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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武威盆地构造特征及煤层赋存规律分析
马福海

（甘肃煤田地质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本文对武威盆地构造特征及煤层赋存规律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武威盆地地质构造复杂，主要表现为

北西—南东向的褶皱和断裂，对煤层分布控制作用显著。盆地中煤层主要分布于晚古生代地层中，具有良好的赋

存条件和煤层气勘探开发潜力。受构造运动的影响，煤层赋存厚度、连续性有明显变化。同时，构造特征对煤层

气赋存，尤其对游离态的煤层气的形成和分布具有重要影响。构造高部位具有较好的煤层气赋存条件，为今后的

煤炭和煤层气开发提供了有利的地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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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西走廊东部的武威盆地，是一处重要的煤

炭资源基地。这里的煤炭资源丰富，但同样也存在着

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对这一地区的地质特征及其

与煤层、煤层气的赋存规律的了解尤为关键。一直以来，

虽然已经对有关于中国各地煤炭资源的研究较为丰富，

但对武威盆地的地质构造特征以及这些地质构造特征

与煤层赋存规律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却相对缺乏。在这

样的背景下，本文探讨了武威盆地的构造演化特征以

及这些特征对煤层赋存规律的影响。武威盆地的地质

构造特征对煤层分布的控制作用显著，煤层主要分布

于晚古生代地层中，同时，受构造运动的影响，煤层

赋存厚度、连续性有明显变化。

1　武威盆地概述

1.1　武威盆地的位置及煤炭资源概述

武威盆地地理位置位于河西走廊东部，东经102°～
105°10′，北纬37°20′～38°20′[1]。该盆地面积约为 2.75×

104 km2[2]。构造位置位于祁连山北缘断裂带和龙首山

断裂带之间的河西走廊构造带上，主体位于阿拉善地

块之上 [3]（见图 1）。武威盆地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

下二叠统太原组和上石炭统羊虎沟组。该盆地的煤炭

资源广泛分布于盆地的西南部地区，呈现连片、多层、

厚度较大的特点。煤层厚度一般在 0.8～ 4.5 m之间。

煤炭资源的丰富度和可采性相对较好，具有较高的经

济价值 [4]。

1.2　盆地的煤层分布和地质构造

武威盆地的煤层主要分布于下二叠统太原组和

上石炭统羊虎沟组中。煤层的埋藏深度较浅，通常在

200～ 800 m之间，具有较好的勘探和开采条件 [5]。煤

层主要以半无烟煤和无烟煤为主，具有高热值、低灰分、

低硫分等优质特点。

武威盆地构造受祁连山造山带等的影响。在构造

演化的过程中，盆地遭遇了构造变形与断裂，因此呈

现出复杂的构造样式。其中，斜坡断裂、盆地周围断

裂及断陷构造被视作主要构造类型。武威盆地构造表

现也极具特点，呈阶梯状，倾角变化明显。其次，多

次次生断裂以及褶皱变形，导致煤层变形。

煤层分布需着重考察煤层的厚度、连续性等特征，

正因该特征与地质构造的关系密切，因此，对盆地构

造特征的探索变得尤为重要。武威盆地的赋煤区域地

质构造复杂，无论是煤层的赋存还是煤层气的形成与

分布，皆受其影响 [6]。

研究武威盆地的煤层分布规律，既有助于当地煤炭

资源的开发利用，又有益于资源的保护与合理规划 [7]。

因此，重点在地质构造特征、地质演化过程、对煤层

分布的影响及对煤层气形成与分布的影响四个方面进

行研究，会为武威盆地的矿产资源开发提供更为科学

的依据。

2　武威盆地构造特征研究

2.1　地质构造的特点

武威盆地，位于中国西北地区，是一个以阿拉善盟

苏海图为地理中心的盆地，其边界由西北的雅布赖山、

西南的祁连山、东部的阴山余脉和贺兰山组成。这个盆

地具有独特的地质构造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武威盆地属于阿拉善板块，总面积达到 27500 km2，

东西长 300 km，南北宽 100 km。盆地内部大多为沙漠

覆盖，西北部有民勤绿洲，沙漠中多月亮泉和星状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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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然景观为盆地增添了独特的魅力。武威盆地的

