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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湖盆沼泽化与泥炭堆积的模式

罗建宁 肖永林 苏俊周 邹培馨

(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 )

云南高原东部有较多的断陷盆地
,

其中多数还残存有湖泊
,

滇池湖盆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断陷湖泊
。

研究滇池湖盆沼泽化与泥炭堆积的模式
,

对云南百余个晚新生代断陷 盆地 中 泥

炭与褐煤的分布规律与聚积特征
,

以及对该类资源 的勘探与开发利用
,

将有直接 的指 导 意

义
。

共同进行野外工作的还有陈乐尧
、

庄忠海
、

陈正德
、

蒲兵等同志
。

在研究工作承刘宝浦

教授
、

李希劫总工程师的指导和帮助
,

还得到云南煤田地质勘探公司杜万荣
、

周义平等高级

工程师的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一
、

自然地理概况

滇池湖盆呈近南北方向展布
。

湖面海拔 1 8 86
.

5m ,

湖水面积 3。。
.

7 1 k m ’ 。

每年 6一 1。月为

容水量最大的时期
,

湖水面 上限水位可达 18 87
.

2 m
。

每年 l 一 5 月为容水量最小的时期
,

湖水

面下限水位为 1 88 5
·

7 5 m
。

一年内高水位与低水位差值为 1
.

45 m
。

湖水深一般为 3
.

5一 5
.

7m
,

平均水深 4
.

4m
。

滇池北部近东西向的海埂将其分为两个部分
:

北部为草海
,

又名青草湖
,

湖 中 水 草丛

生
,

沼泽化明显
,

湖水最深 ? m ,

自19 70 年围湖造 田之后
,

面积减半
,

约 为 9
.

3 6 k m , ,
海 埂

以南为外海
,

为滇池主体
,

面识 2 89
.

06 k m ’ ,

南端已发生沼泽化
。

湖岸线长为 1 63
.

2 k m
。

西

岸线平直
,

形似刀切
。

东与北岸由于入湖的河流带入了大量的泥砂
,

并有西南风的作用
,

使

湖岸的形态呈 鸟足形
、

尖头形
、

弧形
、

云朵形等
。

湖岸发育率为 3
.

1 4
。

湖水透明度一般在 0
.

2一 1
.

Om之间
。

湖水年平均温度为 16 一 1 7
.

0 2℃
。

湖水不具温跃层结

构
,

表层与底层湖水温差为。
.

1一。
.

5℃
。

湖水终年不结冰
。

区内气候温和
,

雨量适宜
,

属亚热带夏雨温凉气候
。

年均降雨量为 l o 3 4
.

4m m ,

最 大 为

1 5 0 3
.

2m m
,

最小为 8 4 6 m m
。

年均蒸发量为 16 s s
.

o m m
,

最 大 l s s s
.

o m m
,

最 小 z s o s
.

Zm m
。

燕发量大于降雨量
。

适宜的气候为区 内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山地植被的垂直分带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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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的分布与泥炭堆积层序

确
味料冬娜. . . 匆幼艰绍侧. 洲 , 麟落生愧 加触拳生姗曲!仲翻薄研究

,

计

亨拟附 . 一主“ . 种
·

其中沉水桩 . ’ ,种
、

, 浮桩 . 7种
、

根生浮叶植物 7种
、

挺水植物“种
、

. 以上
.
水生娜纽生二拼落在平面上的分布见图 1

,

其中自湖心翔翻岸大致可

. 扭

…
( 1) 裸水 t 耳带

, ( 2) 深水沉水植物群落组合带
:
主要有范草 群

口挤 .
, (” 抽藻位二接带

, ( 4) 注水沉水植物娜落组合带
.
主要有苦草群

绍花二
、

段叶值+ . 蕊 十全色稚 + 肠璐娜落
、

演油海菜花 + 红线草群落
、

马来

李林娜 , .. ( . , 撰生浮叶及 . 浮植物群落组合
,
主要育满江红 十 . 背萍 + 槐 叶萍 群

, ( 6 ) 握水植物样 , 组合带
:

