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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北麓石炭系杨山组沉积

体系及聚煤规律

张惠良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杭州石油地质研究所 )

李宝芳 马文璞 宋绵新
(中国地质大学

,

北京 )

【内容提要〕 大别山北麓石炭系杨山组是本区唯一的含煤地层
,

通过分析杨山组野外剖面及钻

孔的沉积特点
,

详述了该区冲积扇
、

扇三角洲沉积体系的发育特点及其演化规律 ;探讨了沼泽发

育的有利地区
,

沼泽的形成与沉积体系演化之间的关 系 ,认为杨山组的可采煤层一般都形成在

退积型扇三角洲的平原相
.

关键词 大别山 石炭系 沉积体系 聚煤规律

1 引言

大别山北麓有一套石炭系地层
,

自下而上分为下石炭统花园墙组 ( lC h )
、

杨山组 ( C
l
y )

,

上石炭统道人冲组 ( C Z

d)
、

胡油坊组 ( C沪 )
、

杨小庄组 ( C Z
刃 及双石头组 ( C Z: ) 1[]

。

下石炭统杨

山组是较好的含 煤地层
。

杨山煤矿年产 10 万吨
,

解放以来已生产煤炭 2 77 万吨
,

缓解了大别

山区能源短缺间题
。

由于大别 山造山带处于华北板块和华南板块这种特殊的大地构造位置

之间
,

加上后期印支和燕山期的强烈造山运动
,

岩浆侵入
,

使杨山组含煤地层强烈褶皱
,

并产

生轻变质
,

给能源勘探带来很大困难
.

因此
,

对大别山北麓石炭系沉积体系的研究
,

分析其聚

煤规律
,

对大别山区能源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

2 杨山组发育特征

该地层主要分布于河南省固始县杨山煤矿
、

大杨山
、

小杨山
、

五尖山
、

老营子及皮冲煤矿

一带
,

呈半环状绕花园墙组外围分布
,

于下伏地层花园墙组呈断层接触
.

岩性自下而上可分

为四大层
,

层 l 为巨厚层石英砾岩
,

夹细粒含铁泥质石英砾岩
,

偶夹煤线
; 层 2 为石英砾岩

、

石

英砂岩
、

中细粒石英砂岩夹数层煤线
,

露头较差
,

煤线中产植 物化石 R ho de
a ht’ sa

n g h
-

s ia n
岁

n s i s S z e ,

A cr h a e
oc

a la m i t e s s e r 的 i e u la t u s ( S e h lo t h ) S e w ,

及户i d os t or b op h少 l l u , e f
.

oL
n c e -

O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荃金项 目
— 秦岭

一

大别山北花石炭系沉积体系及其构造涵义的研究 ( 2
一

2
一 9 3一 9 3) 成

果之一
。

公 本文 19 9 7年 9月 2 3 日收稿
。



岩 相 古 地 理

fo a t u s ( H u t t ) c h a l
,

S u b leP i d o n d or n e f
.

c h a n

gd
u 尸n s is

,

aC dr iOP
t e r i d i u m s p

.
,

P ec oP t e ir s e f
.

a *

P e ar B or ,: g n ,

SP h e n
oP et ir s s p

. ,

N e u , -o户t e r i s s p
.

I
,

S of g i l l a r ia s p
.

,

L eP t’d o d e n d

omr
s p

.
,

oC dr ia et ,
sP

.

21[ ; 层 3为泥岩
、

粉砂质泥岩夹细粒含铁质石英砂岩及煤层
,

含植物化石碎片
,

层 4为含铁质粉砂质泥岩
、

中细粒含铁质泥质石英砂岩
、

石英砾岩夹煤线
,

产浅沟古芦木植

物化石
。

地层总厚度大于 2 8 o m
.

其野外地质剖面见图 1
。

-
~ ` 御̀ 11 6

小扬山

图 l 杨山组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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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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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沉积体系及沉积相

根据岩性
、

沉积构造
、

生物化石特点和微量元素化学分析 31[
,

杨山组为海陆交互相
,

由冲

积扇
、

扇三角洲沉积体系及盆地相组成
.

.3 1 冲积扇沉积体系

.3 1
.

1 泥石流

现代泥石流考察的结果表明
,

泥石流堆积物与泥石流的组成
、

结构和性质保持高度一

致
.

因此
,

可以根据现代泥石流沉积物的特征推测古代泥石流的某些性质
。

泥石流是一种重

力流沉积
,

在坡度较陡的山前因重力作用
,

泥质掺入水发生整体下滑流动形成有一定粘度
、

可搬运的粗碎屑 ..[ ’ 〕 。

在本区杨山组中泥石流不如水携沉积物分布广
,

砾岩砾径 2 ~ 1 5c m
,

砾

石成分以脉石英砾为主
,

砾石分选中等至差
,

棱角状
、

次棱角状到次圆状
,

杂基支撑
,

砾岩直

方图呈多峰型 (图 2 )
,

厚约 3
.

s m
,

为稀性泥石流
。

有泥石流沉积的存在必然有冲积扇
,

它常见

于扇近端或扇中部
,

该区主要见于冲积扇的近端
。

.3 1
.

