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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J ll彭州市白鹿乡地区上三叠统

须家河组特征

苟宗海
(成都理工学院 )

【内容提耍〕 彭州白鹿乡地区须家河组含煤地层大片分布
,

本文通过该区洞子沟比较完好的须

家河组地层剖面的研究
,

对该区及近邻地区须家河组的分布
、

岩石组合特征
、

横向变化进行讨

论
,

以便对须家河组的形成环境及含煤特征有更深入的认识
,

更有助于该区地层层序的建立
.

关镶词 须家河组 岩石组合特征 彭州

彭州市白鹿乡地区沿公路 向南北两侧观察
,

上三叠统须家河组大片出露
,

部分地层为须

家河组的主要含煤地段
,

且有许多正在开采的小煤窑
。

然而该 区地层剖面断褶多
,

地层层序

尚不很清楚
,

也未见前人在此区的详细剖面研究
。

1 9 9 2~ 1 9 9 3 年间笔者在野外进行 1 : 5 0 0 0 0

填图中
,

在距白鹿乡南 3
.

sk m 的白鹿大桥一土地岭 (沿洞子沟简易公路 向东 )一带
,

发现一

条较完整的须家河组地层剖面
。

本文以此剖面为重点解剖
,

对此区须家河组的分布
、

岩石组

合特征
、

横向变化与邻区对 比作一些讨论
,

以便对须家河组的形成环境及含煤
、

气特征有更

深入的认识
。

89 级毕业生唐迪
、

王世峰
、

陈忠权
、

徐强等同学参加了剖面实测和地质路线调查工作
,

从而获取了本文的基础资料
,

在此表示谢意
。

1 须家河组剖面简介

剖面位于 白鹿乡洞子沟简易公路北侧
,

起于白鹿大桥河边
,

止于石门关
,
、

由新到老列述

于下 (图 1 )
:

上班地层 中侏罗统千佛崖组 (J
:

妇浅灰色厚层石英质砾岩
,

浅紫色薄一中层粉砂岩
· · · · · · · · · · · · · · · · ·

一 假整合
· · · · · · · · · · · · · · ·

……

上三叠统 须家河组 ( T, x )

四段 ( T
3x ` )

1 8
.

深灰
、

黄褐色薄一中层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碳质页岩及岩屑石英砂岩组成 2个

旋回层
,

其顶部见可采煤层 30 ~ 50C m
.

页岩 中产植物化石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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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8 年 ( 3 ) 四川彭州市白鹿乡地区上三登统须家河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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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彭州市白鹿乡白鹿大桥一石门关须家河组实测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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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灰色厚层块状石灰质砾岩夹深灰色薄中层钙岩屑细砂岩
、

粉砂岩
、

粉砂质泥

岩
。

由下向上岩石粒度及砾石大小均由粗变细

16
.

浅灰色块状石灰质砾岩与深灰色黄褐色中薄层粉砂岩
、

泥岩
、

碳质页岩组成两

个以上的旋回层
。

砾岩中砾石成分主要为石灰岩
,

次有健石
、

砂岩
、

石英岩等
,

砾径一般 2~ c3 m
,

最大可达 10
c m

,

分选磨圆较好 ,粉砂岩
、

泥岩中含大量炭屑
,

发育水平层理
,

产少量植物化石
:

p od oz
a “ i’et

,
sP 一 N

碑“ a la m t’et
, 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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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褐色中厚层岩屑石英细砂岩与深灰色薄一中层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不等厚

互层
.

夹煤线并富含磷铁矿结核
.

含少量植物化石
:
P od

口

二 m iet
, : p

.

1 4
.

深灰色中厚层一块状中细粒钙岩屑长石石英砂岩与黄褐色暗灰色薄一中层粉

砂岩组成韵律层
,

顶部夹薄层碳质页岩
.

砂岩中发育平行层理
.

产少量植物化

石
:

N ` 。
ca le m i t e s

ca cr i on i d e s H ar ir s ,

尸口

do az m it es , p
.

(本层中部多掩盖 )

13
.

灰白色厚层块状砾岩
、

含砾不等粒岩屑砂岩与灰一黄灰色中薄层细粒钙岩屑

长石石英砂岩
、

深灰色薄一中层粉砂岩组成两个旋回层
.

砾石成分主要为石灰

岩
,

具叠瓦构造
.

粉砂岩中含煤块或夹煤线
,

发育水平纹理 (本层多掩盖 )

12
.

深灰一黄灰色薄一中层岩屑细砂岩与粉砂岩组成不等厚互层夹灰色中厚层中

粒钙岩屑砂岩
。

粉砂岩中含大量炭屑

n
.

