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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述

类研贵州西部是华南晚二叠世主要聚煤区之一
。

上二叠统煤系厚 100 至 50 0 余米
,

沉积

型多样
,

以细碎屑岩和泥岩为主
,

东部夹碳酸盐岩
。

各地含煤 10 一 80 层
。

晚二弃 l少时
,

究区西边有康滇古陆
.

东部过渡为碳酸盆台地 (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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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研究 区位置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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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煤系最早的煤田地质调查始于本世纪 20 年代 (乐森碍
,

! 9 29 )
,

迄今
,

已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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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两种
:

一是
“
三角洲扣

” ,

认为本区煤系地层主要 山三 角洲相红1

成
; 另一是

“

潮坪相
” ,

认为本区煤系地层主要 由潮坪相组成
。

两种观点都认为本区煤系沉

积相区域上往西过 渡为河流相
,

往东过渡为碳酸盐台地相
。

经过进一步工作
,

作者认为该区煤系的沉积相类型特征既丰富多样 又比较复杂
,

难于

用上述任何一种观点来概括
,

以上两种观点应当结合起来
。

大量的野 外证据表明
,

至少在

晚二叠世晚期
,

贵州西部三角洲相与潮坪相同时存在
,

它们属于不同的沉积体系
,

即三角

洲体系和障壁
一

泻湖体系
。

在一些地方
,

三角洲前缘砂受到沿岸流和波浪作用的改造
,

形成

砂质障壁并与三角洲共生
.

作者把这种共生体称为三角洲
一

障壁复合体
。

研究区晚二叠世晚

期煤系 111二角洲体 系
、

障壁 泻湖体系和三角洲
一

障壁复合体组成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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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区沉积体系及复合体综合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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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沉积相和沉积体系划分

本区晚二叠世晚期煤系与长兴阶大致相当
,

其沉积相和沉积体 系划分如表 l :

近年来
,

根据沉积体系学说和环境划分原则
,

人们逐渐倾向于把沼泽和泥炭沼泽及其

沉积物作为亚环境和沉积单位归属于各类沉积体系 (陈钟惠
,

19 81 )
,

所以本文没有把沼洋

相和泥炭沼泽相单独划分出来
,

而是作为其所属沉积体系的一个组成单位来对待
。

文中对
“

沉积相
”

和
“

沉积体系
”

采用如下含义
:

沉积相是沉积环境的古代产物
;
沉积体系是大型

自然成因单位
,

其组成部分是相
。

0 地侈
`

部第八 外人大队一 9 R2
,

( 贵州一晓二丑 Ilt沉积扫I研究总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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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研究区沉积相和沉积体系划分

,
目 i m en t a r y f a c五es

a n d d e侧巧川 on 目
s y s t e m s

’

一
’

才目 系
’

} 相 及

o f ,h e s* u d y a r
傀

亚 相

三角洲体系 三角洲平原相
、

三角洲前

缘相
、

前三角洲相
、

分流

间湾相
、

沼泽亚相
、

泥炭

沼泽亚相

障壁
一

泻湖体系

沙质障壁相
、

泻湖相
、

潮

坪相
、

沼泽亚相
、

泥炭沼

泽亚相

卜黔戏

三 角洲体系一一一

本区三角洲体系西与河流体系过渡
,

往东在一 些地方与砂叹障壁构成三角洲

障壁复合体
,

并与障壁
一

泻湖体系或碳酸盐

台地过渡
。

煤系中的三角洲受到河流
、

沿岸流
、

波

浪和潮汐的共同影响
,

显示 了浅水三 角洲

的特征
,

并夹有含咸水或半咸水动物 化行

的
“
破坏相

”

沉积 0
。

单个三角洲建造的哆

度不大
,

三角洲前缘相一般不超过十几 米

三角洲平原很发育
,

并由于
.

