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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含煤岩系赋存的特点是煤盆地类型多样，后期构造变形的时空差异性显著；决定现
今煤田构造格局的主要控制因素包括地球动力学环境、构造演化历程、深部构造属性、构造应力

场作用以及煤系岩性组合特征等方面。中国大陆自晚古生代主要成煤期以来，相继经历了多期

次构造运动的作用，大陆构造演化的时空非均匀性和基底属性的复杂性，导致煤田构造格局呈现

复杂而有序的总体面貌。中国煤田构造格局可以划分为两大煤田构造区域、三条煤系变形构造

组合带、五大赋煤构造区。以赋煤构造亚区为单元，总结归纳了全国五大赋煤构造区的煤田构造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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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作用是控制煤、煤层、煤系、煤盆地形成和
形变的首要地质因素［１－５］。地壳运动形成的构造

坳陷为成煤作用提供了适宜的场所，构造隆起为煤

盆地沉积充填提供了物质来源；成煤期的区域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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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盆地内同沉积构造影响富煤带的展布，构造作用

对古气候、古植物和古地理条件的控制决定成煤作

用的兴衰；盆地构造－热演化促进了煤化作用的进
程；成煤期后的褶皱和断裂作用破坏了煤盆地的完

整性，将其分割为大小不等的含煤块段［１，６－７］。构

造变动对煤矿床的改造，不仅决定了找煤方向，而

且决定了勘查和开发的难度。中国大陆是由若干

个稳定地块和活动带镶嵌而成的复式大陆，稳定地

块规模小、刚性程度低、活动性大，构造运动期次

多、沉积盖层变形强烈［８－９］。与北美、欧洲大陆的

含煤区相比，中国煤田构造具有以下鲜明特点：煤

盆地类型多样，后期改造强烈，时空差异显

著［２－４，１０－１１］，导致了煤炭资源赋存状况的复杂性，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找煤方向和煤炭资源开发利

