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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石炭系清水
、

浑水沉积交互的模式初探
’

王宏伟

(中国矿业学院地质系 )

地史时期中
,

清水与浑水沉积交互的现象非常普遍
。

这一沉积特征已引起 了煤沉积学工

作者的兴趣
。

华北石炭纪含煤岩系中的碳酸盐清水沉积常常受到陆源物质的强烈干扰
,

碳酸盐台地

的存在与海水进退
,

古陆的
“

活跃
”

程度及沉积区
、

物源区的地形地貌等因素密切相关
。

在以

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

台地或被陆源碎屑完全占据而消亡
,

或与之共存
,

在横向上犬牙交错

形成了华北中晚石炭世陆表海清水
、

浑水沉积交互共存的复杂古地理景观
。

位于华北北部的准格尔煤田是清水浑水交互最激烈的地区
,

煤田南部发育的五层石灰

岩均在煤田 内尖灭
,

为浑水的陆源碎屑岩所取代
,

是研究这一问题的理想地区
。

本文在对河

南
、

山西
、

内蒙等地的一些石炭系剖面相分析的基础上
,

通过对准格尔煤田石炭纪含煤岩系

岩性
,

岩相及其变化特征的重点研究
,

提 出交互模式的初 步设想
,

为在华北巨型聚煤 区内探

索沉积规律提供有益的资料
。

一
、

华北石炭系岩性
、

沉积相及其变化特征

中石炭世本溪组岩性可分为两部分
,

下部为铁铝质沉积
,

上部主要是清水与浑水的混合

沉积
,

由石灰岩
、

泥岩
、

粉砂岩及砂岩
、

煤线组成
。

其岩性
、

岩相具明显的变化规律
,

东部徐州
、

天津
、

济南一线
,

以石灰岩为主夹细碎屑岩
,

向西灰岩减少
。

岩性分布在南北方向亦有变化
,

南部豫西
、

淮南一带
,

本溪组厚度小
,

以铁铝质沉积为主
,

灰岩不发育
,

向北至准格尔煤 田
、

平

塑煤田一带
,

本溪组上段石灰岩达 “ 一 3 层
,

甚至占有明显优势
,

其间仅夹少量细碎屑岩
。

通过分析本溪组沉积特征
,

笔者认为浑水的陆源碎屑沉积主要形成 于泻湖
,

潮坪环境

中
。

石灰岩不具潮汐作用的标志
,

而发育一套指示较沉水的遗迹化石组合
,

如动藻迹 (枷砂犷
。 。 )等

,

一般形成于潮下较深水的局限或开阔台地环境中
。

碎屑岩沉积区距物源区近
,

之外

逐渐过渡为清水的碳酸盐沉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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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太原组沉积剖面略图 (据《中国煤田地质学 》
,
1 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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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石炭世太原组主要的岩相类型包括
:

含丰富海相动物化石并常发育丘状交错层理的

纯灰岩相和不纯灰岩相
;
泻湖成 因黑色泥岩相

; 潮坪成因的薄层互层砂岩
、

泥岩相
、

砂岩相
、

泥炭坪相及堡岛成因的厚层砂岩相
。

其岩性变化的规律是
:

南部以纯灰岩及不纯灰岩为主
,

向北灰岩减少
,

碎屑岩增加
,

在准格尔煤田中部
,

太原组中石灰岩全部尖灭
,

相变为含碗足动

物化石的泻湖相泥岩 (图 x )
。 。

晚石炭世太原组沉积时
,

华北地势平坦
,

潮坪
、

泻湖广布
,

在南部 (豫西一准南一带 )
,

碳

酸盐台地相对持续发育
。

太原组形成早期
,

随海水进侵
,

台地面积迅速扩大
,

甚至一直延伸至

北部
,

形成了大面积的清水沉积
。

近陆源区的潮坪
、

泻湖及堡岛环境为陆源碎屑沉积占据
,

远

陆源区的台地环境为清水碳酸盐沉积占据
。

当海水退却时
,

陆源碎屑潮坪
、

泻湖
、

堡岛迅速向

南推进
,

台地大面积消亡
,

退至南阳
。

当海水进侵时
,

陆源碎屑沉积向北退却
。

在海水进退及

物源区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华北 中
、

晚石炭世清水
、

浑水沉积交互共存的特征
。

二
、

准格尔煤 田本溪组
、

太原组岩性
、

沉积相组合及其变化规律

准格尔煤 田地处 内蒙古 自治区伊克 昭盟准格尔旗东部
,

其南北长约 57 加
` ,

东西宽约

26 肋、 ,

为一面积约 17 3 0 平方公里的石炭二叠纪煤田 (图 2 )
。

区内发育的含煤层有石炭世本

溪组
、

晚石炭世太原组及早二叠世早期山西组
。 `

石炭纪本区处于泻湖
、

潮坪
、

堡岛为主的环境格局下
。

是华北陆表海的一部分
。

本溪组

沉积中发育三层石炭岩 (一灰
、

二灰
、

三灰 )
,

由煤田南部向北层数减少
,

并在北部尖灭
。

太原

组沉积中发育两层石灰岩
,

(四灰
、

五灰 )
,

仅发育煤田 南部
,

向北很快尖灭
,

为碎屑沉积所取

代
。

1
.

本溪组上段

本溪组上段沉积在南部以石灰岩为主
,

总厚可达 6lt] 之上
。

含蜓
、

珊瑚
、

腕足动物化石
,

其同位素 z 值大于 12 0
,

指示正常海相环境的沉积
,

石灰岩通常分为上
,

下两层
,

其间夹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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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泻湖相和 潮坪相沉积
,

有些地方下层灰岩 又可分为两层
,

使灰岩总数达三层
,

石灰岩中发

育有遗迹化石动藻迹 (枷砂那o8 )
、

丘状交错层理
。

不具潮汐作用的标志
。

主要是潮下较深水的

沉积
。

在煤田中部
,

一二两层灰岩均为泻湖相泥岩所取代
,

三灰持续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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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本溪组上段沉积期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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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田中部则以潮坪相沉积为主
,

夹泻湖及堡岛

相沉积
。

本溪组上段地层的岩性及沉积相的变化是很有

规律的
,

这一变化悦了窄受沉积环境的制约
。

由本溪组

上段沉积期岩相变化 (图 3) 可见
,

煤 田南部以台地代沁
J 。境 为主

,

向北有长边状 的泻湖一台

地相区分布
。

形成 了石灰岩及泥灰岩沉积
。

在泻湖一台地相区以北则过渡为浑水的泻湖
、

潮

坪
、

堡岛环境
,

形成了一套碎肩宕沉积
。

以上分析表明
,

本溪组上段的石灰岩主要形成于台地浅海环境
,

主要发育于煤 田南部
。

向北由于受陆源碎屑的干扰
,

台地消亡
,

为陆源碎屑浑水的潮坪
、

泻湖
、

堡岛环境所取代
。

这

两种环境的取代是逐渐过渡的
,

所以在台地相区与浑水的陆源碎屑沉积区之间
,

一般均发育

有一个过渡相区即
:

泻湖一台地相区
,

在该相区内海水 已开始变浑
,

陆源干扰的强度增大
,

往

往形成泥灰岩或钙质泥岩沉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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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本溪组上段浑水与清水沉积过渡关系具体见图 4
。

2
.

太原组第四层灰岩

太原组第四层灰岩主要分布于南部区
,

向北逐渐过渡为泻湖相泥岩
,

其相变的特点与本

溪组上段灰岩的相变特点基本相似
。

如图 5 所示
,

在太原 f’lI !
’

弓灰沉积期间
,

清水的台地环境仅位于煤田南部
。

中部为陆源碎

屑 泻湖 及堡 岛环境 所据
,

北 部 区为 潮坪
、

泻湖 环境
。

在这 一环境 格 局下形 成 了四灰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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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期清水与浑水沉积交互共存的现象
。

三
、

沉积模式初探

本区清水
、

浑水环境交互的特点是
:

在近陆一侧发

育陆源碎屑泻湖
、

潮坪
、

堡岛环境
,

远 离陆地一侧逐渐

过渡为半浑水一清水台地环境
。

海域地貌特征对清水
、

浑水沉积交互有较大影响
。

在近陆一侧
,

地形起伏较

大
,

堡岛泻湖多重出现
,

使得大量陆源物质被阻拦并被

容纳于此
,

其外水体变清
,

发育清水沉积
。

据以上研究
,

在考虑前人有益模式的基础之上
,

针对陆表海条件 卜防 你。刊肖宕和嫉眼盐

岩交互并存的特点
,

提出交互沉积模式 ( 图 6 )
,

简述如下
:

据本区沉积特征可以划分出三大相区
。

I 陆源碎屑相区

该区主要为浑水陆源碎屑岩
,

包括 了潮坪相
,

泻湖相
,

堡岛相叭

1
、

潮坪相

其岩性主要为泥岩
,

薄层砂岩
、

泥岩互层
,

发育单粘土层
、

条带状层理等潮汐层理
。

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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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化石针管迹 ( s k o li th os )等
。