地质构造单元可以划分为北部坳陷、中央隆起和武南

坳陷等。这些构造单元的形成与盆地所经历的多次构

造运动密切相关。盆地主要受加里东、燕山和喜山三

期构造运动的影响，这些构造运动使得盆地内部形成

了复杂的地质结构。武威盆地的基底结构具有两分性。

盆地南部属于北祁连加里东期褶皱带的变质岩系，而

盆地北部则属于阿拉善地块基底岩系，由震旦系及其

以前的变质岩层组成。这种两分性的基底结构使得盆

地在横断面上呈现出不对称的现象，即坳陷中心偏南，

南部埋藏深度可达2400 m，而北部仅400～800 m。此外，

武威盆地的盖层厚度约 5000 m，以石炭系地层最为发

育。这些地层主要由滨浅海相、滨海沼泽相、泻湖相

三角洲相砂岩、粉砂岩、暗色泥岩、页岩、炭质泥岩

等组成。石炭系露头油气显示较多，具有一定的勘探

前景。

2.2　构造特征对煤层分布的影响

煤层分布受地壳运动和构造变化的影响颇深。观

察武威盆地的构造特征，对于了解煤炭资源的分布非

常重要。构造运动影响煤层赋存的形式，断层、褶皱

使原始水平的煤层倾倒，随着构造的进化，煤层变形，

纵向展布。这种变化使煤体积收缩，质量变化，给开

发利用煤层带来困扰。煤层分布范围也会受构造特征

影响。地层在构造活动中受力变弯曲，结果就是煤层

变化无常，大范围煤层选择性变薄，中心地带厚度增加。

2.3　构造对煤层气形成和分布的影响

武威盆地作为一个地质构造复杂的盆地，其构造

特征对煤层气的形成和分布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武威

盆地的构造单元，如北部坳陷、中央隆起和武南坳陷等，

形成了不同的地层压力和温度条件，这对煤层气的生

成和运移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坳陷区域，由于

地层压力较大，有利于煤层气的吸附和富集。武威盆

地的基底结构具有两分性，南部和北部的基底岩系不

同，这也影响了煤层气的形成和分布。南部属于北祁

连加里东期褶皱带的变质岩系，可能含有较多的有机

质，为煤层气的生成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北部则属于

阿拉善地块基底岩系，其岩性可能对煤层气的运移和

储存产生影响。

此外，武威盆地的盖层厚度约 5000 m，且以石炭

系地层最为发育，这为煤层气的储存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石炭系地层中的砂岩、粉砂岩、暗色泥岩等岩石

类型，不仅为煤层气的生成提供了有机物质来源，还

为其储存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3　武威盆地煤层赋存规律分析

3.1　煤层赋存的厚度、连续性变化

武威盆地作为石炭二叠纪的残留盆地，其煤层赋

存规律具有显著的地域和时代特征。盆地内的煤层主

要形成于石炭纪和二叠纪时期，经历了长时间的地质

演化过程。从煤层厚度来看，武威盆地的煤层厚度在

不同区域有所差异，这主要受到盆地构造、沉积环境

以及古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盆地内部，一些构

造稳定的区域，煤层往往较为发育，厚度较大，甚至

可达数十米。而在盆地边缘或构造活动频繁的区域，

煤层厚度则可能较薄，甚至出现缺失。至于煤层的连

续性变化，武威盆地同样表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在

一些区域，煤层连续性好，分布稳定，有利于煤炭资

源的开采和利用。而在另一些区域，煤层则可能由于

地质构造的影响而出现断裂、错动等现象，导致煤层

的连续性变差，给开采带来一定的困难。

3.2　煤层气的形成及勘探潜力

武威盆地，一个煤炭资源富集的区域，同时也蕴

藏着巨大的煤层气勘探潜力。煤层气的形成，主要源

于煤的热解作用，这是一个在地质历史长河中缓慢而

持续的过程。煤在地下高温高压条件下，经过长时间

的化学变化，释放出大量的气体，其中就包括了煤层气。

在武威盆地，煤层气的生成不仅与煤的热解作用有关，

还受到煤层的煤质特征、厚度和埋藏深度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研究表明，煤的变质程度越高，其生成的煤