用价值。因此，煤田构造研究是煤炭资源潜力评价

和勘查开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和关键环节［１１－１３］。

１　煤田构造形成的主要控制因素

煤田构造的形成是含煤岩系构造变形的结果。

中国含煤岩系构造变形的控制因素，主要包括地球

动力学环境、构造演化历程、深部构造与基底属性、

构造应力场作用以及煤系岩性组合特征等方面［３］。

１１　地球动力学环境是决定煤田构造变形性质的
基本条件

中国大陆是一个由众多较稳定地块和构造活动

带经多次拼合而成的复合陆块［１４］，平面上和垂向上

均具有显著的非均匀性，突出特点是：活动带密度

大，经历了长期的多旋回的复合造山过程；大陆板块

规模小、基底刚性程度低、受相邻活动带影响明显，

盖层变形强烈。发育于这一复合大陆之上的煤盆

地，后期改造显著，呈现变形的分区、分带特征，构造

样式错综复杂。根据煤盆地后期改造特征和煤系赋

存条件，基本赋煤大地构造单元可划分为两类［１０］：

（１）克拉通或类克拉通赋煤区，即古大陆板块
主体部分，相当于“地台”区。此类地区具有稳定

的结晶基底，发育巨型或大型波状坳陷，成煤作用

稳定、连续；煤盆地构造演化具有继承性，煤系后期

改造弱至中等。此类煤盆地通常被造山带所围绕，

受其影响，煤盆地构造格局以具环带结构的变形分

区为特征，变形强度由边缘向盆内递减，主体部分

煤系保存完好，往往形成具有工业价值的大型和特

大型煤田，如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准噶尔盆

地等。

（２）构造活动带赋煤区，即古大陆边缘或造山
带（系），相当于“地槽”或“地洼”。煤系基底活动

性大，煤盆地以带状坳陷（晚古生代、早中生代）和

断陷（中生代、新生代）为主，沉积 －构造分异明
显，成煤作用规模和强度差别较大，煤系后期改造

通常较强烈［１５］，以平行条带结构的变形构造组合

为特征，变形强度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如华南东部

以加里东造山系为基底的晚古生代赋煤区，含煤岩

系变形强烈，北东向展布的隆起和坳陷相间排列，

控煤构造样式以复杂叠加型滑脱构造发育为特征。

１２　构造演化历程影响煤盆地类型和盆地经受改
造的强度

煤田构造演化的基本规律是，煤盆地形成时代

越早，经历的构造运动越多，变形越复杂。我国具

有工业价值的煤层最早形成于早石炭世（测水煤

系），晚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均有成煤作用发

生［１，１１］。自晚古生代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海西运

动、印支运动、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四个主要

的构造旋回［１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地壳运动性

质和大地构造演化历程不同，因而不同成煤期、不

同赋煤区的煤盆地所受到的影响也不同。例如，华

北地区的石炭二叠纪煤盆地经历了印支期的抬升

剥蚀、燕山期的挤压和喜马拉雅期的伸展断陷等主

要构造事件，具有“多旋回”演化特征；而鄂尔多斯

煤盆地主体部分的侏罗纪煤系和内蒙古东部的早

白垩世煤系所受后期改造微弱，基本保持了原型煤

盆地的构造特征。

１３　深部构造与基底属性控制煤系变形特征的空
间差异

地壳或岩石圈不同层次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形成于地壳浅部的煤系与深部物质运动息息相关，

深部构造格局和基底大地构造属性决定了煤盆地

构造演化的活动性。一般说来，板块内部（地台）

基底稳定、盖层变形微弱，含煤岩系后期改造程度

较低，得以较好地保存，煤盆地演化以继承性为主。

例如，华北鄂尔多斯地区具有稳定的结晶基底，自

晚古生代鄂尔多斯煤盆地形成以来，长期处于稳定

状态，中生代继承性发育煤盆地。石炭二叠纪煤系

和侏罗纪煤系后期改造微弱，盆地内主体部分呈近

水平的单斜或极宽缓的连续褶皱。与板块内部形

成鲜明对照的是，板块边缘或造山带的基底活动性

较大、盖层变形明显，煤田构造以新生性为特点。

例如，我国东部中生代以来进入滨太平洋活动大陆

边缘构造域，深部物质运动加剧、岩浆活动频繁、基

底断裂网络复活，不仅使东部晚古生代煤系发生不

同程度的构造变形，也使煤盆地类型由古生代的巨

型—大型克拉通内坳陷盆地（以基底相对稳定的

２ 矿　业　科　学　学　报 第１卷



“冷盆”为特征）演变为中、新生代的中小型断陷、

断坳盆地（以基底较活动的“热盆”为特征）。

１４　构造应力场作用是导致煤田构造变形的直接
原因

煤田构造实质上是含煤岩系在构造应力作用下

发生变形和变位的结果，因此构造应力场是导致含

煤岩系构造变形的直接原因。活动论观点认为，区

域构造应力主要来源于板块边界相对运动和板内深

部物质活动。中国大陆处于欧亚板块与太平洋－菲
律宾海板块、印度板块的拼合部位，现代区域应力背

景比较复杂，古生代以来，中国大陆更是经历了多期

性质、方向、强度不同的区域应力场作用［９］。同一地

区、不同时期的含煤岩系经历了不同期次的构造应

力场，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含煤岩系所处的应力状

态也可能不尽相同；构造应力从板块边缘向板块内

部衰减，决定了含煤岩系变形的空间规律性展布特

征；深部物质活动和不同的边界条件（早期构造、基

底构造等）引起区域构造应力分异，导致含煤岩系构

造变形的复杂化。因此，构造应力场分析是建立含

煤岩系变形与区域构造演化之间联系的桥梁。

１５　含煤岩系岩性组合特征导致滑脱构造等构造
样式普遍发育

含煤岩系的基本特点是成层性好、旋回频繁、

软硬岩层相间、煤和泥岩等软弱层位发育，往往以

巨厚的碳酸盐岩系、变质岩系或火成岩系为直接基

底，岩石力学性质差异悬殊。因而，含煤岩系对构

造应力极为敏感，易于变形。含煤岩系特有的岩性

组合，使得逆冲断层、推覆构造、重力滑动构造、伸

展构造等滑脱构造样式在煤田构造中十分普遍。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煤田地质总局、中国矿
业大学等单位相继承担的国家计委规划行业重点

项目“中国东部煤田滑脱构造与找煤研究”、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中国东部煤田滑脱构造研究”等一

