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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 用 煤岩 学 方 法探讨 了 新疆 奇 台 县 开 日 木托朗 格煤矿 区 西 山 窑组煤的煤岩特征

及煤相 划 分 ，
根据研 究 区 宏观煤岩 特征 、 显微组分及工 业 分析定量统计 ， 采 用 国 内 外 通 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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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Ｉ 相 图 （ 结 构保存指 数
一

凝肢化指数 ） 和 ＧＷ Ｉ
—

Ｖ Ｉ 相 图 （地下 水 影 响指数 一植被指

数 ） 解释成煤植物种类及成煤环境 。 经分析 ， 富 营养苔藓 森林沼 泽 相是本 区 的主要煤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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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相是确定成煤环境的重要指标之
一

， 煤相研朗格勘査 区进行地质勘査 ， 施工 的钻孔显示西山窑

究主要是依据煤层中 的沉积学 、 煤岩学 、 古植物学组地层中可采 、 局部 可采煤 层 ２
？

４ 层 ， 平均纯煤

及地球化学标志等各种成因相标志来划分的 ， 这种总厚 １０ｍ 左 右 。 选 择 勘 査 区 内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成因相标志能够提供古泥炭堆积过程中的古地理环ＺＫ １ 、 ＺＫ ２（非真实钻孔编号 ） 钻孔 ， 对钻孔中厚

境
、 植物组合及生长特征 、 古构造 、 古气候 、

泥炭度大 于 和 等于 ０ ．
８ｍ 的 可采煤层进行采样 ， 共采

沼泽类型及其覆水条件等地质信息 。 新疆开 日 木托样 １ ４ 组 ， 以 ＺＫ １
、
ＺＫ ２ 为典型孔对宏观煤岩特征

朗格煤矿 区位于准东地 区 ， 据统计 ， 截至 ２０１ ４ 年 ，进行 了观察描述 ， 采用国 内 外通用 的 ＴＰＩ 

— Ｇ Ｉ 相

准东地区 已 探明 煤炭储量 ２ １ ３ ．
６Ｇ ｔ ， 预测 资源量图 （结构保存指数

一凝胶 化指数 ） 和 ＧＷＩ

—

ＶＩ 相

３ ９ ０Ｇ ｔ ， 占 全国煤炭总储量的 ７ ．９ ２％ 。图 （地下水影响指数
一

植被指数 ） 解释成煤植物种

近年来 ， 新疆地矿局第九地质大队在开 日 木托类及成煤环境 ， 为研究区煤层对 比 、 煤聚集规律分

２８中 国煤炭第 ４ ２ 卷第 １ ０ 期 ２ ０ １ ６ 年 １
０ 月



析 、 煤及煤层气勘查开发提供参考 。小范 围 的侏 罗 系 中统 西 山 窑 组 （ Ｊ
２
Ｘ ） 地 层 出 露

；

，

东南部 、 西南部和西北部有较大面积的侏罗 系 中
一

１ 研 究区地质特征＿

上统石树沟群 （ Ｊ ２ － ３
ｓ ｈ ） 地层 出 露 ， 研 究 区地质及

研究区 内地表多 为第 四 系覆盖区 ， 在 东南部有工程 布 置如 图 １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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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ｉ 研究区 地质及工程布 置简图

侏罗 系 中统西 山 窑组 （ Ｊ
２
ｘ ） 仅在研究区 东南煤地层 的 基底 ， 因 此不存在岩浆岩 对煤层 的破坏

部有少量 的 出 露 ，
区 内所有钻孔均控制 到 了该组含作 用 。

煤地层 ， 是本次研究的 主要对象 ， 岩性为灰色 、 浅ｎ

灰色泥岩 、 粉砂质泥岩 、 泥质粉砂岩 、 粉砂岩 、 细
’