葺盆
一

两扭葬群落
、

水葱 + 沼
二
一些植二落如轮蕊在草海形成面积较大的单优势种群

,

甚至在湖

图 l 演池水生植物群落分布示意图

一派水龙旅
: 2一盆草群 . , 3一犯尾草群落

: 4 一

特翻 . , , 5一普草禅 , , 6一云礴海案花醉落
: 了- 线 叶

, 十 一雌 十金鱼班 十组燕群落 , 公一润江红 + 分份坪 + 拢

玲 攀口 . , 9一李 氏禾 十荐菜 + 水盆称落
: 10 一落翻

一

两

. -…
11 一该池排莱花 + 红线草群落

; 12一马 来 限

子纽即井
, ” 一水珍+ 沼针蔺醉落

; “ 一芦 菊群落
; 15

一 . 孔位 ,

(据曲仲湘 ` 9 8 3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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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湖盆近代与现代的沼泽化均形成于水体的周 围
,

其中以湖泊与三角洲平原中的池
、

卜

塘沼泽化为主
,

仅部分为河流沼泽化
。

现将本区沼泽化的类型叙述如下
。

(一 ) 湖泊沼泽化型
:

其中又可分为 4 个亚类型
。

1
、

草海型
:
草海由于受海埂阻隔

,

形成近似封 闭的水域
。

流入区内的河流能量小
,

带

进的多为泥质物
。

湖底地形平坦
,

微向湖心倾斜
。

底质物含丰富的矿物质与养分
。

滨湖与河

口附近有呈丘状之小岛
,

其上长满水生
、

湿生或挺水植物
。

湖水清彻
、

溶解 氧 为 s m g l/
。

日

照条件好
,

水温适宜
,

有大量的水生与湿生植物生长
。

自湖心向湖岸呈有规律的分布
,

自中

心向东依次为 (图 2 ) (曲仲湘
,

李恒
, 2 9 5 3 )

:

( 1 ) 轮藻植物群落带
:

位于草海的中部区域
,

水深 1一 Zm左右
,

透明度 1一 1
.

5m
,

p H

值为名
.

2左右
,

溶 解氧高达 8
.

08 一 9
.

30 m g / 1
。

底质为黑色含丰富腐殖质的淤泥
,

含半腐 烂状

的植物线体
,

具铁腥嗅味
。

整个植株表面具钙质层
,

干后呈 白色的钙壳
。

(2 ) 沉水植物群落组合带
:

位草海浅水区域内
,

水体环境最适宜于水生植物生长
,

计有

①线叶范 十 狐 尾草 + 黑藻 + 金鱼藻 + 狸藻群落
:

在湖中广泛分布
,

沏水深度在。
.

s m 以内
,

底质

为灰黑色腐殖质淤泥
,

群落的种类多
,

生长密集繁茂
,

总覆盖度近 1 00 % ; ②苦草群落 :
主要

分布在水深 0
.

30 一 1
.

3 o m的滨湖与湖湾浅水处呈片状分布
,

湖底底质为灰黑色腐殖质 淤泥
,

含有螺壳
、

蚌和介形虫
,

群落繁殖很 旺盛
,

多系地下茎繁殖
,

覆盖度为 90 % , ⑧云南海菜花

群
: 主要分布于水深。

.

7一 1
.

8m范围内
,

沿轮藻群落带呈环带状分布
,

是一种大型沉水 固定

生长的植物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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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草海水生植物群落分布剖面示意图 (水平比例尺 1: 2 5。。 o )

图注与图 1相 同
.

吸据唐廷贵
、

19 7 5
,

修改 )

(3 ) 根生浮叶及漂浮植物群落组合带
:

分布于湖湾近岸地带
,

主要有
: ①李 氏 禾 + 若

菜 + 水鳌群落
:

呈水片分布
,

一般生长在水深 0
.

1一 o
.

25 m 范围
,

底质为灰黑色腐殖质淤泥
,

群落的总覆盖度近 1 00 % . ②若菜群落
:

有浮水和抓水两个结构层次
,

在上畏层较薄的 情 况

下
,

沉水层往往占有显要的地位
。

( 4 ) 挺水植物群落组合带
:

分布在湖岸边缘或沼泽小岛上
。

计有①芦苇群落
:

分布面

积较大
,

总覆盖度为 95 %
,

群落生活力很强
,

根系发育
,

生长繁茂
,

成为护岸群落
。

在湖中

有时形成芦苇小岛
,

常有耐阴性湿生草本植物伴生
, ②水葱一沼针蔺群落 :

分布在丘状沼泽

小岛或浮岛功级
。

在水中李拍
.

