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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勇、傅雪海、韦重韬、侯泉林、姜波等编著的《煤层气成藏动力条件及其控藏效应》作为国内第一
部系统探讨煤层气成藏动力学的学术专著，以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针
对“煤层气成藏效应与聚散机制”这一科学问题，从构造动力学过程及其对煤层气成藏的控制作用、
地下水动力系统与煤层气聚集关系及其机制、热力场控制煤层气储集和分布的特征与机理、动力场耦
合过程及对煤层气富集高渗区带的控制作用四个方面开展研究，提出了煤层弹性能及其控藏效应的学
术观点，实现了煤层气成藏演化历史的数值分析，建立了煤层气成藏动力学条件耦合分析的思路与方
法，构建了基于动力条件的煤层气有利区优选理论框架，对影响煤层气成藏条件的粒度效应、深度效
应、煤级效应、地应力效应等进行了扩展性思考。

《煤层气成藏动力条件及其控藏效应》适宜于煤层气、页岩气地质研究领域科研人员以及大型煤层气
勘探开发企业决策人员参考，也可作为科研院所研究生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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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均位于华北板块中部。
华北板块雨缘桑岭适山带为多旋回复合造山带（任纪舜等，1990；程裕淇等，1994）。
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的碰撞最迟始于加力东期，形成了以加里东旋回为主旋回的北秦岭多旋回造山带
，两板块的全面拼贴、焊接完成于印支期。
同位素年龄给出了主碰撞期的时限：大别山区C型榴辉岩的Sm—Nd矿物等时线年龄为244Ma，辉石侵
入体的Sm—Nd年龄为231Ma（李曙光，2004）；南秦岭多硅白云母39Ar—40Ar同位素年龄为216
～232Ma（Mattauer，1985）。
华北板块北缘天山一兴安造山带于早二叠世全面碰撞拼贴，但印支期仍受西伯利亚板块自北而南的挤
压作用（程裕淇等，1994）。
 印支期，华北板块南北边缘造山带的强烈挤压作用，导致华北板块遭受近SN方向的水平挤压作用，
形成了一些近EW向构造。
但这种水平挤压力由华北板块边缘向板内逐渐衰减。
因此，华北板块边缘的挤压褶皱和逆冲推覆变形较为强烈，板块内部则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
在该期构造应力场作用下，沁水盆地南缘（阳城以南）及其外围下古生界地层中形成了一些枢纽方向
近EW的褶皱构造和逆掩断层；在阳城以北则未见到枢纽方向近EW的褶皱构造和逆掩断层，很有可能
表现为地壳抬升。
在山西南部，中侏罗统云岗组与下伏中三叠统二马营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但在山西北部宁武一静乐
盆地，下侏罗统大同组则假整合于上三叠统延长组之上（山西省地质矿产局，1989）。
在鄂尔多斯盆地内部，印支期构造变形不显著，构造应力场具有SN向挤压、EW向伸展的特征，最大
主压应力产状为179°～359°，倾角2°～3°；最小主压应力轴的平均走向为88°～268°，倾角几近
水平；中间主压应力轴略有偏斜，平均倾角83°（张泓，1996）。
总体来看，印支期近SN向水平挤压应力场对沁水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的影响不大，未在其内部形成明
显的地质构造，但导致沁水盆地南部产生一定程度的隆起抬升，造成中侏罗统云岗组与下伏中三叠统
二马营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中段柳林鼻状构造的基础可能形成于这一时期。
 燕山期，华北板块南北边缘的两条造山带再次经受造山作用，中国东部的构造发展逐步置于环太平洋
构造域的控制之下，在中国东部产生了指向NW—NWW向的水平挤压应力，挤压作用由东向西逐渐
减弱，在亚洲大陆外侧形成了宏伟的燕山期造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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