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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 J匕煤田南部新生界底部松散沉积物

沉积特征及古地理意义

严家平 王祯伟
( 淮南矿业学院 ) (煤科总院合肥煤研所 )

〔内容提耍〕 通过对淮北煤田南部新生界底部松散沉积的沉积特征研究
,

初步得出结论
,

位于

同一煤田的宿县矿区和临涣矿区的沉积物结构和矿物成份特征差别较大
,

导致这一差别的主要

原因是物源区与岩性的不同
,

以及古地理条件的差别
.

在临涣矿区
,

以石英
、

长石和少量碳酸盐

矿物组合以及以错石
、

电气石为主的重矿物组合
,

反映了来自于矿区北部的中性闪长岩岩体的

风化
.

而以含大量灰岩砾石
,

和以石英
、

健石为辅的碎屑组成则说明了宿县矿区东部
、

北部奥陶

系地层和煤系地层本身遭受了强烈风化
.

沉积物的复杂结构特征和矿物成份特征反映了基岩地貌南低北高
,

源区遭受的强烈物理风

化作用以及在短距离内快速搬运和多源沉积特征
。

关键词 松散沉积物 碎屑结构 古地理 淮北

1 引言

淮北煤田位于安徽省北部
,

含煤地层由上石炭统太原组
、

二叠系 山西组及石盒子组构

成
,

下中奥陶统为含煤岩系的沉积基底
。

中生代
,

聚煤盆广泛受到挤压
、

抬升
、

褶皱
、

断裂
,

并

伴随有岩浆侵入活动
,

从而使连续分布的煤田被挤压变形和风化剥蚀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

个井田或矿区 (图 1 )
。

新生代以来
,

特别是早更新世中期至晚期
,

整个淮北区域以沉降运动为

主
,

煤田上部广泛接受沉积
,

使厚度 50 m一 25 o m 的新生界松散层不整合分布于煤系地层之

上 [ ,〕
。

从水文地质角度
,

区内新生界由多个含
、

隔水层组成
,

其中位于新生界底部的含水层 (以

下简称底含 )分布广泛
,

富水性强
,

是影响下部煤层开采的重要不利因素之一
。

众所周知
,

孔隙含水层的富水性
、

径流条件不仅与含水层的厚度和产状有关
,

同时还与

组成含水层的物质成份和结构密切相关
。

基于这一观点
,

笔者在对研究区内底含的厚度
、

形

态及分布特征的研究基础上
,

分别对临涣
、

宿县两个矿区部分钻孔分别进行采样分析
。

对底

含中的砾石采用 了宏观结构特征研究
,

砂的形态结构及表面特征进行了扫描电镜分析
,

以及

碎屑物质的成份特征研究等
。

研究表明
,

煤田内不同矿区底含的物质成份和结构特征存在一

定差异
,

物源区和母岩岩性的不同是导致这一差异和水文地质条件的重要因素
,

研究结果还

对底含的沉积环境以及淮北一带早更新世的古地理有了进一步认识
。

. 本文 1 9 , 6年 一l月 2 6日接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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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碎屑沉积物的成份特征

2
.

1 砾石的成份

底含中的砾石岩性在不同的地区差别较大
,

从宿县和临涣两个矿区20 个测点中采样分析结

果来看
,

位于宿县矿区一带的砾石成份单一
,

以碳酸盐岩为主
,

约占砾石总含量的80 %以上
,

砂岩

和隧石质砾石含量较少
,

偶见石英质砾石
。

位于临涣矿区一带的砾石成份相对复杂
,

主要为砂岩

砾石
,

占砾石总含量的53
.

2肠
,

隧石质砾石占30 %
,

石英质砾石占1 4
.

6写
,

偶见灰岩砾石
。

2
.

2 砂粒的矿物组成特征

从砂层及含砾砂层中采集的样品进行薄片
、

重砂等分析
,

结果表明
,

位于上述两个矿区

底含的砂级碎屑物同样存在明显差异 (表 1 )
。

在宿县矿区
,

同样以碳酸盐矿物方解石为主
,

石

英含量较少
。

重矿物组份除表 1中所列的稳定组合外
,

还可见少量金红石
、

橱石和重晶石
。

在

临涣矿区
,

砂级碎屑则是以石英为主
,

并含有一定量的长石
.

长石遭到不同程度风化
,

部分只

能据其外形及微弱的光性特征加以鉴别
,

但亦有少数风化轻微而保存较好
,

镜下可见清晰的

卡纳双晶及两组解理
.

在靠近底部的个别样品中
,

岩屑含量较高
,

主要为粉砂岩岩屑
,

偶见碳酸

盐岩岩屑
.

