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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编委会在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在“重庆市煤炭资源潜力评价”项目成果的基础

上，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精简、提炼出了《重庆市煤炭资源成煤模式及定量预测》学术专著。

“重庆市煤炭资源潜力评价”是“重庆市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系列研究项目中最主要的单矿种潜力评

价项目之一，同时也是“全国煤炭资源潜力评价”的省级项目。

“重庆市煤炭资源潜力评价”全面收集了重庆市煤炭勘查报告及相关各类调查报告、论文、专著等数

百份，石油深孔资料近百份，科研专题及综合报告数十份，以及六百余份（套）煤矿生产矿井资料；通过对

煤炭聚集和赋存规律研究，明确了重庆市内主要含煤地层上二叠统与上三叠统的分布、划分和对比。特

别是首次应用现代层序地层学理论研究含煤地层的沉积相、岩相古地理特征及聚煤规律、成煤模式和富

煤带的空间展布规律；以大陆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重庆市所处大地构造区位特征，划分控煤构造

带，总结控煤构造样式及煤炭赋存规律；利用已有勘查、开发资料，遵循煤炭聚集规律，利用控煤构造，对

重庆市煤炭资源进行了预测。其成果报告在全国项目办的验收中被评为优秀成果报告。

本书根据主要含煤地质时代的成煤大地构造单元、主要煤系聚煤特征、构造特征和煤系赋存特征、

后期改造、含煤性以及煤炭开发布局区划等标准，划分了赋煤区、赋煤带、煤田以及矿区等赋煤单元。根

据岩石地层划分方案进行了含煤地层划分与煤层对比，分析了含煤岩系沉积体系和沉积环境，初步建立

了含煤岩系沉积模式。采用Ｖａｉｌ的层序地层概念体系，划分了三级层序及相应的体系域，初步建立了

含煤岩系层序地层格架，恢复了层序地层格架下高分辨率的岩相古地理面貌。以大陆动力学为指导，以

重庆市大地构造图为基础，结合赋煤单元划分体系，探讨煤系演化进程和保存的构造控制样式，研究控

制聚煤过程中的一切构造因素，恢复聚煤作用的原型盆地。通过建立在大量的煤质化验数据基础上的

煤相序列，深入分析煤质变化及原因，探讨不同聚煤模式的煤岩、煤质变化规律，研究煤变质作用类型和

煤类分布特征。以盆地构造—层序充填—沉积体系—煤厚变化规律—煤岩煤质变化规律为主线，分析

不同级别层序、不同级别及不同类型体系域中的泥炭沼泽类型与成煤可容空间变化规律，系统总结不同

沉积环境下的成煤模式，提出了煤炭资源聚集模式（成煤模式），并利用该模式对重庆市主要成煤期的煤

炭资源量进行了定量预测。

在“重庆市煤炭资源潜力评价”项目成果基础上完成的《重庆市煤炭资源成煤模式及定量预测》是重

庆市直辖以来首次以省级名义组织完成的煤炭地质专业论著，是重庆市直辖以来第一部煤炭资源专门

研究成果，由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独立组织实施并完成，该成果获得了２０１３年重庆市人民政府科学进

步奖三等奖。本专著具有３个显著特点：一是层次分明；二是科研成果丰富，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

国煤炭地质总局及中国地质科学院合作，理论水平较高；三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资料丰富，可靠程度

高。

本书不仅是对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几十年煤炭科研和生产工作的总结，也是重庆市煤炭地质工作

研究成果的集成。本专著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对重庆市煤炭地质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和参考作用。

本书的支持项目为“重庆市煤炭资源潜力评价”。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得到了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

屋管理局、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相关领导和专家的大力帮助与支持，得到了“全国主要矿产资源潜力评

价”项目办公室、“全国煤炭资源潜力评价”项目办公室、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和中国

地质科学院的合作及技术指导。同时，本专著继承了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黔西川南滇东晚二叠世含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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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沉积环境与聚煤规律》《四川盆地晚三叠世含煤地层沉积环境与聚煤规律》《四川南部晚二叠世含煤
地层沉积环境与聚煤规律》３部专著的风格和体系，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和经验。同时，项目在开展
的过程中，得到了曹代勇、邵龙义、程爱国、袁同星、唐跃刚、黄荣安、张灿、张华明等专家、学者的支持和
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著者

２０１５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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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概　况

