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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庄区块煤层含气性分布规律及地质控制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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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矿业大学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2. 煤层气资源与成藏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基于沁水盆地南部潘庄区块主煤层的含气性特征，从煤阶、显微煤岩组分、构造、水文地质条
件等 4 个方面探讨了影响该区块主煤层含气性的地质控制因素。结果表明: 区块煤层含气性具有 2
个典型特征，太原组 15 号煤层含气性好于山西组 3 号煤层，与水力逸散作用对太原组煤层气保存条
件破坏相对微弱的特点相关;含气饱和度随埋深加大呈现先减后增的变化，转折点埋深约 500 m。同
时发现，该区块随煤阶增高，含气量、孔隙度、吸附性均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认为这是第 4 次煤化作用
跃变对煤层气地质条件控制效应的具体体现;煤层含气量显现为次级向斜控气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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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gas － bearing property of main coal seams of Panzhuang Block in southern Qinshui Basin，the geological control fac-
tors such as coal rank，coal maceral，geologic structures，and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which have influence on the gas － bearing property，

were discussed in the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as － bearing property of main coal seams had two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ne
hand，the gas － bearing property of No. 15 coal seam of Taiyuan Formation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No. 3 coal seam of Shanxi Formation，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hydraulic migration － escape process relatively weakly destroyed the CBM preservation
conditions of Taiyuan 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with the burial depth increasing，the gas － bearing saturation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
creased，and the turning depth was around 500 meters． It was also found that with the coal rank heightening in this block，gas content，porosity
and adsorption all increase first and then decrease，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specific embodiment of the 4th coalification jumps control
effect on CBM geological conditions． Meanwhile，the gas content display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ubsyncline － controlled C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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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3 － 12 － 21; 责任编辑: 曾康生 DOI: 10． 13199 / j． cnki． cst． 2014． 05． 027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助项目( 2011ZX0503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40730422)

作者简介:张 政( 1990—) ，男，河南鹤壁人，博士研究生。Tel: 15896422433，E － mail: zhangzheng0215@ 126. com

引用格式: 张 政，秦 勇，傅雪海，等． 潘庄区块煤层含气性分布规律及地质控制因素分析［J］． 煤炭科学技术，2014，42( 5) : 98 － 102．

ZHANG Zheng，QIN Yong，FU Xue-hai，et al． Distribution Law of Gas － bearing Property of Coal Seams and Analysis on Geological Control Factors

in Panzhuang Block［J］． Co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4，42( 5) : 98 － 102．

0 引 言

煤层含气性是煤层气成藏的最基本要素，是决

定煤层气产能及其开发潜力的重要参数之一，包括

煤层气的含量、组成、含气饱和度、含气强度( 资源

富集度) 及其时空分布特征［1］。煤层含气性主要受

到生气条件、储气条件和保存条件所控制，主要包括

地质构造、煤层顶底板岩性、煤岩煤质、煤变质程度、

埋深和水文地质条件等控制因素［2］。沁水盆地南

部是我国目前勘探程度最高、煤层气储气条件最稳

定、开发潜力最大的煤层气田，而潘庄区块是我国首

个实现煤层气地面规模性开发的地区，勘探与开发

资料丰富，因此其含气性特征有必要进行重点研究。
前人曾对区内煤层含气性特征做过某些分析，对控

气地质因素的某些方面做过研究［3 － 7］。笔者依据最

新的煤层气勘探开发资料，在分析区块主煤层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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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性分布规律的基础上，从埋深、煤阶、显微煤岩组

