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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煤岩系沉积环境

来绍笙
� 青海煤 田地质公司 �

内容提要
�

根据含煤层段的河 流
,

湖泊沉积的粒度分布特征
,

研究 了木里煤 田侏罗 纪沉 积环境

的主含煤段的微相控制及其变化规律
,

并且 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本区找煤的方向
。

主厄词
�

沉积环境 河流一湖泊粒序微相 青海木里煤田

作者简介
�

架绍堑 男 �� 岁 工程师 煤田地质及煤质与化验

� �  �年和 � � � �年分别于昆明和郑州召开了南方含煤沉积学术讨论会和北方含煤沉积

学术讨论会
。

各高等院校及研究院
、

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和发表的论文很多
,

但大多数是

针对石炭一二叠纪海陆交互相含煤沉积进行 的
,

对于陆相侏罗纪含煤沉积的 研 究 则 较

少
。

我国东北
、

内蒙至西北的新疆
、

青海和甘肃的广大地域内
,

中生代陆相侏罗纪含煤

沉积岩系发育
。

陆相侏罗纪含煤沉积岩性横向变化大
,

不稳定
,

煤 层分叉
、

尖灭现象十

分普遍
,

一个煤 田甚至一个矿区内
,

煤层
、

地层对比十分困难
。

煤
、

岩层对比不清将给开

采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
,

因此在煤 田勘探过程中
,

应重视综合研究工作
。

随着勘探技术

的提高
,

综合研究程度应成为煤 田勘探程度的一项主要评价标准
。

一
、

区域岩石地层简述

青海境内祁连含煤 区侏罗纪木里煤田
,

位于东经��
”

一 �� �
。 、

北纬 ��
。

一 ��
。 ,

青海湖

以北
,

祁连山南麓的狭长区域内
,

包括木里
、

江仓
、

外力哈达
、

热水等矿区
,

呈� � �
一�� � 向斜列展布〔� 〕

。

侏罗纪含煤沉积岩系不整合或假整合于三叠纪沉积岩系之上
。

侏罗纪沉积厚度各矿

区不等
,

江仓矿区厚达 � , � �� �
,

西至木里矿区厚度变薄至 � ,

�� ��
,

东至外力哈达矿区

和热水矿区变薄至�� �。
。

外力哈达矿区及热水矿区由老至新简述岩石地层如下
�

侏罗纪陆相含煤沉积岩系厚度约 � �� �

上统
�

紫红色泥岩
,

灰绿色粉砂岩
,

灰白色细砂岩互层
。

厚度约 � �� � � 本文不做

详细讨论 �

中
、

下统
�

可划 分为上部非含煤沉积段和下部含煤沉积段
。

厚度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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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祁连 含煤 �义侏罗纪 含煤六系沉 积环境

上部湖泊环境砂岩
, 、�己岩非含煤沉积段厚度约 ����

。

下部河流环境泥炭沼泽含煤沉积段厚度约�� ��
,

为本文讨论的重点层段
。

二
、

侏罗纪中
、

下统沉积环境

继三叠纪之后
,

侏罗纪开始地壳活动增强
,

不均衡下陷使盆地内沉积了相当于
“
青

甘地洼
”
含煤岩系

。

各含煤盆地下陷幅度不同
,

故厚度亦不相同
。

以江仓矿区最厚
,

向

西向东变薄
。

侏罗纪时这一地区总 的地势由北部古祁连山向南古特提斯海缓倾
。

�一 � 侏罗纪中
、

下统河流环境泥炭沼泽含煤沉积

木里煤田侏罗纪中
、

下统下部含煤沉积是河流环境发展形成的泥炭沼 泽含煤 〔“〕
。

沉积相组合
�

河床相一河流边滩相一滩后淤泥沼泽相一泥炭沼泽相
。

其中任何相或相邻

的几个相与泥炭沼泽相可组合成含煤沉积组合型
,

如表 � 中的� 、

�
、 。 、

� 儿种 含 煤 沉

积组合
。

侏罗纪中
、

下统上部非含煤沉积组合是 由湖泊环境发展形成 的〔
“〕

。

沉 积 相 组合
�

深水湖泊相一浅水湖泊相一湖滨相一复水沼泽相
,

如表 � 所示
。

�二 � 岩石粒度分布

区内岩石粒度分布可划分为五个基本类型
,

反映微相控制
、

卜的五种沉积环境
。

�型
�

为侏罗纪 中
、

下统河床相及湖滨相中
、

粗粒砂岩沉积以 〕� 图 � �
。

表 �

� � � �� �

青海木里煤田侏罗纪中
、

下统河流环境含煤沉积组合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曰 � � �

相
, � � � ,

含 煤 组 合 型 毛 积 怕 杂 基 含 量

序

泥 炭沼泽相

�� � 煤
、

泥炭
、

有机质
、

植

物根茎化石 丰富
、

薄层状

局 部有杂基 混入

滩后淤泥沼泽相
� �

杂 色泥岩
、

团块状
、

富

有机质

河 流边滩相

� 水上 部分 �

粗
、

细粒粉砂岩
,

富有

机质
,

分选好
,

圆度差
,

交错纹层状

高湿度
、

温和 气候
、

滤水

性好
、

氧化
一

弱还原

静水闭流
、

悬浮沉淀氧

化
一

还原

浅水紊 流
,

低能氧化环

境

绝大部分粒径

� �
�

� �� �

� �一 � �多

河流边滩相

� 水下部分 �

中
、

细粒砂岩
,

分选及

圆度中等
,

水平层状
浅水

,

高能氧化环 境 �一 �� 男

中
、

粗粒砂岩
,

含 砾砂 �
河 床 相 深水

,

高能氧化环境

河 道

岩
,

交错 斜层状

残余砾石
,

成份单一
,

圆度好
河道

,

高能 氧化环境



� �  沉 积 学 报 � 卷

表 � � 海木里煤田侏罗纪中
、

下统淡水湖泊环境非含煤沉积组合摸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杂 基 含 量
境用环积积 作沉沉

