998)。兰道湾

乌苏组 (J1l)含煤地层自下而上可划分为3个岩

组,下部以灰-灰黑色粉砂质页岩为主,含可采煤

层3层,厚度0.7~1.26m,局部含有0.2~0.3

m夹矸,煤层结构较简单,煤层较稳定,已知煤

类为气煤和长焰煤。中部含煤岩组,厚100~210
m。上部砂岩组,厚76~154m,粉砂岩夹砂质泥

岩、页岩,含少量碳质页岩和少量菱铁矿。
羊曲组 (J2y)自下而上分为3个岩性段:下

部砂砾岩段,中部含煤岩段,上部砂岩段。其中,
中部含煤岩段含可采煤层一般1~2层,煤层总厚

度为1.4m,煤层结构简单,夹矸及煤层顶、底板

岩性均为灰白色泥岩,夹矸厚度0.4m。煤层结构

简单,相对稳定。

1.2 煤田构造

区域构造特征是北西—南东向推覆构造十分发

育,从目前所发现的一些煤矿线索分析,认为大部分

应属于上盘外来系统,所以构造方向零乱,而且均呈

狭小单斜块或不完整的向斜形态 (夏文臣等,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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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吉地区,含煤地层赋存在华力西侵入岩体之上

的坳陷盆地内,含煤地层构造为缓倾斜的单斜构

造,底部与华力西花岗闪长岩呈断层或不整合接触

关系,盆地内大部分地段为第四系砾石层所掩盖,
盆地南缘与下元古界呈逆冲推覆关系。

1.3 岩浆岩对煤系地层的影响

本煤田内岩浆活动强烈,主要为华力西期和印

支期岩浆侵入活动,岩性主要有灰色片麻状中-细
粒花岗闪长岩、灰色片麻状中粒二长花岗岩、灰色

细粒花岗闪长岩和灰红色中细粒二长花岗岩等,但

对含煤地层和煤层影响不大。

2 典型煤矿特征及对比

2.1 塔妥煤矿

塔妥煤矿地处布尔汗布达山东南缘,属昆仑山

赋煤带昆东煤田,位于卡特儿复背斜的南翼,为一

狭长的山间断陷盆地小型陆相煤矿区。含煤地层呈

290°~110°方向延伸,东西长约8km,南北宽约1
km (图1)。依据岩石结构、构造、岩性和含煤情

况,大体上将早—中侏罗世 (J1-2)地层分为下、
中、上3个岩性段。即下部含砾中粗粒长石石英砂

图1 塔妥煤矿地质图

Fig.1 ThegeologicalmapofTatuocoalmine
1.砾石;2.砂岩组;3.含煤岩组;4.含砾中-粗粒砂岩组;5.砂岩、中-酸性火山岩;6.茅口组;7.砂岩夹灰岩;8.煤层及编

号;9.地层产状;10.实测及推测平推断层;11.实测正断层;12.实测及推测逆断层;13.推测性质不明断层;14.倒转向斜

轴线;15.实测及推测煤层界线及编号;16.实测及推测地质界线;17.不整合地质界线;18.勘探线及编号;19.钻孔及编号

岩段,中部含煤岩段和上部砂岩段。
下部含煤岩段为紫红色、灰黄绿色泥钙质胶结

的复成分砾岩。砾石成分主要为钙质石英砂岩、绿

泥绢云千枚岩和泥质石英砂岩,次为石英岩、黑云

母片岩等。砾石粒度1~5cm。分选性和磨圆度均

较差,胶结类型属孔隙式,厚约20m,与老地层

呈断层接触。
中部含煤岩段依据岩性组合分为上、中、下3

个部分。下部岩性含碳粉砂质泥质页岩、含泥质细

粒石英砂岩,局部夹有含碳泥质页岩,含植物化石

碎片,该段厚约10~30m;中部主要岩性为含碳

泥质页岩、泥质页岩、碳质页岩,次为含碳粉砂质

泥质页岩,局部夹有灰白色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和泥

质粉砂岩,菱铁矿夹层比较多,其厚度一般在5~
10cm,该岩性段系矿区的含煤层位。含可采煤层

三层 (即四煤层、三煤层、二煤层),非可采煤层

一层 (即一煤层)。此外,还含有3条煤线,煤线

视厚度10~20cm,厚约30~100m。上部主要岩

性为灰-深灰色粉砂质泥质页岩,次为泥质粉砂岩,
局部夹有碳质页岩和灰白色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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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60~80m。
上部砂岩段主要岩性为黄绿色、砖红色薄—中

