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地矿局煤田地质工作的经验

莽 东 鸿

吉林省的煤炭资源条件 较 差
,

历 年 缺

煤
,

探明储量仅二十余亿吨
,

居 全 国 第 21

位
。

解放以来
,

煤炭部地质队伍进行了大量

普查找矿
_

l二作
.

对暴露
、

浅隐伏的含煤区深

8 00 米以 上地段
,

绝大 多数作过较详细 的地

质 一钻探和物探 f 作
,

个别煤 llJ 的勘探深度

达 12 00 米 ; 扩 大 r 些煤田的煤炭储量
,

发

现 r 全隐伏的梅河煤田
。

随着 古林省经济建设的发展
,

煤炭供需

情况 日趋紧张
,

由 5 0年代可以调出
,

到 6 0年

代初以后需靠调人的状况
,

既束缚 了我省工

农业发展
,

又加屯 了交通运输 负担
; 林区以

木代煤
,

年耗木材竣达 60 ~ 80 万立方米
,

森

林资源受到严屯的损失
。

近年全省主要煤矿

的煤炭资源渐趋枯竭
,

不少矿井的服务年限

只 有
一 _ _

几 1年
。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 下
,

吉林省地矿局 自

1 97 8年以来
,

将找煤列为找矿
一

重要任务
,

并

取得 了可 弃成果
。

少七中
,

尤以松辽盆地东缘羊

草沟煤 lIJ 的发现
,

为缓解长春 : }了及附近城市

能源紧缺作出 r 重要贡献
,

被省及 长春市领

导誉为
“

雪中送炭
” 、

长春 市的
“

煤仓
” ; 是

我闪各缺煤省近年来煤炭普查 五作中的
一项

突出成果
,

获地矿部找矿奖
。

此外
,

在 长自

玄武岩覆盖区南缘
一

! 八道沟
、

蛇牛海
、

敦化

等难度较大的地区找到 r 隐伏煤田
,

共获得

煤炭 工业储 虽近 8 0 0 0万吨 ( 长焰 煤 和 无 烟

煤 )
,

远景储 最约 」
.

5 0 亿万吨 ; 与此同时
,

我局先后完成 r
“

占林省煤矿
一

成矿规律及煤

川预测 (全省煤田区划 ) ” 、 “

占林省东 南 部

玄武兴 卜找煤研究
” 、 ’ `

松辽盆地东缘 ( 占林

省部分 ) 煤矿成矿规律及煤田预测
” 、 “

敦化

一 带玄武岩 卜的含煤地层及成矿
一

规律
”

以及

“

大黑山地垒东侧晚侏 罗世一 早自坚世含煤

地层对比及找煤建议
”

等项 「」
,

对全省及几

个含煤远景区的煤田地质
、

聚煤规律和煤田

预测进行 了研究
,

为我省找煤 E作的开展
,

提供了大量资料
; 为部署全省能 源 地 质 工

作
、

省能源建设规划和工业布局提供 了重要

依据
。

我们的主要经验是
:

1
.

正确决策是做好煤田地质工作 的 重

要保证
。

我局深入分析了吉林省煤炭供需形势和

煤 田地质 工作状况
,

深刻认识到我省找煤的

紧迫任务和我局进行煤田地质工作的必要性

与有利条件
。

决心向难度较大的玄武岩覆盖

区及老区的工作薄弱地段找突破 11
,

并完成

了下列
_

L作
:

( 1 )各地质调查所迅速组建煤

田地质队伍
,

并积极培训科技骨 卜; ( 2 )编

制全省及各地区
“

煤田 区划
”

和进行主要远

景区的区域煤田地质特征 专题研究 ; ( 3 )重

新组建煤炭测试机构
,

购置测试设备 与测井

装备 ; ( 4 )建 立局煤田地质工作领 导小组
,

统一协调
、

总体布署和组织全局各方面的煤

田地质工作
。

2
.

重视科学研究
、

理论找矿 ; 科 研 项

目与找煤工作密切结合 ; 科研成果及时应用

于找煤
_

工作
。

我省煤 田地质工作程度很高
。

自 1 95 8年

以来
,

煤炭部系统作过多次煤 llJ 预测
,

在尊

重前人成果的墓础 i二
,

充分发挥我局基础地

质力量雄厚的优势
,

对煤田地质特征及蕴煤

规律进行 了再研究
、

再认识
,

并以此作为布

署找煤工作的重要依据
。

1 9 8 3年我局完成 r
“
全省煤 111 区划

”