灰白色块状砾岩夹黄灰色中粗粒含砾砂岩及灰褐色厚层块状中粗粒钙岩屑长

石石英砂岩
.

砾石成分主要为灰岩
,

次为砂岩
、

石英岩
,

分选磨圆中等
。

下部砾

岩与含砾砂岩组成多个韵律层 ,中部砾岩形成透镜体 ,厚层砂岩底面含大量炭

屑物或煤屑块
,

部分已沥青化
.

灰岩砾石常因溶蚀脱落而使灰岩呈现多孔状 ,

与下伏地层以陡壁地貌形成明显的分界面

—
整 合

—
二段 ( T 3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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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部为黄褐色中厚层钙岩屑石英砂岩
、

浅灰色中层细砂岩与粉砂岩
、

粉砂质泥

岩组成 2 个以上的旋回层
,
下部为浅灰色块状中砾岩

、

薄至中层细砾岩与含炭

屑的粗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组成旋回层
,

砾石成分主要为灰岩质
,

具叠瓦构造

9
.

黄灰色厚层细砾钙岩屑砂岩
、

岩屑石英砂岩与黄褐色中层粉砂岩
、

泥岩
、

碳质页

岩
。

产少量植物化石
: 尸“ `之 an 谊es sP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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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13 0m

厚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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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9 5
.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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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5 8
.

g m

厚 6 5
.

s m

厚 7 7
.

7m

厚4 8
.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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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褐色中厚层钙质岩屑细砂岩与同色钙质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组成韵律层
,

砂
,
泥为 1

, 3
,

由下向上由粗变细
。

产植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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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灰白色厚层块状中细粒岩屑石英砂岩与同色薄中层含炭屑细粒岩屑石英砂

岩
、

黄褐色薄层粉砂岩
、

泥岩
、

碳质页岩构成旋回层
,

砂岩中发育斜层理及平行

层理

6
.

上部为浅灰白色厚层 中细粒钙岩屑砂岩
、

极薄层细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
、

碳质页

岩 ,下部为浅灰白色块状中细砾岩
、

同色薄层细砾岩与瓦灰色含炭屑的薄层细

砂岩
、

粉砂岩组成 2个以上的旋回层
.

灰岩质砾石
,

略显益瓦构造
,

砂岩中发育平

行层理
5

.

育灰色中厚层块状中粗粒钙岩屑砂岩与黄褐色薄中层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碳

质页岩夹薄煤层 ,顶部有含炭屑的含砾不等粒砂岩 ,下部有 10nr 厚的含炭屑砂

岩与不含炭屑的砂岩组成多个韵律层对
,

含少量植物化石 p
o d o z a

m it es s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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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中上部为黄揭色厚层块状中粗粒钙岩屑砂岩
,

灰色薄中层粉砂岩与碳质页岩 ,

下部为浅灰色中厚层 至块状中细拉岩屑砂岩与黄灰色中薄层粉砂岩
、

粉砂质泥

岩
.

见较多菱铁矿结核
,

局 部夹薄煤层
.

产植物化石 lC
a
d

O P h le 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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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灰色厚层块状中粗粒钙岩屑砂岩
、

薄层细砂岩与黄褐色薄中层细粉砂岩
、

粉

砂质泥岩或碳质页岩夹煤线组成 4 个以上的旋回层
,

含大量菱铁矿结核
.

产植物

化石尸
口d b名 a m t’t es sP

. ,

刀叔丫
a la m l’et

, s .P

2
.

黄褐色中层钙岩屑细砂岩
、

薄层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及碳质页岩 (多掩盖 )

1
.

青灰色中厚层中粒钙岩屑砂岩夹黄灰色薄至中层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下部岩

层组成背斜核部
,

下未见底

厚7 8
.

7m

厚 3 9
.

3m

厚 5 9
.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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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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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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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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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大于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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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须家河组岩石组合特征

2
.

