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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台东南部石炭纪岩相古地理

房尚明

(江 苏省地矿局第五地质队 )

华北地台东南部
,

即晋
、

冀
、

鲁
、

豫
、

苏
、

皖六省边区
,

石炭纪地层广泛分布
,

并蕴

藏着丰富的煤和铝土矿等沉积矿产
。

本文将根据笔者多年对本区地质矿产方面的野外工作

及室内综合研究
,

探讨石炭纪岩相古地理和煤
、

铝等矿产的分布规律
。

一
、

本溪期的岩相古地理

中石炭统本溪组
,

底部以
“
山西式铁矿

” 、 “ G 层铝土矿
”

或铁铝质泥直接覆盖在奥陶系

或寒武系剥蚀面之上
, 顶部泉旺头灰岩或相当的徐家庄灰岩

、

畔沟灰岩与上覆太原组分界

上部灰岩产小纺锤鹅等上带化石 (凡 su ` 犯如准
戈

砚。uJ )
,

下部灰岩产原小纺锤姐下带化石 (脚于

加耐自“ 记左: )
。

(一 ) 地层概况

本溪期地层厚度较小
,

一般几十米至几米
。

东部临沂一带厚度最大
,

60 一 SOm
,

局部达

100 m 左右
。

由此向北
、

西
、

西南三个方向递减
,

至谁北一郑州一沁水一线的西南部
,

减至

I Om 以下
。

局部因基底岩溶影响
,

厚度突变为十几米甚至几十米
。

向北至淄博地区
,

地层厚

度也明显减小
,

金岭镇铝土矿区及其 以北地区
,

厚度 只在 I Om 左右
。

本溪期地层下部以铁铝质泥岩为主
,

局部有砂岩和含砾砂岩
,

间夹灰岩透镜体
。

部分

地区铁铝质泥岩相变为沉积矿产
,

形成
“
山西式铁矿

” 、

黄铁矿
、 “

G 层铝土矿
”
和耐火粘土

等
。

铁铝质泥岩中产少量植物化石
。

粘土层上部以灰岩为主
,

夹有铝土质泥岩
。

灰岩中产

以姐类为主的海相动物化石
,

其次为腕足
、

珊瑚
、

海百合等
。

地层中一般夹有 2一 4 层灰岩
,

总厚几米至 30 余米
。

灰岩厚度增大部位与沉积中心基本吻合
,

东部徐州贾汪一临沂一带
,

总厚 3 0一 35 m
,

由此向北
、

西
、

西南三个方 向
,

灰岩厚度随着全组沉积厚度的递减而同步减

少
.

北部淄博地 区递减到 10n 、
左右

,

再向北至金岭镇铝土矿区基本上没有灰岩沉积
;
西部

峰峰
、

陵川
、

沁水及郑州一淮北一线的西南部
,

也荃本上没有灰岩沉积
。

灰岩中姐带化石

在横向上的演化
,

也反映 了向北
、

西
、

西南三个方向递变的规律性
,

东部临沂地区的越组

合
,

均为下带主要分子
,

缺失上带分子
;
向西至徐州开始出现上带 ; 再往西到丰

、

沛地区
,

上
、

下带分子发育齐全
; 继而至鹤壁地区

,

则显示上带繁盛
,

下带衰减的趋势
, 至最西部

的灵石等地
,

只见上带而未见下带分子
; 北部淄博和南部淮北 肖县

,

同样只见上带而普遍

缺失下带
。

以上变化规律均反映 了本溪期海侵先到达东部临沂
、

徐州地 区
,

以此为中心
、

向

北
、

西
、

西南三个方向逐步发展
。

另外
,

西北部太行山两侧有海湾与华北陆表海连通
`

少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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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岩相古地理特征

本溪期本区西和西南部为准平原化的陆相 风化壳堆积
,

在其外围分布有低缓的剥蚀古

陆
,

即西部的中条山古陆
,

南部的伏牛山古陆
、

霍丘古陆和蚌埠半岛等
;
东和东北部为华

北陆表海潮坪 (图 ! )
。

盆地东部可能与辽东地区的沉积盆地相连接
,

后因郊庐断裂破坏使

之不能连成一片
。

本溪期的沉积相和古地理面貌可划分为以下几个单元
。

1
.

