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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煤炭资源丰富
,

煤种齐全
、 ,

在我

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占70 % 以上
,

也是我国的

重要出 口物 资之 ,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由于

煤田地质战线广大职工的辛勤劳动和工作
,

保证了煤炭工业生产建设所需的煤炭 资源
,

煤炭产量从 1 9 4 9年的 3 2 4 0万吨增长到 1 9 8 8年

的 9
.

5亿吨
,

跃居世界前列
。

建国4 0年来
,

煤田地质勘探事业得到了

迅速的发展
。

煤 田勘探队伍从建 国 初 期 的

30 0多人发展到 1 9 8 8年的 1 0万余 人
。

全 国28

个省 (区 ) 设有煤田地质勘探 公 司 (局 ) ;

各公司均拥有规模不等的化验室
、

科研所
、

制图印刷厂
。

各勘探队都有 自己的机修厂
。

勘探手段
,

由建国初期的单一钻探
,

发展为

包括钻探
、

物探
、

媒质化验
、

煤岩
、

岩矿
、

古生物鉴定
、

航空测量
、

遥感地质
、

电子计

算机技术
、

物探资料数字处理等先进技术手

段的综合勘探
。

近年来
,

还引进了先进的计

算机系统
、

航空测量成图设备
、

遥感图象处

理系统
、

数字地震仪
、

数字测井仪
、

数字电

有更大的发展
,

科研要与地质工作部署调整

的总体战略相适应
,

要为战略选区和探索新

类型铀矿作出贡献
,

同时
,

要继续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
,

加速向科研生产经营型的体制转

变
。

培养人才
,

解决同步老化
,

后继乏人的

问题已刻不容缓
。

一是要加强在 职 培 训 更

新知识
; 二是要努力提高院校培养人才的质

量
。

要克服人才开发上的短期行为
,

千方百

计提高队伍科技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
。

展望未来
,

任重道远
。

我们将满怀信心

继续开拓前进
,

使铀矿地质工作取得更大发

展
,

为我国核工业的腾飞作出更大贡献
。

祛仪以及深孔钻机和绳索钻进机具等先进技

术装备
,

从而大大提高了勘探速度和工程质

量
,

使煤田地质勘探工作向现代化迈进了一

大步
。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

全 国煤田地

质系统认真贯彻了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

技术
,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的

方针
。

结合实际工作的需要
,

开展煤田地质

科技攻关
,

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
、

新工艺
,

大大促进了煤 田地质技术的发展
。

(一 ) 煤田地质勘探科研攻关的新进展

新中国成立后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熟 煤 田地质科研硕果累累
,

推广应

用新技术
、

新方法
、

新工艺成效显著
。

通过

科研攻关和推广应用相结合
,

使煤田地质勘

探理论
、

方法和技术得到不断发展
,

并取得

了明显的技术
、

经济和社会效益
。

从 1 9 8 0年到 1 9 8 8年组织实施 了各类科研

项 目
,

有的通过评审
、

鉴定
。

其中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的 2项
,

获省部级科学技术 进 步

奖的 32 项
,

获局级科学技术进步奖的 36 项
。

这些成果已在煤 田地质勘探中发挥了很好的

作用
。

突出的成果有
:

全国煤 田预测
、

航空

地质调绘的推广
、

J SX
一 2型超声成像测井仪

的研制成功及应用
、

阜新盆地找煤研究
、

中

国主要煤矿资源图集
、

流量测井理论和方法

的建立以及 M D S一 1型流量测井仪的应用 等
。

近年来
,

在钻探工程方面
,

推广使用了各种

优质泥浆
、

新式取煤器
、

饱沫洗井绳索钻进

等新工艺
、

新技术
。

T K系列半液压钻 机 的

普及应用
,

G Z Y全液压钻机的研制工作已进

入关键性阶段
,

这些均为煤 田地质钻探设备

的更新奠定了基础
。

物探方面
,

由于新技术
、



新方法的使用
,

使物探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

提高
,

并逐渐形成了具有我国煤田特点的方

法 系列和技术系列
。

近年来引进的数字地震

仪
、

数字测井仪和数字电法仪及其资料处理

系统的应用
,

使煤田地质系统的物探技术达

到了国际 80 年代的水平
。

在高 分 辨地 震 勘

探屯人工合成记录
、

地震地层学的研究及其

成果的应用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航测遥感

技术在煤田地质工作中的应用
,

近 10 年来取

得很大进展
,

在大兴安岭西坡中段及太原西

山的应用研究
,

曾获得了国家科委授予的科

研成果三等奖
。

航测地质成图在国内已居领

先地位
; 微机的推广应用

,

近几 年 发 展 较

快
,

在编制钻孔柱状图
、

各类等值线图
、

剖面

图
、

对比图
、

构造
、

储量计算图等应用软件

的开发已基本成套
。

尤其微机应用项 目之一
“

黄陵矿区成煤环境分析专家系统
”
是在我

国首次将微机人工智能方法应用于成煤环境

的分析研究
,

并取得与地质专家分析判断基

本一致的结果
,

提高工效 52 倍
。

此外
,

用数

字地震仪研究井田内隐伏断层以及菲林印刷

技术
,

也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

(二 ) 中国煤田地质研究的新进展

1
.

含煤地层及古生物研究

含煤地层的划分和对比是研 究 沉 积 建

造
、

聚煤规律的基础
。

30 多年来
,

我国煤田

地质工作者对全国煤 田含煤地层划分和对比

做 了大量的工作
。

60 年代
,

全国古生代含煤

地层时代的划分基本统一
。

70 年代煤田预测

中提出了统一我国华北
、

华南大区和西北
、

东北区不同时代的含煤地层划分对比方案
。

近几年来
,

对华北石炭二叠纪
、

华南晚三叠

世至早侏罗世
、

华北和西北早
、

中侏罗世及

东北晚侏罗一早自至世含煤地层的划分和对

比及时代归属
,

以及湖南
、

江西
、

广东
、

广

西诸省的早石炭世含煤地层的含煤质
、

第三

纪的含煤性等的研究均取得了新进展
。

在含

煤地层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并采集了大量的化
石

,

尤其是积累了丰富的微你化石资料
。

原
、

一致公认的华北陆相石盒子组地层中多处发

现了海绵骨针及 L初 g赫环 s p
、 。

又为在华 南

二叠纪含煤地层对大羽羊齿植物群的研究
,

确认了从早二叠世晚期到晚二叠世晚期是一

个连续的成煤过程
d
由于比较正确地确定了

各时代的含煤地层层位和对比关系
,

从而为

聚煤规律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

为煤炭资源的

评价和新煤田的预测提供了依据
。

2
.

中国煤变质问题的研究

煤变质问题是我国煤田地质学家一直予

以十分重视的理论问题
。

在我 国 广大 煤 田

中
,

经过 30 多年区域地质调查
、

勘探开发和

煤质预测验证
,

均证实了煤的深成变质作用

的普遍存在
。

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含煤岩系及其上覆盖

层厚度都不大
,

却出现了不少煤变质程度较

高的煤
。

在探讨中国煤变质的主导因素过程

中
,

煤 田地质学家在 50 年代末期和 70 年代后

期曾有过两次热烈的讨论
。

1 9 5 6年王竹泉教

授倡导岩浆热变质作用
,

发表了 《华北 煤 种

牌号的带状分布及其地质因素》一 文
。

指 出
“
区域变质与动力变质在华北地区对煤质变

化虽有一定影响
,

而起主导作用的乃为火成

岩的变质作用
。 ” “

福建
、

浙江
、

广东及江西东

部花岗岩侵人体出露较广
,

所以这一地区煤

田无论二叠纪或三叠纪主要都是无 烟 煤
。 ”

上述卓见得到我国许多地质专家的支持
,

并

长期坚持研究
。

70 年代以来
,

一些煤 田地质

专家对各种煤的显微煤岩特征以及火成岩体

对含煤岩系蚀变特征和煤质分带 规 律 的 研

究
,

进一步确认了煤变质的主导因素是岩浆

热变质作用的观点
。

这种观点突破了传统的
“

接触变质
”

概念
,

丰富了我国 煤 变质 理

论
。

同时
,

也有些地质专家从地质力学理论

出发
,

提出了煤的
“

构造应力变质 作 用
” ,

强调含煤岩系承受各种地应力作用
,

当侧向

挤压和扭动作用达到足够强度时
,

岩石颗粒

之间的内摩擦所析出的热量通过一定方式的

传导和积聚
,

就会成为增高变质程度的主导



因素
。

这是我国煤变质主要 因素的新观点
。

3
.