有机后主富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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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满江红 十 紫背萍 + 槐叶频群落
.

③李氏禾 + 若菜 十 水生群落等
。

护岸的芦苇群落 很 不 发

育
。

从图 1
,

2可见
,

草海的水生植物呈不对称的环带状分布
,

两侧植物群分布的范 围也 略

有差异
,

这主要受湖底地形控制
。

从图 2还可看出草海植物的演替规律是从水生植物向沼泽群

落方向发展
,

即从轮藻群落带 , 沉水植物群落带 , 浮叶漂浮植物群落带 , 挺水植物群落带`

小草地
。

随着水生植物的大量繁殖
,

或者由于沉积物的填平
,

或者由于三角洲的进积
,

或者

由予湖退
,

均可使湖水变浅
,

随之
,

沉水植物
、

浮叶与漂浮植物与挺水植物群落不断地向湖

区扩展
,

逐渐地形成连片的沼泽
,

堆积成富含有机质的泥炭层
。

根据上述植物演替规律可以

建立下述的泥炭层堆积理想序列
,

自下而上 (图 3) 为
: ①黑色富含有机 质腐 泥层 ; ②轮藻

闷

莎莎莎
努努努丢丢委昌昌
只只

`

,-- : l 一丁
目

之~ - : ,,

几几二 - 三二二三二三三

图 8 草海型泥炭层理想序列图

①一⑥的说明见正文

群落残体层
多
⑧沉水植物群落残体层

;

④浮叶
、

漂浮植物

群落残体层
, ⑥挺水植物群落残体层

。

经压实与脱水作用

之后就可形成裸露与埋藏的泥炭层
。

显然
,

在水下连续堆

积的条件下
,

水生植物在平面上的分带可以重叠在垂向序

列上
。

图 3反映浅水湖泊沼泽化 所生 成的泥炭层序列
。

这

类湖泊沼泽化
,

如果湖盆的缓慢沉降速度与沉积物的沉积

和生物生长的速度平衡
,

可 以形成很厚 的泥炭层
,

在云南

的晚新生代的断陷盆地中可见厚 150 一 20 Om的褐煤 层
。

如

果湖盆的沉降速度较慢或者沉积物与生物生 长的速度大于

湖盆的沉降速度
,

上述挺水植物带会向湖心蔓延
,

导至整

个湖泊的消失
,

并演化为沼泽
。

如果沏盆的沉降速度大 于

沉积物与生物生长的速度
,

原湖盆扩大
,

并可导至沼泽的

消失
。

这类沼泽化形成的初期
,

由于浅湖中部地形较低洼
,

水体较深
,

植物残体完全浸于水中
,

而且分解很慢
,

随着年复一年植物的生长与死亡
,

植物

残体便堆积了下来
,

植物堆积层逐渐地加厚
。

在湖岸带或小岛周
一

围
,

随季节的变化
,

湖水面

波动大
,

有机残体的分解速度比较快
,

植物残体的堆积速度慢
。

湖心与湖滨植物残体层堆积

速度的不平衡
,

导致水体的沼泽化的水面逐渐地趋于平坦
,

甚至使整个水体被植物残体与堆

积覆盖
,

并能联结成巨大的复合的沼泽体
,

达到沼泽化的高潮期
。

这就是泥炭或褐煤层在
·

个区域内可以对比的重要原因
,

也是含煤层可 以对比的依据
。

对沉积学的研究来说
,

大的复

合沼泽体所形成的泥炭层与褐煤层可以作为准同生沉积的产物
,

对恢复古沉积环境有重要的

意义
。

2
、

外海东岸型
:

外海位海埂之南
,

为滇池的主体
。

外海有开阔的湖面
,

受季风影响
,

每

年二至五月常有 自西南向北东方向的季风
,

风速一般为 2
.

l m /
s ,

最大 可达 ZO IIT / s 。

风对东湖

岸有强烈的影响
,

水体的环境与水生植物的发育情况与草海有明显的差异
。

现根据三角洲与

湖岸形态分为
:

( O 鸟足型三角洲 (图 4 )
: 主要位于盘龙江与宝象河入湖口附近

,

自湖心向岸边的

水生植物依次为 (图 5 )
:

①深水荒原 , ②马来眼子菜群落
,

生长于水深 1
.