重矿物组份除表 1列出的主要成份外
,

还含有摒石
、

斜黝帘石
、

角闪石
、

透辉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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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矿物组合特征
T a b le 1 C h a r此 et

r i s t lcs o f th e m i n e r a l a

sse m b la 忿璐 i n t let s t u d y a r
ea

矿矿矿 轻矿物组合合 重 矿 物 组 合合 粘土及其它矿物物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种种种类类 含量 ( % ))) 种类类 两极含量 ( % ))) 一般含量 (环))) 平均含量 ( % ))) 种 类类 含量量

宿宿宿 方解石石 7 0 ~ 9 000 磁铁矿矿 ? 2
.

5 8~ 7 9
.

9 222 6 0~ 7 000 6 2
.

5 555 水云母母 主主
县县县 石 英英 5 ~ 2 555 石榴子石石 1 0

.

9 9~ 4 2
.

8 222 1 0~ 3 000 2 3
.

2 555 方解石石 要要

矿矿矿 健 石石 少 量量 氧化铁铁 2
.

8 2 ~ 2 8
.

7 333 3 ~ 1 555 9
.

2 555555555555555555555
区区区 微斜长石石 少 量量 绿帘石石 1

.

5 2
, 、 7

.

4 222 1
.

5~ 333 2
.

9 555 水针铁矿矿 次要要

婚婚婚婚婚 石石 0
。

4 3~ 1
.

8 555 0
.

5 ~ 1
.

555 0
.

9 111 铁 白云石石石

电电电电电气石石 0
.

2 1~ 1
.

5 444 0
.

5 ~ 1
.

555 0
.

8 222 蒙脱石石石

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泥石石石

临临临 石 英英 6 0 ~ 9 000 氧化铁铁 1
.

4 0~ 7 0
.

9 000 1 0 ~ 6 000 3 0
。

2 777 水云母母 主要要

涣涣涣 长 石石 1 0~ 4 000 错 石石 9
.

6 0 ~ 7 6
.

8 000 2 0 ~ 4 000 3 1
.

3 888 蒙脱石石石

矿矿矿 碳酸盐类类 少 量量 电气石石 0
.

6 0 ~ 3 7
.

6 000 5~ 2 555 1 4
.

9 444 高岭石石石

区区区区区 绿帘石石 1
.

8 0 ~ ` 0
.

4 000 5 ~ 2 000 1 1
.

7 555555555555555555555
磁磁磁磁磁铁矿矿 0

.

3 0 ~ 1 1
.

6 000 1~ 777 555 绿泥石石 次要要

石石石石石榴子石石 0 ~ 1 1
.

8 000 1 ~ 666 3
。

9 999 石英 (粉粒 )))))

金金金金金红石石 0
.

6 0~ 4
.

000 1 ~ 333 2
.

1 555 方解石石石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云石石石

3 碎屑沉积物的结构特征

3
.

1 砾石的形态特征

根据对所采集砾石的测量和对球度
、

宽度和扁度的计算
,

可以看出
,

宿县矿区砾石球度

平均值大于 0
.

7
,

宽度一般在 0
.

94 一 1
.

01
,

扁度多在 1
.

42 ~ 1
.

48 之间
;
临涣矿区的砾石球度值

为0
.

“ ~ 。
.

72
,

宽度 0
.

92 一 1
.

0 4 ,

扁度值一般为 1
.

34 ~ 1
.

6 9 。

由于宿县矿区以灰岩砾石为主
,

性质均一
,

而临涣矿区以各种砂岩
、

隧石及灰岩多种成份混杂的砾石成份
,

故在砾石抗磨损

强度
、

化学风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

因此
,

宿县矿区的砾石无论在球度
、

宽度或扁度方面都比

较稳定
,

而临涣矿区的砾石则变化范围较大
。

根据 T
.

iZ n g g 砾石形态分类法
,

对所测砾石进行形态分类 (图 2 )
.

并得出临涣
、

宿县两矿

区不同砾石形态的相对含量 (表 2 )
。

表 2 不同矿区砾石形态特征简表
T a b l e 2 M

o r Ph o l o g y o f t h e g r a v e l s f r o m d i f f e r e n t m i n i n g d i s t r i e妇 l皿 t h e s t u d y a r
ea

矿矿 区区 砾 石 形 态 相 对 含 量 (沁 )))

等等等 轴 状状 扁 圆 状状 扁 棒 状状 片 状状

临临 涣涣 2 999 3 6
.

555 2 1
.

111 1 3
.

666

宿宿 县县 3 6
.

111 4 1
。

777 1 6
。

777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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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砂的结构及表面特征

底含的砂级碎屑物由粗
、

中
、

细
、

粉不同的粒级构成
,

砂的粒径与级配因地不同
,

时有变

化
,

但在所有矿区总体上表现为滚圆度差
、

分选性不好的结构成熟度
。

由于砂粒在砂层中以

混粒砂及混粒土为特征
,

在粒度分布特征方面
,

悬浮总体占主要部分
,

分选性差
、

粒度范围由

粗砂到细砂
。

标准偏差 (口 )在 0
.

7 ~ 0
.

8之间
,

偏度 (S K )在。
.