厚层状铁质胶结的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长石砂

岩和粉砂岩夹砂质泥质页岩,含碳泥质页岩和少量

薄层状菱铁矿,厚76~154m。
该区构造形态为南翼正常,北翼为倒转向斜构

造 (图2)。地层倾向20°~25°,地层及煤层的倾

角:南翼30°~40°,北翼70°~75°。含煤地层厚约

307m,内含厚度大于0.4m的可采煤层3层 (自

上而下依次编为四煤层、三煤层、二煤层)。非可

采煤层一层 (一煤层)及不稳定的煤线13层 (厚
度0.1~0.3m)。煤层顶板岩石以含碳泥质页岩、
碳质页岩为主,次为粉砂质泥质页岩,四煤层和三

煤层较为稳定。煤层具体特征见表1。
煤质属腐植煤,煤的变质程度属气煤至肥煤阶

段 (表2、表3)。总体上,自上而下煤层灰分变

大,发热量变低,黏结性变低,煤层厚度变薄;煤

层为低含S煤,向深部急剧减少。

图2 塔妥煤矿13勘探线剖面图

Fig.2 TheexplorationprofileofTatuocoalmineline13
1.第四系;2.泥质页岩;3.含碳泥质页岩;4.粉砂质泥岩;5.粉砂质泥质页岩;6.含碳粉砂质泥质页岩;7.泥质粉砂岩;

8.泥灰岩;9.碳质页岩;10.细粒长石砂岩;11.细粒长石石英砂岩;12.铁质胶结细粒长石石英砂岩;13.粗粒长石石英砂

岩;14.含砾粗粒长石石英砂岩;15.绢云石英千枚岩;16.煤层及编号;17.地层产状;18.实测逆断层;19.薄片样及编号;

20.植物化石样及标号;21.实测及推测地质界线;22.钻孔位置及编号;23.含泥质长石石英砂岩

表1 塔妥煤矿煤层特征一览表

Tab.1 Thelistofthecharacterofcoal-bearinglayersinTatuocoalmine

煤层编号 煤层总厚度/m 与上层煤层距/m 顶、底板岩性 见煤点数 煤类 备注

四煤层 0.7~0.8 含碳泥质页岩、碳质页岩 15 QM

三煤层 0.39~1.16 50~60 含碳泥质页岩、含砂质泥质页岩 10 FM—QM

二煤层 0.19~1.26 15~25 含碳泥质页岩、碳质页岩、粉砂质页岩 8 QF

可采

一煤层 0.1~0.39 17
含碳泥质页岩、碳质页岩、

含碳泥质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5 无资料 不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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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塔妥煤矿可采煤层煤质特征一览表

Tab.2 Thecoal-qualitycharacteroftherecoverablecoal-bearinglayerinTatuocoalmine

煤层编号 水分/% 灰分/% 挥发分/% 全S/% 高位发热量/ (MJ/kg) 最大反射率 变质程度

四煤层 2.28 17.14 37.87 0.7 26.89 0.83~0.99 QM
三煤层 2.17 31.57 32.34 0.53 21.84 0.83~0.921 FM—QM
二煤层 1.68 55.14 39.92 0.44 12.61 0.995~1.006 QF

表3 塔妥煤矿可采煤层物理性质和显微组分一览表

Tab.3 Thephyscialnatureandmicroscopiccomponentsofoftherecoverablecoal-bearinglayerinTatuocoalmine