系列重点科研课题，对中国煤田滑脱构造进行了广

泛、深入的研究，建立了煤田滑脱构造的系统分类

和包括“推、滑”叠加型滑脱构造在内的典型构造

模式，丰富和发展了滑脱构造理论和我国煤田构造

理论［１６－１７］。

２　中国煤田构造基本格局

中国大陆自晚古生代主要成煤期以来，相继经

历了古亚洲地球动力学体系、太平洋地球动力学体

系和特提斯地球动力学体系的作用，大陆构造演化

的时空非均匀性、基底属性和地层结构的复杂性，

导致煤田构造格局呈现复杂而又有序的总体面貌。

控制中国煤田构造格局的区域构造因素包括：一条

一级分带，即贺兰山—龙门山—哀牢山南北向构造

带；三条二级分带，即阿尔泰—阴山构造带、昆仑—

秦岭—大别山构造带、大兴安岭—太行山—武陵山

构造带。与中国大陆岩石圈结构［１８］相似，中国煤

田构造格局可以划分为两大煤田构造区域、三条煤

系变形构造组合带、五大赋煤构造区（图１）。
２１　两大煤田构造域

贺兰山—龙门山—哀牢山南北向构造带把中

国煤田构造格局划分为两大构造域。

（１）东部煤田构造域。含煤层位多、煤盆地类
型多、成煤模式多、盆地构造－热演化史复杂，煤系
变形时空差异显著，东北区和华北区东部以新生代

负反转构造为特征，华南区以多期持续挤压变形为

特征，煤田构造线展布以北东—北北东向为主。

（２）西部煤田构造域。以早—中侏罗世煤系
占绝对优势，成煤环境主要为内陆湖沼，煤盆地形

成与演化受特提斯地球动力学体系控制，新生代盆

地构造正反转显著，现今煤田构造以挤压性构造样

式为主，主体构造线呈北西—北西西向展布。

２２　三条煤系变形构造组合带
（１）东部复合变形带。大兴安岭—太行山—

武陵山以东，煤系后期改造显著且多样化，秦岭—

大别山以南以挤压背景为主，华北和东北则以伸展

背景为主。煤系变形构造组合以北东—北北东向

展布、平行排列的条带结构组合为基本格局，变形

幅度和强度由东向西递减。

（２）中部过渡变形带。贺兰山—龙门山—哀
牢山构造带与大兴安岭—太行山—武陵山构造带

之间的南北向过渡带，地壳结构稳定，煤盆地演化

以继承性为特征，鄂尔多斯盆地和四川盆地的煤系

变形构造组合具有典型的“地台型”同心环带

结构。

（３）西部挤压变形带。贺兰山—龙门山—哀
牢山以西，煤田构造格局以挤压体制为特色，煤田

构造呈北西—北西西—北北西弧形展布，变形强度

向北递减。煤系变形构造组合由滇藏赋煤构造区

的平行条带结构，转换为西北赋煤构造区的多中心

环带结构。

２３　五大赋煤构造区
东西向的阿尔泰—阴山构造带和昆仑—秦

岭—大别山构造带与南北向的贺兰山—龙门山—

哀牢山构造带组合，划分了五大赋煤构造区，即东

北赋煤构造区、华北赋煤构造区、西北赋煤构造区、

华南赋煤构造区、滇藏赋煤构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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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古近纪、新近纪煤系；２—早白垩世煤系；３—早中侏罗世煤系；４—晚三叠世煤系；５—石炭二叠纪煤系；