准平原

环海靠陆
,

分布于峰峰
、

郑州
、

淮南及淄博以北地区
,

主要特征是缺少海相标志
,

也

很少有砂质沉积
,

几乎全为铁铝质泥质沉积物
,

是 G 层铝土矿和耐火粘土聚集的主要场所
。

G 层铝土矿属风化壳型沉积
,

多数是在陆地无水大气条件下生成的残坡积层 (红土层 )
,

经

河
、

湖水矣改造而形成优质铝土矿
,

具有陆生水成的特点
。

从含矿岩系的相序分析
,

属于

陆相准平原浅水洼地
一

河湖沉积
。

2
.

陆表海

本区陆表海为大片华北陆表海的边缘部分
,

由下列微相组成
。

` , ,
碱燮平 呈北北西方向

,

沿津浦铁路东侧展布
,

以徐州贾汪和鲁蒯晰尤为明显
,

主要 为开阔畅流的潮坪沉积环境
。

生物有姐
,

腕足
、

海百合等比较繁盛
。

沉积层上部主要

由灰白色纯灰岩夹少量灰绿色泥岩组成
,

部分地区亮晶生物碎屑灰岩比较发育
,

灰岩占全

组厚度的 50 %以上 ;
下部和底部以山西式铁矿和铁铝质泥岩为主

,

未见铝土矿
。

从沉积特

征结合相序分析
,

属前滨潮间带沉积环境
.

( 2) 灰泥坪 分布于临沂和丰沛以北广大地区
,

主要特征是泥岩多于灰岩
,

沉积物颜

色也相对较深
,

生物稀少
,

反映了比较闭塞滞流的后滨潮上带沉积环境
。

(3 ) 渴湖 主要分布在鹤壁
、

淮北和淄博等地
,

依陆表海边部发育
。

l) 鹤壁漓湖
:

分布在黄河和卫河之问的鹤壁娄家沟地区
,

并继续延至西部的陵川
、

焦

作一带
,

受中条山古陆阻隔
,

形成了近东西展布的漓湖
。

娄家沟一带为漓湖沉积中心
,

厚

度达 州 m
,

下部有近 ! o m 的灰白色石英砂岩
,

反映障壁砂坝的沉积特征
;
其上 3搜m 的黑色

泥岩则为障壁后渴湖沉积环境特征
。

黑色泥岩中夹有灰岩透镜体
,

并含有较多腕足
、

棘皮
、

姐类等海相生物化石
,

反映了该漓湖与陆表海时有连通
。

另外
,

在陵川和焦作西部
,

黄铁

矿层发育
,

也为渴湖沉积环境之佐证
。

2 ) 淮北渴湖
:

海水受蚌埠半岛的阻隔
,

在淮北市附近形式一个三角形的渴湖
。

中心部

位沉积厚度 30 一 4 0m
,

以富含链石和黄铁矿的黑色泥岩为主
,

缺少生物化石
,

反映了闭塞滞

流缺氧的漓湖环境
。

局部有铁质砂岩或含砾砂岩
,

同样反映为障壁砂坝沉积环境
。

3) 淄博渴湖
:

海水受淄博北部岸边准平原阻隔 (渤海湾
一

山海关古陆 )
,

在淄博洪山
、

安

上庄一带形成漓湖
,

沉积了数十米乃至局部近百米的黑色泥岩夹薄层灰岩和薄煤层的岩石

组 合
,

反映了闭塞渴湖向滨岸泥炭沼泽过渡的沉积环境
。

(们 障壁岛 本区的障壁岛 (滩 ) 沉积以淄博漓湖南侧新坟的障壁岛比较明显
,

其沉

积厚度为 15一 2 0n ,

卿 由石英砂岩组成
,

显示 了障壁砂坝的特征
。

该砂坝围绕淄博渴湖东南

边缘 [l寸I息时显
。

( 5) 富钾泥滩 分布在江苏丰县华山地 区
,

主要由富含微粒 ( < .0 00 l m m ) 钾林石的

泥岩夹灰岩组成
。

泥岩中钾长石含量高达 70 一 80 %
,

K Zo 达 12 一 15 %
,

个别泥岩中的 K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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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童竟达纯钾长石的理论数值
.

该矿床已勘探
,

为数亿吨的特大型沉积型钾长石矿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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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_

,

二
、

太原期岩相古地理

上石炭统太原组底部以晋祠砂岩或 E层铝土质泥岩与中石炭统本溪组分 界
; 顶部在徐

淮地区以第一层灰岩之上产海相动物 化石 ( D.kl 拟勿“
。 、 勿明 aI汀、 ,

、 ) 的灰黑色泥岩 (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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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相页岩
”
) 与下二叠统山西组分界

。

在豫西和晋东南以顶部富含 D
.

