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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宁夏晚古生代含煤岩系的分析研究，阐述了古构造、古地理、

沉积环境对煤层聚积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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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古生代晚石炭世晚期—早二叠世早期，是宁夏的主要聚煤时期。它们主

要分布在贺兰山含煤区的呼鲁斯太、石炭井、石嘴山，灵盐含煤区的横城、韦

州和王洼等地。含煤地层呈近南北向弧形展布，与全区的构造形态基本相似。

因此，各聚煤时期均受到古构造、古地理及沉积环境等诸多因素的控制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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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构造的控制作用

古构造的控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区域性构造的控制作用；二

是盆地内局部同沉积构造的控制作用；三是次级小型同沉积断裂的影响。前者

影响着盆地总体的演化，而后两者则引起地层厚度和盆地内沉积相的分布差异。

1.1  区域构造背景的控制作用

宁夏地处华北地台及秦祁褶皱带两大构造单元的衔接处。早古生代受加里

东运动的影响，地壳运动以升降作用为主，主要表现为海侵、海退的交替变化。

青铜峡—固原大断裂是华北地台与秦祁地槽的分界线 !，在该断裂以东华北地台

的鄂尔多斯西缘坳陷带，地壳活动性相对较弱。沉积物以盆内碳酸盐岩为主，

形成碎屑岩—碳酸盐建造及盆内碳酸盐岩建造，缺失晚奥陶世及志留纪沉积，

属较稳定地区；在断裂以西秦祁地槽的北祁连走廊过渡带，地壳活动性相对较强。

沉积物以碎屑岩为主，形成碎屑岩—碳酸盐建造、类复理石建造。在志留纪末，

晚加里东期运动结束了地槽发展的历史，断裂活动亦趋于平静。

晚古生代是本区地壳活动相对稳定阶段，但断裂东、西两侧地壳的稳定性

仍存在着差异。断裂以东地壳活动相对稳定，仅在华力西运动的中、晚期表现

较为强烈，使地壳逐渐坳陷，接受海侵沉积；断裂以西稳定性较差，地壳活动

频繁，在华力西运动的早、中期，造成泥盆系中、上统之间呈角度不整合；泥

盆系上统与石炭系下统呈平行不整合或角度不整合。华力西运动末期，宁夏全

区逐渐抬高，海水逐渐退出，进入二叠纪的陆相沉积［1］。

1.1.1  石炭纪

晚石炭世早期区域构造背景为碰撞作用形成的贺兰碰撞谷 !，其沉降速度快，

小盆地经常以补偿沉积为主。沼泽化很短时间就被水体淹没，导致羊虎沟组普

遍含煤性极差；晚石炭世晚期沉积盆地已由裂陷型转化为宽广的坳陷型，沉积

作用明显减弱。碎屑体系的不断充填和迁移建造了稳定而又开阔的浅水平台，

因而有利于泥炭沼泽的持续发育。

1.1.2  二叠纪

盆地逐渐向隆起转化。早二叠世早期早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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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处于转化的过渡阶段，构造背景更趋稳定。早期充填的碎屑体系出现大

面积的废弃，形成了宽广的、利于沼泽发育和泥炭堆积的平原，在山西组下段

形成了厚而稳定的煤层；晚期隆起明显，同时河流作用加强，气候条件也向干

旱转化，聚煤作用逐渐减弱直至消失。

1.2  构造活动的控制作用

从平面上看，构造的活动性差异明显地控制着含煤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形成于前加里东期并长期活动的青铜峡—固原断裂，控制着东部地台区和西部

地槽区含煤性。在西部的香山煤田，早期的快速沉降和晚期的迅速隆起，以及

强烈的变形等都不利于泥炭沼泽的发育。晚石炭世晚期仅于黑山—线驮石一带

形成具工业价值的煤层；早二叠世早期只有线驮石一带含工业价值的煤层。位

于断层东侧的华北地台区普遍含煤性较好。

就地台区含煤性变化来看，桌子山区和东侧边缘台地上构造条件稳定，含

煤性较好。而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贺兰山含煤区，沉降作用比东侧大，但又比

西南部稳定，为最有利的成煤地带。

桌子山东侧大断裂的继承性活动，导致了鄂尔多斯西缘坳陷带煤系厚度及

含煤性比东部的华北地台要好的多。

1.3  同沉积构造的影响

从晚石炭世沉积特征的区域性差异可以看出：鄂尔多斯西缘聚煤沉积盆地

的内部，仍存在着次级的相对坳陷和隆起。在贺兰山含煤区的沙巴台，晚石炭

世羊虎沟组厚仅百余米。而其西侧的石炭井、呼鲁斯太及东侧的雀儿沟等地，

红土洼组和羊虎沟组地层沉积总厚则达 500 ～ 1000 m（。晚石炭世晚期显然继

承了其早期同沉积的坳陷和隆起，虽然其活动性明显减弱，但对聚煤作用及沉

积环境的分带仍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

在贺兰山含煤区，沙巴台—马连滩一带为一近南北向的相对隆起。太原组

平均厚度 ）80m（，含煤 10 层左右，煤层累计厚度 10 余 m（，含煤性相对较

差。此隆起分隔出东、西两个相对坳陷带，西部坳陷以内蒙的乌达为中心，向

南逐渐抬高，经呼鲁斯太、石炭井延至苏峪口，沉积厚度 200 ～ 400 m（，含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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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层，总厚 25 m（，为一富煤中心；东侧石嘴山矿区为一南北向坳陷，沉积厚