６—一级构造分界线；７—二级构造分界线；ＮＥＣＣＡ—东北赋煤构造区；ＮＣＣＡ—华北赋煤构造区；

ＮＷＣＣＡ—西北赋煤构造区；ＳＣＣＡ—华南赋煤构造区；ＹＸＣＡ—滇藏赋煤构造区；Ⅰ—东部复合变形区；

Ⅰ１—东北—华北伸展变形分区；Ⅰ２—华南叠加变形分区；Ⅱ—中部过渡变形区；Ⅲ—西部挤压变形区；

Ⅲ１—西北正反转变形分区；Ⅲ２—滇藏挤压变形分区

图１　中国煤田构造格局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ｉｎＣｈｉｎａ

３　中国赋煤构造单元划分

３１　赋煤构造单元的概念
煤系和煤层的分布具有分区、分带展布的特

点，这种分区分带性很大程度上受现今的区域构造

格局的控制。赋煤构造单元是全国煤炭资源潜力

评价研究中提出的重要概念［１２－１３，１９］，用以描述区

域构造格局和构造演化对煤系现今赋存状态的控

制作用。赋煤构造单元的定义为：在相同或者相近

的含煤地层系统内，从煤系赋存角度划分的构造单

元，是指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构造演化历史、变形特

征基本相同的地层－构造组合，反映煤炭资源分布
的现今构造格局。

赋煤构造单元主要根据煤系的聚集特征、构

造－热演化特征、赋存特征、所处区域地质特征等进
行划分。赋煤构造单元具有大地构造单元和赋煤单

元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是指煤系赋存的构造区划，具

有一般意义上构造单元的含义；另一方面反映的是

煤系的现今赋存状况，因而又具有赋煤单元的意义。

赋煤构造单元概念的提出和应用，在构造单元

（大地构造属性）和赋煤单元（煤系分布）之间建立

起了桥梁，体现了中国煤炭资源赋存规律的基本特

点，可以为煤炭资源潜力评价和勘查开发提供科学

依据。

３２　赋煤构造单元的层次结构
赋煤构造单元划分的依据主要包括区域地质

特征、煤炭资源聚集特征以及成煤期后煤系形变演

化特征。从规模上划分，赋煤构造单元可分为赋煤

构造区、赋煤构造亚区、赋煤构造带三级。

赋煤构造区是根据主要成煤期大地构造格局

（古构造）和煤系赋存大地构造格局（现今构造）划

分的Ⅰ级赋煤构造单元，与Ⅰ级大地构造单元范围
大致相当。我国煤田地质工作者在长期的实践中，

划分出东北、华北、西北、华南、滇藏等五大赋煤区，

体现了中国煤炭资源赋存时空差异的总体特征。

赋煤构造区的划分，与赋煤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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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赋煤构造区内，根据煤系变形特点划分赋煤

构造亚区，做为Ⅱ级赋煤构造单元。赋煤构造亚区
内部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构造演化特征和煤系变形

规律，控制边界一般为区域性的大型断裂。

赋煤构造带是Ⅲ级赋煤构造单元，其主要划分
依据包括：①成煤规律一致（属于同一成煤盆地或
盆地群）；②经历的构造 －热演化进程大致相同；
③同时代的煤系构造格局相似；④其范围以区域性
构造线或煤系沉积（剥蚀）边界圈定，一般相当于

Ⅲ级大地构造单元，但根据煤系分布特征，也可以
跨越不同级别的大地构造单元。赋煤构造带采用

“地理名称 ＋构造属性”双重命名法，以反映煤田
构造格局的基本特征。

Ⅲ级以下的赋煤构造单元采用盆地构造区划
分常用的术语，如隆起／坳陷、断隆／断坳、凸起／凹
陷等，大致对应于煤田、矿区等赋煤单元。

根据上述的赋煤构造单元的相关定义和划分

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五大赋煤构造区、１６个赋煤构
造亚区、８１个赋煤构造带（表１）。

