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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济源煤田含煤面积千余平方公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受地质条件复杂等因素影响，找煤工作
几经反复，一直是河南地质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
虽然有不少地质单位进行了工作，并施工了少量钻孔，但对含煤区的煤层情况及聚煤规律、煤系地层
的沉积环境、古地理环境等基础地质问题均未涉及。
因此，济源煤田基本属于河南煤产地地质研究程度最低的含煤区。
该区煤层发育情况如何，有无进一步研究价值等问题，引起了煤田地质工作者的关注。
河南省济源煤田下冶找煤区位于河南省西部，济源市下冶乡－大峪乡境内，东西长约20km，南北宽
约7.5km，面积150km2。
东距济源市约45km，西距山西省界约20km，北靠太行山－王屋山，南依黄河，属低山丘陵区，北高
南低。
区内交通较为便利。
本书在大量的钻探资料，以及野外地质剖面实测、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综合研究岩性岩相、沉积标志
、古生物化石及痕迹化石等，对济源下冶区太原组和山西组的沉积环境、聚煤规律、找煤前景以及中
条古陆对本区聚煤规律的影响等重要地质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研究和论述，取得了较好的地质效
果。
（1）采集鉴定岩矿样本350余块，沉积标志标本90余块，古生物化石30余块，痕迹化石标本20余块，
完成钻探岩芯及野外露头彩色照片600余张，绘制相关分析图件37张。
（2）分析研究认为，下冶找煤区太原组沉积环境为陆表海浅海相和堡岛体系交互的沉积体系；山西
组为高建设性的河控三角洲沉积体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中条古陆的影响和制约。
（3）找煤区二1煤层不发育，不可采。
其主要原因是沉积无煤，而不是由单独的后期冲刷造成的。
二3、二4煤层本区仅局部较发育，大面积不可采，厚煤带主要呈带状、片状和枝状分布于找煤区的南
部和北部。
煤层不发育的主要原因是受分流河道的频繁迁移、决口和后期改造影响。
一2煤层虽然全区发育，层位较稳定，但厚度小，煤层具有分叉合并现象，大面积不可采。
其主要原因是受区域性大面积海侵影响，加之成煤时间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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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大量的钻探资料以及野外实测地质剖面、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综合研究岩性岩相、沉积标志、
古生物化石及痕迹化石等，对济源下冶区太原组和山西组的沉积环境、聚煤规律、找煤前景以及中条
古陆对本区聚煤规律的影响等重要地质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研究和论述，取得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
本书附有研究区4201钻孔单孔地质总结、下冶官洗沟和邵源瑶头的详细的实测地层剖面。
可供地质工作者及其他相关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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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建平，山西省浮山县人，1979年毕业于焦作矿业学院地质系，曾担任地质员、普查组长、煤田地质
勘探项目主编、技术主管等。
现任河南省煤炭地质勘察研究院院长。
先后主编、主持完成各类大、中型煤田地质勘探项目百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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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虽然有一些单位对本区作了一些找煤工作，但是对济源找煤区的含煤
建造、沉积环境，以及聚煤规律，尤其是二，煤层、二，煤层、二。
煤层区域对比、厚度变化、有无进一步开发价值，以及区域构造、中条古陆是否存在等重大问题，没
有系统的研究资料，尚属空白。
因此，引起较多煤田地质工作者的重视和争议。
本书在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研究，并取得以下几个方面
的初步认识和结论。
（1）对太原组和山西组的沉积环境作了较详细的分析研究，认为太原组沉积环境为陆表海浅海相和
堡岛体系交互的沉积体系；山西组为高建设性的河控三角洲沉积体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中条古陆
的影响和制约。
（2）找煤区，煤层不发育，不可采。
通过对成煤基底、成煤期和成煤后的沉积环境分析，以及区域资料对比，认为邻区的二1煤层与本区
二1煤层属同层煤，具有明显的可比性，之所以本区二1煤层不发育，主要原因是沉积无煤，而不是单
独的后期冲刷造成。
（3）二3、二4煤层仅局部较发育，大面积不可采，厚煤带主要呈带状、片状和枝状分布于找煤区的南
部和北部，煤层不发育的主要原因是受分流河道的频繁迁移、决口和后期改造影响。
二3、二4煤层的形成、发展和保存，处于极不稳定的局限低洼盆地以及分流间湾的聚煤环境。
因此，二3、二4煤层不具大规模开采价值，浅部煤层露头附近为较发育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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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北赋煤区南部济源煤田下冶区沉积环境分析及野外工作方法研究》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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