分流河道的侧

向频繁迁移
,

形成 了多次重复的含煤三 的

洲沉积
。

以盘县地区的三角洲为例 ( 图 3)
,

J仁

层 序为 ( A ) 下部 为根土 岩
,

上 部 为煤
;

( B) 具小沙纹层理的粉砂岩夹粉砂质泥岩
;

c( ) 细砂岩
,

具大型交错层理
,

下部具多个

冲刷面
, ( D )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

,

含

少量动物化石
; ( E ) 细砂岩

,

反粒序
,

具双

向交错层理
,

往下粒度变细
; ( F ) 泥岩

,

含

丰富的咸水和半咸水动物 化石
; ( G ) 同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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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三角洲体系的相有下列特征
:

1
.

三 角洲平原相

为三角洲的陆上沉积部分
,

其亚环境及其沉积特征与曲流河相似
,

但这里分流河进 在

陈家怀等
, 19舫

,

浪东 111 坝黔西 卜城晚二 丑 :III 煤系 l几段的沉积们l和煤
.

1
,

硫成囚探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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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上呈分支流形式
,

改道频繁
。

泥岩沼泽亚相更为发育
,

从上三角洲平原至下三角洲平

原
,

因其发育的位置不同而可形成低硫
、

中硫至富硫煤
,

煤层厚度和形态也变化多样
。

还

有一个特征是与含咸水或微咸水动物化石的分流间湾相共生
。

2
.

分流间淹相

由薄一中层状粉砂岩及粉砂质泥岩
、

泥岩组成
,

含少量瓣鳃类及腕足类动物化石
,

并

有黄铁矿出现
,

一般厚 2一 1 0m
.

3
.

三角洲前缘相

由灰绿一灰色细粒岩屑砂岩组成
,

厚 5一 20 m
,

呈反粒序
。

中上部粒度粗
,

具双向交错

层理
;
底部为极细砂岩

、

粉砂岩与粉砂质泥岩互层
,

具水平及沙纹层理
,

见生物扰动构

造
。

月
.

前三角洲相

为块状泥岩
,

产较丰富腕足类
、

腹足类和瓣鳃类化石
,

厚 !一 s m
。

本区晚二叠世晚期为海侵期
,

三角洲中时有
“
破坏相

”

仲入
,

如盘县和水城三角洲沉

积中有数层泻湖相
、

或潮坪相 (
“

破坏相
”
) 伸入

。

其顶板的泥炭沼泽亚相 (煤层 ) 层位稳

定
,

分布较广
。

随着海侵的扩大
,

晚二叠世晚期晚时
,

盘县土城矿区东部 已演 化为三角洲
一

障壁复合体 (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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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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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一

三角洲平拓〔分流河道
, 2

一

砂质碎洲沉积
; 3

一

沼洋
. 4

一

小型淡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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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障壁
一

泻湖体系

本区障壁
一

泻湖体系主要发育于研究区的东部
,

往西 及沿岸线方向分别与三角洲体系及

三角洲
一

障壁复合体过 渡
,

往东过渡为碳酸盐台地
。

主要亚环境包括障壁砂坝
、

泻湖
、

潮坪及潮汐通道 另外
,

了〔潮上砰
、

泻湖及砂坝 沉积

的基础上发育了沼泽 及泥炭沼泽环境
、

形成煤层
。

1
.

砂质障壁相

为灰色中层状细粒砂岩
,

反粒序
,

往下粉砂质增多
。

具面状 冲洗交错层理
, ’

箕
一

细块与

层系界面的交角 < 100
,

层系厚 1c0 m 左右
。

砂坝的底部有时见滑坡构造
。

本区砂坝构筑的高

度不大
,

一般不超过 1 0m
。

平面上
,

其砂体呈北北东向链状分布
。

垂向上其层序及相组合如

图 5
:

( A ) 下部为泥质粉砂岩
,

上部为骨屑灰岩
;

( B ) 下部为根土岩
,

上部为高硫煤 ; ( c ) 粉砂岩夹

细砂岩
,

具潮汐层理
,

底部有潮道或潮沟冲刷
;

( D ) 细砂岩
,

反粒序
,

具冲洗交错层理
; ( E ) 粉砂

质泥岩
,

含腕足类化石
,

夹菱铁质粉砂岩薄层
。

2
.