27 左右
,

峰度 (凡 )值多在 1
.

3以

上
,

大多具有不对称双峰或多峰性
,

反映了沉积物的多源
、

水流和速度多变
,

以密度流为主的

沉积特征川
.

根据对颗粒的扫描电镜分析统计 (表 3 )
,

碎屑颗粒呈棱角状和次棱角状者占 81
.

6 %
,

次

圆状者占 1 4
.

7 %
,

圆度较好者仅为 3
.

7 %
。

表 3 砂粒磨圆度统计表
T a b】e 3 S t a it s t ic s o f t h e r o u n d n . ` 5 o r sa 回 g ar l朋

饥饥
飞哭哭

粉砂一细砂砂 中粒一粗砂砂 粉砂一粗砂砂

粒粒粒 数数 百分含量量 粒 数数 百分含 ttt 粒 数数 百分含量量

棱棱角状状 1 888 3 666 1 333 2 222 3 111 2 8
.

444

次次棱角状状 2 777 5 444 3 111 5 2
.

555 5 888 5 3
,

222

次次圆状状 555 1 000 l 111 18
.

666 1 666 1 4
.

777

圆圆 状状状状 333 5
.

111 333 2
.

888

滚滚画状状状状 111 1
.

777 111 0
.

999

在部分石英颗粒的外形及表面特征上
,

不乏有贝壳状断口
、

机械撞击坑
、

溶蚀与沉淀的

特征
。

还有的颗粒在低倍镜下具有原来的形态轮廓
,

但以撞击坑为斜交点的斜交裂纹在 1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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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倍放大时清晰可见
。

上述现象表明少数形态呈圆状或次圆状颗粒并非本次搬运的结果
,

而

尖棱状碎屑
、

撞击坑
、

交叉裂纹才是本次搬运沉积作用的结果
。

4 松散沉积物结构成因及环境意义

根据上述碎屑沉积物的成份
、

结构及分布特征
,

笔者认为
,

研究区新生界底部的松散沉

积物有着复杂的成因类型和沉积环境
,

其中砂粒和 贝壳状断 口
、

锯齿状棱脊
、

密集分布的撞

击坑
、

擦痕等结构特征
,

以及石英
、

长石
、

碳酸盐岩并存的矿物和复杂的砾石成份表明了物源

区受到强烈的物理风化和剥蚀搬运作用
.

宿县
、

临涣矿区底含碎屑物质组成的差异以及较低

的结构
、

成份成熟度说明了这一沉积层形成的物质来源不同和复杂的搬运沉积条件
。

它们应

属于强烈风化剥蚀
,

短距离内快速搬运沉积的结果
。

其形成古地理类型应属于构造
一

剥蚀丘

陵地带的山前斜坡
.

第四纪松散沉积物的形成主要与气候
、

新构造运动
、

地貌及物源区岩性和分布有关
,

其

中前两者主要决定母岩的风化类型和风化作用的程度
。

新构造运动同时还影响到地貌形态
,

控制着沉积物的成因类型
、

厚度和平面分布
。

物源区的岩性与风化作用方式则直接影响到沉

积物的成份
。

由图 1可知
,

煤 田内松散沉积物的基底
,

分布着 以碎屑岩为主夹有泥岩和薄层碳

酸盐岩的煤系地层和以碳酸盐岩为主的奥陶系地层
。

在临涣矿区
,

基岩中还断续分布着燕山

早
、

中期的中性闪长岩侵入体 l[]
.

这些基岩的岩性在早期的风化剥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影响

了底含的物质组成
。

在古地理方面
,

上新世末期
,

区内地壳活动强烈
,

整个淮北地区隆起抬升 a[]
,

含煤地层在

一些背斜的顶部遭受剥蚀
.

其中煤田北部隆起幅度明显大于南部
。

早更新世中期
,

区内下降
,

遭受风化剥蚀后的煤田上部普遍接受沉积
,

并以成份复杂
、

结构成熟度较低的冲积一洪积相

沉积为主
。

由图3
、

4可见
,

研究区在底含形成期不仅表现为北高南低
,

而且地面坡 降较大 (约 2/

1 0 0 0 )
,

这就构成了底含除原地基岩以外的主要物质来源
。

在宿县矿区
,

底含中的大量的灰岩

砾石和以方解石为主
,

石英
、

健石为辅的碎屑矿物组成
,

说明了物质来源主要为矿 区北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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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奥陶系灰岩和煤系地层
。

而在临涣矿区以石英为主
,

含有长石和少量碳酸盐的轻矿物组

合
,

以及以错石
、

电气石为主的重矿物组合说明了位于矿区北部含煤地层
、

中性闪长岩侵入

体以及奥陶系地层的风化剥蚀同时成为该矿区底含的主要物质来源
。

大量的碎屑石英
、

长石

碎屑的存在表明了闪长岩同时遭受化学风化和物理风化以及近距离的搬运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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