４　主要赋煤构造单元煤田构造特征

４１　东北赋煤构造区
东北赋煤构造区大地构造区划属于天山（阿

勒泰）—兴蒙造山系的东段，南部叠加于华北陆块

区的北缘，以早白垩世含煤盆地群为主，并有早中

生代和新生代含煤盆地的分布。东北赋煤构造区

以兴蒙造山系及其中间地块为基底，印支运动以后

卷入滨太平洋活动大陆边缘，燕山运动早、中期以

北北东—南南西走向的压性构造形迹为特征，中生

代晚期中国东部大地构造演化进入东亚大陆边缘

裂解阶段［２０－２１］。中生代煤系所经历的后期改造主

要是控煤断裂的继承性活动，控煤构造样式以箕状

断陷和堑垒组合为主。区域构造线呈北东—南西

向展布，由西向东，煤系的改造增强。本区划分３
个赋煤构造亚区。

（１）东北东部赋煤构造亚区。三江—穆棱河
盆地群发育向北西扩展逆冲断层和轴面南东倾的

斜歪褶皱等挤压构造样式；松辽盆地以东沿依兰—

伊通断裂带和敦化—密山断裂带发育的古近纪拉

分裂陷盆地，多数亦在晚喜马拉雅期发生正反转，

由盆缘向盆内逆冲。

（２）东北中部赋煤构造亚区。以松辽盆地为
主体，煤系赋存于盆地周缘，中生代后期受正断层

活动破坏，现今煤田构造呈断块格局。

（３）东北西部赋煤构造亚区。海拉尔断陷赋

煤构造带和二连断陷赋煤构造带后期改造微弱，基

本保存了成盆期的伸展构造格局。

４２　华北赋煤构造区
华北赋煤构造区位于华北古大陆板块主体部

位，周缘被构造活动带所环绕，具不完整的同心环

带结构变形分区组合［４，１０］，煤田构造变形强度由外

围向内部递减。区内广泛发育石炭—二叠纪煤系，

其次为西部和北部的早中侏罗世煤系、鄂尔多斯盆

地的晚三叠世煤系、阴山—燕山地区的早白垩世煤

系、新近纪煤系及东部沿海的古近纪褐煤。华北赋

煤构造区划分为５个赋煤构造亚区。
（１）华北北缘赋煤构造亚区。受板缘构造作

用控制，发育一系列走向近东西、总体向南扩展的

早中生代逆冲断裂或推覆构造，晚古生代煤系和早

中生代煤系卷入其中，构成赋煤区北缘强挤压变

形带。

（２）鄂尔多斯煤盆地赋煤构造亚区。由西缘
褶皱逆冲带、东缘挠褶带、北部隆起、南部（渭北）

断隆、陕北单斜和天环坳陷等赋煤构造带构成完整

的赋煤构造单元，盆缘煤系变形明显，贺兰山逆冲

推覆构造系统和六盘山逆冲推覆构造系统复合构

成由造山带向盆内扩展的逆冲断裂体系［２２］；盆地

主体构造变形微弱，呈向西缓倾的单斜。

（３）山西块坳赋煤构造亚区。煤系变形略强，
以轴向北东和北北东的宽缓波状褶皱为主。

（４）华北东部赋煤构造亚区。太行山以东进
入伸展变形赋煤构造亚区，以正断层控制的断块构

造为其特征。

（５）南华北赋煤构造亚区。中生代以挤压变
形为主，主体构造为宽缓褶皱以及配套的剪切断裂

和压性断裂系统，徐淮地区发育逆冲推覆构造；新

生代伸展变形较显著，豫西地区在掀斜断块基础上

广泛发育重力滑动构造，豫东隐伏区为正断层控制

的断块构造格局。

４３　华南赋煤构造区
华南赋煤构造区处于特提斯构造域与环太平

洋构造域的交汇部位，跨扬子陆块区和华南造山

系，晚二叠世煤系全区发育，其次为晚三叠世煤系，

新近纪煤系则局限于西南部滇东一带。华南经历

了多期复杂的地球动力学过程，块体聚合与裂解多

次交替［２３］，煤系变形复杂，时空差异显著，构造变

形强度和岩浆活动强度均有由板块内部向板块边

缘递增的趋势。

受大地构造格局控制，华南赋煤构造区划分为

扬子赋煤构造亚区和华夏赋煤构造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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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赋煤构造单元划分
Ｔａｂ１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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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区
赋煤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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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区

赋煤构造

亚区
赋煤构造带

东
北
赋
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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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区

