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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中安源煤系发育特征及构造条件分析

严 家平 吴基文 张文华 陈资平

(淮南矿业
’

学院 )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按中地区上三叠统安很煤系沉积特征研究以及安源煤系发育过程中所

产生的一系列构造特征与区域断裂构造之间的关系分析
,

初步认为安源煤系的形成受区域构造

运动的挤压影响
,

并沿两组斜交断裂带侧边产生的剪切拉张作用的结果
。

关锐词 安源煤系 剪切拉张作用 同沉积构婆

1 安源煤系的分布与区域断裂构造的关系

赣甲安源煤系的分布受沉积期后的地壳变形影响而显得较为复杂
,

给准确恢复沉积盆

地原貌带来了困难
,

但根据后期剥蚀残留体的分布与沉积特征分析
,

大致可推测盆地本来面

貌
。

由图 l 可见
,

安源组含煤地层分布比较零星
,

但在总体上受断裂带展布的控制
,

并主要是

沿广丰
一

萍乡断裂 ( 4) 两侧分布
,

北侧限于景德镇
一

上栗断裂 ( 2 )
,

南侧止于鹰潭
一

安远断裂

( 8 )
。

值得提出的是
,

含煤地层主要分布于广丰
一

萍乡断裂的北侧
,

特别是在一些北东
、

北东东

向断裂与广丰
一

萍乡断裂的交汇处以及不同方向断裂带走向变化部位
。

萍乡
、

新余
、

进贤及横

峰等地残留的含煤地层较多
,

说明这些位置有利于安源煤系的发育与保存
,

在丰城
、

乐安
、

崇

仁等地的含煤地层形成似乎与北北东向断裂展布密切相关
.

2 煤系地层的发育特征

赣中上三叠统安源组以往曾做过较详细的研究
,

它以产丰富的蔗类
、

苏铁类植物和咸

水
、

半咸本双壳类动物化石为特征
。

按岩性和生物组合特征不同
,

自下而上又划分为紫家冲

段
、

三家冲段和三丘田段
,

其中紫家冲段以陆源碎屑为主
,

夹有海相泥岩
、

粉砂岩及煤层
;
三

家冲段以海相细粒沉积为主
,

并以产丰富的半咸水双壳类动物化石为特征 ;三丘田段以海陆

交互相碎屑沉积以及夹数层高灰分煤层为特征
,

岩性一般较粗
,

砾岩
、

粗砂岩十分发育
,

本段

在赣中地区保留较少
,

仅在萍乡
、

崇仁
、

横峰和乐平略有残存分布
。

由于含煤地区沉积基底极为复杂和沉积期的构造条件不同
,

使得含煤地层在不同区域

发育程度极不一致
,

主要表现为含煤地层以不整合复盖在晚三叠世之前不同时代地层之上
;

地层的厚度
、

岩性特征及含煤性等均有较大差别 (表 1 )
。

含煤地层以陆源碎屑沉积为主
,

局

部地 区发育有泥灰岩透镜体和火山碎屑岩
。

陆源碎屑岩中的砾岩和砂岩相当发育
,

砾石成分

因下伏地层岩性不同而异
,

尤其是煤系底部砾岩
,

砾石成分极为复杂
。

从砾岩的碎屑成分和

. 本文 19 94 年 1 2 月 2 7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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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峨中晚三登世含煤地层分布与区域断裂构造展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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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里东期断裂
.

4
.

残存晚三亚世地层分布区
; 5

.

晚三盈世基性火山岩喷出点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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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特征来看
,

主要为近源沉积物
。

含煤岩系在不同的层段和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发育有泥

岩
、

泥质粉砂岩
。

泥岩和粉砂岩的颜色多为灰黑色
,

有机质含量较高
.

砂岩以中
、

细粒结构为

主
,

不同程度地含有岩屑
,

有的则为岩屑杂砂岩
.

石英净砂岩占比例较小
.

