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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沁水盆地南部太原组煤储层产出水
氢氧同位素特征

王善博,唐书恒,万　 毅,李忠诚,张松航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能源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为了研究沁水盆地南部太原组 15 号煤储层及其顶板灰岩的含水特征及水动力条件,从沁

水盆地南部柿庄地区采集了煤层气井排出水、矿井下的煤层水与煤层顶板灰岩水、地表水共 51 个

水样进行氢氧同位素及主要离子浓度测定。 结果表明:目前排采 15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是煤层

水和煤层顶板灰岩水的混合水。 15 号煤储层和顶板灰岩裂隙含水层之间存在较强的水力联系,煤
层在排水过程中接受灰岩水的大量补给。 煤层顶板灰岩裂隙含水层封闭性较差,水在灰岩裂隙中

径流速度较快。 煤层顶板灰岩水表现出18O 漂移的特点,排采 15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既表现

出18O 漂移特点,也表现出 D 漂移特点,而排采 3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则主要表现出 D 漂移特

点。 煤层气井排出水的 δD 和 δ18O 值都与矿化度 TDS 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δD 和 δ18O 值也可

以作为判断煤层水径流条件的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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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 characteristics of drainage
water from Taiyuan coal reservoir

WANG Shan-bo,TANG Shu-heng,WAN Yi,LI Zhong-cheng,ZHANG Song-hang

(School of Energy Resources,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To study water features and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of the No． 15 Taiyuan formation coal reservoir and its
roof limestone in the southern Qinshui basin,this paper collected 51 water samples from the river,coal-bed methane
well drainage,coal reservoir and its roof limestone in the South Shizhuang region. Measurements of hydrogen and oxy-
gen isotope and main ion concentration in the water samples show that the water discharged from CBM wells is a mix-
ture of coal seam water and roof limestone water. The No． 15 coal seam has a strong hydraulic connection with the roof
limestone fracture aquifer,and receives substantial recharge from roof limestone water. The sealing ability of the roof
limestone fracture aquifer is weak,and the runoff speed of water in the limestone fracture is fast. Roof limestone water
demonstrates a drift of 18O,and the water that is discharged from the CBM wells of the No. 15 coal seam has the drift
of both of 18O and D. At the same time,water discharged from the CBM wells of the No. 3 coal seam mainly demon-
strates a drift of D. All the water discharged from the CBM wells present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alinity (TDS),and
the data of δD and δ18O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factors for judging the runoff conditions of coal seam water.
Key words:coal seam water;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Taiyuan formation;southern Qinshui Basin;drift

　 　 沁水盆地煤层气勘探和开发实践过程中发现 3
号煤层的赋水条件较利于煤层气井排水采气,煤层气

井产量高,生产稳定。 但是由于 15 号煤层产水量较

大,降压困难,造成煤层气井产量不稳定,衰减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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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因此,研究沁水盆地南部太原组 15 号煤储层及

其顶板灰岩的含水特征及水动力条件,对太原组 15
号煤储层的煤层气有效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