泻湖相

为薄一中层状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泥质粉砂

岩和泥岩互层
,

厚 1一 6m 不等
。

岩石颜色较暗
,

深

灰色为主
。

含较丰富具放射纹小型 ( < I c m ) 瓣鳃

类和腕足类化石
,

并可见腹足类
、

藻类及有孔虫化

石
,

见粗细不等的水平虫孔
。

常夹多层菱铁质泥质

粉砂岩薄层
,

有人称之为
“

排骨层
” 。

泻湖深水部

位沉积物为黑色泥岩
,

可见水平层理
。

3
.

潮坪相

根据沉积物性质
,

可以把潮坪相分为沙泥潮

坪和碳酸盐潮坪两种
。

( l) 沙泥潮坪相 在剖面上发育于泻湖相和

障壁砂坝相之上
,

在一些煤层的顶板也有分布
。

海

退相序中表现为正粒序
,

海进相序中则为反粒序
,

厚厚度度 柱状状状 沉积相相
((( 。 ))))))))))))))))) 沉沉沉沉积特征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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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3一 s m
。

下潮坪为中厚层状的细砂岩和粉砂岩
,

具小沙纹层理
、

脉状层理
、

生物拢动构造

及水平层孔
。

中潮坪为薄层状泥质粉砂岩
、

粉砂岩与泥岩频繁互层
,

具透镜状层理
。

上潮

坪为粉砂质泥岩和泥岩
,

层理不显
。

该相中常见少量骨屑
。

(2 ) 碳酸盐潮坪相 属局限台地潮坪相
,

发育于研究区东缘
,

为障壁
一

泻湖体系与碳酸

盐台地过渡带
。

岩石类型为泥晶骨屑灰岩
一

泥晶骨屑菱铁岩这一变化系列
。

厚几十厘米至 Zm

不等
。

骨屑种类繁多
,

绝大部分具机械磨损现象
,

反映异地埋藏特征
。

岩石具微层分选现

象
:

一些微层含骨屑较大而灰泥较少 ; 另一些微层含骨屑较小而灰泥较多
。

前者为潮流期

产物
,

后者为平潮期产物
。

4
.

潮汐水道相



岩 相 古 地 理

由中层状细砂岩组成
,

正粒序
。

岩石具沙纹层理
,

颗粒分选较好
,

但通常中下部含有

较密集的扁平泥砾
,

定向排列
.

该相厚 l一 Zm
。

5
.

沼泽亚相和泥炭沼泽亚相

沼泽亚相以含植物根化石的泥岩 (根土岩 ) 和粉砂质泥岩为代表
,

厚几厘米至十几厘

米
。

泥炭沼泽亚相为煤层及碳质泥岩
。

煤层含硫高
,

全硫含量变化于 .2 39 一 .6 27 %
。

同一

煤层厚度较稳定
,

薄煤层一般几十厘米厚
,

厚煤层一般 】一 Zm 不等
,

多具 l一 2 层夹研
。

泥炭沼泽亚相常发育在潮坪
、

泻湖沉积之上及障壁砂坝内侧
。

本区泻湖
、

潮坪相及沼泽
一

泥炭沼泽亚相的层序可以图 6 为代表
:

( A ) 灰岩
.

底部为粉

砂质泥岩
. ( B) 煤和根土岩

; ( )C 沙泥混合沉积
,

具沙纹层理和潮汐层理
; ( D ) 骨屑灰岩

;

(E ) 上部为细砂岩
,

具水平虫孔
,

往下变为沙泥混合沉积
,

具潮汐层理
,

含骨屑
; ( )F 煤

及根土岩
; ( G ) 沙泥混合沉积

,

夹多层菱铁质泥质粉砂岩—
“

排骨层
” ,

含腕足类等动物

化石
,

底汀
一

,
’

含骨屑灰岩
。

厚厚度度 柱状状 沉积特征征 沉积相相
((( m )))))))))
111
一

333
以下人人: AAA 泻 湖相相

:::
一

2

{{{但户撰屯 面、、、、、、、、、、、、
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择一泥炭沼冲亚书书222 333

乏全丁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了了了下才尹尸尸 潮坪相相

lll 222

任干洲洲 泻 湖 相相
333 666

井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习习习

““ 潮坪相相

111 333

策笔笔
沼冲一泥炭沼泽亚相相

111一 555

葬葬
含写湖 相相

图 6 织金地区晚二叠世晚期煤系

泻湖和潮坪含煤沉积综合桂状图

F 19
.