砂岩的粒度结构

参数为
:

平均值 (M
:
)2 一 3小

,

标准偏差 ia( )在 0
.

5一 1
.

1 的范围
,

偏度 (头 )多为正偏
,

介于

。
.

02 一 0
.

35 之间
,

峰度 ( K
。
)在 。

.

75 一 2
.

5 之间
.

含煤岩系的沉积相由冲积扇
、

滨湖潮坪
、

湖

泊三角洲及半咸水湖泊等亚相组成的陆缘近海湖相
.

3 含煤岩系的构造特征及其成因类型

3
.

1 煤系的签底构造

安源煤系发育的基底构造按其地质历史背景不同可以划分出断陷盆地和侵蚀
一

构造盆

地两种类型
。

3
.

1
.

1 断陷盆地

聚煤盆地的形成和发展由一条或多条断裂所控制
,

断裂带的一侧隆起为物源区
,

另一侧

不断沉降而成为沉积物堆积场所
.

盘地的基底不连续
,

其形态
、

规模与断层的分布和断层的

活动性有关
。

在沉积特征上
,

靠近盆缘断裂一侧岩性较粗
,

岩相带的分布与断裂带近于平行
,

往往以较厚的山麓冲积相逐渐过渡为沉积层薄
、

沉积物细而稳定的湖泊相沉积
。

在盆地勘民
活动性较强的区域

,

不仅岩性变化大
,

沉积相带不规则
,

并且含煤性亦差
,

煤层的厚度与分布

极不稳定
.

在基底构造相对稳定的盆地内
,

岩相带展布比较规则而稳定
,

含煤性也较好
.

赣

中晚三叠世含煤地层大多具有这些特征和规律
,

如位于萍乡北部的巨源
一

长坪盆地就是由两

条基底盆缘断裂控制展布的 (图 1
、

2)
.

图 2 巨稼
一

长坪盆地紫家冲期沉积断面图

1
.

冲积扁相
, 2

.

沼泽相
; 3

.

湖坪相
; 4

.

浅湖相
, 5

.

同沉积断裂
、

F 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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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盆地呈北东至南西向展布
,

面积约 1 80k m
2

.

.

晚三叠世
,

分别位于盆地北侧和南侧的景

德镇
一

上栗 ( 2) 和石岗 (建新 )
一

腊市 (萍乡 ) ( 6 )两条先成的断裂持续活动
,

控制了这一带晚三

叠世安源组的形成和分布
,

构成了以这两条断裂为界的地堑形沉积盆地 (图 2)
.

盆地内安源

组紫家冲段沉积始于西部的长坪
、

大屏山
、

巨源 ` 带
,

沉积厚度大
、

岩性粗
,

往北西和南东端

厚度迅速变薄
。

中期
,

盆地有所扩大
,

并明显沿两条断裂之间朝北东方向扩展
,

形成了在焦

源
、

夭台以及吞塘等地的超覆沉积三家冲段
。

晚期
,

盆地进一步朝北东方向追踪发展
,

在万

载
、

宜丰等地形成了三丘田段超覆沉积层
.

2
.

1
.

2 侵蚀
一

构造盆地

这类盆地属于侵蚀盆地和构造盆地的复合类型
。

一

盆地发育早期主要表现为非构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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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响的侵蚀盆地
.

盆地基底古地貌复杂
,

高低起伏不平
,

此时的沉积作用主要是对低洼

地区的充填
,

并以此为中心向外围迅速超覆扩张
。

随着盆地的发展和转化
,

地壳构造运动使
盆地基底不断下沉

,

沉积物增厚
,

盆地表现为受断裂构造控制的断陷盆地或是由升降运动差

异造成的沉积隆起与坳陷
。

侵蚀
一

构造盆地的意义在于这类盆地的特点与标准的侵蚀盆地或构造盆地都有所不同
:

与侵蚀盆地相比
,

由于后期有构造因素的影响
,

所形成的含煤岩系的厚度
、

分布范围都更大
,

含煤层数较多
;
与构造盆地相比

,

这类盆地的早期基底侵蚀面明显
,

盆地基底起伏不平
,

沉积

层无明显同生构造变形
,

如位于乐平一带的涌山桥煤盆、该盆地西起涌山
,

经沿沟
、

仙搓向景

德镇方向延伸
,

基本上沿北东一南西向的景德镇
一

上栗断裂带侧边展布
。

含煤地段最大厚度

近 90 0 m
。

安源组下部的白衣冲段分布在盆地的南西部位
,

主要为滨浅湖
、

水下扇沉积
。

沉积

层厚度稳定
,

上下层近于平行
,

并由下而上逐步超搜叠置
。

晚三叠世中
、

晚期
,

盆地受景德镇
一

上栗断裂影响
,

沿断裂带的走向变化部位出现剪切拉张
,

从而造成盆地朝北东方向追踪发

展
,

造成了峡口段
、

井坑山段以及玛腊山段依次向沿沟
、

仙搓一带的超粗分布
。

与此同时
,

位

于涌山一带的盆地进 ~ 步裂陷
,

盆地筱水较深
,

沉积相由早期的滨浅湖演变为半深湖相
,

聚

煤作用亦逐渐朝盆地边缘地带迁移 (图 3 )
。

涌山桥矿 沿沟矿 仙搓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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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乐平
、

涌山
、

沿沟
、

仙搓矿区走向沉积断面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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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含煤岩系中的同沉积构造

同沉积构造是安源煤系发育的重要沉积特征之一
,

就其成因类型来说主要是同沉积褶

皱
、

同沉积断裂以及沉积叠瓦状构造
。

同沉积构造作用控制了聚煤盆地的基底沉降速度
、

沉

积厚度的变化以及岩性
、

岩相
、

富煤带的分布
·

从同浑积构造的发育规模来看
,

有控制聚煤盆

地展布的大型盆缘断裂
,

也有发育在小煤盆内部的小型同沉积断裂
、

同沉积褶皱和沉积登瓦 _ /

状构造
。

.3 2
.

1 同沉积褶皱和同沉积断裂

构造成因的同沉积褶皱和断裂在本区十分发育
,

从同沉积褶皱的规模来看
,

大多为不对

称的背
、

向斜
,

它们由沉积盆地基底的差异沉降而表现为同一沉积层的厚度变化和原生倾

斜
.

图 4 为崇仁徐坊矿区 16 勘探线地质剖面和该线的沉积断面图
,

表现了含煤岩系中的同

沉积背斜构造形态
。

该地的主采煤层 B 组煤在同沉积背斜的顶部厚而稳定
,

在翼部则因沉

积速率大而含煤地层增厚
,

煤层亦随之分叉为三层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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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萍乡青山
、

黄冲
、

丰城的荷湖
,

小型同

沉积断裂明显控树了含煤地层在局部的变

化和分布
.

同沉积断裂发育的地段
,

常伴有

基性岩浆活动
,

如萍乡青山
、

丰城荷湖
、

弋阳

梅溪桥等地
,

含煤地层中分布有数层火山熔

岩夹层 (图 5)
。

表明了含煤地层形成过程中

的地壳活动性
。

3
.

2
.

2 沉积里瓦状构造
一

这种沉积构造是比较典型的沉积中心

迁移的表现
,

它反映了越终基底升降运动差
异和地壳的活动性

。

在有断裂控制的盆地

内
,

断裂带在剪切拉张区可造成盆地的追踪

发展似及断块的掀斜作用
,

从而导致沉积中

心迁移而形成叠瓦状构造
。

由于这种构造在

多数情况下是由盆缘断裂和 沉积基底活动

方式所决定的
,

因此赣中地区安源煤系中沉

积叠瓦状构造的展布差别较大
,

如萍乡的青

山
、

巨源含煤地层沉积单元中心 由北西朝南

东方向迁移
,

吉安官田南江煤盆则表现为由

南东往北西方向移位 (图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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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源煤系形成的构造条件分析