勿娜留
。
介
~

和大量

撇
. u如、 加哪帕。 ,

.sclt 四衅二 等海相化石 的拯 石灰岩 ( L
S
) 与山西 组分 界

。

全 组 以 含有

孙如。
·

。 .lt 。娜帕。 或与之相似的 尸凌
J
日止哪 (

加仰。
,

`。 带化石为主要标志
。

(一 ) 地层概况

本组地层厚度一般在 100 一 17 011 、 ,

徐州东南部及鲁西地区厚度多在 17 0一 ! 9 0m
,

临近

古陆或水下隆起区
,

厚度有减薄趋势
,

如沁水
、

平顶山
、

淮南一带
,

因受中条山和伏牛山

等水下隆起形响
,

沉积厚度 仅有儿十米
。

岩性以窗含海相 化石的深灰色灰岩和灰黑色泥岩夹薄层煤为主要特色
,

部分地区灰色

粉细砂岩较发育
。

泥岩和粉细砂岩中常含海绿石
、

菱铁矿和黄铁矿等
。

层内含较多植物碎

片及腕足
、

瓣鳃
、

棘皮等动物 化石
,

多呈定 ! ;11排列
,

分层聚集而构成生物条带
。

层理一般

以水平层理
、

微波状层理和透镜状层理
、

双向交错层理等潮汐层理明显
,

少见有海退作用

下的逆粒序层
。

指相元素 B
、

sr
、

iL 的含量偏高
,

G 。 、

B。 则相对较低
。

煤质具高硫低灰特

点
。

上述特征表明
,

泥岩
、

粉细砂岩及煤层均是海相环境沉移物
,

尤其是潮坪环境产生的

潮滩
、

潮遴
、

沙坝
、

海湾漓湖
、

泥炭沼泽等微相纵横丛生
,

为聚煤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
。

相序中的灰岩具有单层薄
、

层次多的特点
,

并以宫含生物碎屑的泥品灰岩为主
,

反映

了低能为主的沉积环境
。

局部砾状灰岩发育
,

为风毕影响下的产物
。

部分地区的灰岩中含

黄铁矿和优石
,

如晋 东南和豫西地区
,

属缺氧滞流环境产物
。

灰岩中以富含姐科化石为主
,

另外还 含有较多棘皮
、

腕足
、

有孔虫
、

牙形石和藻类及少量的苔鲜虫
、

介形虫
、

三叶虫
、

腹

足
、

上{} 胡
、

头足
、

瓣鳃等多利
,海相化石

。

灰岩层面常见有 枷 llr cyu
。
等生物遗迹和较多的生

物忧功构造
。

灰岩的层次及厚度
,

山南向北
,

山东向西呈有规律的递减
,

两淮地区的灰岩

址发
一

育
,

一般 9一 ! 3 层
,

总厚 60 一 70 m
,

占全组片度的 5 0一 70 % ; 而北纬 3 50 以北的晋
、

冀
、

件地区
,

灰岩的层数和厚度都急剧减少
,

总厚多在 30 m 以下
,

仅占全组厚度的 15 一 20 %
;
淄

博地区仅见有灰岩 1 层
,

总厚不足 10 。
,

西部峰峰
、

沁水一带
,

灰岩总厚也只十几米
。

由此

可见
,

太原期的海侵方向与本溪期类似
,

均是起 始东南
,

向西北方向逐渐侵入
。

(二 ) 岩相古地理特征

太原期海侵范 114 扩大
,

本区几乎全被淹没为陆表海环境
,

与南部淮阳古陆间也由海峡

式渐变为广海式连通
,

形成了古陆 l讨缘深海晒的古地理格局
。

陆表海呈向南微波状起伏
,

海

中水下隆起发育
,

乡仁有华山等残存岛屿出现
。

陆表海的微相有泥灰坪
、

灰泥坪
、

沙泥坪
、

泥

坪
、

宁少洲
、

海 尸丫等 ( l习 2 )
。

各相分述如下
:

1
.

泥灰坪 毗邻南部深海槽
,

展布于固始
、

确山
、

平顶山一带
,

主要 由灰岩 ( 40 一 60 % )

组成
,

次为泥岩
,

砂岩和煤层欠发育
,

丛本无可采煤
,

属潮间带沉积
。

2
.

灰泥坪 分布于郑州一徐州一带
,

主要山灰黑色泥岩 ( 50 一 70 % ) 组成
,

次为灰岩

、 3。师左右 )
.

夹少址粉细砂岩
,

含薄层煤数层或十几层
,

大部分不可采
,

唯徐州贾汪
、

九

里 山义安一带囚 其西部有丰沛沙洲存在有 2一 3 层可采煤层产出
。

灰泥坪为潮问带向潮上

带过刀变相沉积
。

3
.