6一 2。 之含 砾砂

质底床上
,

根系发育
,

总盖度 50 % , ⑧滇池海菜花 + 红线草群落
:

分布于分流间湾中
,

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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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犷石
,

之 、

区习

图 4

峡飞细砂层
:

`

巨习
2

1互习
3

11三已
`

、

压刃
,

盘龙江鸟足型三角洲与湖岸沼泽化示意图

2
.

粉砂质泥层
,

’

3
、

泥层
, 4

。

泥炭层
. 6 , 水生匀涅生挂钧

一



8 岩相古地理

1一 1
.

6m
,

底质为灰色粉砂质泥 , ④挺水植物群落带
:

主要为芦苇群落
,

为含砾沙地
,

沿湖岸分布
,

其生活力强
,

干高大而茂密
,

根系盘根错节
,

的作用
,

常伴生有湿生植物群落
。

分布面积大
、

底质

对防护湖岸起很大

诵
奋

舒
-

一
二`
~

E

19 86
.

5 一 一
-

一
一钧嘛

面一一一二鲤澳浮单二扛 沃落花

10 83
.

5 --t 竺荞万

1
L

.

_ _ _
_ _ _ 一 _

_ _

_ _

沙沙杯杯华下夕
飞飞

111 44444

图 5 滇池外海东岸水生植物群落分布示意图 ( 水平比例尺 1 : 25。。。 )

图注与图 1
_

相同 (据唐廷贵
、

19 7 5
,

修改 )

在鸟足状三角洲分流间湾内
,

一般水深为 1
.

5一 2
.

5m
,

其中有较多水生植物生长
,

靠 岸

有大量挺水植物
,

底质为含泥粉砂
。

由于分流间湾里风浪较小
,

适宜水生植物大量生长
,

可

形成较厚的植物残积层
,

浅孔中可见 2一 3m厚的泥炭层
。

外海东岸
,

由于风浪的影响
,

不利于水生植物的大量繁殖
,

因此
,

不易形成 连 片 的沼

泽
,

但在分流间湾内
,

可以形成较厚的泥炭层
。

泥炭层与沼泽侧向相变为朵状的砂体
,

沼泽

与泥炭层的平面与剖面特征 (图 4 )
。

沼泽与泥炭层的分布与扎状侧坎耳行
,

析坎厂厚
,

剖

面上位两个指状砂坝之间
。

(2 ) 云朵状
、

尖头状与弧状三角洲和湖岸 (图 1) , 水生植物与鸟足状的相似
,

但受湖

浪与风的影响大
,

水生植物更为稀少
。

外海东岸水生植物群落平面分布见 图 1
。

从浅湖部位向湖岸的演替规律依次为
: 马来眼

子菜群落 ( 1 2 ) ` 滇池海菜花 十红线草群落 (1 l) , 芦苇群落 ( 1 4 )
。

含泥炭沉积层的堆积

序列自下而上为 (图 6 )
: ①浅灰

、

灰绿色泥层
,

含螺与蚌
; ②灰绿色粉砂层

,

含较多螺与

蚌
,

含马来 眼子菜群落残体的团块与碎片
, ③灰黄褐色细砂

,

含螺
、

蚌碎片
,

具滇 池 海 菜

花
、

红线草群落残体的团块
、

碎片与根茎
, ④灰色含砾砂层

,

具中型砂纹层
,

含芦苇植物群

落碎片与根
、

茎 , ⑥为泥炭层
。

3
、

滇池西岸型
:
湖西岸

,

岸线平直
、

背风
,

而且入湖的河流很少
,

所以湖底 砂 质 带

窄
,

水生植物茂盛
,

呈明显的带状分布 (图 1 )
。

这个地 区主要发育深水沉水植物群落带
,

计有范草和狐尾草群落等
,

其向湖心 伸 展 很

快
,

成为先锋群落
。

水生植物群分布见 图 1 与图
一

7
。

植物残体堆积层序 自下而上 (图 8) 为
:

①灰揭色泥层 , ②范草群落残体层 , ⑧狐尾草群落残体层
, ④线叶范等群落残体层 , ⑥曹蒲

等群落残体层 , ⑧满江红等群落残体层
。

本类型植物残体完全浸于水中
,

分解很慢
,

新生的植物在死亡的植物残体上生长
,

可形

成较厚的泥炭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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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滇池外海东岸含泥炭沉积层序列 图 8 滇池西岸植物堆积序列示意图

①一。 的说明在文内
,

⑥为泥炭层 ①一⑥的说明在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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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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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碑池西岸水生植物群落分布示意图 ( 水平比例尺 1 : 25。。。

图注与图 1相同 (据唐廷贵
、

l盯 5
、

修改 )

4
、

海 口以南型
:
自从近代疏通蝗娜川为滇池出口之后

,

海口以南的湖区水动力发生较

大的变化
,

逐渐形成相对封闭的水域
,

沉积物为滇池内最细的粘土
,

加上湖区 内受河流与湖

浪影响少
,

光照充足
,

周围为产磷地层
,

河流带进丰富的矿物质
,

使水生植物大量繁殖
。

正

在向沼泽化发展
,

自浅湖向湖岸依次可见 (图 1 )
: ①范草群落 ( 2) , ②狐尾草群落 ( 3) ,

③城池海菜花 十 红线草群落 ( 1 1 ) , ④芦苇群落 ( 1 4 )
。

综上所述
,

草海与海 口 以南为水生植物大量繁殖地区
,

为沼泽和泥炭地的形成创造有利

的条件
。

城池西岸型也利于沼泽与泥炭的形成
,

但分布面积小
。

东岸型只能形成零星的沼泽

与泥炭地
。

( =) 湘浪与* 上三角洲平原沼泽化型
:

滇池东岸广大的湖滨地带与入湖河流形成的水

上三角洲部分有较多的池塘
、

集水洼地
、

分流间沼泽 (图 4 ) 及河流改道
、

闭流或 堵 塞 区

启 . .
加 勺分 .

.

. .
.

占 ` 」 , d
` .一 J 七, .’ _ ` ` 吐 王一 .

_ . , . 二 , J 二̀ , , , 户 卜 . , r 产 ~ r` J舟 , `注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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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河流沼泽化
.
在现代与近代盘龙江流域内可见

,

但经人工的改造和利用
,

也很难

找到原始的生长状态
。

这种类型的沼泽发生在水较浅的蛇曲河废弃河道或河漫滩的积水注地

内
,

往往先从水底与岸边生长大量的水生与湿生植物开始
,

然后逐渐地蔓延以至连结成片
。

三
、

滇池湖盆的泥炭地与泥炭聚积的模式

滇池湖盆的泥炭地主要分布在草海周围与外海北东部与南部的广大湖滨
、

湖湾与三角洲

地带
,

在盘龙江及一些河流的两侧也有零星的分布
。

泥炭是一种沉积的有机质
,

特别是原地

型泥炭的生成条件与相伴生的或相邻地区的碎屑物的沉积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

根据赋存泥炭

层的碎屑物的沉积相与环境
,

可将本区的泥炭地分为
:

(一 ) 草海型泥炭地
:

为区内最主要的泥炭地类型
,

现据草海中部 B k Z 钻孔资 料 (图

1 )
,

其沉积物在垂向上的沉积序列自下而上 (图 9 )
:

①浅褐灰色细砂与暗灰色泥质粉砂

霎
泥
盆君

一一 一 一
,,

易易易
月月 浅浅

②②②②②

{{{{{{{{{

一一 :一几一(
·

lll
远立立

图 9 草海型泥炭地沉积序列

①一L说尹彭文中

呈薄互层 , ②下部为深褐灰色泥层
,

上部为

暗绿灰色泥层
, ③褐黑色腐泥 层 夹 泥炭条

带
, ④褐黑色泥碳夹碳质泥层 , ⑤褐黑色泥

炭层
,

碳同位素年龄值为离今 1 12 2 5士 16。。 ,

⑥深灰
、

褐黑色腐殖质泥层 ; ⑦褐黑色腐殖

泥层夹泥炭条带与薄层 , ⑧褐黑色泥炭层 ,

⑨暗灰色含粉砂质泥层 , L揭黑色腐殖泥层

夹泥炭细薄层 ; @褐黑色泥炭层 , L暗褐灰

色腐殖泥层 , L褐黑色炭层 ; L揭黑色腐殖

泥层 , L褐黄色泥炭层 , L围海 造 田 填集

土
。

其中①为远端砂坝亚相 , ②为稍具封闭

的浅湖沉积环境 , ③
、

④浅湖开始出现沼泽

化 , ⑥浅湖逐渐消失并变为沼泽
,

有大量的

植物残体堆积层
,

并形成泥炭 , ⑥湖浸逐渐

扩大
,

原来的沼泽消失
,

变为浅湖沉积 , ⑦

浅湖又开始发生沼泽化
,

植物堆积在水面之

下 , ⑧浅湖变为沼泽
,

形成泥炭层
,

据邻近

钻孔相当层位的 “ C 年龄 为 离今 g 0 0 0 a
左

右 ; ⑨湖浸逐渐扩大
,

受分流河影响带进较

多的粉砂 , L浅湖湖湾开始发生沼泽化 , @

浅湖沼泽化时期
,

据邻近钻孔相 当 层 位的
, ` C年龄为离今 3 0 0 a0 左右 , 吵湖浸 再 次扩

大
,

为浅湖或湖湾沉积
,

L为沼泽化时期
,

据邻近钻孔
’ 弓C 年龄为 1 8 0 0 a

左右
,
@ 一L

为多次湖水面积扩大与浅湖或湖湾沼泽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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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进行
。

从图 9 的草海型泥炭地晚更新世以来的含泥炭层的垂向序列
,

可以大致了解该区浅

湖或湖湾沼泽化时期及变化
。

; (二 ) 演湖型泥炭地
:
分布于滇池东侧

,

沉积序列以滇科 1 孔为例 (图 1 0) 自下而上为
:

①暗绿灰色粉砂层
,

含较多小螺
,

偶见小砾石 , ②浅草绿色细砂层
,

见平行层理与 小 型 砂

波
,

砂粒成分均匀
,

分选好
,

其中见直立植物根茎残体 , ⑧揭黑色泥炭层 , ④浅灰色含砾粗

砂层
。

其中①为滨湖粉砂带亚相 ; ②为滨湖砂带亚相
;

③为湖滨沼泽亚相
。

这种类型泥炭层

薄且不稳定
,

呈透镜层
,

向两侧相变为砂层
。

与滇池外海东岸的沼泽化沉积环境相似
。

(三 ) 分流间海型泥炭地
:
位进积型三角洲之鸟足之间的湖水面之下的地区

,

这里受湖

浪与河流影响小
,

适宜于水生与挺水植物大量生长
、

繁殖
,

并堆积成泥炭层
。

沉积物自下而

上的层序 (图 1 1) 为
: ①橄灰色粉砂层夹泥质条带 , ②浅灰色细砂层 , ③暗褐色泥层 , ④黑

揭色泥炭层 , ⑤暗绿灰色泥层
,

含菱角与植根
,

具菱铁矿结核 , ⑧褐黑 色 碳 质泥层 , ⑦褐

灰
、

深灰色泥质粉砂层
,

含菱铁矿结核
。

其中①
、

②为河口砂坝亚相 , ③
、

④为分流 间湾亚

相 , ⑤一⑦陆上三角洲洪泛平原亚相
。

袭
,
容若恶

妮
、

二 粉 细
炭 况 砂 砂

③④

⑥⑦。④
ó

②②①

图 10 滨湖型泥炭地

1一 4说明在正文中

图 11 分流间湾型泥炭地沉积序列

1 粉砂层 ; , 细砂层
, 3 泥层 ;

4 泥炎层 ; s 其植物根泥层 ;

. 砚质泥层 ; 7 含菱铁矿结核泥层

这类型的泥炭层不厚
,

在剖面上呈透镜状
,

向两侧与粉砂
、

细砂层相变
,

泥炭层分布范

围较小
,

其长轴与指状砂坝平行 (图 4 )
。

此外
,

在两个三角洲之间的湖湾
,

如大观楼湖湾
、

马村塘湖湾均有泥炭层发育
,

厚度最

大可达 6 m 以上
。

(四 ) 防上三角洲平原泥炭地
:

陆上兰角洲平原系指平均湖水面以上的陆上环境
,

这个

地区有较多的泥炭地
,

主要有
:

( 1 ) 分流间泥炭地
: 一般为地势低洼区

,

为常年或雨季期 1’of 的积水区或地表水分含量
」汗盛亡

, 毖 n J J与 J址 之口 口魂 吕二刁 占与 , t 一
六 j 性卜 目司 .一 袱” 」` 卜 , _

么 L , , 声
,

. `
.