度 150 ～ 300 m，含煤性亦较好。

在灵盐含煤区以韦州为坳陷中心，最大沉积厚度达 600 余 m（，略呈南北

向展布。以含煤层数多 25 层， 单层煤厚较小，且间距较均匀为特征。虽然聚煤

沼泽出现频率大，但由于该区沉降速度较快，而不能持续聚煤。

上述同沉积隆起和坳陷均在晚石炭世晚期，尤其是早时表现明显，随着时

间的推移逐渐减弱，由地层厚度的变化，反映出太原组和山西组沉积时的隆、

坳差异，是受着晚石炭世早期及其以前的较大规模的基底同沉积断裂控制。

2  古地理的控制作用

如果说古构造背景总体控制着聚煤盆地的形成、发展和煤系地层的分布，

那么，由它所制约的古地理环境则直接控制着煤层的形成、分布及富煤带 + 或

优质煤带，的空间展布。

宁夏晚古生代煤层的聚积作用，主要发生在过渡环境的河控三角洲沉积体

系，陆表海环境的障壁—潮坪—泻湖沉积体系以及陆地环境的河流沉积体系中。

其中以三角洲平原相聚煤作用最强，障壁—潮坪—泻湖环境次之，河流环境聚

煤作用最差。

聚煤作用主要受控于海水进、退规模和海退持续时间。海退范围广、持续

时间长，有利于形成大面积的滨岸平原沼泽环境。形成了具有工业价值的煤层（贺

兰山含煤区广泛发育的一 1-3 号煤层）。相反，小规模、频繁的海进、海退不利

于泥炭层的广泛持久发育，一般只形成不稳定的薄煤层。因此，残留的潮坪和

淤浅的泻湖地形、距海岸线的远近、海侵到来的早晚等，也是控制煤层厚度和

分布的决定性因素。

下三角洲平原：由于分流间湾宽而深，泥炭沼泽仅能发育在分流河道两侧

狭窄的堤岸处。形成的煤层较薄，煤层顶板多为海相灰岩或泥灰岩。煤层不连续，

常被宽而深的分流间湾所分隔。决口扇会造成无煤带或使煤层分岔。如贺兰山

含煤区的二 1、二 2 煤层，厚度一般较薄，多数不可采。

上三角洲平原：沉积环境比较稳定，在河道两侧及分流河道间可形成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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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煤层。但侧向煤层厚度变化很大，在平行河道延伸方向煤层连续性较好。又

因受河道决口而造成无煤带和分岔尖灭带。区内形成于上三角洲平原的煤层主

要是山西组的一 1 煤层。

三角洲平原的过渡地带，由于分流间湾水浅而易被沉积物充填，利于泥炭

沼泽大面积持续发育，山西组下段的一 1 煤层就是形成于过渡性三角洲平原。

河流环境中的聚煤作用最差。除其本身的条件外，后期的快速隆起作用也

是导致泥炭沼泽不发育的主要原因。因此，局部的环境变异不仅可以造成煤层

厚度、结构、煤质的变化，甚至还会导致煤层的分岔、尖灭以至局部无煤。

结论

①古构造作用是控制煤层聚积的主导因素。在古构造处于缓慢下沉阶段 %

晚石炭世晚期及早二叠世早期 & 是最有利的聚煤时期；晚石炭世早期的快速沉

降、早二叠世早期晚时及以后迅速隆起的构造作用对煤层的聚积都是不利的。

② " 受基底断裂活动影响的同沉积坳陷内 % 呼鲁斯太、石炭井、石嘴山等

地 &，煤层层数多、累计厚度大；而相对隆起地带含煤性差，煤层总厚一般与

地层厚度成正相关关系。

③古构造控制着古地理，而古地理又控制着单一煤层或煤层组的厚度分带。

区内以三角洲环境 % 尤其是上、下三角洲平原的过渡地带 & 聚煤作用最强；障

壁岛—潮坪—泻湖环境 % 主要是已废弃的潮坪沉积之上和泻湖淤浅的部位 & 聚

煤作用次之；河流环境中聚煤作用则明显变差。

④就大地构造部位而言，台缘坳陷带是最有利的聚煤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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