砂岩夹 粗 、 中 砂岩及煤层 ， 底部为一层砾岩
、
砂砾根据 肉 眼观 察 ， 半 暗 型煤 为 最 主要 的 煤岩类

岩 。 中一上统石树沟 群 （ Ｊ
２

－

３
Ｓｈ ） 在东南部 、

西南型 ， 占 到 全 部煤岩 厚度 的 ５ ６ ％ ， 半亮 型煤 次之 ，

部和西北部有较大面 积的 出 露 ， 为 杂色河湖 相 沉占 ３ １ ％ ， 暗淡型 占 １３％ 。 这与 准东各 矿区钻孔编

积 ， 岩性有砂岩
、
泥岩

、 粉砂岩等 。
白 垩系下统吐录显示的 宏 观煤 岩类型 以半暗 型煤 为主相基本一

谷鲁群 （ Ｋ
，

ｔ ｇ ） 仅在研究区 北部 少量 出 露 ， 为一致
。
据野外钻孔编录 资料显示 ， 矿区的 主要宏观煤

套土红 、 土黄色钙质砂岩夹泥质粉砂岩 ， 可 见风化岩特征 为黑色 ， 条带状结构 ， 层状构造 ， 局部块状

壳 。 第 四 系上更新统一全新统洪积层 （ Ｑ
３ １ Ｐ １ ） 分构造 ， 条痕褐黑色 ， 光泽暗淡 ， 局部沥青光泽 ， 性

布于戈壁 中 ， 以砂和大小不
一

的砾石为 主 ， 混合有脆 ，
断 口 参差状 ， 偶见 贝壳状断 口 ， 局部含有铁质

粘土 、 亚粘 土和砂土 ， 松散堆积 。鲕粒及黄铁矿 晶体 。 半暗煤和 暗淡煤 中 ， 煤岩组分

研究 区位于 阚尔甫托浪格簸箕状 向 斜中南段 ，以 暗煤为主 ， 亮煤次之 ， 丝炭少量 ， 半亮煤 中 煤岩

向 斜呈 宽 缓波状 ， 走 向 上也呈波状 弯 曲 ， 向 南翘组分 以亮煤为主 ， 暗煤及丝炭次之 。

起 ， 向北倾伏 ， 向 斜两翼不对称 ， 西翼完 整 ， 东翼。

３微观分析
受断层破 坏分布 范 围 小 ， 因此地层 呈 现为 走 向 北

西 ， 倾向北东 的单斜形态 ， 倾角在 ２

°
？

８

°

之间
。
研煤岩光片 的制备按照 国家标准煤岩分析样品 制

究 区 内 的岩浆岩分布在石炭系地层 中 ， 石炭系 是含备方法 （ ＧＢ／ １ １ ６ ７ ７ ３ 

—

２ ００ ８ ） 进行 ，
工业分析测定

奇台 县开 日 木托 朗格 煤矿区 西山 窑组煤相研究２ ９



按照 国 家 标 准 煤 的 工 业分析方 法 （ ＧＢ／Ｔ２ １ ２
—图解进行综合解释 。

２ ００ １ ） 进行 ， 煤的显微组分观察和定量分析按照 国３ ．１
显微组分及工 业分析定量统计

家标准煤的显微组分和矿物测定方法 （ ＧＢ／Ｔ８８ ９ ９经显微镜 下 观察统计 和计算 ， 获 得 ＺＫ １ 和

—

１ ９ ９ ８ ） 进行 。 煤 相 的 划 分 采用 Ｄ ｉ ｅｓ ｓｅ ｌ 提 出 的ＺＫ２ 两孔显微组分数据如表 １ 和表 ２ 所示 。

ＴＰＩ
—

Ｇ Ｉ 煤相图解和 Ｃａ ｌｄ ｅｒ 提出 的 ＧＷＩ
— ＶＩ 煤相

表 １ＺＫ １ 显微组分定 置统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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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ＺＫ２ 显微组分定最统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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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 １２５ ． ４２４ ． ７１ ． ６０ ． ２０ ． ０ １ ７ ．
７ ７