一、地理位置与交通

重庆市地处祖国西南腹地，东邻湖北、湖南，南接贵州，西靠四川省泸州市、内江市、遂宁市，北连陕
西省以及四川省广安市、达州市。位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和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的结合部，是长江上游
最大的经济中心、西南工商业重镇和水陆交通枢纽。地跨东经１０５°１１′—１１０°１１′、北纬２８°１０′—３２°１３′
之间，东西长４７０ｋｍ，南北宽４５０ｋｍ，幅员总面积８．２４万ｋｍ２，人口约３２００万，以汉族为主体，此外有土
家族、苗族、回族等４９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１７５万人，占重庆市人口总数的５．６％，以土
家族、苗族为主。

重庆市辖３８个县（区）级行政区划单位，有２３个区（万州区、涪陵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
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綦江区、大足区、渝北区、巴南区、黔江区、长寿区、江津区、合川区、永
川区、南川区、璧山区、铜梁区、潼南区、荣昌区），１１个县（梁平县、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武隆县、忠
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４个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
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重庆以主城区为依托，各区、县（自治县）形如众星拱
月，构成了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的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城市群，是中国目前行政辖区最大、人口最
多、管理行政单元最多的特大型城市。

重庆市是中国西部唯一集水陆空运输方式为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直辖以来，以交通为重点的基
础设施建设成效明显，建成“二环八射”高速公路网和“一枢纽五干线”铁路网，基本实现了“４小时重庆”
“８小时周边”（图１－１）。

铁路有渝利铁路、渝怀铁路、成渝铁路、渝黔铁路、襄渝铁路、渝遂铁路（中国西部地区第一条高速铁
路）、宜万铁路、兰渝铁路８条电气化铁路干线。另有铁路支线达万铁路、三万铁路、万南铁路。在建兰
渝铁路、渝怀铁路二线、渝遂铁路二线、南涪铁路、渝万城际铁路、渝黔城际铁路、重庆—成都客运专线、
渝黔高速铁路。

国道有２１０国道、３１９国道、２１２国道、３１８国道、３２６国道和城万快速通道。
高速公路有渝湘高速公路、渝万高速公路、成渝高速公路、长万高速公路、渝邻高速公路、南渝高速

公路、渝武高速公路、渝黔高速公路、綦万高速公路、渝遂高速公路、万开高速公路、沪蓉高速公路、江合
高速公路、万宜高速公路、邻垫高速公路、忠垫高速公路及重庆内环快速路。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有万
南高速公路、万利高速公路、万达高速公路、丰忠高速公路。国家最新高速公路规划７９１８网中有５条经
过重庆，分别是上海—重庆、上海—成都、包头—茂名、重庆—昆明、兰州—海口。重庆高速公路规划为
“三环十射三联线”高速公路网。

重庆港为长江上游重要港口，嘉陵江、乌江、大宁河、綦江等水运亦较发达。重庆市现有３座民用机
场，分别是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重庆万州五桥机场、重庆黔江舟白机场。巫山机场、仙女山旅游机场正在
规划建设中。



二、自然地理概况

重庆市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地势起伏不平，山峰绵延，丘陵广布，仅河谷地区有少量平坝。地势由

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为主，北东部和东南部靠大巴山及武陵山两大山

脉，地貌结构复杂，呈现出四大特点：一是地势起伏大。东部、北东部和南东部地势高，西部地势低。北

东部最高处为大巴山的川鄂岭，海拔＋２７９６．８ｍ；最低处为巫山长江水面，海拔＋１７５ｍ。大多为海拔

＋５００～＋１５００ｍ的山地。二是地貌类型多样。以山地为主，有中山、低山、高丘陵、中丘陵、低丘陵、缓

丘陵、台地和平坝八大类。三是地貌形态组合的地区分异明显。华蓥山—巴岳山以西为丘陵地貌，海拔

＋３００～＋４００ｍ；华蓥山—方斗山之间为平行岭谷区；北部为大巴山山区；东部、东南部、南部则属巫山

大娄山山区。四是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发育具有特色的喀斯特槽谷景观，典型的有石林、峰林、洼地、

残丘、溶洞、暗河、峡谷，还有举世闻名的天坑地缝等宏伟壮观的喀斯特景观。主要河流有长江、嘉陵江、

乌江、涪江、綦江、大宁河等。长江在市境内西南侧永川市朱沱入境，向北东经江津、重庆主城区、长寿、

涪陵、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奉节、巫山等区、县，在东侧巫山县培石出境，境内流程长６６５ｋｍ，属长江

上游，年平均水资源总量５０００亿ｍ３ 左右。长江河谷在重庆市境内地势最低，是南北两岸地表水及地

下水主要的排泄场所。其中嘉陵江和乌江为主要支流，嘉陵江为曲流河，水流缓慢，边滩发育，而乌江则

为典型的峡谷河流，河床深切，岸坡陡峭，水流湍急。

重庆市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具有四季分明、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温