义。
目前多位研究者对沁水盆地南部太原组 15 号煤

储层及其顶板灰岩含水性及含水域特征已开展了一

定的研究 [1-5],在环境同位素的领域也进行了一些针

对地下水和煤层气中13C 同位素特征的研究 [6-7],但
在氢氧同位素方面所做的研究较少。 因此,笔者运用

氢氧同位素分析资料对沁水盆地南部柿庄地区的太

原组 15 号煤储层及其顶板灰岩含水性和含水域特征

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其他水化学特征进行了综合分

析。

1　 研究区概况

柿庄南区块位于晋城市北部,向北距太原市

260 km,向南方向距晋城市区 60 km。 柿庄南区块构

造位置位于沁水盆地东南缘向斜地带,属于中山区地

形地貌,地势东南低西北高,海拔高度 780 ~ 1 180 m。
本区煤系地层的含水层主要有奥陶系灰岩裂隙

岩溶含水层和太原组裂隙灰岩含水层。 其中太原组

K2 灰岩含水层为 15 号煤层顶板,奥陶系灰岩裂隙岩

溶含水层构成煤系基底,但煤系地层之下的铝土质泥

岩封隔了下伏的奥陶系灰岩水[8]。

2　 样品采集与测试

本次研究所用样品分别于 2011 年 7 月,9 月,10
月和 2012 年 2 月分 4 次从研究区采集得到,共采集

了柿庄南区块连续排采 1 a 以上的煤层气井排水水

样 38 个,另外还采集了王台铺煤矿井下 15 号煤层水

样 1 个、15 号煤层顶板灰岩水样 2 个,寺河二号煤矿

矿井下 15 号煤层顶板灰岩水样 4 个,古书院矿矿井

下 15 号煤层顶板灰岩水样 5 个。 并在进行取样的一

口煤层气井旁的小河里采集地表水水样 1 个,同时借

鉴了前人所测试的该区 3 个地表水样的氢氧同位素

组成作为对照。
取样使用 1． 5 L 聚乙烯塑料瓶 2 个,直接从煤层

气井口及矿井下渗水点采集水样,塑料瓶要用所采集

水样反复冲洗 3 次以上。 取样时水样装满整个塑料

瓶,排出瓶内空气,再用瓶盖密封,并标记取样时间和

井名或地点。
水样采集后分别送至北京核工业地质研究所测

试中心和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一勘探局测试中心作

氢氧稳定同位素及常规离子测定。 氢氧同位素测试

借助 Flash EA 元素分析仪,采用天然水中氧同位素

二氧化碳-水平衡法(DZ / T 0184． 21—1997)和氢同

位素锌还原法(DZ / T 0184． 19—1997)进行测定。 常

规离子采用人工滴定的方法测试。 测试结果见表 1。

3　 氢氧同位素组成特征

从氢氧同位素组成来看,煤层气井排出水的氢氧

同位素组成比较接近。 排采 3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

水 δD 值在-84． 5‰ ~ -75． 7‰,平均-80． 6‰,δ18O 值

在-12． 7‰ ~ -10． 5‰,平均-11． 1‰;排采 15 号煤的

煤层气井排出水 δD 值在-85． 5‰ ~ -80． 0‰,平均

- 83． 2‰, δ18O 值 在 - 11． 8‰ ~ - 10． 2‰,平均

-11． 2‰;王台铺煤矿井下采集的 15 号煤层水 δD 值

为-85． 4‰,δ18O 值为-11． 0‰,而矿井下采集的 15
号煤层顶板灰岩水的 δD 值在-83． 1‰ ~ -63． 1‰,平
均 - 72． 4‰, δ18O 值 在 - 11． 0‰ ~ - 7． 3‰,平均

-9． 2‰。
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大气降水 δD 在 20‰ ~

-190‰,δ18O 在 2‰ ~ -24． 3‰[9]。 可以看出本次所

取的水样的氢氧同位素组成均在中国大气降水的氢

氧同位素组成范围内,说明所有水样的初始来源均为

大气降水。 此外排采 15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的氢

氧同位素组成,比矿井下采集的 15 号煤层水的氢氧

同位素组成要重,而比矿井下采集的 15 号煤层顶板

灰岩水的同位素组成要轻。 所以认为目前排采 15 号

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应该是煤层水和煤层顶板灰岩

水的混合水。 15 号煤储层和顶板灰岩之间存在较强

的水力联系,煤层在排水过程中接受灰岩水的大量补

给。 这也是造成 15 号煤储层降压困难,产气量低的

重要原因。
前人通过大量的研究得到我国的大气降水线方

程为 δD=7． 9δ18O+8． 2,这对于研究水循环过程中稳

定同位素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9-10]。 将本次采集的

水样描绘在 δD-δ18O 关系图(图 1),可以看出本次所

采集的各类水样在 δD-δ18O 关系图上具有一定的分

布规律。
本次所取水样在 δD-δ18O 关系图上均分布在我

国大气降水线附近,说明煤层水、煤层顶板灰岩水、煤
层气井排出水以及地表水的原始来源均为大气降水,
接受大气降水补给。

地表水样的氢氧同位素组成较重,在图 1 上沿着

大气降水线分布在最上方的位置,这是由于地表水长

期受到较强的蒸发效应影响的结果。 蒸发效应是一

个高分馏过程,会使水发生强烈重氢氧稳定同位素富

集[11]。 地表水样有 3 个数据点分布在大气降水线右

侧,呈现出比较好的线性关系;另有一个地表水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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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样测试结果