． ８０ ． ６ ０ ． ００． ００ ． ００ ． ０

２ 

—

３１ ９ ． ０２ ． ６４ ． ５５ ． ５０ ． ００ ？０４ ６ ． ７２ ０ ． ６１ ． ０ ０ ． ２０ ． ００ ． ００ ． ０

２
－

４１ ０ ． ５３２ ． ９５ ． ７０ ． ８０ ． ００ ． ０３ ２ ． ８１ ６ ． １０ ． ８ ０ ． ００ ． ３０ ． ００ ． ０

２ 

—

 ５２ ． ４１ ４ ． ６ １ ．６０ ． ００ ． ００ ． ０５ ４ ． ９２ ３ ． ４ ２ ． ６０ ． ２０ ． ２０ ． ００ ？０

２

—

６２４ ． １２４ ． ７３ ． ２０ ． ４０ ． ００ ． ０３ ４ ． ６ １ １ ． ２１ ． ７ ０ ， ００ ．２０ ． ００ ． ０

经工业 分析得 ＺＫ １ 和 ＺＫ２ 两孔 水分 、 灰分 、表 ４ＺＫ ２ 工业分 析数据统计表％

挥发份数据如表 ３ 和表 ４ 所示 。
￣￣￣￣一＂

挥Ｉ分
￣

挥发分

一￣

灰分

表 ３ＺＫ １ 工业分析数据统计表％
微（Ｖｄ） （Ｖａｄ ）（ Ａｄ ） （Ａａｄ ）

￣￣

７７
￣

挥发分

￣

挥发分

￣

灰分２
－

１８ ．
９８２ ６ ，

５０２４ ， １ ２４
． ２ １３

， ８ ３

ＺＫ １水分（Ｖｄ ）（Ｖａｄ ）（Ａｄ ）（Ａａｄ ）
２

—

２４ ＊９ ９３ ２ ．７５３１ ＿１ ２１ ５ ． ０ ４１ ４ ． ２ ９

１
＾

１６？４ ８３２ ． ５ ９３０ ．４ ８２１ ． ８ ４ ２０ ． ４ ３

￣

２
＿

３４ ＊ ７ ４２ ２ ．６３２１ ＇５６２３ ． ８ １２２ ．６ ８

１
－

２６
．

１ ５２９
．
６ ８２ ７ ．８ ６８

．
５９８

．
０６２ 

—

４４ ． ８ ７３ ３ ． ０６３１ ． ４ ５６ ． ０ ７５ ． ７ ７

１ 

—

３５ ． ８ １３ １ ． ６９２９ ． ８ ４１ ０ ． ４ ７９ ． ８６２
￣

５４
＊
９ ４３ １

． ０７２９ ＿
５４１ １ ， ０ ９１ ０ ． ５ ５

１
－

４５ ． ０ ８２８ ．
 ７８２ ７

．
３ ２９

．
７ １９ ． ２２２

￣

６５ ． ４ ０ ２ ９ ． ９７ｊ
８ ．３ ５１ ０ ． ２ ７９ ．７ １

１
－

５５ ＊ ０ ６２８ － ３ ８２ ６ ＊ ９ ４１ ０ ＊ ３ ６９ ＊ ８３通过计算 ， 得到 ＺＫ １ 和 ＺＫ２ 两孔煤样的结构
１

—

６４ ． ８ ７２８ ． ９９２ ７
．
５ ８９

．
８８９

．
３９

保存指数 （ ＴＰ Ｉ ） 、 凝胶化指数 （ Ｇ Ｉ ） 、 地下水影响
１
－

７４ ． ８ ９３０ ． ８ ５２ ９ ． ３ ４１ ２ ． ４ ９１ １ ． ８８

１

—

８５
．２ ９３ １

．
１ ５２ ９

．
５ ０１ ８ ．

３ ８１ ７
．
４０指数 （ ＧＷＩ ）Ｕ及植被 指数 （ ＶＩ

） 的 数 据如表５

和表 ６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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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ＺＫ １ 显微组分及 ＴＰＩ