2 水携沉积物

非重力流而属牵引流沉积
,

包括辫状水道

充填相和漫流沉积相两种类型
,

是湿地相最常

见的沉积类型
。

1
.

扇上砾质辫状河流

这类沉积物是从冲积扇近端切入扇面 的

河流沉积物
,

底有冲刷构造
。

该区杨山组扇面

河道特别发育
,

是潮湿冲积扇的重要特征
。

由

于河道充填迅速
,

改道频繁
,

在横断面上沉积

体中常以单个凸镜状砂体穿插于泥 石流和漫

流体中
,

河流的回迁也可以使两个或两个 以上

的凸镜砂体叠置在一起
,

但后者对早期形成者

P / (% )

0价/饰

图2 杨山组扇上砾岩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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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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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的冲刷作用
。

每个透镜体大约 2 ~

4 m
,

砾质辫状河主要发育在扇体中部地

带
,

以砾岩为主
,

通常由多个砾质河道组

合的相互叠置构成的辫状河道沉积的复

合体
,

河道之间夹薄层粉砂岩
、

泥岩及煤

线
.

其空间形态为不规则带状
,

上倾方向

与泥石流沉积为主的冲积扇砾岩指状交

叉
,

下倾方向逐渐过度为砂砾质河道和

湿地沉积为主的冲积洼地或冲积平原
,

形成局限沼泽地带
。

在砾质辫状河沉积区
,

细粒沉积不

甚发育
,

只是偶夹薄层粉砂层
、

泥岩和煤

层
,

主要以石英砾岩沉积为主 (图 3 )
。

磨

圆度从次圆到磨圆
,

分选性较好
,

砾岩直

方图呈单峰型 (图 4 )
。

2
.

漫流沉积

在杨山组的上部
,

漫流沉积物分布

在冲积扇中段和远端
.

这是因为在潮湿

气候下
,

在泥石流活动间歇期
,

物源区提

供充分的碎屑物质
,

扇面上河流的沉积

速度大大超过侵蚀速度
,

导致经常性越

岸泛滥
,

漫流比较发育
。

主要岩石类型为

薄层至中层的灰色粉砂岩夹碳质粉砂岩

或煤
。

漫流砂岩的最大特征是剖面形态

为层状和似层状
,

砂岩与砂岩之间的厚

度差别不大
,

一般为 0
.

3 ~ 0
.

6 m
,

中间夹

粉砂质泥岩和薄煤层
。

.3 2 扇三角洲沉积体系

扇三角洲沉积体系与陆地潮湿冲积

扇相 比
,

在于二者都是由碎屑沉积物组

成
,

突发性泥石流和洪 水事件供给 了绝

大部分沉积物
。

区别在于前者沉积向远

...

粼粼

沼泽

辫状河道充坟相

沼泽

辫状何道充坟相

甲泽

辫状河道充坟相

辫状河道充坟相

泥石流

辩状河道充城相

泥石流

泥石流

图 3 杨山组砾质辫状河垂向沉积层序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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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杨山组砾质辫状河道砾岩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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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与湖泊或海洋沉积呈指状交互
,

而不是与冲积平原相过渡
;
另外

,

扇三角洲的水下沉积物

遭受盆地作用的改造也是与陆面扇的主要区别之点
,

即洪水成因的沉积物及滑塌性沉积物

特别发育
,

二者都是重力流沉积的色彩
。

扇三角洲沉积体系可分为扇三角洲平原相
、

扇三角

洲前缘相和前三角洲 ( G
.

D e vr ie et al
.

,
1 9 85 )

。

现就杨山组扇三角洲沉积体系的特点分述如

下
:

.3 2
.

1 扇三角洲平原相

该沉积相主要由主分流河道组合
、

瞬流河道组合及越岸沉积组合构成
,

泥石流沉积和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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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进序列

地—
沼泽沉积少见

。

这种沉积相向上倾方

向与陆面冲积扇呈过渡关系
,

下倾方向进积

在水下扇三角洲平原之上
,

主分流河道宽 5

一 6m
,

主要由中粒石英砾岩组成
,

砾岩分选
J

隆较差
,

次圆到圆状
,

向上出现瞬流的薄层

河道沉积和越岸沉积 (图5 )
。

.3 .2 2 扇三角洲前缘相和前三 角洲

扇三角洲前缘相主要 由水下分流河道

和滑塌性水下重力流沉积组合构成
,

层序岩

性组合的下部为块状的砂砾岩
,

砾岩成分以

脉石英为主
,

含少量隧石砾
,

次圆状
,

分选一

般
,

砾石呈益瓦状排列
,

向上出现具板状交

错层理的中
、

粗粒砂岩及具小型波状交错层

理的细砂岩
。

前三角洲相由黑色泥岩及细粉砂岩组

成
,

细砂岩偶夹滑塌重力流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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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山组岩相古地理及