Table 1　 The test results of sample water

水样类型
水样

编号

δD(V-SMOW)
/ ‰

δ18O(V-SMOW)
/ ‰

TDS /

(mg·L-1)

离子浓度 / (mg·L-1)

Na++K+ Mg2+ Ca2+ Cl- CO2-
3 NO-

3

15 号煤层

产出水

1 -80． 9 -11． 1 - - - - - - -

2 -84． 2 -10． 2 1 885 615． 72 6． 03 3． 5 536． 03 34． 33 0． 63

3 -83． 7 -11． 8 1 263 362． 76 6． 12 3． 31 132． 81 21． 90 0． 35

4 -84． 2 -11． 4 1 430 416． 21 8． 11 4． 05 128． 41 28． 14 0． 61

5 -82． 7 -11． 6 - - - - - - -

6 -83． 8 -11． 2 1 175 353． 17 3． 57 1． 84 109． 05 28． 14 0． 59

7 -83． 7 -11． 1 977 291． 14 2． 59 1． 74 109． 83 32． 13 3． 71

8 -82． 7 -11． 7 - - - - - - -

9 -84． 3 -11． 0 1 619 538． 38 0． 84 2． 39 455． 45 42． 40 0． 52

10 -84． 8 -11． 4 1 147 307． 28 0． 07 4． 85 98． 56 33． 60 0． 35

11 -83． 0 -11． 1 1 163 342． 71 1． 07 4． 43 94． 98 22． 77 0． 59

12 -83． 0 -11． 1 1 406 417． 43 2． 22 7． 37 160． 07 22． 77 0． 54

13 -80． 0 -11． 6 - - - - - - -

14 -83． 0 -10． 4 2 475 857． 87 1． 52 4． 79 907． 39 43． 29 0． 68

15 -81． 9 -11． 5 1 342 402． 87 1． 14 6． 59 199． 74 24． 84 0． 29

16 -84． 1 -11． 2 1 186 349． 03 1． 23 2． 02 52． 79 30． 81 0． 75

17 -84． 3 -11． 0 1 202 377． 39 0． 10 2． 02 196． 19 44． 78 0． 63

18 -85． 5 -11． 7 991 289． 19 0． 63 1． 86 60． 87 36． 51 0． 23

3+15 号煤

层产出水

19 -83． 5 -10． 2 981 303． 81 5． 25 6． 67 248． 17 14． 61 0． 40

20 -83． 6 -11． 5 1 225 421． 43 1． 18 4． 85 433． 74 14． 61 0． 31

21 -84． 8 -11． 2 1 287 434． 46 2． 11 8． 94 471． 28 14． 16 0． 29

22 -82． 7 -12． 1 1 100 359． 97 0． 60 1． 74 274． 97 21． 90 0． 29

23 -82． 6 -12． 2 2 329 826． 87 3． 34 0． 23 967． 76 43． 81 0． 19

24 -83． 7 -12． 0 1 164 339． 47 1． 46 4． 67 132． 31 17． 52 0． 38

3 号煤层

产出水

25 -75． 7 -11． 0 3 858 1 329． 13 3． 72 12． 83 1 454． 42 39． 43 0． 27

26 -83． 6 -11． 3 1 004 318． 62 7． 10 6． 63 262． 10 16． 08 0． 42

27 -84． 3 -11． 4 948 305． 40 8． 71 7． 58 332． 90 14． 61 0． 42

28 -81． 1 -10． 9 1 208 377． 84 3． 01 1． 48 124． 90 71． 83 0． 59

29 -80． 6 -12． 7 1 059 325． 24 1． 53 1． 94 112． 74 68． 65 0． 25

