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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地区构造演化及其对晚二叠世煤层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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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黔西地区构造复杂，严重制约了煤田的勘探与开发，为此，以区域构造演化为主线，结合

野外地质和煤田勘探资料分析，对黔西地区构造演化及煤层聚集和赋存的构造控制进行深入的探

讨。结果表明: 黔西地区构造演化经历了 6 个阶段: 基底形成阶段、被动大陆边缘阶段、陆内裂陷

阶段、稳定台地阶段、陆内造山阶段和挤压隆升阶段; 受 NE、NNE 向同沉积断裂及东吴运动形成

的北西高南东低的古地形控制，晚二叠世时沉积了一套海陆过渡相为主的含煤建造，沉积相带由

NW 至 SE 呈 NE 向规律性展布，成煤期后受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影响，原型煤盆地遭受强烈

破坏，大型向斜和复向斜成为最重要的控煤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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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Evolution in West of Guizhou Area and
Control to Seam in Late Perm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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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uctures in West Guizhou were complicated and seriously restrained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alfield．
Thus，taking the regional structure evolution as the main line，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nalysis on the field geological and coalfield explo-
ration information，a detail discussion was conducted on the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the structure control of the seam accumulation and de-
posi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ructure evolution of West Guizhou had experienced with six stages，including the base formation stage，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 stage，inland rift － depression stage，steady platform stage，intracontinental orogenic stage and compressing and
uplifting stage． Controlled by the NE and NNE synsedimentary faults and the paleotopography with high in northwest and low in southeast
formatted by the Dongwu movement，a coal bearing structure mainly with set of the marine － continental transitional facies was deposited in
Late Permian． The sedimentation facies was expanded in NE direction from NW to SE． After the coal formation period，the original type
coal basin was seriously decomposed by the influences of the Yanshan movement and the Himalayan movement． The large syncline and
synclinorium would be the main coal controlled structure．
Key words: West west of Guizhou; structure evolution; Late Permian; structure controlled s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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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地区包括水城、盘县、六枝、威宁、织金

及纳雍等地，晚二叠世煤层分布广泛，煤种较全，

储量巨大，不仅是我国长江以南重要的煤炭工业基

地，而且是煤层气商业化勘探开发的理想场所，具

有很好的开发前景
［1］。研究区构造特征及煤田地

质特征前人做了一定的研究
［2 － 7］，但是缺少构造演

化阶段的系统划分，从而对晚二叠世煤层建造和改

造的构造背景认识不清，为此，笔者在野外地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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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对黔西地区构造演化

阶段及构造层进行系统的划分，并且对晚二叠世煤

层聚集和赋存的构造控制进行深入探讨。

图 2 黔西地区构造演化及构造层划分

1 地质概况

黔西地区在大地构造上位于上扬子地块滇东 －
黔中隆起东部，出露的地层主要有泥盆系、石炭

系、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古近系及第四系，

以二叠系和三叠系分布最为广泛。主要含煤地层形

成于晚二叠世龙潭期和长兴期，属于晚二叠世上扬

子聚煤沉积盆地的一部分，上扬子聚煤盆地是在晚

二叠世为西高东低的陆相、海陆交替相和浅海相的

沉积环境，形成巨大的聚煤盆地，燕山运动、喜马

拉雅运动使该盆地分解为北面四川盆地和南面众多

山间坳陷盆地、断陷盆地，煤层主要保存在盘关向

斜、格目底向斜、青山向斜、比德向斜、三塘向斜

等大型向斜或复向斜中 ( 图 1) 。

2 构造演化

根据沉积建造类型、构造变形特征和地层接触

图 1 黔西主要聚煤区分布

关系，将黔西地区地层划分为 6 个构造层和 15 个

亚构造层 ( 图 2 ) ，包括基底构造层、震旦系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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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界构造层、上古生界构造层、中下三叠统构造