以

后
,

1 98 1年又在此科研成果基础 上编制 了全



省煤炭资源远景调查总体设计
,

先后完成了

长 自
、

敦化
、

松辽盆地东缘等 主要蕴煤远景

区的区域煤 田地质专题研究 五作
。

对指导找

煤和区域评价
,

发挥 了积极作用
。

例如
,

敦

化地区地表无 下第三系出露
。

我局研究区域

地质背景后认为
,

早第三纪沉积不受密山一

抚顺大断裂的严格控制
,

预测断裂外侧的掩

盖区会有下第二系隐伏
,

又根据 沿 敦 密 断

裂
,

煤系有
“

等距分布
”

的趋势
,

敦化地区

亦处于有利地段
。

在具体工 作 方 面
,

利 用

1 / 5 万航磁资料
,

经电算处理
,

圈绘 了 可

能含煤地段 ; 采用频率测深法
,

了解 玄武岩

盖层的厚度及 卜伏地层岩性
。

由 于坚持实事

求是 与大胆设想相结合的科学态度
,

坚持综

合找矿的科学方法
,

终于发现了敦化煤田
,

展示了在玄武岩盖层下找煤的好前景
。

又如 长白县所在地区玄武岩覆盖广泛
,

山高林密
,

交通十分不便
,

钻探设备难进难

出
,

地质工作及生活条件很差
。

我局在前人

工作基础土
,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
,

预测华北

型石炭二叠纪煤系
,

很有可能以 近 东 西 走

向
,

延伸至长白县城附近
,

煤系仍较稳定
。

虽然新生代玄武岩及侏罗纪火山岩覆盖使找

煤工作困难
,

但却保护 了煤系免受更深的剥

蚀
。

经查明十三道沟至十八道沟一带
,

中奥

陶统灰岩连续分布
,

沟谷中有少量本溪组露

头
,

显示 了较好的蕴 煤条件
。

经钻探验证
,

于 十三道沟深 3 00 米处发现石炭 二叠含煤岩

系
,

夹煤五层
,

总厚达 1 1
.

85 米
,

根据具体

条件
,

选择 十八道沟为主要普查区
。

经过多

年努力
,

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
,

探明 了一个

中小型煤矿
一 。

3
.

坚决贯彻地矿部
“

综合找矿
、

综合评

价
”
方针

。

蛇牛海
、

羊草沟煤 矿
,

分 别 是 1 9 7 8
、

1 9 8 0年在找铬铁矿和膨润 上矿时 偶 然 发 现

的
。

在钻过 0
.

2米和 0
.

8米厚的煤层以后
,

并

没有弃之不顾
,

结合前人的电法资料
,

经进

一步查明
,

终 于发现含煤新层位
-

一 下白至

统营城组
,

1 9 8 5年提供 了可供建井的储量数

千万吨 ( 长焰煤 )
。

现进行详查和部分 地 段

精杏
,

可望提交 1 亿吨储量
。

4
.

积极提高技术水平
,

采用新 技 术
、

新方法
。

玄武岩覆盖条件下找煤
,

国 内 较 少 进

行
,

国际 上也缺乏成熟经验
。

吉林省新生代

玄武岩覆 盖面积约 2 万 乎方公坦
。

我们通过

区域地质研究
,

对 玄武岩下地质矿产进行预

测 ; 通过玄武岩区实际调查及收集钻孔等资

料
.

r 解玄武岩火 山机构及玄武岩覆 盖厚度

变化 ; 采用频率测深
,

探测玄武岩厚度及 卜

伏地层岩性
。

玄武岩盖层底部
,

常有中新统

松 散砂砾层以及侏罗纪火山岩分布
,

断裂亦

较发育
,

我们改进了钻探 设备
、

方法
,

采用

优质泥浆
,

解决 了长白等地复杂地层钻进和

取心的难题
。

物探工作为查明羊草沟煤矿规

模
,

也起了积极作用
。

近年来
,

我局利用较先进的 E S 一 2 4 2 0数

字地震仪以及遥感手段协助解决松辽盆地东

缘进 一步找煤问题
。

我们虽然取得 J’ 可
一

喜的成绩
,

但吉沐省

煤炭资源的需求形势仍要求我局坚持不懈的

努 力
,

进
一

步做好煤旧地质工作
,

继续开拓

新的找矿领域
,

例如
:

在推覆体 卜和逆掩断

层
、

逆断层 下盘找煤 ; 在火 山岩系
一

F及红层

卜找煤 ; 在断陷盆地外侧或盆缘断层外侧找

煤
,

以及重新评价和认识新的含 煤 地 层 等

等
。

为 了提高找矿效果并节约投资
,

我局将

进
一

步建设一支精干而稳定的煤田地质或能

源地质队伍
,

与找煤的同时重视伴生
、

共生

矿产
.

包括煤成气的普查
,

加强普查工作与

科研工作的结合
,

加强地矿部 与煤炭部门地

质队伍
、

矿
一

山开采和高等院校等部门的联系
,

协同作战
,

争取有更大的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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