6 V e r t ica l CS c r i o n o f t l l e la g oo
n a n d t i d a l

f la t e oa l
一

比。 r in g d e
内

s i st o f th e la t e 比 t e P e r m ia n

e
皿 1 m

aes
u r

es i ,、 Z h i j: n ,

G u i z h u u

五
、

三角洲
一

障壁复合体

在编制研究区矿区晚二叠世晚期岩相古地理图时
,

有时遇到下列情况
:

即三角洲与障

壁砂坝共生
,

共生的方式包括侧向和前后 (图 2 )
。

一个矿区因其面积和露头有限
,

可能只

反映这种复合体的一部分 (图 刁)
。

它们是具有成因联系的统一体
,

后者是三角洲前缘砂受

沿岸流和波浪等作用改造的结果
。

作者把这种统一体称为三角洲
一

障壁复合体
。

其实例见于

盘县地区 (晚二叠 世晚期晚时 )
、

水城地区 (晚二叠世晚期 ) 和织金地区 (晚二叠世
`

卜期 )
。

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美国犹他州上白奎统煤系 (R
.

M
.

F l or es et a l
. ,

198 钓 及东

部石炭系煤系 ( J
.

c
.

H o n n e e t a l
,

19 7 8 )
。

F一o r es 等 (一9 8 d ) 在研究美国犹他 y’I 沃萨奇高原上白奎统 B一a e k h a w k 和 S at r P o i n t 砂岩含



1 9 9 0 年 第 月辑 贵州西部晚二叠世晚期煤系沉积相和沉积体系

煤沉积时指出
: “
中等强 度的岸流和波浪对三角洲碎屑的改造

,

引起了海岸沉积物的重新分

配和 加积 脊或障 壁岛的 发育
” ,

造成障壁岛与三角洲共生
,

形成三角洲
一

障壁复合体 (图

7 )
。

[’fl 7 美国犹他州上白奎统煤系三角洲
一

障

壁复合体 (据 lF or es 简化
.

! 9 84)

! 砂质碎 J时沉积
; 2一宁rl宁卜. 3

一

分流河道

卜一吕
.

7 D e l at
一

比 r r沁 r e o m lP e x i n th e U Pep
r

〔 r e r a e
eo us e oa l m e a s u res i n U at h

,
U

.

5
.

A
.

( m do i f 一目 f r o m F 沁r es
,

19 8 4 )

I二 sa
n d y e las r ic d e 口x 地 i t s . 2 = s w a m p .

3二 d is t r ib u t a r y c ha n n 心 l

。二

李江口
`

瞥谈交口囚图
.

于
·

尸一
.

三角洲 障壁夏合 f本的溉念 可能 讨某些厚煤层成因解释具有特殊意义
,

因其为聚煤作用

提供了更宽广的平 台
。

六
、

结论

贵州晚二叠世海岸 线方向大致为北北东向
,

晚二叠世晚期
,

岸线随海侵逐渐向西移动
,

岸线以东为碳酸盐台地
,

岸线以西环境较为复杂
,

包括了障壁
一

泻湖体系
、

三角洲体系及三

角洲
一

障壁复合体 (图 f2)
。

所以
,

本区晚二叠世晚期煤系实际上 由三角洲体系
、

障壁
一

泻湖

体系和三角洲
一

障壁复合体组成
。

三角洲平原为主要 聚煤环境
;
潮坪

、

泻湖和障壁内侧为次要聚煤环境
。

本区以西
,

聚

煤环境为河流体 系的泛 滥盆地
; 以东

,

碳酸盐台的局部因发育藻坪
,

也可出现聚煤环境

(湛建国
,

19 8 7 )
。

宜昌所湛建国副研究 员
,

孙旭荣所刊主编对本文提出了重要 修改意见
,

曾波夫同志帮

助清绘 了部分插图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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