层、上三叠统 － 下白垩统构造层和上白垩统 － 新生

界构造层。在野外地质和区域地质基础上，结合构

造层和不整合面资料，将黔西地区构造演化划分为

6 个阶段 ( 图 2 ) : 基底形成阶段 ( Pt2 － Pt3 ) 、被

动大陆边缘阶段 ( Z － S ) 、陆内裂陷阶段 ( D －
P) 、稳定台地阶段 ( T1 － T2 ) 、陆内造山阶段 ( T3

－ K1 ) 和挤压隆升阶段 ( K2 － Q) 。
2. 1 基底形成阶段 (Pt2 － Pt3)

中元古代晚期，黔西地区处于大洋环境，随着

大洋板块消失，贵州大洋地壳向北扩张移动抵达到

向南增生的川中古陆边缘
［8］，梵净山群沉积末期

发生武陵褶皱运动，贵州冒地槽褶皱上升与川中古

陆连为一体，形成川黔古陆。板溪群沉积末期的雪

峰运动使贵州上升成陆，结束了地台基底地槽型活

动历史，转入地台盖层稳定性沉积。
2. 2 被动大陆边缘阶段 (Z － S)

扬子地块东南缘加里东时期属于典型的被动大

陆边缘
［9］，震旦纪黔西地区上升，仅在织金、纳

雍等地有零星沉积，寒武纪黔西地区主要为浅海地

台构造环境。奥陶纪末到志留纪初，贵州中部和南

部发生一次明显的地壳运动，即都匀运动，造成扬

子地台上隆，黔西地区上升成陆，奥陶系绝大部分

被剥蚀，大部分地区志留系中统直接覆盖在寒武系

或前寒武系之上。志留纪末泥盆纪初的广西运动

后，前古特提斯期的洋盆几乎全部封闭，南方各地

块聚合，华南褶皱带与扬子地台合并为统一的华南

板块
［10］，包括黔西地区的滇黔桂地区隆升为陆，

称为“滇黔桂古陆”。黔西地区形成 NE、NW 向两

组断裂，将黔西地区的地壳切割成各具特色的一些

磁性块体
［11］，成为后期构造演化及构造变形的重

要控制因素。
2. 3 陆内裂陷阶段 (D － P)

滇黔桂地区从早古生代到晚古生代复杂的海陆

变迁，主要表现在晚奥陶世至志留纪的 “滇黔桂

古陆”到 晚 古 生 代 “滇 黔 桂 盆 地”的 巨 大 变

化
［12］。泥盆纪至中二叠世晚期，由于热地幔的上

涌，岩石圈伸展变薄和不均匀沉陷，在加里东期断

裂控制下发生裂陷作用。其间，由于岩石圈的不均

匀张裂沉陷致使研究区发生多次相对上升，包括紫

云运动和黔桂运动，造成泥盆系和石炭系之间和马

平组与梁山组之间的平行不整合。中二叠世末至晚

二叠世初，有可能是受峨眉山地幔柱快速上升的影

响
［13］，产生东吴运动，地壳普遍上隆接受剥蚀，

形成弯状隆起并遭受差异剥蚀。晚二叠世海水自东

南方向侵入，在黔西地区形成海陆交互相沉积环

境，是黔西地区最重要的成煤时期。
2. 4 稳定台地阶段 (T1 － T2)

东吴运 动 后 水 城 － 紫 云 裂 陷 槽 盆 NW 段 关

闭
［14］，由于岩石圈热收缩效应

［8］，黔西地区整体

沉陷，形成海进序列沉积，早中三叠世为稳定的浅

海台地相碳酸盐岩沉积，厚度达 5 000 m 以上。印

支运动结束了古特提斯洋盆的发育历史
［15］，就黔

西地区来说，中晚三叠世期间发生安源运动，结束

了贵州海相沉积的历史，进入全面挤压阶段。
2. 5 陆内造山阶段 (T3 － K1)