润多阴等特点，冬无严寒，夏有酷暑，年平均气温在１８℃左右，冬季最低气温平均为６～８℃，夏季平均气

温为２７～２９℃，日照总时数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ｈ。由于地貌格局的差异，长江沿岸及丘陵地带日气温比山区要

高３～４℃，年平均降雨量约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ｍｍ。

三、能源结构及煤炭工业发展概况

（一）能源结构概况

重庆市自直辖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逐渐步入工业化发展中期。随着经济社会

进一步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源消费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能源资源供需紧缺

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据重庆市统计局资料，重庆市能源消费的总体强度会随着产业结构

调整、能源效率的提高而逐渐下降，能源消费品种平稳增长，其中油料消费增速最快。由于重庆市缺乏

石油资源，油料消费全靠外省调入，油料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大。

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的状况仍将持续。重庆市能源消费结构中，一直以煤炭为主，煤炭所占比

重基本维持在６５％左右，与全国相似但略高于全国水平。

重庆市能源消费结构与当今世界平均结构相差甚远，这也是由重庆市能源资源结构所决定的。

（二）煤炭工业现状及发展规划

１．煤炭工业现状

重庆市现有煤炭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在历史条件下，市属国有矿业公司多数矿井系简易投产，生产

系统配套不完全，安全资金投入严重不足造成的煤矿安全问题较为严重。另一方面是地方小煤矿数量

多、规模小，安全生产基础条件差。

·２· 重庆市煤炭资源成煤模式及定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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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煤炭工业发展规划

重庆市煤炭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立足于市内自主供应为主，外调品种调节为辅。重点保证电
力、冶金行业用煤。采取新井建设、现有矿井挖潜改造和调运控制等措施，满足新增燃煤机组电煤需求，
部分满足重钢焦化厂扩能新增的冶炼精煤。加大煤层气的抽采利用力度，强化煤矿瓦斯治理。把煤矿
安全生产放在首位，以培育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为主线，进一步促进中小煤矿重组联合改造。同时，继续
依法关闭布局不合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破坏生态环境的小煤矿。

煤炭工业发展方向是：①建立规范的煤炭资源开发秩序，合理有序地开发煤炭资源。强化节约和高
效利用的政策导向，坚持节约优先、多元发展，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②强化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规模适度，完善煤炭资源管理与生产开发管理制度。③稳步提高煤炭产量。以自主供给为
主、外调品种调节为辅，通过新井建设、现有煤矿挖潜改造和调运调控等措施，重点保证电力、冶金等行
业的用煤需求。④加快结构调整，加强煤炭供应体系建设。重点支持重庆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做
大做强，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小煤矿，通过新井建设、技改扩能及兼并收购小煤矿等途径，提高煤炭企业产
业生产集中度、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⑤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重点解决煤与瓦斯突出和
小煤矿的安全生产基本条件。⑥加强综合利用和生态环境治理，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逐步
采用先进的燃煤和环保技术，减少污染物排放，重点是搞好瓦斯及煤矸石的综合利用、矿井水达标排放、
采煤沉降区地表构筑物的保护和地质灾害治理。

３．煤炭工业发展目标

２０１４年重庆市煤炭年生产总量达到０．３３亿ｔ。“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加大煤矿资源和资产整合，
由于重庆市的煤炭资源有限，２０２０年的产能基本上维持“十二五”末的水平。重庆市煤炭资源开发最终
将走向减量、清洁、环保、持续、综合、高效开发的道路。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一、研究方法

“重庆市煤炭资源潜力预测评价”属“重庆市重要矿产资源潜力预测评价”六大课题之一，总体目标
任务是：通过新一轮重庆市煤炭资源潜力预测评价，在摸清重庆市煤炭资源现状的基础上，充分应用现
代矿产资源预测评价的理论方法和以ＧＩＳ评价为核心的多种技术手段、多种地学信息集成研究方法，
以聚煤规律和构造控煤作用研究为切入点，对重庆市煤炭资源潜力开展科学预测，对其勘查开发前景做
出综合评价，提出煤炭资源勘查近期和中长期部署建议及方案；建立重庆市煤炭资源潜力预测信息系
统，实现煤炭资源管理的信息化，为重庆市煤炭工业乃至能源工业、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宏观决策提供
动态的资源数据和科学依据。