30 -83． 9 -12． 5 895 276． 89 1． 13 2． 32 153． 90 24． 84 0． 40

31 -82． 4 -11． 3 2 070 687． 81 3． 07 1． 84 564． 70 25． 47 0． 42

32 -82． 3 -12． 7 1 927 645． 25 1． 65 2． 91 566． 36 48． 19 0． 27

33 -70． 6 -7． 8 1 479 453． 61 1． 24 3． 31 177． 69 34． 29 0． 68

34 -84． 5 -11． 2 808 243． 76 1． 35 2． 20 68． 60 15． 54 0． 10

35 -81． 6 -10． 5 1 435 453． 08 1． 79 2． 95 253． 31 26． 79 0． 59

36 -79． 0 -10． 6 1 594 490． 44 0． 23 11． 96 202． 29 62． 98 0． 56

37 -78． 2 -10． 6 1 535 471． 38 1． 45 2． 77 142． 49 68． 35 0． 49

38 -84． 4 -12． 2 1 658 577． 78 2． 01 5． 43 643． 68 21． 90 0． 38

15 号煤矿井水 39 -85． 4 -11． 0 1 412 453． 97 3． 91 5． 16 346． 84 39． 41 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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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水样类型
水样

编号

δD(V-SMOW)
/ ‰

δ18O(V-SMOW)
/ ‰

TDS /

(mg·L-1)

离子浓度 / (mg·L-1)

Na++K+ Mg2+ Ca2+ Cl- CO2-
3 NO-

3

15 号煤层

顶板灰岩水

40 -71． 1 -7． 3 700 271． 14 22． 18 42． 59 178． 67 0． 01 0． 35

41 -75． 1 -8． 8 1 345 376． 72 13． 19 22． 20 208． 45 25． 38 0． 32

42 -76． 4 -10． 2 731 118． 03 22． 30 47． 88 17． 58 6． 15 0． 23

43 -70． 5 -9． 7 629 101． 94 12． 07 53． 77 19． 36 0． 01 0． 59

44 -71． 4 -9． 3 633 97． 82 13． 74 55． 61 19． 36 0． 01 0． 47

45 -70． 2 -9． 2 3 103 543． 34 106． 10 255． 07 51． 02 0． 01 1． 52

46 -69． 3 -9． 1 3 367 641． 07 101． 62 247． 71 56． 30 0． 01 1． 66

47 -63． 9 -8． 0 1 194 333． 79 2． 69 2． 95 36． 94 22． 77 0． 26

48 -64． 3 -8． 5 1 116 311． 74 2． 01 2． 95 29． 92 22． 77 0． 35

49 -83． 1 -10． 7 892 256． 08 3． 65 2． 95 75． 66 21． 46 0． 21

50 -82． 0 -10． 9 873 251． 53 1． 29 4． 79 70． 37 22． 77 0． 19

地表水

51 -67． 4 -10． 9 402 63． 96 11． 47 35． 15 25． 95 11． 67 0． 33

52 -66． 8 -8． 6 - - - - - - -

53 -62． 0 -8． 5 - - - - - - -

54 -53． 6 -6． 8 - - - - - - -

　 　 注:“-”代表未测试。

图 1　 水中氢氧同位素 δD-δ18O 的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δD and δ18O of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s in water