晚三叠世，黔西地区挤压抬升，开始陆相沉

积。随后，贵州地区进入新特提斯构造域发展阶

段，燕山中期，西南缘丁青 － 怒江新特提斯洋聚

敛，金沙江 － 墨江、昌宁 － 孟连古特提斯造山带陆

内继承性活动，研究区处于 NE—SW 向挤压应力

场中，在块体边界的控制下首先在边界处产生 NW
向的褶皱和逆冲断层，断裂两侧多处的对冲和背冲

构造显示了两侧块体的相向运动。燕山晚期是新特

提斯构造域向滨太平洋构造域转换时期，东部古太

平洋板块俯冲于欧亚板块之下，造成研究区南部粤

海造山带继续上隆冲断，黔西地区处于近 NS 向挤

压应力场中，形成近 EW 向构造，如黔中断裂及贵

阳普定断裂控制下形成 EW 向断层和褶皱，如马场

断层和纳雍断层及大窑背斜等。尔后太平洋板块持

续俯冲，整个中国中东部处于强烈的 NW—SE 向

挤压应力场中，形成 NE、NNE 向构造，与 NW 向

及 EW 向构造反接复合，使构造变形复杂化。至

此，黔西地区构造变形基本定型，形成了大型和小

型的内陆盆地沉积组合，后期剥蚀保存不全，多零

星出露。
2. 6 挤压隆升阶段 (K2 － Q)

经过燕山运动，贵州自南而北逐渐结束了大型

盆地的沉积历史，岩石圈处于不断隆升状态，黔西

地区新生代地层记录不全，根据区域资料分析认为

存在三期构造运动，在渐新世和始新世之间、古新

近纪之间以及新近纪和第四纪之间各存在一次构造

运动。但是，就黔西地区来说构造作用不甚强烈，

主要以间歇性和差异性隆升为主，大部分地层被后

111

中
国

煤
炭

期
刊

网
 

www.ch
ina

ca
j.n

et



2012 年第 3 期 煤 炭 科 学 技 术 第 40 卷

期挤压隆升所剥蚀，现在贵州地貌存在的几级剥夷

面和阶地
［16］

是上述构造运动的反应，于小型山间

盆地中形成了红层组合与红层及含煤组合。

3 构造控煤

3. 1 晚二叠世构造 －沉积特征

黔西晚二叠世丰富的煤炭资源受益于加里东期

以来的区域拉张的构造环境和裂陷的构造背景，在

此构造背景之下，晚二叠世区域性 NE 向同沉积断

裂对含煤地层沉积格局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形成

NE 向展布的沉积与聚煤格局。
中二叠世后期产生东吴运动，地壳结束了栖霞

茅口期陆表海环境，整个上扬子盆地反升成陆，遭

受了不同程度的风化剥蚀和淋滤残积作用，造就了

广阔的残积平原，为含煤建造的沉积准备了地形条

件。同时，大量的玄武岩浆溢流喷发，堆积成连绵

起伏的玄武岩山地，构成了正向的构造因素和地形

条件，对聚煤盆地基底起到填平补齐的作用，造成

北西高、南东低的古地形特征，对含煤构造的形成

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晚二叠世，水城 － 紫云裂陷槽 NW 段关闭，活

动性减弱，黔西地区沉积相带主要受控于 NNE 向

或 NE 向的泸西 － 富源断裂、遵义 － 平坝断裂以及

师宗 － 普安断裂 ( 图 3 ) 的同沉积作用，呈 NE 向

展布。由南东向北西呈现海相 － 过渡相 － 陆相的沉

积古地理格局 ( 图 4) 。泸西 － 富源断裂 NW 侧主

要为陆相的河流、湖泊及沼泽相沉积，贵州主要分

布于威宁地区。泸西 － 富源断裂与师宗 － 普安断裂

及遵义 － 平坝断裂之间 NE 向条带区域主要为过渡

相的三角洲、三角洲 － 潮坪、泻湖 － 潮坪以及扇三

角洲沉积，是黔西主要聚煤区。遵义 － 平坝断裂以

东主要为海相的碎屑泥质潮下、局限台地及开阔台

地沉积，师宗 － 普安断裂与水城 － 紫云断裂 SE 段

之间为海相深水盆地沉积，体现了晚二叠世期间水

城 － 紫云断裂 SE 段活动性明显强于 NW 段。至

此，明显可以看出，在 NNE 向、NE 向同沉积断裂

控制下，在由南东向北西海侵作用下，由北西向南

东各种沉积相带呈有规律的展布，形成河流相 － 三

角洲相 － 潮坪、泻湖相 － 碎屑泥质潮下相 － 局限碳

酸盐台地相 － 开阔碳酸盐台地相 － 边缘生物礁相 －
深水盆地相 ( 图 5 ) 。晚二叠世期间，扬子地台处

于赤道附近
［2］，气候适宜，碎屑物质和聚煤物质

丰富，黔西地区河流相、三角洲相、泻湖 － 潮坪相

及碳酸盐台地等均具备煤层聚集的环境条件，形成

丰富的煤炭资源。

①遵义 － 平坝断裂; ②贵阳 － 普定断裂; ③水城 － 紫云断裂;