煤层编号 物理性质 有机显微组分 无机显微组分

四煤层
黑色,块状,光泽较强,性脆,具

贝壳状断口,内生裂隙发育

凝 胶 化 组 41.01%, 半 凝 胶 化 组

4.61%,丝炭 化 组49.56%,稳 定 组

4.91%

黏 土 矿 物 含 量 5.51%, 氧 化 硅

3.31%,碳酸盐矿物1.22%

三煤层
黑色,块状,玻璃光泽,具贝壳状

或参差断口,微具条带状构造

凝 胶 化 组 32.38%, 半 凝 胶 化 组

3.27%,丝炭 化 组58.31%,稳 定 组

5.38%

黏 土 矿 物 含 量 10.53%, 氧 化 硅

2.71%,碳酸盐矿物1.53%

二煤层
黑色,致密块状,光泽暗淡,性脆,

比重大,内生裂隙不发育

凝 胶 化 组 7.25%, 半 凝 胶 化 组

1.49%,丝炭 化 组88.07%,稳 定 组

3.19%

黏 土 矿 物 含 量 11.66%, 氧 化 硅

5.55%,碳酸盐矿物5.52%

2.2 秋吉煤矿点

中侏罗统羊曲组是主要含煤地层 (青海省都兰

县秋吉地区煤炭调查总结,2010),分为羊曲组下

段 (J2yq1)和羊曲组上段 (J2yq2)两个岩段,主

要分布于秋吉地区 (图3)。羊曲组下段 (J2yq1)
厚约170.06m,以黑色、灰色黏土岩、碳质泥岩、

图3 秋吉地区地质图

Fig.3 ThegeologicalmapinQiujiarea
1.灰色砂、砾石、亚砂土;2.灰褐色砂石、角砾、卵石、砂及亚砂土;3.棕黄、棕红色泥岩、粉砂质泥岩、粉砂岩、含砂泥

岩、细砂岩;4.灰色、浅灰紫色含砾石英长石砂岩、砂质黏土岩、碳质页岩夹煤层,少量的细粒砂岩夹层;5.含紫苏辉石麻粒

岩、角闪麻粒岩、二辉麻粒岩夹含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6.斜长角闪岩、角闪片岩、黑云斜长片麻岩、大理岩和黑云片岩;7.大理

岩、黑云斜长片麻岩、石英片岩;8.黑云母片麻岩、黑云片岩,偶夹大理岩透镜;9.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10.闪长岩、石

英闪长、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11.二长花岗岩、闪长岩、石英闪长、花岗闪长岩;12.正断层及倾角;13.逆断层及

倾角;14.平移断层;15.实测地质界线;16.岩层产状;17远景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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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粗粒砂岩、含砾砂岩和细砾岩等组成,含薄煤

层及煤线。羊曲组上段 (J2yq2)厚约59.45m,
以灰-灰黑色碳质泥岩、泥质粉砂岩、灰白色中-细

粒砂岩和灰色中-粗粒砂岩组成,为主要含煤岩段,
含有三层煤 (图4),其厚度分别为1.39m、0.82
m、1.47 [0.71 (0.38)0.38]m,夹矸为碳质泥

图4 秋吉煤矿点平硐素描图

Fig.4 ThesketchmapofaditinQiujicoalmine
1.碳质泥岩;2.中粒砂岩;3.含鮞粒粉砂岩;4.含砾粗砂岩;5.煤;6.植物化石;7.煤样采集及编号;8.产状