一一
J 一一

.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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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深灰色含菱角残体的碳质泥层 , ③浅灰色泥质粉砂与粉砂

质泥呈纹层状互层
,

具较多直立植根残体 , ④褐黑 色 泥 炭

层 , ⑤深灰色碳质泥层 , ⑥浅灰色含直立植根之粉砂质泥与

泥质粉砂纹层
。

其中①为陆上三角洲洪泛平原亚相
; ②池塘

沼泽亚相 , ③陆上三角洲洪泛平原亚相 , ④
、

⑤池塘沼泽亚

相 , ⑥洪泛平原亚相
。

本类型的泥炭层较薄
,

泥炭层中常有砂
、

泥薄夹层
,

泥

炭中含较多陆源碎屑
。

(2 ) 废弃河道泥炭地
:
在河流的下游或由于分流 的 退

化
、

废弃与改道
,

使旧河床成为滞水区 (图 4 )
,

堆积了较

厚的灰黑色腐殖质淤泥与泥炭层
。

这种类型在盘龙江三角洲

上有一定分布
。

泥炭层的厚度较大
,

但呈条带状分布
,

与湖

岸线呈近垂直方向展布
。

(五 ) 冲积平原泥炭地
:
在盘龙江中游流域河床侧旁可

见
,

可分为
:

( 1 ) 河漫滩泥炭地
:
泥炭层形成于边滩沉积序列的顶

部
,

自下而上的沉积序列为
: ①灰色砂砾层

,

可见大型斜层

理
,

层厚 0
.

5一 l m , ②灰色具板状交错层细砂层
,

厚 1一 Zm ;

③灰色粉砂层
,

具小型交错层
,

厚 1
.

5一 Zm , ④灰色粉 砂质

泥与泥质粉砂呈细互层
,

含直立植根
,

具较多菱铁矿结核
,

厚 1
.

5一 Z m , ⑥ 黑色碳质泥层
,

厚 。
.

3一 o
.

s m , ⑥灰黑色泥

。

呵
一

兰竺丁 )

图 12 陆上三角洲分流间

泥炭地沉积序列

1 具植根之粉砂质泥与泥 质 砂

层 ; 2 碳质泥层 ; 3具植根 之 泥 与

砂层 ; 4 泥炭层
; 碳质 泥 厦 ; 5其

植根之泥与粉砂层

炭层
,

厚 0
.

2一 3 m
。

其中①层为河床滞留砾石亚相 , ②
、

③为河漫滩亚相 , ④
、

⑥为洪泛平

原亚相 , ⑥洪泛平原上沼泽化之洼地
。

泥炭层在平面上呈长条状
,

剖面上呈透镜状
、

豆荚状

等
,

其长轴方向与河流的总流向近一致
。

泥炭层的厚度较大
,

具较多碎屑岩夹层
,

泥炭地的

大小受河流边滩的宽度
、

洼地的大小与充水情况控制
,

一般范围小
。

(2 ) 废弃河道泥炭地
:

分布于盘龙江旧河道上
,

分布面积小
。

泥炭层在平面上呈弧形
,

蛇曲形
、

长条形等
,

在剖面上呈透镜状
。

泥炭层厚度较大
。

泥炭地 的大小与规模决定于河流

的规模与河床的稳定性
。

(六 ) 沟
、

谷洪
、

冲积泥炭地
:

在滇池西岸与盘龙江河谷两侧
。

泥炭层的 顶
、

底 板 为

冲
、

洪积物
,

规模较小
,

分布零星
。

综上所述
,

将滇池湖盆的泥炭地与泥炭聚积模式归纳为图 1 3
。

四
、

泥炭形成的时期

据部分钻孔的泥炭层“ C 年龄测定并参考古地磁与抱粉等方面的资料
,

初步把本区 泥 炭

形成时间划分为四期
:

1
.