华
北
赋
煤
构
造
区

华
南
赋
煤
构
造
区

东北东部赋煤

构造亚区

东北中部赋煤

构造亚区

东北西部赋煤

构造亚区

华北北缘赋煤

构造亚区

鄂尔多斯盆地赋

煤构造亚区

山西块坳赋煤

构造亚区

华北东部赋煤

构造亚区

南华北赋煤

构造亚区

华夏赋煤

构造亚区

三江—穆棱断坳赋煤构造带

虎林—兴凯断陷赋煤构造带

依舒—敦密断陷赋煤构造带

黑河—小兴安岭断坳赋煤构造带

张广才岭断隆赋煤构造带

松辽东部断阶赋煤构造带

松辽西南部断陷赋煤构造带

漠河断陷赋煤构造带

海拉尔断陷赋煤构造带

大兴安岭断隆赋煤构造带

二连断陷赋煤构造带

阴山—燕山褶皱－逆冲赋煤构造带

辽西逆冲－断陷赋煤构造带

辽东—吉南逆冲－坳陷赋煤构造带

鄂盆西缘褶皱－逆冲赋煤构造带

鄂盆东缘挠曲赋煤构造带

伊盟隆起赋煤构造带

天环坳陷赋煤构造带

陕北单斜赋煤构造带

渭北断隆赋煤构造带

晋北断陷赋煤构造带

晋南断坳赋煤构造带

太行山东麓断阶赋煤构造带

燕山南麓褶皱赋煤构造带

华北平原断陷赋煤构造带

鲁西断陷赋煤构造带

鲁中断隆赋煤构造带

胶北断陷赋煤构造带

嵩箕滑动构造赋煤构造带

豫东断块赋煤构造带

徐淮断块－推覆赋煤构造带

华北南缘逆冲推覆赋煤构造带

秦岭大别北缘逆冲推覆赋煤构造带

湘桂断陷赋煤构造带

赣湘粤坳陷赋煤构造带

上饶—安福—曲仁坳陷赋煤构造带

浙西赣东坳陷赋煤构造带

闽西南坳陷赋煤构造带

右江褶皱赋煤构造带

雷琼断陷赋煤构造带

台湾逆冲坳陷赋煤构造带

华
南
赋
煤
构
造
区

西
北
赋
煤
构
造
区

滇
藏
赋
煤
构
造
区

扬子赋煤

构造亚区

准噶尔盆地

赋煤构造亚区

塔里木盆地

赋煤构造亚区

祁连—走廊

赋煤构造亚区

青南—藏北

赋煤构造亚区

藏中（冈底斯）

赋煤构造亚区

滇西赋煤

构造亚区

米仓山—大巴山逆冲推覆赋煤构造带

扬子北缘逆冲赋煤构造带

龙门山逆冲赋煤构造带

川中南部隆起赋煤构造带

川渝隔档式褶皱赋煤构造带

丽江—楚雄坳陷赋煤构造带

康滇断隆赋煤构造带

滇东褶皱赋煤构造带

川南黔西叠加褶皱赋煤构造带

渝鄂湘黔隔槽式褶皱赋煤构造带

江南断隆赋煤构造带

准西逆冲赋煤构造带

准北坳陷赋煤构造带

三塘湖坳陷赋煤构造带

准东褶皱－断隆赋煤构造带

准南逆冲－坳陷赋煤构造带

伊犁逆冲－坳陷赋煤构造带

吐哈逆冲－坳陷赋煤构造带

塔西北逆冲－坳陷赋煤构造带

中天山断隆赋煤构造带

塔西南逆冲－坳陷赋煤构造带

塔东南断坳赋煤构造带

塔东北坳陷赋煤构造带

阿拉善断陷赋煤构造带

祁连逆冲－坳陷赋煤构造带

走廊对冲－坳陷赋煤构造带

柴北逆冲赋煤构造带

东昆仑断隆赋煤构造带

积石山断陷赋煤构造带

唐古拉褶皱－逆冲赋煤构造带

昌都—芒康逆冲－褶皱赋煤构造带

土门—巴青逆冲－褶皱赋煤构造带

边坝—八宿逆冲－褶皱赋煤构造带

拉萨北褶皱赋煤构造带

日喀则褶皱赋煤构造带

改则褶皱赋煤构造带

门土（噶尔）断陷赋煤构造带

兰坪—普洱褶皱－逆冲赋煤构造带

保山—临沧走滑－断陷赋煤构造带

腾冲—潞西断陷赋煤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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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扬子赋煤构造亚区。煤系变形具有近似
同心环带结构的基本特点［１０］，上扬子四川盆地构