沙泥坪 分布于北纬 35
。

以北 广大地区
,

仍以 灰黑色泥岩为主
,

灰岩则明显减少
( 10一约% )

,

而粉到【!砂岩相对增多 ( 30 %左右 )
,

构成 良好的聚煤环境
。

计形成薄煤层十多

哄
,

总厚 5一 10 m
,

有 2决 6 层可采煤或局部可采
,

单层厚 !一 2n 、 ,

局部 刁一 s m
。

此成煤环境

城潮上带沼洋相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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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岩次之
; 而丰沛沙洲相反

,

主要以砂质岩石为主
,

灰岩欠发育
; 至太行山

、

中条山则几

乎全为砂泥质碎屑岩沉积
,

极少有灰质
。

沙洲相沉积的砂岩以灰色
、

灰黑色粉细砂岩 为主
,

水平层理
、

微波状层理 发育
,

常含较多菱铁矿鲡粒和少量黄铁矿颗粒
,

并含较多植物根茎

碎片及头足
、

腕足类等动物化石
,

反映为大型障壁岛性质的沙洲环境
。

蚌埠沙洲和丰沛沙

洲因海侵频繁
,

对聚煤不利
,

缺少可采煤层
;
太行山沙洲则为良好的聚煤环境

,

形成 9一巧

层薄煤层
,

总厚达 10 一 ! 8n : ,

其中有 5一 7 层可采
。

7
.

海槽 主要指汝阳海槽
。

根据有关资料 ( 阎国顺等
,

19 8 8)
,

在汝阳古严庄发现一

套含有丰富深海浮游生物化石 (放射虫 ) 的硅质岩
、

粘土岩和黄铁矿层
,

但未见有正常浅

海的碳酸盐沉积
。

粘土层中夹有煤线
,

并富含有植物化石
。

结合构造
、

岩相分析
、

笔者认

为
,

该域是南部秦岭海槽伸入华北陆表海内部水体相对较深的海槽
.

三
、

矿产及其控制因素

根据地磁资料 (杨震宇
,

1 9 8 7 )
,

石炭纪华北地台处于北纬 4一 2 20 的范围
,

多属低纬度

亚热带湿热海洋性气便
,

为形成风化壳型铝土矿的良好气候条件
。

本溪期本区西部为环海

靠陆的准平原环境
,

其基底地层主要为奥陶系 (局部寒武系 ) 碳酸盐岩及细碎屑岩
,

普遍

含铝较高
,

为铝土矿的形成造就了物质基础
; 又经上奥陶世至下石炭世长期抬升侵蚀剥蚀

,

基底地形呈微波状起伏倾斜
,

排水条件良好
,

准平原化的岩溶洼地地形发育
,

为铝土矿的

形成
、

沉积
、

储存造就了更为有利的古地理环境
。

碳酸盐岩经长期而强烈的化学分解
、

风

化淋滤及脱硅化作用而形成优质铝土矿
。

华北地台上的 G 层铝土矿几乎都分布于环海靠陆

的准平原上
,

并直接受基底岩溶洼地的控制
。

但在木溪期海侵范围内
,

尚未发现具有工业

意 义的铝土矿层
,

仅为铁铝质泥岩或高硅低铝耐火粘土
。

但岩溶佳地中
“
山西式铁矿

”

却

相对 比较发育
。

由此看来
“
山西式铁矿

”

与 G 层铝土矿的形成机制有一定的差异性
,

前者

偏重海相为主
,

后者偏重陆相为主的沉积环境
。

中 l晚本溪期海侵扩大
,

海水连通性较好
,

海相生物繁衍丛生
,

出现了灰泥的潮坪环境
.

但由于持续 11寸问较短
,

沉积幅度较小
,

泥炭沼泽聚煤环境不甚发育
,

仅于某些渴湖边部沉

积有煤线
,

偶尔有可采的薄煤层
。

中晚太原期
,

海侵范围扩大
,

侵漫了伏牛 山等古陆
、

古岛
,

陆表海水体加深
.

沉积作

用主要受陆表海潮汐作用影响
。

脉动式的海侵导致煤层呈多层次
、

厚度小
、

分布面广而稳

定连续的特点
。

·

但频繁的脉动式海侵对聚煤也是一个不利因素
,

潮坪上的泥炭沼泽常受海

侵破坏和沉积中断
,

发育不 良
,

很难形成可采工业煤层
。

本文曾得到康承林同志的审改
,

倪琴
、

肖长清绘描图
,

谨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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