沉积环境和聚煤规律的研究

对我国煤田主要聚煤期聚 煤 规律 的 研

究
,

历来是煤田地质工作者和煤田区域地质

专家的研究 中心
。

近几年来
,

运用沉积环境

和沉积相的理论
,

探索各种沉积环境的聚煤

模式
,

主要的有辽宁阜新
、

内蒙古霍林河晚

侏罗世煤田
; 山西太原西山

、

阳泉
、

寿 阳
、

河南禹县石炭二叠纪煤田
;
广西合 山煤 田

、

四川南部晚二叠世煤 田和祁连 山
、

陕北侏罗

纪煤田
。

一些地质专家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系

统的沉积环境研究
,

依据岩相特征和成因标

志建立了各种沉积环境类型的沉积模式
,

为

三角洲沉积模式
、

障壁后泥炭坪和断陷盆地

聚煤模式等
。

在指导煤田勘探开发和预测工

作 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

另外
,

对华北南部的豫西和两淮煤田石炭二

叠纪太原组潮坪环境和石盒子组过渡环境的

确定
,

为聚煤规律的研究提供 了 重 要 的依

据
。

4
.

构造对煤田控制问题的研究

从 50 年代以来
,

一些煤 田地质学者就致

力于煤 田区域构造特征和影响矿区勘探开发

的中小构造生成规律的研究
。

70 年代的第二

次煤 田预测
,

李 四光教授创立的地质力学理

论和方法
,

在全 国煤田地质系统得到比较全

面和系统地应用
。

根据地质力学构造体系及

其复合中形成的构造格架控制聚煤区域的理

论
,

结合建造序列预测新的含煤区
,

从而初

步地认识到中国煤田某些基本 地 质 构 造特

征
。

近 10 年来
,

随着板块构造理论从海洋引

向大陆
,

煤田地质工作者在研究我国各个主

要聚煤期的岩相古地理和煤 田 的 形成 演化

中
,

逐步深化了对中国煤田地质构造特征的

认识
。

当前
,

普遍认为海西期
、

印支期地壳运

动曾经对晚古生代煤田各聚煤期的形成和分

布有决定性影响
。

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地壳

运动除了控制中
、

新生代各聚煤期煤 田的形

成和分布后
,

并对晚古生代煤 田加以改造
。

因此
,

总体上说煤 田的聚煤期时代愈早
,

地

质构造愈复杂
,

煤的变质程度愈高
。

但是
,

’

中国东部煤田在 3 个北东向的隆起带和沉降

带上
,

由西北而东南
,

煤田的地质构造和煤

变质依次愈来愈复杂和深化
,

其成因用板块

理论可作出比较满意的说明
。

东部煤田是我国最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

所在
。

煤田的区域地质研究程度和勘探开发

程 度都很高
。

目前找煤的难度越来越大
。

近

年来
,

我国煤 田地质工作者应用新的构造理

论
,

在一些重点老矿区及其外围展开了新一

轮的找煤工作
,

已取得成效
。

为运用推覆构

造理论
,

在安徽淮南
、

福建 龙 岩
、

河 北 唐

河南篙箕等地
,

在推覆体
、

滑脱构造下找到

了新的煤炭资源
,

使一些老矿区延 长了服务

年限
,

并进一步开拓了我国东部煤田勘探的

新领域
。

此外
,

我国煤田地质工作者在水文地质

方面
,

以及对
“
石媒

” “

树皮煤
”
和

“

腐泥

煤
”

等特殊煤种的研究亦取得 了 可 喜的 进

展
。

我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

从而建立 了我

国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地位
。

煤矿建设

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煤炭资源保有储量的

多少
,

而是取决于直接可用于建设的精查储

量的多少
。

根据我国能源 中期 ( 1 98 9~ 1 9 9 0)

发展计划
,

目前的煤炭精查储量尚不足
,

加

之煤田分布地区和煤种不平衡造成的困难
,

煤田地质勘探任务仍将十分繁重
。

今后十几

年
,

煤田地质勘探工作将面临着任务不断加

重
、

难度越来越大的新形势
。

在我国经济发

展领先的东部地区
,

对许多老的煤炭生产基

地
,

要求不断扩大深部资源或就近寻找新的

煤炭资源
,

以延长矿 山的服务年限
;
在中部

、

地区
,

特别是山西
、

陕西
、

河南则是今后煤

炭开发的重点地区
,

将会有一大批新矿山开

始建设
,

、

也要求煤田地质勘探工作进一步加

强和深化 ; 在茜北地区
,

煤炭资源丰富
,

开



开 创 储 委 工 作 新 局 面

杜 少 先

一
、

回顾历史 激励未素

1 9 5 3年 10 月
,

中央政治局在批复地质部

党组
“
关于 目前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的

报告
”