④师宗 － 普安断裂; ⑤泸西 － 富源断裂; ⑥南盘江断裂

图 3 黔西同沉积断裂分布

Ⅰ—陆相; Ⅰ1—河流; Ⅰ2—湖泊、沼泽; Ⅱ—过渡相; Ⅱ1—

三角洲; Ⅱ2—三角洲 － 潮坪; Ⅱ3—泻湖 － 潮坪; Ⅱ4—扇三角

洲; Ⅲ—海相; Ⅲ1—碎屑泥质潮下; Ⅲ1
2—局限台地; Ⅲ2

2—

开阔台地; Ⅲ3
2—台地边缘生物礁滩; Ⅲ3—盆地

图 4 黔西地区晚二叠世岩相古地理图

3. 2 中、新生代构造改造作用

上扬子地块中、新生代受到印支、燕山及喜马

拉雅三期构造运动的影响，使得晚二叠世聚煤盆地

遭受强烈改造，分解成大型的四川盆地和众多山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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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黔西区域构造剖面

断陷盆地及坳陷盆地。就黔西地区来说，晚二叠世

聚煤区在中三叠世末的安源运动后整体抬升成陆，

燕山中晚期先后受到 NE—SW、近 NS 及 NW—SE
向构造应力作用，形成复杂的以逆冲断层和褶皱

( 图 5) 为主体的构造格局。古近纪至今，印度板

块、太平洋板块及欧亚板块相互作用下，研究区不

断隆起，在部分背斜轴部的上二叠统煤系虽遭受剥

蚀，但两边多数向斜和复向斜中的上二叠统煤系大

多得以保存，区内的一级控煤构造主要为大型向斜

和复向斜。黔西地区现今的聚煤区带及聚煤构造主

要有盘县聚煤区、格目底向斜、六枝向斜、郎岱向

斜、青山向斜和比德 － 三塘聚煤区等，各聚煤区带

的构造特征不同，控制了煤层的赋存状态，并对煤

变质具有一定的影响 ( 图 1) 。
3. 3 聚煤区特征

1 ) 盘县聚煤区。主体构造为复向斜，面积

1 27 km2，包括 NE 向的盘关向斜、旧普安向斜和

NW 向的土城向斜及照子河向斜 ( 图 1 ) 。盘关向

斜面积 557 km2，总体走向 NE，向斜轴之南段为

NS 向，中段向 E 弯曲，北段又向 W 转弯呈双 S
型。总体看来西翼断裂发育，东翼相对较弱，北部

断裂发育，南部次之。照子河向斜面积 380 km2，

呈 NE 转 EW 向的长条形，中部埋深达 2 500 m 以

上，是盘县聚煤区凹陷最深的向斜，西翼岩层产状

陡倾，中、东部形成两凹两隆，西部为一凹陷。土

城向斜处于六盘水断陷区的南缘，面积 130 km2，

走向 NW，南边界与照子河向斜以逆断层相接，北

边界出露老地层，东部除边界上有部分小断裂外，

中部、西部断裂较少。旧普安向斜面积 160 km2，

为 NE 向的三角形箕状断陷，西边界以断层为界，

南边与老地层为界，北边与照子河向斜的中部隆起

带为界，但向斜东端部由于受 NS 向应力场的强烈

作用，产生了一系列的 NS 向至 NE 向的小断裂。
2 ) 格目底向斜。位于六盘水断陷的西北部

( 图 1) ，面积 612 km2，构造复杂，向斜主体部分

受到逆 冲 断 层 的 “保 护”，有 利 于 煤 层 气 的 保

存
［1］。向斜北部以水城 － 紫云断裂为界，南以公

鸡山背斜为界，呈 NW 走向的长条带状。向斜北翼

为断裂带，发育着若干 NW 向的大断裂，同时发育

2 组走向为 NE 和 NS 的次级平移断裂。向斜东端

发育了 1 组 NW 转 NS 再转 SW 的弧形断裂带。
3) 六枝向斜。位于六盘水断陷的东南部 ( 图

1) ，面积 267 km2。燕山期受水城 － 紫云断裂带的

控制，走向 NW，呈三边形形态，三边均以断裂为

界，并有玄武岩分布于边界。南西边界岩层产状陡

并相对下隆，东部与 NE 向构造带相接，相对为应