岩,煤呈粉末状、块状,以暗煤为主。
侏罗系南侧与下元古界接触部位,地层呈南

倾,倾角45°~60°,向北则呈向北东倾,倾角较

缓,在10°~30°形成一不对称的背斜形态。侏罗系

基底呈现东部隆起,向北西倾伏。北侧与岩浆岩呈

断层接触,南侧与下元古界金水口群呈断层推覆构

造接触,接触倾角较缓,为10°~30°,南倾。各煤

层平均灰分12.35%~29.23%,为高灰煤-低灰

煤,平均挥发分变化在36.37%~44.72%,属高-
中高挥发分煤。煤类为长焰和不粘煤两类。发热量

各煤层比较接近,为13.93~22.14MJ/kg,属中

低热—中高热值煤 (表4)。

表4 调查区各煤层工业分析指标一览表

Tab.4 Theindustrialanalysisindexofthecoal-bearinglayerindifferentinvestigationareas

煤层 工程号

Mad/% Ad/% Vdaf/%

原煤 浮煤 原煤 浮煤 原煤 浮煤

最小~最大
平均 (个数)

最小~最大
平均 (个数)

最小~最大
平均 (个数)

最小~最大
平均 (个数)

最小~最大
平均 (个数)

最小~最大
平均 (个数)

一 PD1 4.26 4.29 31.65 3.75 36.71 36.57

二 PD1 11.02 7.83 12.35 8.70 41.77 44.72

三 XJ3 4.86~7.76
6.75 (2)

7.58~8.11
7.76 (2)

20.49~45.62
29.23 (2)

7.69~8.78
8.07 (2)

40.11~47.39
42.64 (2)

38.58~39.59
39.24 (2)

煤线 XJ6 4.39 7.71 28.25 5.02 34.96 36.37

2.3 两区煤矿特征对比

通过对比研究,可知两区煤矿有以下特征。
(1)含煤地层均属下、中侏罗统。含煤层段相

当于羊曲组 (J1-2yq)。
(2)两区含煤地层构造方向零乱,均呈狭小的

单斜块或不完整向斜形态。
(3)塔妥煤矿与秋吉煤矿点对比情况见表5。

3 聚煤规律

3.1 含煤建造特征

昆仑山赋煤带属于柴达木盆地东端南缘,布尔

汗布达山北麓山前沉积边缘地带,建造类型主要有

沉积岩建造、变质岩建造和侵入岩建造 (张泓等,

1998)。含煤建造为中—下侏罗统羊曲组湖泊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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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塔妥煤矿与秋吉煤矿点对比表

Tab.5 ThecomparisonlistbetweenTatuocoalmineandQiujicoalmine

对比项目 塔 妥 煤 矿 秋 吉 煤 矿 点

含煤地层 下—中侏罗统 (J1-2) 下—中侏罗统 (J1-2)

岩性特征
分为下、中、上3个岩性段。即下部含砾中-粗粒长石石英

砂岩段,中部含煤岩段和上部砂岩段

分下、中、上为3个岩性段。即下部砂砾岩段,中部含煤

岩段和上部砂岩段

构造特征
煤系为一狭长的山间断陷小型陆相含煤盆地。地层走向

290°~110°,南翼正常,北翼为的倒转向斜构造

含煤地层赋存在宗加华力西侵入岩体之上的坳陷盆地内,

煤系整体构造为一走向北西西、倾向南西的单斜构造,地

层产状平缓,倾角2°~5°

含煤特征

含煤地层厚约307m,内含厚度大于0.4m 的可采煤层3
层 (自下而上依次编为二煤层、三煤层、四煤层)。非可采

煤层一层 (一煤层)及不稳定的煤线1~3层 (厚度0.1~

0.3m)