1 须家河组含义

须家河组主要代表晚三叠世中晚期一套海陆交互相至陆相含煤地层
,

命名凉于广元须

家河
。

最早由赵亚曾
、

黄汲清 ( 1 93 1 ) ltj 修正李希霍芬 ( 18 7 2) 的广元煤系为须家河 系
,

后赵家

骤等 ( 1 94 5 ) 〔, 〕又称为香溪煤系或香溪群
,

1 9 6 4 年陈楚震等3[] 改称为须家河组
,

1 9 7 7 年四川

省地质局二 区测队 . 正式使用须家河组名并分为下段和上段 (或下
、

中
、

上段 ) ;
与此同时四

川石油部门使用的须家河组一般分为 5~ 6段
,

大体上它的 1
、

3
、
5段为含煤泥页岩夹砂岩 (或

石英砂岩 )
, 2

、

4
、

6 段为砂岩夹页岩
、

煤线
; 1 9 7 4 年西南云

、

贵
、

川三省中生代地层会议正式废

弃
“

香溪群
”
一名

,

而统一使用须家河组
,

同时对原须家河组作了修正
。

修正后的须家河组只

包括原须家河组第二段至白田坝组石英质砾岩之下的一套地层
,

原须家河组一段改称小塘

子组闭
,

代表海湾相或海陆交互相的地层
。

1 9 9 5 年四川省岩石地层清理又恢复了原须家河

组的含义
,

取消了小塘子组名阁
。

命名地的须家河组仅厚 s l s m
,

然而须家河组在四川盆地西

部最厚达 3 0 0 o m 以上
,

向北
、

东
、

南部厚度减薄
;
须家河组 的化 石有双壳类以 万d fo bz’a ,

O 四川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泌量队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l
:

2 0 0。。 0) 滋县幅 ( H
一 48

一
诵 )( 地质部

分 )
, 1 9 77 。



1 9 9 8 年 ( 3 ) 四川彭州市白鹿乡地区上三登统须家河组特征

B “

mr es ia
,

Y瀚砚
n
oP ho ur : ,

入肠以l’o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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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海水

、

半咸水
、

淡水类为主
,

此外尚有叶

肢介
、

介形 虫
,
腹 足类

、

鱼化石等
;
植物化石有 D ic 忿y op 勺“ 。 m

,

lC以 h r
oP et ir : ,

lC
“ d oP h leb is ,

阶 oc al a m t’t e : , p od oz o n l’t e :
等最常见

。

须家河组在四 川盆地广泛分布
,

地层特征清楚
。

本区此套含煤地层在厚度上 (大于 1 2 7 4m )与广元地区的须家河组 (厚 s ls m )相差很大
,

但岩石总体特征
、

所含植物化石 6j[ 又与该区相同或相似
,

由于地层下未见底
,

剖面断褶多
,

发

育不完好
,

难以新建地层名称
,

仍沿用须家河组名
。

与原须家河组含义相对 比
,

只相当于原须

家河组中上部层位
,

并划分为二
、

三
、

四段 7[] (缺失一段 ) 于以概述
。

2
.

2 须家河组各段岩石组合特征

白鹿乡地区的须家河组中上部地层的厚度大于 1 2 7 4m
,

其底是 白鹿大桥的背斜核部 (图

l )
,

顶部与千佛崖组呈假整合接触关系
。

根据岩石组合特征
、

地貌表象
,

可明显地划分为二
、

三
、

四段 (本区一段未出露
,

而相邻的彭州白水河龙槽沟
、

小水沟一带须家河组一段 很发

育川 )
,

现分段概述于后
。

2
.

2
.

1 须家河组二段 ( T , x Z
)

该段地层在本 区代表须家河组中部层位
,

虽出露不全
,

但主要地层 已暴露
,

其岩石组合

特征
:

①须家河组二段相当于剖面 (图 1 )1 一 10 层
,

岩性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
:

下部 (剖面 1一

5 层 )岩性主要为青灰色 (风化后黄褐色 )中厚层中细粒岩屑砂岩
、

钙岩屑石英细砂岩与黄褐

色薄一中层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碳质页岩夹薄煤层组成旋回层
。

砂
:

泥为 l : 2 或 1 : 3 ;
上

部 (剖面 6甲 10 层 )岩性与下部岩性不同为
: a )岩石颜色多为浅灰白色

;
b) 岩石粒度粗

,

砂岩

比例增大
,

砂
:

泥为 1
: 1 或 1

:
2

,

并见极薄层含大量炭屑的细砂岩 (层面十分平直
,

砂岩中

见炭屑或煤块的富集层 ) ; C )出现 2 层浅灰色块状石灰质中细砾岩
; ②岩层中含有可采工业

煤层 3~ 5 层
,

每层厚度为 0
.

7~ 1
.

l m
,

目前正开采之中
; ③沉积构造丰富

,

砂岩中发育斜层

理
、

平行层理
、

沙纹层理
,

见底冲刷及泥砾
、

沙球构造
;
粉砂岩

、

泥岩中显微细水平纹理
; 砾岩

中呈现叠瓦构造
.