力松弛区，岩层产状平缓，并相对抬升，形成箕状

断陷格架。北西端发育了一系列 NE 向断裂，南东

端则以自 EW 向到 NE 向断裂为主要特点，北东边

以大梅山背斜为界将六枝向斜和郎岱向斜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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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郎 岱 向 斜。位 于 六 盘 水 断 陷 的 东 南 部

( 图 1 ) ，与 六 枝 向 斜 平 行 排 列，面 积 364 km2，

由双夕向斜和郎岱向斜组成一个复向斜。地表出

露和航磁资料显示向斜四周均有玄武岩分布，晚

二叠世以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接受了三叠纪、
早侏罗世的沉积，中侏罗世燕山运动使其停止沉

积。向斜形成深凹陷，中心达 3 000 m 以上，两

翼地层产状陡，除四周边界断裂外，中部深凹陷

中未发现大断裂。
5) 青山向斜。位于黔西南复杂构造区内 ( 图

1) ，走向 NE，面积 1 268 km2，发育了一系列的

NE 向近平行展布的断裂。在省界边部还有 1 条

NW—SE 向的向斜，南西边界断裂与主构造线近于

垂直。青山向斜南东面右江褶皱带隆起致使向斜东

部抬升并遭风化剥蚀，新生代应力松弛，断裂均具

张扭性，以正断层为主，构造裂隙十分发育，利于

煤层气的运移。
6) 比德 － 三塘聚煤区。位于水城 － 紫云断裂

带东部的 NE 向构造带内 ( 图 1) ，面积 1 692 km2。
盆地西边由新寨背斜相隔与水城 － 紫云断裂带相

接，北部与纳雍近 EW 向构造相接，南部为黔南断

陷。主要构造线有 NW 向和 NE 向 2 组，NW 向以

比德向斜为主，NE 向以三塘向斜为主，中间由加

戛背斜和同向断裂组分开，显示了燕山期构造变形

的多期性以及边界断层的控制作用。

4 结 论

1) 黔西地区具有多次构造演化特征，经历了

罗迪尼亚、前古特提斯、古特提斯、新特提斯及太

平洋和印度洋五大构造体制，进一步划分为 6 个阶

段: 基底形成阶段 ( Pt2 － Pt3 ) 、被动大陆边缘阶

段 ( Z － S) 、陆内裂谷阶段 ( D － P) 、稳定台地阶

段 ( T1 － T2 ) 、陆内造山阶段 ( T3 － K1 ) 和挤压隆

升阶段 ( K2 － Q) ，从而将地层划分为 6 个构造层

和 15 个亚构造层。
2) 黔西地区加里东期以来的区域拉张和裂陷

的构造环境是聚煤盆地形成的古构造背景，东吴运

动产生的连绵起伏的玄武岩山地，构造了正向的构

造因素和地形条件，对聚煤盆地基底起到填平补齐

的作用，造成西北高、东南低的古地形特征，晚二

叠世期间区域性 NE、NNE 向同沉积断裂对含煤地

层沉积格局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形成 NE 向展布

的沉积与聚煤格局。
3) 晚二叠世成煤期后，黔西地区经历了印支

和燕山运动的影响，聚煤盆地遭受强烈改造，逆冲

断层和褶皱构造发育，喜马拉雅期整体挤压隆升，

使得大部分背斜轴部的上二叠统煤系虽遭受剥蚀，

大型向斜和复向斜成为最为重要的控煤构造，包括

格目底向斜、六枝向斜、郎岱向斜、青山向斜、比

德向斜及三塘向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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