—

Ｇ Ｉ、 ＧＷＩ

－

ＶＩ 指数统计表

ＺＫ １镜质组 ／％惰质组 ／％ＴＰ ＩＧＩＧＷ ＩＶ Ｉ

１
－

１８ １
． ３４１ ８ ．６６４ ． ７ ４４

．
４００ ．

１ ９５ ． ５ ８

１
－

２７４ ． ６６２ ５ ． ３４３ ． １ ４２ ． ９５０
．
０ ８４

． ０ ４

１

—

３３ ８ ． ０ １６ １
． ９９５ ． １ ２０

． ６５０． １ ９５
．
７ ８

１
－

４３ １
． ５８６ ８ ． ４２２ ．

６ ９０
．
４ ８０

． ２２３
．
１ ４

１ 

—

５４ ９ ． ６ ８５０ ． ３２２ ． ２ ６ １ ． ０ １ ０．１ ４３
．
２ １

１
－

６ １ ５ ． ７ ７８４ ． ２３１ ３ ． ０ ７０ ． ２ ２０． ７１１ ０ ． ８０

１
－

７３０ ． ６ ２６ ９ ． ３８１ ２ ． ６５０ ． ４ ４０． ３５７ ． ３２

１
－

８７ １ ． ８ ６２８ ． １ ４２ ． ２ １２ ．６ ００ ． ２１３ ．１ ６

表 ６ＺＫ ２ 显微组分及 ＴＰ Ｉ

—

ＧＩ 、 ＧＷＩ

—

Ｖ Ｉ 指数统计 表

ＺＫ １镜质组 ／％惰质组 ／％ＴＰ ＩＧＩＧＷ ＩＶ Ｉ

２
－

１ １０ ． ７ ７８ ９ ． ２３１ １ ． ３ １０ ．
１ ５０

．
２７１ ０ ． １ ９

２ 

—

２７ ３
．
９８２ ６ ． ０２２ ． ６ ８２

． ８ ４０
．

１ ６３
．
６３

２
－

３３ １
．
５ ７６ ８ ． ４３１ １

． ０２０ ． ４ ７０ ．
８２１ １ ． ０７

２

—

４５ ０ ． ００５ ０ ． ００１ ． ９ ２１
．０ １０

．
１ ０２ ． ８８

２

—

５１ ８ ． ７０８ １ ． ３０５ ． ５ ５０ ． ２３０． ４０５ ． ７ ６

２

—

６５ ２ ． ３４４ ７
．
６６２ ． ９２１ ．１ ００． １ ４３ ．

７ ３

３ ． ２ 结 构 保存 指 数 （ ＴＰＩ ） 和凝肢 化指 数 （ Ｇ Ｉ ）中惰质组含量较高 。

解释 （ ２ ） 潮 湿 森林 沼 泽 相 Ｄ
＿

 １
。 结 构 化 指 数

通过对开 日 木托朗 格矿 区煤样结构保存指数ＴＰＩ＞ １
， 变化范围 相对干燥森林沼泽相 较小 ， 均

（ ＴＰＩ ） 、 凝胶化指数 （Ｇ Ｉ ） 计算 ， 进行 相 图投点 ，在 ２
？

５之间 ， Ｇ Ｉ 在 １
？

５ 之间 ， 值较分散 ， 此相对

得出 ＴＰ Ｉ
—

ＧＩ 相图 ， 见图 ２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有应的煤岩类型主要为半暗型和半亮型煤 ， 暗淡型次

７ 个煤样落在干燥森林 沼泽相 ， ７ 个煤样位于潮湿之 ， 光亮型少见 。 此煤相代表的泥炭沼泽环境应是

森林沼泽相 （其中 ３ 个落在两相分界线附近偏潮湿较为潮湿的木本植物为主的森林泥炭沼泽 ， 覆水有

森林沼泽相一侧 ） 。
一定深度 ， 弱 氧化甚至还原的环境条件下 ， 有利于

由 图 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煤相类型 ： 干燥森林凝胶化作用的进行 ， 故而形成的显微煤岩组分中以