含煤地层厚约66m。未见底。含可采煤层一般1~3层

顶底板岩性
煤层顶板岩石以含碳泥质页岩、碳质页岩为主,次为粉砂

质泥质页岩
煤层顶、底板岩性均为灰白色泥岩

煤 质

煤质属腐植煤,煤的变质程度属气煤至肥煤阶段。自上而

下煤层灰分变大,发热量变低,黏结性变低,煤层厚度变

薄;煤层为低含S煤,向深部急剧减少

为高灰、高挥发分、低S、低热值、高腐值酸产率的煤,

煤类可能为长焰煤或气、肥煤

洲相,建造类型为复成分砂砾岩沉积建造,主要为

灰色、黄绿色粗砾岩、含砾粗砂岩、粉砂岩、页岩

及煤层、煤线等。秋吉地区与昆东煤田的塔妥煤矿

有相似的沉积建造特征,同为下侏罗统含煤碎屑岩

建造,沉积相为湖泊三角洲相。因此,具有赋存煤

系及煤层的条件。

3.2 煤系分布特征

昆仑山赋煤带含煤地层均为中—下侏罗统羊曲

组 (J1-2yq),东部的昆东煤田分布有塔妥煤矿、绵

草湾煤矿、红土坡煤矿和苦海煤矿。中部的布尔汉

布达山分布有秋吉煤矿点、八宝山煤矿点和纳赤台

西煤矿点。西部的红水河分布有托克克煤矿点。含

煤建造均呈狭小的单斜块或不完整向斜形态,分布

于一些大小不等的局部坳陷盆地中 (夏文臣等

1998)。秋吉地区在东部和西部均有羊曲组(J1-2yq)
的含煤地层在近山麓一带出露,主要分布于局部坳

陷盆地中,与整个含煤区一致。大部被第四系覆

盖,底部赋存煤系可能性较大。

3.3 地层层序特征

昆仑山赋煤带属东昆仑地层区北昆仑地层分区

(吴因业等,1998),缺失下白垩统犬牙沟组和上石

炭统克鲁可组。侏罗系羊曲组的含煤地层的顶板为

古近—新近系干柴沟组,底板为下石炭统怀头他拉

组碳酸盐岩或滹沱系金水口群角闪粒片麻岩、黑云

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岩、石英片岩等及华力西侵

入岩体。

3.4 1∶5万布格重力异常特征

秋吉地区布格重力异常异常值均为较大的负值

(图5),最低为-418.98×10-5m/s2,最高值大于

-393.24×10-5m/s2,变化幅度达到了25.74×
10-5m/s2。异常幅值总的变化趋势具南部高周边

低、北低南高、东低西高的特征 (青海省都兰县秋

吉地区煤炭调查总结,2010)。异常场较为复杂,
异常等值线密集展布,方向各异,圈闭异常众多,
且集中分布,重力高与重力低异常交错分布,形态

各异,异常幅值变化明显,根据异常等值线的展

布、圈闭异常的分布和异常幅值变化特征,可明显

分为4个异常分区。

Ⅰ区:位于最北部,为区内异常幅值最低值所

在地,异常幅值变化趋势为由北至南逐渐增大,异

常场主要表现为密集展布的重力异常梯级带,展布

方向以南南西向展布为主,异常等值线变形发育,
(未)圈闭异常较少,且集中分布于南部,反映了

该区基底埋深由南北受南南西向展布的断裂构造的

影响呈台阶状增深的变化特征。

Ⅱ区:位于西侧,为区内异常值最高值所在区

域,异常幅值变化趋势为东低西高,异常等值线变

形现象明显,展布方向以北北东向为主,分布数条

异常等值线梯级带,(未)圈闭异常较多,形态以

椭圆状、等轴状为主,重力高与重力低异常交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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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秋吉地区布格重力异常平面图