聚煤规律

图 5 扇三角洲沉积体系垂向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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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岩相古地理

杨山组主要由含冲积扇
、

扇三角洲沉积旋 回的沉积地层组成
,

由南向北分别为冲积扇近

端相
、

中部相和远端相
,

扇三角洲平原相
、

前缘相及前三角洲相
。

近端相主要以泥石流为主
,

其次是砾质辫状水道沉积
.

中部相主要 由砾质辫状水道与薄层粉砂岩及泥岩互层组成
。

扇

三角洲平原相其辫状河道砾石呈叠瓦状排列
。

前缘相主要以砂质辫状河流沉积和沼泽相为

主
,

其沉积断面见图 6
、

图 7
.

杨山组以大套砾岩
、

砂砾岩及沼泽沉积为特点
,

砾石成分以脉石英为主
,

杂基含量少
,

为

石英砾岩
。

矿物成分主要以石英为主
,

石英含量 75 % ~ 90 %
,

主要以单晶石英为主
。

岩屑主

要为泥岩和片麻岩
,

含量 2肠~ 35 写
。

岩屑含量变化较大
,

主要表现为扇上辫状水道沉积砾岩

中岩屑含量少
,

扇三角洲砾岩中岩屑含量偏高 ( 20 写~ 30 % )
.

石英颗粒呈次棱角状或次圆

状
,

分选中等
,

全消光
,

结构成熟度差
。

砾岩层石英含量较高
,

岩屑成分为泥岩及片麻岩
。

这

套砾岩在华北板块南缘也从未见过闭
,

只有大别山北麓较老的信阳群变质岩及花岗片麻岩

才能提供这种物源
.

而且通过测得河道轴向得知杨山组古流向大致 由东南向西北
。

.4 2 聚煤规律

据近年煤田勘探资料 (河北省地质大队
,

1 9 75 )
,

杨山组共含煤 7 段 22 层
,

由下而上编号

为 1 煤一 22 煤
,

其中主要可采煤层有 5 煤
、

7煤
、

8 煤和 13 煤等5 层 ,局部可采的有 3煤
、

4煤
、

1 2煤
、

1 6煤
、

1 8煤
、

1 9煤
、

2 1煤等 7层
.

煤层一般厚 0
.

4一 Z m
,

最厚 5
.

6 6 m
。

两相邻煤层相距

一般 5 ~ 25 m
,

可采煤层中常有 1~ 2 层碳质泥岩或砂质泥岩夹层
,

一般厚。
.

2~ 2
.

Zm
。

煤的牌

号属无烟煤
,

可供地方开采
。

每一含煤岩性一般下部为石英砾岩
,

中部为中细粒石英砂岩
、

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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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困难
。

所以分析其聚煤规律就显得尤其重要
。

根据野外露头及大量钻孔观察
,

一般可采煤的沉积序列下部为泥石流的较粗砾岩沉积
,

向上过渡为砂砾岩
、

细砂岩
、

泥岩及煤层
,

在沙砾岩中也偶夹薄煤层及煤线
,

其沉积环境的演

化从冲积扇沉积体系到扇三角洲沉积体系
。

从聚煤规律来看
,

如果海水没有形成有效的注人

河间地的空间
,

沉积物多以进积型为主
,

河谷间泄水条件较好
,

因此只能形成薄煤层和煤线 ,

而当海水超覆到河间谷地
,

以退积型扇三角洲沉积物为主
,

在河谷边缘及扇三角洲平原产生

更贫乏的泄水条件
,

沼泽封闭性好
,

因此易形成厚度不稳定但局部可采煤层 (图 5 ,

图 8 )
。

因

此
,

杨山组可采煤层一般都形成在退积型扇三角洲的平原
。

因此
,

在煤田勘探及开采中应寻

找退积型三角洲序列进行勘探和开采
。

冲积扇

沼泽
冲积扇 (陆上郁分 ) 北大别山刹蚀区

~~~ 气不 rrr 那分 )))

... , , . . ,
沪

一一
一~ , 甲一一一 ~~~

图8 杨山组冲积扇沉积及聚煤模式图
F i g

.

8 M o d e l f o r e o a l a e e u m u l a t io n a n d a l lu v i a l fa n d e p o s it s i n t h e Y a n g s h a n F o r m a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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