沼泽相 Ｄ—２ 和潮湿森林沼泽相 Ｄ
—

１ ， 由 于有 ３ 个镜质组较 占优势 。

煤样的点落在两个相 的分界线附近 ， 因此两个相 的３ ． ３ 地下水影 响 指数 （ ＧＷＩ ） 和植被指 数 （Ｖ Ｉ ）

界限不太清楚 。
而所有 的煤样 ＴＰＩ 值均偏 大 ， 则解释

反映 了成煤植物质料 中木本植物 占有较大优势 。 两通过对开 日 木托朗格矿区煤样地下水影响指数

种煤相类型 的特征如下 ：（ＧＷＩ ） 和植被指数 （ ＶＩ ） 计算 ， 之后进行相 图投

（ １ ） 干 燥 森林 沼 泽 相 Ｄ

—

２ 。 结 构 化 指 数点 ， 得出 ＧＷＩ
—ＶＩ 相图 ， 如 图 ３ 所示 。

ＴＨ＞ １
， 且呈变化较大 、 值 也较高 的特点 ， 其 中从图 中可 以看 出 ， 以 ＶＩ

＝
３ ． ０ 为界 ， 煤样分

大于 ３ 的有 ６ 个 ， 小于 ３ 的仅 １ 个 ； 凝胶化指数布于富营养藓 沼相 （Ｇ ） 、 富营养藓沼森林相 （ Ｈ ）

Ｇ Ｉ＜ １ 。 此相对应 的宏 观煤岩类 型 以半 暗型为主 ，及中营养森林 沼泽相 （ Ｆ ）３ 个 区 内 。 仅有 １ 个煤

半亮型 和暗淡型煤次之 ， 光亮型少见 。 此煤相所代样落在富营养藓沼相 （ Ｇ ） 。 与标准图板不同 的是 ，

表的泥炭沼泽环境应是干燥的以木本植物为主的森有 ４ 个煤样植 被指数 ＶＩ 值超过 ７ ． ０ ， 而且所有煤

林泥炭沼泽 ， 覆水较浅 ， 环境 的氧化性相对较强 ，样中 Ｖ Ｉ 小于 ３ 的仅有 １ 个煤样 ， 反映过于倾 向木

强烈的氧化作用和脱氢脱氧作用导致显微煤岩组分本植物 ； 通常情况下地下水位越高 ＧＷＩ 值越大 ，

奇台县开 日 木托朗格煤矿 区西 山窑组煤相研究３ １



对于开 日 木托朗格矿 区近乎一般 的煤样 ＧＷ Ｉ 值小植物遗体保存 ， 准东开 日 木托朗 格地区 则 由 于地下

于 ０ ． ５ 这种情况 ， 反映 当时 的 沼泽地下水位整体较水位过低 ， 而为植物繁盛奠定基础 ， 进而提供大量

低 ， 这也为草本 、 木本植物大量繁殖创造 了有 利 的的成煤原始质料形成 巨厚 、 超厚煤层 。

生 长条件 。 相对于高地下水位的低位沼泽更有利于

１ ００
－

１



；



５０－ ｉ

Ａ：较深覆水森林沼泽相Ｂ－

１

低位沼泽 （芦 苇 ） 相 ｉＴＰＩ＞ １
，
ＧＩ＞ １ ０

ＴＰＫ ｌ
，ＧＩ

＞５：

１ ０－ ！■





—




ｉ 较浅覆水森林沼泽相Ｄ ｉ

二 ： ： ＴＰ １
＞

１ ０ ，５＜Ｇ １
＜

１ ０

Ｏ５ ． ０
－


^

毅 ］ ｉ

？ｉ潮湿森林沼泽相參
參＊

ｖ－－＾ ！

垡ｉＴＰ Ｉ
＞

１
，Ｇ Ｉ

＞５＾ ｆ

迷湿地草本沼泽相 ｜
Ｄ－

１

１ ． ０
＇

ＴＰＫ ｌ
，ＧＫ ５＼

ｔ？…，

〇 ． ５
－ ｉ干燥森林沼泽相鲁

？

鲁
■

？

 ；
ＴＰ １

＞
１ ，ＧＫ １

Ｄ －２＃？

＇１ ｜ ，｜ Ｉ Ｉ １ ？ ｜ Ｉ Ｉ ＩＩ ｜Ｉ
Ｉ ＩＩ ｜ Ｉ Ｉ Ｉ ｉ

＂

 ｜ ＩＩ ＩＩ｜

０ ．５
１

． ０１
． ５２ ．０２ ． ５３ ．０

结构保存指数 （ＴＰ１ ）

图 ２ 研究区 煤层 ＴＰ Ｉ
—Ｇ ］ 相 图

１ ００

＾



ｊ
？ 营 养藓 沼相 （ Ｇ ）

， 也是唯——个 Ｖ Ｉ 小于 ３ 的煤

５０
二

ＡＢ样 ， 此相代表泥炭沼泽 的环境应 为 以草本植物为主

：

淹没草木沼泽相淹没森林相的草 木混生 型芦苇泥炭沼泽 。 地下水位低 ， 水体的

流动性不好 ， 属 富营养 的成煤植物质料类 型 ， 镜质