更新世末期
:
大约离今 1 86 0 0一 1 2 0。。。之间

,

在草海及周围均有泥炭层分布
,

大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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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湖沼泽与泥炭聚积模式

1一湖相沉权
, 2一三角洲与滨湖沉积

4一洪
、

冲积沉积

3一曲流河一泛滥平原沉积

I一草海纽泥炭
,

沼浮
; I 一三角洲与滨湖型泥炭沼泽

F一冲洪积型沼泽 (据肖永林
,

19 8 6
,

修改 )

I 一曲流河一泛道平原型泥炭沼译

当于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之前
,

泥炭层厚0
.

6 5一 Zm
,

其下伏主要为褐黑色炭泥层
,

泥炭层中

的抱粉以 P犷n u s
占绝对优势

,

部分 为 C u p r e s s a e e a e ,

N y m p h a e a e e a 。 ,

A吞f e :
,

Q u e r c u : ,

L Il i
a e e a e ,

T s “ g a
等

。

2
.

早全新世
:

离今 1 0 0 0。一 8 0 0 a0 之间
,

主要分布于草海周围
,

其为第四纪最后一 次 次

期结束之后
,

气候开始转暖时期形成的
,

泥炭层厚 0
.

2一 2
.

5 m ,

主要含尸 i 。 “ : ,

C
o P ; 。 ss au eQ

,

N 夕沉P h
a e a c e a ,

p o
l y p o d ` u 。 ,

Q u e r e u s ,
A r a l`a等抱粉

。

3
.

中全新世晚期
:

离今 3 0 0 0 a
左右

,

本区气候适宜
,

利于大量水生与湿生植物生长
,

泥

炭层厚 l一 2
.

6m
,

抱粉含量较少
,

主要有 p i n u s ,

K e t e l e
e r `a ,

P o ly p o d f u , n ,

L y e o p o d i
。 ” 了 ,

N 夕m P h
a e a “ e

。

4
.

晚全新世
:
自离今 1 8。。 a

到现代
,

本区又有一次规律比较大 的沼泽化过程
,

为 本 区

主要的泥炭形成期之一
。

泥炭层厚 0
.

6 5一 5
.

2 5m 其 中 含 p i n o s ,
R a 。 。 ” e u l。

,

G r a m 。̀ e a 。 ,

T s u 夕a ,

T
a 戈 o d i u m ,

A I。 “ s ,
P o l夕

一夕 o n u ,
P t e r i s

,
P o l夕P o d i u s

等抱粉
。

区内泥炭可分为两类
:

①裸露泥炭 : 呈褐
、

褐黑色
,

饱含水分
,

具纤维状
、

海棉状
、

土

状等结构
。

所含植物残体保存较好
,

主要为水葱
一

芦苇泥炭
、

水葱泥炭与芦苇
一

水葱泥炭
。

②

埋藏泥炭
:

呈黑揭色
,

质地松散
,

含较多水分与大量植物残体
,

泥炭显微硬度为 9
.

s k g /m ln Z 。

泥炭层一般 2一 4层
,

累积厚 0
.

3一 s m
,

单层最厚为 6 m
。

总体上层位 比较稳定
,

泥炭层累积厚

磨答洁烤 m 阂 1通



岩相古地理 ( 1)

图 14滇池北与北东部泥炭层等

厚线图

1一泥炭地分布区界线
; 2 一泥

炭层爪积等厚线 (单位
:

m、

水分条件是沼泽与泥炭形成的首要控制因素
。

滇池湖盆的沼泽与泥炭主要分布于滇池北
、

东

湖水面与水上的交替部位
。

显然
,

沼泽的形成与发育情况
,

一

与盆地内水分平衡的各种要素有

直接的关系
,

而盆地内水分的分配则与气候条件
、

构造活动状况和沉积环境有关
,

因此
,

沼

泽与泥炭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植被对自然因素的改变的反应是很

敏感的
,

植被的改变
,

往往反应 自然 因素的改变
,

所以
,

沼泽的形成
、

发展与演化往往反映

一个地区古地理与沉积环境的演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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