在“重庆市煤炭资源潜力预测评价”项目成果基础上完成的专著《重庆市煤炭资源成煤模式及定量
预测》，根据主要含煤地质时代成煤大地构造单元、主要煤系聚煤特征、构造特征和煤系赋存特征、后期
改造、含煤性以及煤炭开发布局区划等标准划分了赋煤区、赋煤带、煤田以及矿区等赋煤单元。根据岩
石地层划分方案进行了含煤地层划分与煤层对比，分析了含煤岩系沉积体系和沉积环境，初步建立了含
煤岩系沉积模式。采用Ｖａｉｌ的层序地层概念体系划分了三级层序及相应的体系域，初步建立了含煤岩
系层序地层格架，恢复了层序地层格架下高分辨率的岩相古地理面貌。以大陆动力学和板块构造理论
为指导，以重庆市大地构造图为基础，结合赋煤单元划分体系，探讨煤系演化进程和保存的构造控制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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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研究控制聚煤过程中的一切构造因素，恢复聚煤作用的原型盆地。通过建立在大量的煤质化验数据
基础上的煤相序列，深入分析煤质变化及原因，探讨不同聚煤模式的煤岩、煤质变化规律，研究煤变质作
用类型和煤类分布特征。以盆地构造—层序充填—沉积体系—煤厚变化规律—煤岩煤质变化规律为主
线，分析不同级别层序、不同级别和不同类型体系域中的泥炭沼泽类型及成煤可容空间变化规律，系统
总结不同沉积环境下的成煤模式。提出了煤炭资源聚集模式（成煤模式），并利用该模式对重庆市主要
成煤期的煤炭资源量进行了定量预测。

二、技术路线

“重庆市煤炭资源成煤模式及定量预测”研究的技术思路（图１－２）为：以“重庆市煤炭资源潜力预测
评价”为基础，以地球动力学和煤田地质理论为指导，深入开展煤炭资源赋存规律和煤炭资源预测评价
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根据近年来新的地质资料和地质成果，充分利用区域地质、物探、遥感、矿产勘查等
多源信息，对原有预测区及其资源量进行筛选、再认识，同时，对新的含煤预测区，采用科学的方法估算
资源量，基本摸清煤炭资源潜力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从潜在的经济意义、煤质特征和生态环境容量等方
面，进行预测资源量的分级分类研究，全过程利用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数据库技术等先进的技术
手段；对重庆市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前景做出初步评估，提出煤炭资源勘查近期及中长期部署建议与
方案。

图１－２　重庆市煤炭资源成煤模式及定量预测工作技术思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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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区域地质

第一节　区域地层

一、地层分区

重庆市地质构造条件较为复杂，南北地质构造特征差异明显，各时代地层出露齐全，总体以城巴断
裂为界分为扬子与南秦岭－大别山两个地层区。依据《中国地层指南说明书》方案以及西南地区川渝滇
黔地层区划标准，结合重庆市地层发育总体面貌及分布情况、地层层序及接触关系、岩性组合及厚度变
化、区域变质作用、古生物组合及发育情况等地层标志，重庆市隶属华南地层大区，可进一步划分到三级
地层区（图２－１）。重庆市地层区划分为２个Ⅰ级地层区、５个Ⅱ级地层分区及８个Ⅲ级地层小区（表

２－１），并将Ⅱ级地层分区的基本特征简述如下（表２－２）。

图２－１　重庆市地层区图



图中各区注释代号的名称见表２－１。
表２－１　重庆市地层分区一览表

地层大区 地层区 地层分区 地层小区

华南
地层大区

扬子地层区（Ⅰ１）

南秦岭－大别山地层区（Ⅰ２）

大巴山地层分区（Ⅱ１）

四川盆地地层分区（Ⅱ２）

八面山地层分区（Ⅱ３）

黔北渝南地层分区（Ⅱ４）

十堰－随州地层分区（Ⅱ５）

巫溪地层小区（Ⅲ１）

万州地层小区（Ⅲ２）

荣昌地层小区（Ⅲ３）

巫山地层小区（Ⅲ４）

南川地层小区（Ⅲ５）

酉阳地层小区（Ⅲ６）

秀山地层小区（Ⅲ７）

城口地层小区（Ⅲ８）

（一）扬子地层区（Ⅰ１）

１．大巴山分区（Ⅱ１）

该分区仅包括渝、陕、鄂接壤附近的巫溪小区（Ⅲ１），其特点如下。
（１）分布南华系—三叠系。
（２）震旦系及下古生界发育，缺失志留系上统及顶统。
（３）上古生界缺失泥盆系、石炭系。
（４）二叠系以碳酸盐岩为主，上统含煤。
（５）三叠系以碳酸盐岩为主，上统为碎屑岩，含煤线。