ｇ

｜
〇 １

＝组的结构得 以较好的保存 。
由 于落在本相 的煤样仅

９５ ：

流“鮮水
有 １ 个 ， 反映 了开 日 木托朗格矿区 的泥 炭沼 泽环境

｜
＇

沼泽相沼泽森林相过于倾向 木 本植物 。

｜Ｉ
ｅ

ｍ
°

（ ２ ） 富营养苔藓森林沼泽相 （ Ｈ 〉 。 共有 １ １ 个

＾Ｅ中营养地下水Ｆ
？

？

煤样落在此相 内 。 因 此 ， 本区泥炭沼泽的类型主要
＾ ０－ ５

＾

 ＇

：



．为 富营养 的苔藓森林沼 泽相 。 Ｖ Ｉ 大 于 ３ 代表 的泥

：
Ｇ？

． 藓沼森林相
？Ｈ

？

炭 沼泽环境为 以木本植物 为 主的 草木混生 型泥炭沼

〇 １厂

」

」 泽 ；
ＧＷ Ｉ 小于 ０

．
５ 代 表地 下水位较低 ， 水体的 流

边缘水生／草木 １２ ３ ４ ５ ６ ７动性不 好 ， 矿 物质 少 导致 酸度较 高 ， 微生物 活 动
木本

，


＾弱 ， 形成富营养 的成煤植物质料 ， 因此凝胶化物质

（ ｖ〇的结构通常较好 。 而矿物质少 则直接导致 了 泥炭灰

分
？ 较 ｆ氏 。

图 ３ 研
’

兄 丨Ｘ 煤层 ＧＷ Ｉ

－ Ｖ Ｉ 相
（ ３ ） 中 营养森林 沼泽相 （ Ｆ ）

。 有 ２ 个煤样 落

（ １ ） 富 营养藓 沼相 （ Ｇ ）
。
仅有一 个煤样落在在此相 内 ， Ｖ Ｉ 值较 大 ， 反映 泥炭 沼 泽环境 中 木本

３ ２中国 煤炭第 ４ ２ 卷第 １ ０ 期 ２ ０
１
６ 年 １

０ 月



植物 占绝对优势 。
ＧＷＩ 值介于富营养苔藓森林沼ＴＰ Ｉ 值普遍偏大相互印证 。

泽相 （ Ｈ ） 和 流动森林沼 泽相 （ Ｄ ） 之 间 ， 地下水参考文献 ：

活动性和营养供应条件介于以上二者之间 ， 因此凝［ ！ ］ 武汉地质学院煤 田 教研室 ． 煤 田地 质学 ［ｍ ］？ 北

胶化物质的结构和泥炭的灰分含量介于二者之间 。京
： 地 质出 版社 ，

１ ９ ８２

，
［ ２ ］韩 德馨 ． 中 国 煤岩学 ［Ｍ ］

． 徐州 ： 中 国矿业 大学
４结论

出 版社 ，
１ ９ ９５

（ １ ） 新疆奇 台县开 日 木托朗格矿区西 山窑组煤［ ３］ 李 晶 ， 庄新国 ， 周继兵等 ． 新疆准东煤 田西 山窑组巨

层的宏观煤岩类型以半暗型煤为主 ， 占到全部煤岩厚煤层煤相特征及水进 水退含煤旋 回 的判别 □］ ． 吉

厚度的 ５ ６ ％ ， 半亮型煤次之 ， 占 ３ １％ ， 暗淡型 占林大学学报 ’２ 〇１ ２ （Ｚ２ ）

１ ３ ％
。
光亮型较少见 。 煤层 的显微组分 以惰酿为

Ｍ 職 东 ’ 黄志增

丨

马兆瑞 ？ 絲煤 田 巨厚煤 层开采

主 ’ 镜质组稍次之 ’ 主要为微镜惰煤 ’ 其次为微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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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淮新 ． 新疆准东煤 田应用 煤炭地 下气 化技 术 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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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区泥炭沼泽Ｒａ ｉｓ ｅｄＰ ａ ｌｅ。 Ｍ
ｉｒ ｅｓ［ Ｊ ］＿Ｇｅｏ ｌｏ