分、地质构造、水文地质等条件入手，探讨了研究区

含气性特征的地质控制因素，以期为区块煤层气的

开发提供借鉴。

1 煤层气地质背景

潘 庄 区 块 位 于 沁 水 盆 地 南 部 仰 起 端，面 积

150. 77 km2，煤层气探明储量为 311. 01 × 108 m3。
区块整体上为一向北倾斜的单斜构造，发育一系列

起伏平缓的 NNE、NE 和 SN 向次级褶曲，主要断裂

是区块西北界的寺头正断层，区块内仅有落差小于

10 m 的小断层稀疏发育( 图 1 ) 。区内含煤地层为

上古生界石炭系和二叠系，与下伏奥陶系呈平行不

整合接触。主煤层为山西组 3 号煤层和太原组 15
号煤层，3 号煤厚 5. 04 ～ 7. 16 m，平均 6. 11 m; 15 号

煤厚 0. 30 ～ 6. 17 m，平均 3. 21 m。主煤层镜质组最

大反射率 Ｒo，max 为 3. 68% ～ 4. 36%，为典型的无烟

煤; 以半亮煤和半暗煤为主，其次为光亮煤和暗淡

煤。3 号煤层灰分产率和全硫含量较低，属低灰 －
中灰、低硫煤; 15 号煤层灰分产率略高于 3 号煤层，

全硫含量较高，为中 － 高硫煤。区块位于沁水盆地

南部的地下水局部“低洼”滞留区，浅部接受地下水

补给，在深部形成滞留带，水文地质条件简单［5 － 6］。

1—研究区; 2—向斜; 3—背斜; 4—正断层; 5—井界; 6—剖面线

图 1 沁水盆地潘庄地区构造纲要

2 煤层含气性分布规律

基于该区块 70 个钻孔煤心解吸数据可知: 3 号

煤层含气量( 空气干燥基甲烷含量，下同) 为 8. 48 ～
23. 92 m3 / t，平均 16. 23 m3 / t，70% 的煤样含气量为
12 ～ 20 m3 / t; 15 号煤层含气量 9. 30 ～ 30. 74 m3 / t，
平均 19. 38 m3 / t，44% 煤样含气量大于 20 m3 / t( 表
1) 。煤层实测含气饱和度为 73. 4% ～ 107. 2%，大

于 90%的约占 50%，平均 91. 6% ; 总体上呈欠饱和

状态，但 明 显 高 于 沁 水 盆 地 51. 6% 的 平 均 饱 和

度［8］。其中，15 号煤层含气量高于 3 号煤层 ( 表

1) ，这与沁水盆地乃至华北晚古生代巨型盆地中南

部其他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
表 1 潘庄区块主煤层含气性统计

煤层

编号

样品

数 /个

CH4含量 / ( m3·t － 1 )

最大 最小 平均 方差

气体组分体积分数 /%

CH4 重烃 CO2 N2

3 80 23. 92 8. 48 16. 23 276. 64 94. 21 0. 025 2. 44 3. 33
15 71 30. 74 9. 30 19. 38 411. 91 96. 37 0. 100 1. 23 2. 30

潘庄区块 3 号煤层含气量呈现“周边低中部

高、西高东低、西北部最高”的总体展布格局，西部、
中南部和东部的含气量均大于 20 m3 / t，西北部达

23. 92 m3 / t( 图 2a) ; 15 号煤层含气量也具有相似的

展布规律，但含气量普遍高于 3 号煤层( 图 2b) 。

图 2 潘庄区块 3 号、15 号煤层含气量等值线

尽管煤层含气量与埋深间的关系较为离散，但

两者总体上呈现正相关趋势( 图 3a) 。甲烷浓度随

埋深增加呈增大趋势( 图 3b) ; 除极个别钻孔的甲烷

体积分数略低于 80% 外，其余均大于 80%，最高达

99. 56%，平均 95. 21%，且与煤层含气量呈指数正

相关趋势( 图 3c) 。总体来看，区块内主煤层全部位

于煤层气风化带以下，煤层气保存条件极好。主煤

层含气饱和度随埋深呈现规律性变化( 图 3d) 。同

等埋深下，15 号煤层的饱和度明显高于 3 号煤层;

随埋深加大，含气饱和度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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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转折出现在埋深约 500 m。前人曾认为，潘庄