层气含量也往往越高。同时，煤层的厚度和埋藏深度

也直接影响着煤层气的生成和富集。在武威盆地中，

煤层气主要以吸附态和游离态两种形式存在。吸附态

的煤层气主要吸附在煤的孔隙和裂隙中，而游离态的

煤层气则存在于煤层的孔隙和裂隙之间的自由空间中。

这两种状态的煤层气共同构成了武威盆地丰富的煤层

气资源。

综合煤层气的形成与保藏条件，武威盆地展现出

了较高的煤层气勘探潜力。南部地区由于煤质优良、

煤层厚度大、埋藏深度适中，煤层气资源尤为丰富，

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而北部地区虽然煤质和煤层条

件与南部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仍具备一定的勘探潜力，

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随着勘探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煤层气开发利用政策的逐步完善，武威盆地的煤层气

资源有望得到更加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3.3　构造高部位的煤层气赋存规律

在武威盆地的地质研究中，构造高部位被证实是

煤层气富集的重要区域。这种富集现象并非偶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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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质构造对煤层气运移和储集条件的深刻影响所致。

地质构造活动对煤层的形态和分布产生了显著影响。

构造活动带来的应力作用使得煤层发生变形和断裂，

这些变形和断裂不仅形成了丰富的储集空间，还构建

了煤层气运移的通道网络。这样的地质结构条件，使

得煤层气能够更容易地从深部向构造高部位运移和富

集。构造高部位的煤层气赋存与煤层的特征和厚度密

切相关。研究表明，较厚的煤层在构造高位通常富含

较多的煤层气资源。这是因为厚煤层具有更大的储集

空间和更多的生气物质，能够在地质历史过程中生成

和储集更多的煤层气。同时，厚煤层也更能够抵抗外

部压力的变化，保持煤层气的稳定性。然而，较薄的

煤层在构造高位则相对较少含有煤层气资源。这主要

是因为薄煤层的储集空间和生气物质有限，难以形成

大规模的煤层气富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薄煤层没

有勘探价值。在煤层气勘探中，应根据不同厚度的煤

层特征，采取相应的勘探策略，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

利用。

总的来说，构造高部位是武威盆地煤层气富集的

重要区域，其形成与地质构造对煤层气运移和储集的

影响密切相关。在煤层气勘探中，应充分考虑构造高

部位的地质特征和煤层特征，制定相应的勘探策略，

以实现煤层气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

4　对武威盆地煤层开发的指导意义

4.1　煤层开发的经济价值分析

武威盆地是一个煤炭资源富集的地区，而煤炭作

为我国主要能源之一，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研究的

甘肃武威盆地的煤层赋存规律和构造特征，为盆地内

的煤层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分析煤层的厚度、

连续性变化以及煤层气的形成、保藏条件等因素，可

以评估盆地内煤层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开发潜力，为进

一步开展煤炭开发工作提供指导。

4.2　煤层开发的技术路线以及安全管理探讨

在煤层开发过程中，要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和研发

工作，提高煤层开发的效率和质量。根据武威盆地的

构造特征和煤层赋存规律，可以针对性地开展煤层的

开采技术研究，还可以开展煤层开发中的装备改造和

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实现煤矿生产的智能化和自动化，

提高生产效率和安全水平。

在武威盆地煤层气开发中，要充分考虑盆地的地

质构造特征以及煤层气的赋存条件。通过对构造特征

的研究，可以确定合理的煤层气开发方案。例如，在

构造复杂的区域，可以采用水平井或斜井开采技术，

以提高采收率。根据煤层气赋存规律，可以合理布置

开采工作面和钻井点位，提高煤层气开采的效率和经

济效益。

煤矿开发中的安全问题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为了确保煤层开发的安全性，需要采取一系列的管理

措施。根据武威盆地的构造特征和煤层赋存规律，可以

预测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提前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4.3　煤层开发的环境保护策略

煤层开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需要制定

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根据研究的结果，可以预测开

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地质灾害情况，并采取相应的防

治措施。通过合理规划煤矿开发区域、采煤方法和矿

区布置，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

的破坏，保护生态环境。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研究武威盆地的地质构造特征，对煤层

赋存规律的影响因素做出分析。盆地内的地质构造复

杂，主要以北西—南东向的皱褶和断裂为主，这一构

造特征对煤层的分布产生了显著的控制作用。通过研

究发现，盆地内的煤层主要分布在晚古生代的地层中，

具有良好的保存条件，并且煤层气的勘探开发潜力巨

大。此外，还发现受构造运动的影响，煤层赋存厚度、

连续性存在明显变化，这一规律对于煤层赋存规律研

究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时，构造特征对煤层气赋存，

尤其是游离态煤层气的形成和分布也有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说，本研究为武威盆地煤炭资源的有效开发和

合理利用提供了地质依据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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