２．四川盆地分区（Ⅱ２）

该分区包括万州（Ⅲ２）和荣昌（Ⅲ３）两个小区，其特点如下。
（１）侏罗系发育较完整，白垩系亦有零星分布。
（２）二叠系、三叠系发育完整，主要分布于盆地边缘山麓或背斜核部，二叠系上统、三叠系均呈显著

的东西相变。
（３）大部分地区泥盆系和石炭系剥蚀殆尽。
（４）古近系、新近系缺失。
（５）第四纪河流沉积相发育。

３．八面山分区（Ⅱ３）

该分区仅包括渝、鄂接壤附近的巫山小区（Ⅲ４），其特点如下。
（１）出露地层最老为志留系下统。
（２）缺失志留系上统、顶统和泥盆系下统、中统及石炭系。泥盆系上统为碎屑岩，二叠系以碳酸盐

岩为主。
（３）中生界三叠系下统以碳酸盐岩为主，三叠系中统为杂色碎屑岩及泥质灰岩，三叠系上统为碎

屑岩。

４．黔北渝南分区（Ⅱ４）

该分区包括南川（Ⅲ５）、酉阳（Ⅲ６）、秀山（Ⅲ７）３个小区，其特点如下。
（１）古生界发育良好，广泛分布，缺失志留系上统、顶统。

·６· 重庆市煤炭资源成煤模式及定量预测



（２）青白口系为巨厚的浅变质碎屑岩及火山岩（板溪群）。
（３）南华系为冰川或冰水沉积。
（４）震旦系为碳质页岩、粉砂岩、硅质岩、碳酸盐岩。
（５）泥盆系、石炭系有零星出露，泥盆系下统缺失，石炭系仅存部分中统。
（６）古生界及三叠系存在相变。
（７）侏罗系、白垩系部分地区残存。

（二）南秦岭－大别山地层区（Ⅰ２）

十堰－随州地层分区（Ⅱ５）

该分区仅包括川渝陕接壤的城口小区（Ⅲ８），其特点如下。
（１）最老地层为青白口系，最新地层为寒武系上统。
（２）南华系为含火山碎屑的复陆屑杂砂岩，震旦系以硅质岩、板岩为主，夹白云质灰岩。
（３）寒武系下统下部以碳质、硅质板岩为主，上部以灰岩为主夹硅质岩、板岩及石煤；中、上统为碳

酸盐岩，偶夹碳质板岩及石煤。
（４）在城巴断裂以北有少量基性—超基性岩浆岩分布。
（５）普遍遭受了区域动力浅变质作用。

二、岩石地层基本特征

图２－２为重庆市煤田地质图，表２－２为重庆市岩石地层划分对比表。

（一）青白口系

青白口系主要分布于渝东北的城口地层小区、渝东南的酉阳小区及秀山小区。依据《中国地层指
南》及《中国年代地层表》，其时代归属为青白口纪，出露地层为龙潭河组及板溪群。

１．龙潭河组（Ｑｂ２ｌ）　＞２９７５ｍ

城口地层小区青白口系龙潭河组分布于城巴断裂带北东盘（原称耀岭河群）。为绿灰、黄绿色厚层
状变余含粉砂凝灰质板岩，青灰色变余含砾凝灰质杂砂岩，变余含凝灰质岩屑砂岩，局部夹条带状变余
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暗红色厚层状变余含凝灰质火山角砾岩。

２．板溪群（Ｑｂ２ｂ）

酉阳、秀山地层小区青白口系板溪群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红子溪组及茅坡组。

１）红子溪组（Ｑｂ２ｈ）　＞１３１４ｍ
该组岩性为浅灰色、灰绿色凝灰质绿泥绢云母板岩，粉砂质绢云母板岩，变余绢云母砂岩，变余沉凝

灰岩，凝灰质岩屑长石砂岩及凝灰质岩屑砂岩，夹凝灰岩及结晶灰岩小透镜体。

２）茅坡组（Ｑｂ２ｍ）　０～４２２ｍ
该组岩性主要为灰白色、绿灰色、灰绿色厚层状变余中粗粒石英杂砂岩，变余细粒岩屑石英砂岩，变

余细粒岩屑长石杂砂岩，细粒长石石英岩屑砂岩，长石岩屑砂岩，含砾长石岩屑杂砂岩，夹少量黏板岩。
与下伏红子溪组整合接触，以石耶－三阳断裂为界，南东盘缺失秦朵组。

（二）南华系

南华系主要分布于渝东南酉阳小区、秀山小区及渝东北巫溪小区、城口小区。
依据《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年代地层表》，将原震旦系下统的明月组、代安河组、木座组、千子门

·７·第二章　区域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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