赣中一带属华南构造域
,

其大地构造位置恰位于以槽台说观点划分的华南地槽系与扬

子地台之过渡地带
,

著名的赣抗构造带横贯全区
·

区内不卿时代岩层构造变形强烈
,

沉积作

用类型多变
。

从地质发展史来看 、赣中包括毗邻地区曾多次遭受强烈构造运动影响
。

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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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基底断裂与褶皱方面
,

而且中生界沉积盖层亦受到影响
,

从区内主干断裂的性质和分

布来看
,

主要为北东东向晋宁期和北北东向的加里东期两组
.

这些断裂大多是受南北向的地

壳运动挤压而表现为压性和压扭性
。

晚三叠世
,

受印支运动影响
,

这些断裂持续活动
,

控制着

聚煤盆地或含煤地层的形成和展布
。

从板块构造学观点来看
,

晚三叠世华南与扬子构造单元分属两个不同的陆块
,

赣中则位

于这两个陆块的交接部位
.

中生代以来
,

由于太平洋板块由南向北运动
,

本区在总体上受到

侧向挤压
,

使两陆块间发生相对左行平移
,

沿先成的北东向
、

北北东向断裂剪切滑移
,

形成`

系列左行扭动的断块
。

随着这种剪切拉张的持续作用
,

扭裂的凹陷不断扩大
,

进而形成剪切

拉张盆地
,

成为含煤岩系的分布场所
.

由于剪切拉张出现的构造部位和拉张作用程度的差别以及煤盆地形成的时间
、

规模和

展布都各有不同
,

从而也就造成了赣中地区安源煤系的分布处于一定程度隔离的局面
。

此

外
,

含煤地层表现的多种同沉积构造以及复杂的岩性岩相变化和基性岩浆活动亦反映了含

煤地层形成过程中的地壳运动的活动性
。

5 结论

赣中晚三叠世安源煤系形成于中生代早期
,

含煤岩系形成于受区域构造挤压
,

并沿先成

的北东向
、

北北东向两组断裂扭动产生的断陷以友断裂带局部边缘的剪切拉张区内
。

区域断

裂构造控制着含煤岩系的形成和展布
。

上述地质背景造成了晚三叠世安源煤系下列特点
。

( 1 ) 含煤岩系发育初期
,

沉积基底地形和基底构造条件十分复杂
,

次一级小鱼煤盆地在

形成早期相互联通性差
,

甚至彼此分隔
,

整个赣中地区表现为一系列小盆地群
。

(2 )小型煤盆地大多发育在两条断裂之间
,

沿断裂带走向变化的弯曲部位
.

初期
、

盆地范

围小
,

随着剪切拉张的持续作用盆地范围扩大
。

( 3) 盆地类型主要为断陷型和侵蚀
一

构造盆地两种类型
。

同沉积构造十分发育
,

并控制着

含煤地层的形成
、

岩相带的展布和含煤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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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岩相古地理研究的新成果

口

“

中国南方岩相古地理图集 (三叠纪一屁旦纪 ) ” 中英文版
,

为地矿部
“

七五唾点项目成果
,

由成都地质

矿产研究所刘宝玲院士和许效松研究员主编
,

参加协作的有科研
、

院校和地勘等 30 个单位
,
3 3 2 名科技人

员
。

该图集以全球构造活动论为指导
,

以盆地分析和现代沉积新思路为基础
,

并把成矿作用触于盆牌演化

中
,

编制出 41 张各期岩相市地理图及各类演化模式图
.

这套图集是我国岩相古地理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成果
,

现已面世
,

需要邮购该图集的单位和个人请与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黄慈琼同志联系 (成都市一

环路北三段 8 2 号 邮编 6 1 0 0 8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