于大气降水线左侧,且同位素组成较轻,该水样取样

于煤层气井附近的小河中,可能受到煤层气井排出水

及一些浅层地下水的混合。
　 　 矿井下采集的 15 号煤层顶板灰岩水的氢氧同位

素组成较地表水偏轻,但在图 1 上分布特征与地表水

类似,沿大气降水线右侧线性分布,大部分顶板灰岩

水与地表水分布在同一条直线上,且有些顶板灰岩水

样具有与地表水接近的氢氧同位素组成。 说明地表

水与 15 号煤层顶板灰岩水之间水力联系较好,顶板

灰岩水受地表水补给。 根据 15 号煤层顶板灰岩水样

拟合的灰岩水蒸发线,可以反映出蒸发效应对顶板灰

岩水氢氧同位素组成的影响[12]。 灰岩水蒸发线与大

气降水线的交点 P,反应的是大气降水不受蒸发作用

影响直接补给灰岩含水层时的氢氧同位素组成[13]。

可以看出灰岩水蒸发线斜率只略小于大气降水线,说
明由于灰岩中裂隙的大量存在,使得 15 号煤层顶板

灰岩裂隙含水层封闭性较差,灰岩水受蒸发作用影响

明显,且灰岩水接受大气降水补给较快,水在灰岩裂

隙中径流速度较快[14]。 15 号煤层顶板灰岩水样大

部分分布在灰岩水蒸发线的中部和右上部,反映了受

到较强的蒸发作用影响,但也有两个灰岩水样落在了

蒸发线的左下部距离 P 点较近的位置,受蒸发作用

影响较小。 这说明 15 号煤层顶板灰岩具有横向的不

均一性,局部可能存在封闭条件较好的部位,使得这

些部位的灰岩水与大气降水和浅部地下水体之间的

水力联系较弱。
排采 3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在图 1 上分布比

较离散,大体上分成左右两部分,反映出了煤层的非

均质性对煤层水的同位素组成有较大影响。 其中 35
号水样的氢氧同位素组成明显重于其他排采 3 号煤

层的煤层气井排出水,考虑到采集 35 号水样的煤层

气井已排采较长时间,所以压裂液对产出水的影响可

以忽略不计,造成该煤层气井排出水氢氧同位素偏重

的原因可能是煤层气井附近存在断层构造,使得煤层

和其他含水层联通,有其他氢氧同位素组成较重的水

体混入。 排采 15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水样是从 5
口煤层气井多次采集的水样,在同一口煤层气井不同

批次所采水样的氢氧同位素组成变化不大,反映出煤

层气井产出水的氢氧同位素组成受季节效应影响较

小。 整体上排采 15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水样在图

154



煤　 　 炭　 　 学　 　 报 2013 年第 38 卷

1 上分布较为集中,都分布在顶板灰岩水和矿井下采

集的 15 号煤层水之间,说明排采 15 号煤层的煤层气

井排出水是煤层水和煤层顶板灰岩水的混合水。 3
号和 15 号煤层合采的煤层气井排出水水样分布比较

接近于单采 15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水样。 说明合

采 3 号和 15 号煤层的煤层气井产出水中 15 号煤层

贡献较大。
煤矿中采集的 15 号煤层水的同位素组成较轻,

在图 1 上落在所有水样的最下部,和煤层气井排出水

具有一定差别,但由于在煤矿中取水困难,只取到一

个煤层水样。 为了更好地研究煤层水的氢氧同位素

组成特点,还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补充井下水样的采集

和测试。

4　 氢氧同位素漂移特征

矿井下所取的 15 号煤层顶板灰岩水呈现出明显

的18O 漂移特征。 水样数据点向右偏离大气降水线,
如图 1 所示。 这是由于碳酸盐岩地层是富集18O 的,
顶板灰岩水在径流的过程中,不断地溶解灰岩中的含

氧矿物成分,含氧矿物中较重的氧原子易于和灰岩水

中较轻的氧原子发生同位素交换反应,方程式见式

(1) ~ (4) [11]。 从而使得顶板灰岩水中的18O 不断

富集,发生18O 同位素漂移。
CaCO18

2 O(方解石、白云石与石灰岩) + H16
2 O ⥫⥬＝

CaC16O3 + H18
2 O (1)

Si16O18O(石英或玉髓) + H16
2 O ⥫⥬＝ Si16O2 + H18

2 O
(2)

CaAl2Si162 O18
7 O(长石) + H16

2 O ⥫⥬＝ CaAl2Si162 O8 +
H18

2 O (3)
14(Mg,Fe) 5Al2Si3 16O10( 16OH) 7( 18OH)(绿泥石) +
H16

2 O ⥫⥬＝ 14(Mg,Fe) 5Al2Si3 16O10( 16OH) 8 + H18
2 O
(4)

　 　 排采 15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由于是煤层水和

顶板灰岩水的混合水,所以既表现出18O 漂移的特

点,也表现出 D 漂移特点。 而排采 3 号煤的煤层气

井排出水则主要表现出 D 漂移特点。 这是由于煤层

水通过煤层裂隙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导水网进行径流,
在此过程中煤层水与煤层充分接触,不断溶解煤层中

大量的含氢矿物成分(例如 H2S,CH4 和可溶有机物

等),含氢矿物中的氕原子易于被煤层中的黏土矿物

所吸附,而较重的氘原子则易于同水中的氕原子产生

同位素交换反应[11],方程式见式(5) [14]。 从而使煤

层水中 δD 值发生变化,形成 D 漂移。
H2O + D(煤系) ⥫⥬＝ HDO + H(煤系) (5)

