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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是根据多年从事煤岩学、煤田地质学的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吸取国
内、外新的论著和资料写成的学术专著。全书用辩证发展的观点系统论述了中国地史上聚煤模
式的演变与煤岩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国不同聚煤期的煤岩特征；中国残植煤、腐泥煤及其它独
具某种特点的特殊煤种的煤岩研究；阐述中国泥炭、低煤级煤、烟煤及高煤级煤的特征和演变；
煤的地球化学、油页岩及有机岩石学的研究；介绍了煤岩学的研究方法和应用；系统阐述了中
国重要煤田的煤岩概况；对中国煤岩的规律性和特点做了初步总结，阐明了中国煤岩学的体系
及其发展的阶段性、继承性和方向性。
本书可供煤田、石油及天然气、地球化学、煤化学等专业的科研技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
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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