Fig.5 ThegravityanomalyintheQiujiarea

布,排除第四系覆盖影响外,说明区内断裂构造发

育,基底较浅。

Ⅲ区:位于中部,异常场主要表现为呈南东向

展布的舌状重力高异常区,异常幅值呈由南西至北

东减小的变化趋势,说明该区为基底隆起,其深度

由南西至北东增厚的变化特征。从本区及邻区重力

异常特征来看,本区块基底深度较Ⅱ区埋深相对较

浅,下部地层存在古近—新近系的可能性极大,且

有可能存在侏罗纪地层。

Ⅳ区:位于东部,总体上看,异常幅值变化幅

度较小,异常等 值 线 变 形 显 著,异 常 等 值 线 及

(未)圈闭异常的轴向以北西向展布为主,其他方

向次之。中部主要展布一北西向的重力低异常带,
带内圈闭异常分布多。该带南西侧主要表现为重力

高异常区,(未)圈闭异常众多,且凌乱分布。北

东侧异常幅值呈由北西至南东逐渐减小的变化趋

势,形成了数个重力高与重力低 (未)圈闭异常。
该区有可能受此处上部第四系密度过低的影响造成

该布格低异常,南西侧重力高异常区和已出露的老

地层区或岩体相对应。

4 找煤前景分析

4.1 秋吉地区找煤远景区的划分

远景区的划分原则:存在坳陷盆地,经过综合

研究和分析可能存在含煤地层,并大致圈定了分布

范围,地表有煤系露头并初步划分了其地层层序。
远景区的划分结果:根据确定的原则划定秋吉

沟和冰沟西两处找煤远景区。

4.2远景区特征

4.2.1 秋吉沟远景区

(1)地质特征。远景区面积约33km2,分布

长约4km,宽约1km,发现可采煤层3层。地表

含煤地层出露面积4km2。主要含煤地层为中—下

侏罗统羊曲组。羊曲组下段 (J2yq1)以黑色、灰

色黏土岩、碳质泥岩、中-粗粒砂岩、含砾砂岩和

细砾岩等组成,含 薄 煤 层 及 煤 线。羊 曲 组 上 段

(J2yq2)以灰-灰黑色碳质泥岩、泥质粉砂岩、灰白

色中-细粒砂岩、灰色中-粗粒砂岩组成,为主要含

煤岩段,含有三层煤,厚度分别为1.39m、0.82
m、1.47 [0.71 (0.38)0.38]m,夹矸为碳质泥

岩。侏罗系南侧与古元古界接触部位,地层呈南倾,
倾角45°~60°,向北则呈向北东倾,倾角较缓,在

10°~30°,总体形成北倾的单斜构造形态。侏罗系基

底呈现东部隆起,向北西倾伏。北侧与岩浆岩呈断

层接触,南侧与古元古界金水口群呈断层推覆构造

接触,断层倾角较缓,在10°~30°,南倾。
(2)物探特征。通过重力113线 (可控源 K5

线)剖面反演,113线重力异常值由南西至北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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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表现为低—高—低—高 (图6),至距起