5　 煤层气井产出水氢氧同位素与部分常规水
化学指标的关系

　 　 地下水在径流过程中,不断地溶解地层中的可溶

矿物成分,所以沿着地下水的径流方向矿化度 TDS
不断增大,同时溶解的含氢、氧矿物组分不断地同地

下水发生氢氧同位素交换反映,使得地下水中的氢氧

同位素组成发生变化。 所以总体上,煤层气井排出水

的 δD 和 δ18O 值都与矿化度 TDS 呈现出一定的相关

性,如图2所示。由于矿化度TDS可以很好地反映

图 2　 煤层气井排出水氢氧同位素组成与 TDS 的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δD and δ18O of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s and TDS in water which drainaged from coal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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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地下水的径流条件,所以煤层水中的 δD 和 δ18O 值

也可以作为判断煤层水径流条件的参考因素。
研究发现煤层气井排出水的氢氧同位素组成与

水中一些离子的浓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排采 15 号

和 3 号煤的煤层气井产出水的氢氧同位素组成均与

水中的 NO-
3 离子浓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如图 3 所

示。 这可能是由于在还原环境中,水中的 NO-
3 离子

可与有机质发生反映,使得有机质中较重的氢氧同位

素进入水中,见反应方程式(6),(7) [15]。 NO-
3 离子

浓度越高越有利于反应的发生,使水中氢氧同位素组

成变重。
4CH2O + CDHO + 4NO -

3 2N2 + 5HCO -
3 +

H + + H2O + HDO (6)
4CH16

2 O + CH18
2 O + 4N16O -

3 2N2 +
5HC16O -

3 + H + + H16
2 O + H18

2 O (7)

图 3　 煤层气井排出水氢氧同位素组成与 NO-
3 离子浓度的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δD and δ18O of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s and concentration of
NO-

3 in water which drainaged from coalbed

　 　 通过对比发现排采 15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

δ18O 值与水中 CO2-
3 离子浓度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而排采 3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 δ18O 值与 CO2-
3 离

子浓度相关性较差,如图 4 所示。 这是因为 15 号煤

层排出水中混有顶板灰岩水,灰岩水中 CO2-
3 离子很

大部分来自灰岩的溶解,如上文所述灰岩的溶解会使

得同位素交换反应的发生,使水中的 δ18O 值变大,所
以 15 号煤层排出水的 δ18O 值与 CO2-

3 离子浓度具有

正相关的关系。 而排采 3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主

要就是 3 号煤层水,水中的碳酸氢根离子可能主要靠

脱硫酸作用产生,所以排采 3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

δ18O 值与 CO2-
3 离子浓度相关性较差。

6　 结　 　 论

(1)所采集的地表水、15 号煤层顶板灰岩水、煤
层气井排出水和 15 号煤层水的氢氧同位素数据均分

布在我国大气降水线附近,氢氧同位素组成也均在我

国大气降水的氢氧同位素组成范围内。 说明地表水、

煤层顶板灰岩水、煤层气井排出水和 15 号煤层水的

原始来源均为大气降水,受大气降水补给。
(2)排采 15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是煤层水和

煤层顶板灰岩水的混合水。 15 号煤储层和顶板灰岩

之间存在较强的水力联系,煤层在排水过程中接受灰

岩水的大量补给。
(3)15 号煤层顶板灰岩裂隙含水层整体上封闭

性较差,水在灰岩裂隙中径流速度较快,但灰岩裂隙

含水层具有横向的不均一性,局部可能存在裂隙发育

较差封闭条件较好的部位,使得这些部位的灰岩水受

大气降水补给速度缓慢。
(4)15 号煤层顶板灰岩水表现出18O 漂移的特

点,排采 3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则主要表现出 D
漂移特点。 排采 15 号煤的煤层气井排出水由于是顶

板灰岩水和煤层水的混合水,所以既表现出18O 漂移

特征,也表现出 D 漂移特征。
(5)煤层气井排出水的 δD 和 δ18O 值都与矿化度

TDS 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因此 δD 和 δ18O 值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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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煤层气井排水 δ18O 值与 CO2-
3 离子浓度的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δ18O of oxygen isotopes and
concentration of CO2-

3 in water which drainaged from coalbed

以作为判断煤层水径流条件的参考因素。
(6)煤层气井产出水的氢氧同位素组成与水中

的 NO-
3 和 CO2-

3 离子浓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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