成扬子陆块区赋煤构造单元组合分带的稳定核心，

川中赋煤构造以宽缓的穹隆构造、短轴状褶皱变形

和断层稀疏为特征。由盆地内部向盆地周边，煤系

变形强度递增。

（２）华夏赋煤构造亚区。基底为前泥盆纪浅
变质岩系，晚古生代以来经历多次挤压与拉张作用

等不同构造机制的交替，煤系变形十分复杂；煤田

推覆和滑覆构造全面发育，闽、湘、赣地区以“红绸

舞状褶皱”的形象比喻而著称［１１，１７］。

４４　西北赋煤构造区
西北赋煤构造区跨越天山—兴蒙造山系、塔里

木陆块区、秦祁昆造山系等不同的一级大地构造单

元，早—中侏罗世煤盆地形成于造山期后伸展的地

球动力学背景。中生代末期以来印度板块与欧亚

板块碰撞的远距离效应，使盆地不同程度正反转。

西北赋煤构造区划分为３个相对完整的赋煤构造
单元组合。

（１）准噶尔盆地（北疆）赋煤构造亚区。包括
７个赋煤构造带，呈同心环带结构变形分区组合，
构造复杂程度由内及外逐渐加大，盆地周缘煤系遭

受强烈挤压，发育紧闭 －等斜褶皱、逆冲推覆或冲
断构造，而盆内以宽缓褶皱变形为主。

（２）塔里木盆地（南疆）赋煤构造亚区。北缘
和南缘均为指向盆内的逆冲推覆构造带，东南缘为

阿尔金断裂。煤系变形具同心环带组合特征，外环

带以紧闭－等斜－倒转褶皱及其伴生的逆冲断层
为特征，盆地内部煤系埋藏深，构造形态为舒缓波

状起伏或断块组合。

（３）祁连—走廊赋煤构造亚区。包括祁连造
山带和柴达木地块的早中侏罗世煤系分布区，处于

对冲挤压的变形环境，煤系多呈北西—南东走向平

行条带状分布，褶皱和逆冲推覆构造较发育。

４５　滇藏赋煤构造区
滇藏赋煤构造区主体为西藏—三江造山系，由

归属于欧亚大陆和冈瓦纳大陆的若干陆块（地体）

及其间的缝合带构成，地质演化历史复杂，特提斯

构造域各板块之间相互作用控制了含煤盆地的形

成与改造［２４］。煤系主要赋存于青藏高原北部和滇

西地区，煤田构造形态复杂，褶皱、断裂极为发育，

含煤块段分布零星、规模小、工作程度低。滇藏赋

煤构造区划分为３个赋煤构造亚区。
（１）青南—藏北赋煤构造亚区。平面呈向北

东方向凸出的弯曲展布，晚古生代煤系和晚三叠世

煤系分布于唐古拉山和昌都地块内，属于活动型沉

积，含煤性差、煤层结构复杂，后期改造显著，以北

西西走向（北部）和北北西走向（东部）的逆冲推覆

构造和线性褶皱为主。

（２）藏中（冈底斯）赋煤构造亚区。发育早白
垩世煤系，分布零星，煤层薄，含煤性差，后期构造

变形差异明显。

（３）滇西赋煤构造亚区。以新生代走滑断裂
变形为显著特征，发育众多小型山间盆地和走滑拉

分盆地，新近纪有成煤作用发生。由于处于构造活

动带，含煤性远不如以扬子地台为基底的滇东地区

同时代盆地群。

５　结　论

（１）煤田构造的形成是含煤岩系构造变形的
结果。中国含煤岩系构造变形的控制因素主要包

括地球动力学环境、构造演化历程、深部构造属性、

构造应力场作用以及煤系岩性组合特征等方面。

（２）我国煤炭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决定了煤田
构造格局具有显著的时空差异。与中国大陆岩石

圈结构相似，中国煤田构造格局可以划分为两大煤

田构造区域、三条煤系变形构造组合带、五大赋煤

构造区。

（３）针对煤炭资源评价和勘查的需要提出赋
煤构造单元的概念，用以描述区域构造格局和构造

演化对煤系赋存的控制作用，强调煤系经历多期构

造运动综合作用改造之后的现今赋存状态；赋煤构

造单元具有大地构造单元和赋煤单元的双重性质。

（４）赋煤构造单元的划分依据主要有含煤岩
系所处位置的区域地质特征、煤炭资源聚集特征以

及成煤期后煤系形变特征等。根据赋煤构造单元

的层次结构体系方案，全国划分为五大赋煤构造

区、１６个赋煤构造亚区、８１个赋煤构造带，由此构
成中国煤田构造格局的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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