岩层中普遍含有菱铁矿结核
,

旋回性
、

韵律性特征明显
;④地层中产少量 植

物化石 (因采集不多 )主要有 lC
a d op h ze沉 s , 尸 o j o z a , n i t e : ,

N e o e a za m i t e 、 ` a cr i o o &.l e :
等

;⑤地貌

上具明显的槽隆相间特征
,

为主要含煤岩系
。

2
.

2
.

2 须家河组三段 ( T
, x 3

)

须家河组三段 ( aT x 3 )相当于剖面 n 一 17 层 (图 1 )
,

其岩石组合特征
:

①岩性可分为三部

分
,

下部 (剖面 n ~ 13 层 )岩性为黄灰一深灰色厚层块状石灰质砾岩
、

中粗粒含砾砂岩夹黄

灰色厚层块状中粗粒钙岩屑石英砂岩
、

粉砂岩
.

砂岩中见砾岩透镜体
;
中部 (剖面 14 ~ 15 层 )

岩性为深灰色中厚层中细粒钙岩屑石英砂岩与褐灰色薄一中层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组成不

等厚互层
; 上部 (剖面 1 6

、

17 层 )岩性为浅灰色厚层块状石灰质砾岩与黄褐色薄层粉砂岩
、

泥

岩组成旋 回层夹少量细砂岩 ;②沉积构造简单
,

砾岩中砾石略显叠瓦构造或呈定向排列
; 砂

岩中见斜层理
、

平行层理
;
粉砂岩中见微细水平纹理

,

岩层中见大量植物炭屑及菱铁矿结核
;

③产少量植物化石
:
尸od oz a l,t iet

: ,

N e
oc al

a m iet
:
等

; ④地貌上形成山脊陡壁
,

以岩性的突变

与二段分界
。

2
.

2
.

3 须家河组四段 ( T
3 x 4

)

本 区须家河组四段出露厚度仅 52 m
,

岩性单调
,

为深灰色灰黑 色薄一中层粉砂岩
、

粉砂

质泥岩
、

碳质页岩
、

岩屑石英砂岩组成旋回层
。

顶部产可采煤 2 ~ 3 层
,

每层厚约 30 ~ 50
o m

,

目

前正开采
,

此煤层相当于彭州新兴乡 (海窝子 ) 河东侧狮子 山处的大白禾炭
。

碳质页岩中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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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的植物化石 N il s s o , : i a l o n

gP
u e n s i s

,

N
.

e f
.

c切nP t a
,

aT
t n iop t e r i s s p

. ,

hC i
OrP

t e r i: ? 夕。 a , : i ,

P t e r
op 勺 ll u m s i n e n s i s ,

C l a d oP h le ib s s p
.

,

N e
oc

a la m i t e s c a cr i n o i d e s ,

P o d o z a m I’l e s s p
.

等
。

3 须家河组的横向变化及沉积环境

本区在 1
: 5 0 0 0 0 《大宝山幅 })区调时期 ( 1 9 9 2~ 1 9 9 6 )

,

从北东到南西 (跨越 1
: 5 0 0 0 0 《海窝

子幅 》 )实测了须家河组 4 条主干剖面【编号为 ( l) 一 ( 4 )
,

图 2
一

A
、

图 2
一

B〕进行了横向对比 7j[
,

其剖面的平距是 ( 1 )一 ( 2 ) 6
.

s k m
,

( 2 )一 ( 3 ) s km
,

( 3 )一 ( 4 ) l o km
。

从厚度来看 ( 1 )一 ( 4 )号剖

面的厚度 (须家河组二段一四段 )分别是 2 6 1 3 m
,

1 2 7 4m
,

2 7 7 8m
,

1 5 1 3m
。

这说明当时地形起

伏很大 (但底部地层出露不全
,

对 比欠准确 )
。

当二段形成时期
,

白鹿乡一带主要为河流相边滩
、

天然堤与岸后沼泽微相交替出现时

期
,

并有广阔的成煤环境
,

形成这一时期主要工业煤层
。

到二段晚期海窝子一带有大量的河

( 1 )什郁八角乡双拱村

上上上 须须 段段

..... 家家 、、

统统统 何何 户户

户户户 组组组

帕帕帕帕帕

户户户户户

( 2 )彭州白鹿乡润子沟

T, 护

( 3 )彭州海窝子
几 护

( 4 )都江 , 向峨赵家沟

几 犷

十

声年+

鬓
(?次级份料核部 )

?

l护3l’

l0’’ǐ

、、
.

(l工n

幅
.