中指示
: “
同意在国家计划委员 会 的

领导下成立全国矿产埋藏量鉴定委员会
,

以

便由这个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各种矿产原料的

储量
,

掌握全国矿产资源的平衡工作
,

其具

体组织工作
,

由国家计 划 委 员 会 办 理
。 ”

1 9 5 4年 6月地质部根据国家计委的 指 示
,

会

同有关部门建立了全国储委及其办公室
。

全

国储委成立后
,

在我国缺乏地质勘探经验的

情况下
,

组织翻译出版了苏联矿产储量分类

规范总则和各种矿产储量分类规范
,

开始确

定了我国矿产储量统一分类的原则和储量报

告提交审批程序
,

为我国矿产地质勘探工作

要求和报告审批打下了基础
。

并审批了许多

重要矿床的地勘报告
。

如辽宁大孤山
、

弓长

岭
、

湖北大冶
、

内蒙白云鄂博等铁矿报告
,

铜官山
、

白银厂
、

东川
、

中条 山 等 铜 矿报

告
,

个旧锡矿
,

黄沙坪铅锌矿报告
,

淮南
、

大同
、

开滦等煤矿报告
,

为建国初期发展工

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1 9 5 7年反月国务 院 进

一步明确
,

全国储委是审查和批准各种矿产

储量的国 家机关
。

随着地矿事 业 的
·

发 展
,

1 9 5 8年后提交的矿产储量报告 日益增多
,

矿

山建设要求也更加迫切
,

矿产储量审批管理

越来越繁重
。

于是各省 (区
、

市 )陆续 建 立

了矿产储量委员会
,

开始形成两级储委审批

机构和制度
。

通过报告审批
,

对提高地质勘探

工作水平和质量
,

保证矿山建设顺利进行 ;

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在 1 9 5 8 ~ 2 9 6 0年期 I’irJ
,

由于
“
高指标

” 、

“
大计划

” 、 “

浮夸风
” ,

致使当时的矿产储

量报告质量大大下降
,

储量浮夸
,

数字不落

实
,

矿 山建设出了不少问题
。

于是地质
、

冶

金
、

煤炭
、

化工
、

建材等 5个部联合发出通知
,

要求对 1 9 5 8 ~ 19 6 0年期间各部门提交的各种

矿产储量报告
,

进行复审核实
。

全国储委和

各省 (区
、

市 )储委承担了这项工作
,

落实了

储量
,

使国家矿山建设有可靠的地质依据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

在所谓反对
“

管
、

卡
、

压
”
思潮的影响下

,

储委工作受到很大

发潜力很大
,

但过去的地质勘探程度很低
,

“
七五

”
期间需要积极创造条件

,

加快地质

调查研究和勘探步伐
,

做好开发前期的准备

工作
。

正由于地表和浅部煤层越来越少
; 生产

矿井开采的深度越来越深
; 地质条件复杂的

矿井 日益增多
,

势必使找煤和勘探的难度增

大
。

这就决定了今后煤田地质勘探工作必须

作重大的调整转变
:

即进一步提高地质工作

的研究程度
; 开展成煤远景区的第二轮普查

找煤
,

总结并发展煤田地质科学的理论水平
;

提高勘探储量的准确程度
;
煤质数据从概略

了解转变为详尽的全面确定
; 开采地质条件

`

从一般性提高为定量与科学预测
;
广泛地采

用新技术
、

新装备
,

特别是 电子计算机技术

的广泛应用
,

改变手工操作的落后状况
,

使

勘探技术转变为更加多种综合技术的配合
;

努力提高职工队伍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
,

使煤田地质勘探队伍尽快由劳动密集型转变

为知识密集型的队伍
,

以提高查明地下资源

的能力
。

总之
,

煤田地质勘探工作要做到全

面提高工作质量
,

加快勘探速度
,

获得更高

的地质效果和经济效益
,

为我国能源建设做

出新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