一带煤层含气饱和度与埋深呈负相关关系［9］，这显

然只是对较浅煤层的统计分析结果。这种“转折”，

是地层压力与地层温度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10］。

图 3 煤层含气性与埋深的关系

3 煤层含气量分布的地质控制因素

1) 煤阶。潘庄区块晚古生代煤层经历了海西

期—印支期的深成变质，后受燕山期的多热源叠加

变质作用，普遍达到无烟煤煤阶［11］。因叠加变质的

影响，煤层发生“二次生气”作用，为煤层含气量极

高的地质因素［12］。随镜质组反射率的增高，煤层含

气量、孔隙度、吸附性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极

大值大致位于镜质组反射率 4. 0% ～ 4. 2% ( 图 4 ) 。
镜质组最大反射率小于 5. 0% 煤化作用，煤物理结

构和化学结构经历过 4 次煤化作用跃变［13］。其中

第 4 次煤化作用跃变发生在煤的镜质组反射率约

3. 7%时，表现为镜质组的顺磁性暂时消失，3 大显

微组分组的反射率关系完成全面倒转，镜质组孔隙

性、某些大分子基本结构单元参数的演化趋势发生

转折，显著的生烃作用基本停止等［14］。同时，中国

高煤阶煤普遍形成于异常高热地热场的作用，具有

大地热流强、受热时间短等特征，煤的大分子结构调

整未达到平衡，导致第 4 次煤化作用跃变出现的位

置滞后到煤的镜质组反射率约 4. 0%［14］。

图 4 煤层含气性、孔隙度与煤阶之间的关系

潘庄区块煤化作用程度正处于第 4 次煤化作用

跃变点前后，孔隙度和吸附性的上述“倒转”正是该

次煤化作用跃变的体现，是煤大分子结构剧烈调整

的结果。由此，导致煤层含气量在煤化作用跃变点

之前随镜质组反射率的增大而增高，在煤化作用跃

变范围内达到最大值，然后急剧降低。
2) 显微煤岩组分。潘庄区块煤中显微组分以

镜 质 组 为 主，含 量 在 45. 9% ～ 93. 8%，平 均

80. 13%，其次为惰质组。随镜质组含量或镜质组 /
惰质组比值的升高，煤的朗格缪尔体积呈增大趋势，

导致煤层含气量趋于增高( 图 5) 。显微煤岩组分的

差异，主要通过其孔隙性和吸附能力的不同而影响

煤层含气量。前人研究发现，镜质组的吸附能力强

图 5 含气性与显微煤岩组分之间的关系

于惰质组，相同煤阶富镜质组煤的吸附能力要大于

富惰质组的煤［15 － 16］。个别学者曾认为，当镜质组最

大反射率超过 2. 1% 后，显微组分差异对煤岩吸附

能力的影响已不明显［17］。潘庄区块上述规律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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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典型的无烟煤阶段，显微组分差异仍然对煤