2
、

泻湖相

以黑色泥岩
、

页岩为主
,

夹粉砂岩薄层
。

常含腕足等海相动物化石
。

发育水平层理
,

透镜

状层理及小型浪成波痕
、

黄铁矿结核
,

菱铁矿结核
。

偶见遗迹化石动藻迹 (枷户匆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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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源碎屑岩与清水碳酸盐岩交互的沉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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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为楔形或透镜状石英砂岩
,

常具向上变粗的反粒序
,

发育冲洗交错层理
,

平行层理及入

潮 口
、

潮道内形成的双粘土层
,

见有针管迹遗迹化石组合
。

n 混合相区

是清水和浑水的混合
、

过渡区
,

其岩性一般是钙质泥岩
,

泥灰岩
。

发育水平潜穴及动藻

迹
。

l 碳酸盐台地相区

是形成碳酸盐清水沉积的潮下较深水的环境
,

可分出以下几个相带
。

1
、

生物碎屑浅滩相

由生物碎屑灰岩组成
,

生屑含量高
,

一般在 60 %以上
,

发育平行状层理
,

位于 台地相区

内部
,

受海浪作用的影响
。

2
、

局限潮下及开阔潮下相

主要由生物碎屑灰泥岩
、

生物碎屑灰岩组成
,

发育有水平层理
,

丘状交错层理
,

发育丰富

的生物遗迹化石
,

如小型的动藻迹
,

水平虫孔
。

含丰富的海相动物化石
。

各相带的组合特征见图 6
。

该图为综合各时期的清水
、

浑水沉积交互特征提出的模式
。

必须指出
,

这是一个理想模式
,

因此对于某一特定地区或某一特定层位而言模式中的相带不

可能同时存在
。

至于出现什么相
,

其组合特征怎样
,

则因具体情况而异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刘焕杰教授的指导
,

审阅
,

在此深致谢意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范嘉松等
,

1 97 9
,

论古代海洋碳酸盐沉积环境基本模式
。

地质科学
,

第四期
,

2 87 一 29 9

页
。

[ 2〕韩德馨
、

杨起主编
,

1 9 8 0
,

中国煤田地质学 (下册 )
,

煤炭工业出版社
。



371 9 8 8年 第 6期 华北石炭系清水
、

浑水沉积交互的模式初探

A S e d im e n ta r y M
o d e l f o r I n t e r f i n g e r i n g C l e a r一

W
a t e r a n d

T u r bi d
一

W
a te r D e P o s i t s

Wa n g H o n g w e i

( D e Pa r tm e n t o f G e o l o sy
,

C h i n a C o l le g e o f M i n i n g )

A b s t r a C t

I t 15 a n i m op
r
at

n t f ea tur
e tha t th e e l e a r 一 w a t e r e “ r

加
n a t e a n d t u r b id

一
w a re r t e r r逗e n o us e

姚 t ie d e
卯

s lst e o e

心
t a

dn

ar e im t e r
ca la ted i n M i d山 e a n d U Pep

r

aC
r
bo

n i f e r o u s e
ua l

一

be 泣 r in g f o r
m a t io n s

in N o r th C h」J l a
.

丁七污 hP
e n o m e n o n t e n ds

t o 比 cl o s ej y r e la t ed t o
aP la e o g e

嗯
r a p h i e se t r j : 1那

.

t r a sn g r

ess io n a n d r e g r

ess io n

而d t o
卯s r a

hP y i n

刘 im
e n at r y a n d t e r -

r 18 e n o
公 a r e a s

.

o n th e b a S ls o f s

城m
e n t a r y f a e i es a n a l y s止5 o f n l a n y M ld d l e a n d U Pep

r

Q
r
be

n i f e r o
us

s ec t io n s i n N o r th hC ln a
,

cs
-

pe e 讯ll y t h o s e in th e J u n g a r e o a 一f ie土d o n t h e 一l o r th e r n

ma
r ig n o f N o r th C ih

ll a e o a 一比 a r in s b as in
,

t h e a u t 6 o r h a s m a d e

a n a P P r
oa

e h t o t h e g e n

esj
s o f i n t e r f主n g e r i一1 9 e le a r 一 w a t e r a n d t u ib d

一
w a t e r d e P Q s i ts a n d a t e n ta t i v e s目 i m e n t a r y m o d e l

h as a ls o
be

e n P r o
po

s e d i n t h匕 aP pe
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