ｇ ｙＢｕ ｌｌ ｅｔ ｉｎ ，

１ ｑ ｑ ｉｆ
９
^

的类型主要为富营养 的苔 藓森林沼 泽 相 。 表现为
八 啦以 山士人 财保甘士计

、

力 太 ， ＾ 、＾［８ ］许 福美 ， 方爱民 ■ 煤相 研究历史 的 回 顾及 其 国 内 外
１ ４ 个煤样 中有 Ｕ 个煤样落在麵雜相 ⑶ ， Ｍ職職 ［】 ］

？ 龙岩学 院学报 ， 懸 ⑶

下水水位低 ， 沼泽水活动弱 ， 这也为草本 、 木本植
物大量繁殖创造 了有利 的生长条件 ■

＞ 相对于
＾
地下作者简介 ： 高鹏蟲 （ １ ９８ ６

－

） ， 男 ， 河北承德人 ， 麵

水位的低位沼泽更为有利于植物遗体保存而言 ， 准工程师 ，
国土资 源实 物地 质资 料 中心库藏管理室 副 主任 ，

东开 日 木托朗格地区则 由 于地下水位较低 ， 而为植工学学士学位 ，
主要从事 地质矿产及实 物地质资料管理研

物繁盛奠定基础 ， 进而提供大量的成煤原始质料形究工作 。

成 巨厚
、
超厚煤层 。 同 时 ， 所有煤样 中 Ｖ Ｉ 小于 ３

的仅有 １ 个煤样 ， 反映过于倾向木本植物 ， 这也与（ 责任编辑 郭 东 芝 ）

（上接 第 ２ ２ 页 ）［
５ ］江兴 ． 我国 煤炭 价格 波动 的传导 效应 研究——基 于

投 人 产 出 价 格 影 响 模 型 ［ Ｊ ］
． 价 格 理 论 与 实 践 ，

２ ０ １ ４（ ５ ）

［ １ ］［ ６ ］ 郭随 ， 雷强 ？ 我醜炭市 场价 格走势 及其 波动特
研究一基于投人产 出 分析 ｍ ？ 经 济问题 ，

腿
紐 究 ｍ？ 价格理论与实践 ， 觀 （ １ 〇 ）

「 ｎ甘工［
７
］ 李文博 ， 龙如银等 ？ 线性 和非线性 双 重视角 下煤炭

［ ２］许晴 ， 谭鹏等 ． 秦皇 岛煤 炭价格 预测研究基于＾＾ ＭＢｉ． １

ｒｎ价格波动对 中 国 经 济增长 的 影响 ［ Ｊ ］ ． 资源科 学 ，

因 素分析法和 支持 向量机模 型 ［ Ｊ ］ ． 价 格理论 与 实

践 ，
綱 ⑵

２〇 １ ５〇 〇
）

［ ３ ］董晓波 ， 张 同 建 ， 谭章禄 ， 陈广 山 ？ 市 场机 制下 煤

炭价格波动因 素 经验性 解析 ［ ｊ ］ ■ 中 国 煤炭 ，
２＿作者简介 ： 贾腦 （ １ ９７卜 ）

，
女

，
内蒙古鄂 尔多斯达

（ ９ ）旗人
，
高级经济师

，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 管理学院博士研

［ ４］丁志华 ， 李文 博等 ． 煤炭 价格波 动对 中 国实体 经 济究生
，
研究方向 为

：
媒炭产业政策 、 内控审计 、 管理会计 。

的影 响研 究 ［ Ｊ ］ ． 北 京 理 工 大学 学 报 ： 社 会科 学


版 ，
２ ０ １４（ ２ ） （ 责任编 辑 张 大鹏 ）

奇台 县开 日 木托朗格煤矿区西 山 窑组煤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