的孔隙性、吸附性乃至含气量具有显著影响。
3) 次级构造。潘庄区块内部断裂不发育，煤层

含气量高低受次级褶皱控制，高含气量带沿次级向

斜轴部呈“串珠状”分布，15 号煤层这一规律更为显

著，从图 1 和图 2 可看出。如 15 号煤层，西部刘家

腰向斜轴部存在 2 个含气量高于 25 m3 / t 的富气

带，中部磨掌山向斜、东部霍家山向斜轴部也发育若

干含气量高于 20 m3 / t 的富气带，随向斜轴呈 NE、
NNE 向分布。相反，次级背斜轴部则发育相对贫气

带，如马庄背斜轴部含气量低于 15 m3 / t，局部甚至

小于 10 m3 / t。
在剖面上，煤层含气量变化趋势与褶曲形态基

本一致，明显看出受到次级褶曲构造的影响( 图 6) 。
煤层含气量在向斜轴部明显高于两翼地层，出现含

气量曲线波峰点，相反，在背斜的轴部出现含气量曲

线的波谷点，这一规律在马庄背斜尤为明显。该背

斜地层倾角在区内最大，西翼 0601 钻孔 15 号煤层

含气量为 24. 24 m3 / t，轴部 0603 钻孔煤层含气量仅

为 11. 19 m3 / t，差异显著。

图 6 煤层含气量与褶皱构造之间的关系

4) 水文地质条件。在潘庄区块，太原组 15 号

煤层含气量明显高于山西组 3 号煤层。然而，华北

地区太原组煤层顶板多为灰岩岩溶裂隙含水层，山

西组煤层顶底板以泥岩 － 粉砂岩隔水层为主，导致

山西组煤层含气量高于太原组煤层［18］。潘庄区块

3 号煤层底板主要为泥岩，顶板多为泥岩和粉砂岩，

渗透系数 0. 001 0 ～ 0. 007 3 m /d。15 号煤层一般发

育薄层泥岩伪顶，直接顶为 K2灰岩，底板为泥岩，渗

透系数在 0. 000 034 ～ 48. 400 000 m /d。也就是说，

区内煤层顶底板发育特征与华北多数矿区没有实质

性差别，但太原组与山西组煤层含气量关系却明显

不同，表明煤层气保存另有主导性因素。
潘庄区块煤层含气量高低显著受到地下水动力

场条件的控制。区块位于沁水盆地南部含煤地层地

下水头等值线“低洼“地带( 图 7 ) ，径流缓慢甚至呈

滞流状态［19］。据钻孔抽水试验资料，与 3 号煤层有

水力联系的 K8砂岩含水层单位涌水量仅 0. 000 4 ～
0. 011 0 L / ( s·m) ，渗透系数小于 0. 34 m /d; 与 15
号煤层顶板 K2 灰岩含水层单位涌水量最高的只有

0. 056 L / ( s·m) ，富水性也及其微弱。含煤地层底

部的上石炭统本溪组铝土质泥岩为一隔水层，导致

下伏奥陶系灰岩含水层与上覆石炭 － 二叠纪含煤地

层形成两套相对独立的水文地质单元。
上述水文地质条件可知，因水力逸散作用对研

究区太原组煤层气保存条件的破坏相对微弱，是下

1—地下分水岭; 2—3 煤露头线; 3—等水位线，m; 4—地下

水径流方向; 5—断层

图 7 晋城矿区山西组含水层地下水流场示意［6］

部太原组煤层含气量高于上部山西组煤层含气量的

重要地质原因。

4 结 论

1) 潘庄区块煤层甲烷浓度高、含气量高和含气

饱和度高。煤层含气性在此“三高”背景上还显现

出 2 个特征，一是太原组 15 号煤层含气性好于山西

组 3 号煤层，二是含气饱和度随埋深加大呈现先减

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转折出现在埋深 500 m 左右。
研究认为，前者受控于研究区含煤地层的特殊水文

地质条件，水力逸散作用对太原组煤层气保存条件

的破坏相对微弱; 后者是地层压力与地层温度综合

作用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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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发现，潘庄区块煤层含气量、孔隙度、吸
附性随变质程度增高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

势。分析认为，该区块煤化作用程度正处于第 4 次

煤化作用跃变点前后，孔隙度和吸附性的上述“倒

转”正是该次跃变的体现，是煤大分子结构剧烈再

度调整的结果。进一步而言，潘庄区块作为一个难

得的天然实验室，蕴含着丰富的第 4 次煤化作用跃

变及其对煤储层性质影响的地质 － 地球化学信息，

值得今后深入研究。
3) 随镜质组含量的升高，潘庄区块煤层含气量

和煤的朗格缪尔体积均呈增大趋势，表明显微组分

差异即使在无烟煤阶段仍对煤的孔隙性、吸附性乃

至含气性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次级褶曲明显影响

到煤层气富集的格局，高含气量条带沿次级向斜轴

部呈串珠状，显示出次级向斜控气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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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藏，8 + 9 号煤层为水压封闭型成藏。对于 8 + 9
号煤层，开发过程中应避免压裂施工，优先采用多分

支水平井和 U 型对接井等井型，或临时避开 8 号煤

层，实现柳林矿区煤层气的最优化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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