点约1.2km 处异常值最高,为-405.64×10-5

m/s2。最小值位于距起点约5.5km处,幅值约为

-409×10-5m/s2,变化幅度为3.36×10-5m/s2。
在距起点250m、3.2km和6.8km处分别存在一

条南西倾的断层,除中间一条推断为逆断层外,两

侧均推断为正断层。受断层影响,南西侧断层的上

盘、北东侧断层的下盘,均见侵入岩出露地表,两

断层之间在中间断裂的作用下,西南侧表现为基底

隆起,在距起始点约1~3.2km,第四系覆盖层厚

度及古近—新近系—侏罗系底界面埋深非常小,古

近—新近系—侏罗系几乎剥蚀殆尽。北东侧则形成

一凹陷,沉积了相对较厚的三叠纪以新地层,最大

深度约为400m。

图6 113线重力剖面反演成果图

Fig.6 Theinversionofgravityanomalyalongline113

  据该线可控源一维反演的卡尼亚视电阻率等值线

推断解释,在575、601、655号测点附近明显地存在

3条断层,在637号点附近存在明显的不整合地质界

线,F1断层位于剖面的南端,产状较缓,该断层南

侧有古元古界出露。其中,由于F2断层的作用,在

其所处部位及637点之间形成断陷盆地。F2断层规

模最大延深超过2000m,其南侧基底埋深较浅。在

639号点附近高阻岩体突兀抬起接近地面,剖面最北

段基底显著隆起。根据原始曲线581—601点地表为

第四系覆盖层,由南向北埋深逐渐加大,埋深最深处

约为100m,推断其下埋深在0~400m可能存在厚

度约为200m的侏罗统地层,该地层的南端埋深很

浅,甚至出露于地表,中部及北端由于受断层的影响

埋深较大,推断其下部为基底。637点以北为花岗

岩,可能受到断层充水及破碎的缘故,剖面的北端出

现低阻特征的现象 (图7)。
(3)远景区重力、可控源综合物探特征。布格、

区域及剩余重力异常场均表现为密集的重力异常梯

级带,CSAMT表现为一处明显的隆起构造,地表

南部有侏罗系出露。推断为东部基底隆起构造单元。
从24Hz与96Hz视电阻率等值线形态分析,宏观

上电阻率从南到北以低、高、低、高的形式展布,
南面的低阻是断层的表现,中部的低阻区是一小凹

陷盆地的表现,通过对一维反演成果图和其他资料

的综合分析,具有寻找煤矿潜力,应对其进行进一

步的勘查工作。北面的高低阻相间的部位是岩层出

露及断层的综合显示特征。

4.2.2 冰沟西远景区

(1)地质特征。远景区面积约200km2,地表

没有含煤地层出露,但分布有含煤地层盖层古近系。
根据可控源及重力测量成果,区内存在凹陷盆地及

侏罗纪含煤地层。地表分布有古近系—新近系,南

侧与岩浆岩呈不整合接触或断层接触,北部则被第

四系所覆盖,分析认为,本区古近—新近系为侏罗

系盖层,在其下部应存在有侏罗纪含煤地层。根据

可控源推断解释,分析在F1与F2断层间深部为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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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68线重力剖面反演成果图

Fig.7 Theinversionofgravityanomalyalongline68

罗纪地层,其埋深约为180m。在F2断层的北侧

覆盖层厚度约为60m,深部侏罗纪地层厚度约为

150m,其埋深深度约为60~210m。
(2)物探特征。根据68线重力剖面反演成果

(图7),重力异常值由南西至北东缓慢增大,至距

起点2.5km处达到最大值为-401.03×10-5m/s2。
然后,呈单斜坡式逐渐减小,最小值位于终点,幅

值约为-412.15×10-5m/s2,变化幅度为11.12×

10-5m/s2。由反演结果可见,在距起点4.5km和

7.7km处分别存在一条南西倾的逆断层,受断层影

响,第四系覆盖层厚度及古近—新近系—侏罗系底

界面埋深阶梯式增大,覆盖层厚度最大约为180m,
古近—新近系—侏罗系底界面埋深最深约700m。

从CSAMT原始测深曲线特征、电物性特征、
一维反演计算剖面图及本区地质特征分析,K8可

控源一维推断解释图分析 (图8),在F1及F2断

图8 K8线CSAMT一维反演图

Fig.8 Theinversionofcsamtalongline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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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间,地表为第四系覆盖层,其埋深深度约为