1山宝大

I 气
` ”

( 4 )

海窝子福
95一

,、、+.、十
.

冲镶沼

一昌纂彝昌
段、户

组
”户统户

(份翻核娜 ) , 0 5

瓜
- J 肚

.

幼
,

10 ,’ 的
’

(背肠核娜 )

图 2
一

A 四川什郁
、

彭州
、

都江堰地区须家河组二段柱状剖面对比图
1

.

砾岩 , 2
.

含砾砂岩
. 3

.

钙岩屑砂岩
, 4

.

长石石英砂岩
. 5

.

钙质岩屑石英砂岩
; 6

.

砂岩
: 7

.

钙质粉砂岩沼
.

泥质粉砂岩 ,

9
.

粉砂岩
,
10 泥岩

; n
.

粉砂质泥岩
, 12

.

页岩夹煤层
; 13

.

菱铁矿结核
: 14

.

动植物化石
; ( l) 一 (4 )剖面代号

F ig
.

2
一

A oC l u m n a r e o r r e l a t i
o n o f t h e s e e o n d m e m b e r o

f t h e
X

u
ji

a h e
F o r m a t io n

i n s
h i fa n g

,

eP
n g比 o u a n

d uD j i
a n g y a n ,

S ie h u a n

1= e o gn l o me
r a t e .

2 , g r a v e l
一

b e a r
i
r , 9 s a n d s t o n e ; 3 = e a l e a r e o u s l it h ie

s a n d s t o n e ;

4= fe ld s p a th i
e q u a r t z s a dn

s t o ne , 5= e a l e a r e o u s l it h i
e q u a r t z s a n d s t o n e , 6= s a n d s t o n e ,

7一 e a l e a r e o u s s i l t s t o en ; 8= m u d d y s
il t s t o n e . 9= s

i lt s t o n e ; 1 0 = m u d s t o n e ; 1 1= s
il t y m u d s t o n e ;

1 2~ s h a le w it h co
a l s e a m s , 1 3 = s

id e r
i t

e e o n e r e t io n ; 1 4= a n im a l a n d P l
a n t r e m a

i
n s

.

( 1 ) t o ( 4 ) r e P r e s e n t th e s t u d i de
s e e t io n s

.



1 9 9 8 年 ( 3 ) 四川彭州市白鹿乡地区上三登统须家河组特征

床滞留砾石沉积下来
,

砾岩多达 6 层
,

并向北东及南西方向推进
,

致使白鹿乡洞子沟
、

什郁八

角乡双拱桥村 (图 2
一

A )及彭州普朝寺一陶家山一带有 2~ 3 层砾岩沉积
,

再向西至都江堰市

向峨乡赵家沟一莲花水库就没有砾岩沉积了
。

须家河组三
、

四段形成时期
,

前陆盆地形成后得到一定的发展阁
,

这时沉积了厚达 70 Om

的河湖相碎屑岩 (图 2
一
B )

。

以彭州海窝子为分界线
,

向北东方向由白鹿乡至什郁八角乡双拱

村一带
,

早期形成了巨厚的冲积扇砾岩
,

灰岩砾石主要来 自北西方向的陆源区
;
晚期为河流

相的滞留砾石层与湖沼相砂泥岩交替出现
;
由海窝子向南西方向主要为河道砂岩与湖沼相

砂泥岩沉积
,

有一定的工业煤层形成
。

在纵
、

横方向上由粗变细
,

由厚变薄
。

相变带最明显的

地段是白鹿乡洞子沟 (图 l) 一海窝子之间
.

( 2 )形州白鹿乡们于淘

J t .

( 3 )形州海价子

儿 .

/ 窿罗琴磊
一一一

/一
//( 一 )什郁八角乡双拱村

买斗
, , 歹

\ ( ; )向峨赵家沟

\ 一莲花水库

猛玺工
\ \

娜勇旨曼价囊朦纂
、

25 4 .

\

,

}
’
黔 .-1S
卜犷

、、、

、、、

、、、

、、、

、 、、

、、.

图 2
一

B 四川什那
、

彭州
、

都江堰地区须家河组三
、

四段 (B )柱状剖面对比图 (图例同图 2
一

A )

F 19
.

2书
C ol u m n a r e o r r e la t i o n o f th e th玉dr a n d f o u r ht m e m b e r s o f th e X u

ji
a h e F r o m a t i o n i n Sh i fa n g

,

P e n g z h o u a n d uD j i
a n盯 a n ,

S ie h u a n (eS
e F ig

.

2
一

A fo r a n e x P l a n a t i
o n o f s y m b o 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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