40m左右,推断其下部为侏罗纪地层,其埋深深

度约为180m,推断其下部为基底;在581—595
号点,地表为第四系覆盖层,埋深约为50m,推

断其下部为侏罗纪地层,其埋深深度约为170m,
推断其下部为基底。在F3断层的北侧,地表为第

四系覆盖层,埋深深度约为60m,推断其下部为

侏罗纪地层,厚度约为150m,其埋深深度约为60
~210m,推断其下伏地层为基底。

4.2.3 找煤前景初步分析

通过区域沉积建造、重力异常特征结合秋吉和

塔妥两个煤矿点地质特征分析认为,秋吉地区与塔

妥煤矿具有相同的沉积建造特征和相似的重力异常

特征。二者含煤地层同 属 中—下 侏 罗 统 羊 曲 组

(J1-2yq),另外,在秋吉地区地表已发现侏罗纪含

煤地层,也属中下侏罗统羊曲组 (J1-2yq),煤层构

造为缓倾斜的单斜构造,煤层延伸稳定,结构简

单,含煤地层可见厚度大于66m。含煤地层赋存

在华力西侵入岩体之上的坳陷盆地内,底部与华力

西花岗闪长岩呈断层或不整合接触关系,盆地南缘

与下元古界金水口群 (Pt1J)片岩呈逆冲推覆关

系,北、西端为第四系砾石层所掩盖,根据区域构

造特征分析,这两处侏罗纪含煤地层同处在山前昆

仑山褶皱体系布尔汗布达褶皱亚带与柴达木南缘褶

皱结合坳陷部位。从区域资料分析,本区缺失白垩

系,局部有古近—新近系沉积并出露地表,出露煤

系 顶板古近—新近系,下部存在煤系的可能 性

很大。
选定的两个找煤远景区中,秋吉沟远景区地表

见有侏罗系羊曲组含煤地层,其分布面积大于4
km2,含三层煤,厚度分别为1.39m、0.82m、

1.47 [0.71 (0.38)0.38]m,均为可采煤层。重

力反映为一坳陷,剩余重力幅值在0~0.4×10-5

m/s2,且基底埋深相对较浅,侏罗系顶板深度在

100~250m左右。CSAMT推断侏罗系厚度50~
150m。冰沟西远景区地表见有古近系出露,面积

约有5km2,本地区由于缺失白垩系,分析认为,
古近系做为侏罗系盖层,其下部有侏罗系赋存的可

能。另外根据重力解释存在有坳陷,且位于山前地

带,基底埋深较浅,剩余重力幅值在0~0.4×
10-5m/s2,CSAMT推断侏罗系顶板埋深在50~
150m左右。侏罗系厚度50~150m。由此,通过

分析认为,在上述两个远景区开展找煤工作,发现

煤系和煤层可能性大,建议进一步开展深部验证工

作。

5 进一步工作建议

在以往工作取得资料及成果基础上,通过综合

分析研究,对选定的秋吉沟和冰沟西2个找煤远景

区内,利用钻孔工程进行验证,除对已发现煤层进

行控制其规模外,在重力和可控源解释推断的赋煤

有利地段通过稀疏钻孔揭露,了解该区含煤地层分

布情况、含煤性及煤层厚度、规模等,为今后该区

进一步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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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ngofSearchforCoalinQiuji
District,KunlunMts.

SONGWei-gang1,2,LIYan-ye2,JIACheng-cai2,WUHong-mei2
(1.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 (Beijing),Beijing100086,China;2.QinghaiProvincial

No.4InstituteofGeologicalandMineralSurvey,Xining810024,China)

Abstract:TheKunluncoal-bearingzonecanbedividedintothreezones:theEastKunluncoalfield,the
Buerhandashanzone,andtheHongshuihezone;fromeasttowest,respectively.Therehavebeenfewex-
plorationworkdoneinthiscoal-bearingbelt.Currently,coalisonlyfoundinEastKunluncoalfield,in
Tatuocoalmine,HongtupocoalmineandKuhaicoalmine,allofwhicharesmall-sizedandformedinear-
lyormiddleJurassic.UnlikeEastKunluncoalfield,theformationageofthecoal-bearingstrataspreadin
theothertwozonesislaterTrassicandearlyJurrasic.Bothofthesetwozoneshaveverylowexploration
workbecauseofroughterrain,includingthehighelevation,andlimitedroads.TheQiujizonelocatedin
themiddlepartofKunluncoal-bearingzonebelongstotheBuerhandashanzone,wheresomesmall-sized
coalpitsexist.Frompreviouscoalexplorations,thiszoneisfoundtohavecoal-bearingpotential,which
aredivided:theearlyJurrasicandmiddle-Jurrasicstrata;ofthese,somepartsofthemcanberecoverable.
Inthispaper,wecomparedthecoalminecharacteristicsbetweentheTatuoandtheQuijicoalminesand
analyzedthedepositionalformation,distributionofcoalandstratasequenceandgravityanomalyofthe
coal-bearingstrata,thendiscussedthecoalpotentialintheQiujinzone,andguidethedirectionofthefu-
tureexplorations.
Keywords:Kunluncoal-bearingzone;Qiujizone;coal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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