沉 积 相 相 序 沉 积 物

表水层相

细粒
、

粗粒粉砂岩
,

薄层状
,

有机质
、

生物 残 休
,

薄 层 灰

岩
,

分选 中等

波动表水
,

富氧
,

生物丰富
,

温度

均一
,

滨岸沉积氧化环境
�

微量或少量

变 水层相 � 一� � 多

深水层相

细粒
、

粉砂及粘土沉积
,

薄纹

层 状
,

分选中等

细粒
、

泥质丰富
,

富铁质团块

或结核
,

分选好
,

水平纹层状

细泥

过 渡沉积
,

水体温度 随深度递减

氧化
一

弱还原

迟滞静水�� � 含量高� � 值低

还原环境

绝大部分粒

径 � �
�

� � � �

�型 �
为中

、

下统上部非含煤沉积浅水湖泊相中
、

细粒砂岩沉积 �图 � �
。

�型
�
为浅水湖泊相的细粒砂岩沉积 �图 � �

。

�型 �
为浅水湖泊相和河流边滩相细粒砂岩沉积 � 图 � �

。

�型 �
为河流边滩相和滩后淤泥沼泽相及其过渡沉积 � 图 � �

。

上述五个粒度分布基本类型
,

可归纳为三种情况
�

� 型分布是本区主要的粒度分布类型
,

粒度分选和韵律性都很差
,

反映河床相 和湖

滨相岩石特点 , �型
、

�型
、

� 型粒度分布
,

反映了浅水湖泊相及河流边滩相 的沉 积环

境� � 型粒度分布反映了滩后淤泥沼泽相及其过渡相 �浅水湖泊相向深水湖泊相 , 河 流

边滩相向滩后淤泥沼泽相过渡 �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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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岩性韵律

侏罗纪中
、

下统下部河流环境泥炭沼泽含煤沉积为下粗上细 的正粒序沉积
,

反映了

含煤盆地的相对抬升趋势 〔5〕; 上部非含煤沉积为下细上粗的逆粒序沉积
,

反映了含煤盆

地的相对下降趋势
。

韵律好的层段厚度均匀
,

韵律差则为厚度不均匀的薄互层
。

岩性变化同样受微相控制
。

不同微相控制下形成不同粒度 的不 同岩 石
,

基 本 韵 律

是
:

1.河床相
、

湖滨相形成 A 型粒度分布的中
、

粗粒砂岩
,

含砾砂岩
,

含杂基< 5 %
。

2

.

浅水湖泊相
、

河流边滩相形成B
、

C

、

D 型粒度分布的细粗砂岩
,

绝大部分为含杂

基砂岩
,

含杂基 5 一20 %
。

3

.

过渡相 (河流边滩相向滩后淤泥沼泽相
,

深水湖泊相向浅水湖泊相过渡 ) 形成E

型粒度分布的粗粉砂及细粉砂岩
,

绝大部分为杂基质砂岩
,

含杂基20 一50 % 1)
。

概率曲线的多段性特点突出反映了陆相沉积的不稳定性
。

单源母岩供给区或多源母

岩供给区沉积物都有上述情况
。

4

.

深水湖泊相
、

泥炭沼泽相绝大部分为< o
.
03m m ” 5 小的粒径物质组成

。

对找煤勘探的启示
。

木里煤 田包括的几个矿区侏罗纪中
、

下统沉积岩石地层
,

含煤

性均可对比
,

与相邻的大通河流域
、

西宁盆地
、

甘肃静远煤田侏罗纪中
、

下统沉积岩石

地层也可对比
。

侏罗纪中
、

下统下部河流环境含煤沉积是找媒勘探的主要层段
,

上部湖

泊环境很少含煤或不含煤
,

并且各矿区也都显示出由下部含煤段过渡到上部非含煤段是

由河流环境向开流湖泊至闭流湖泊环境过渡沉积 的特点
。

各含煤盆地是相对封闭和隔离

1 )杂基含盆占岩石组成含盆 5 一25 % 为含杂羞 X 火 火
岩石

,
含t ZS 一50 % 为杂基质

x x x 岩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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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沉积厚度相差很 大是由于各含煤盆地下陷幅度不同所致
。

在祁连含煤区寻找N W W
一
S E E 向展布的斜列下陷盆地是今后找煤 的主要方向

。

初稿 完成后呈葛 宝勋副教授审阅
,

撰写过 程中承宋天 锐老师
、

张静文高级工 程师热

情帮助
,

深表谢意
。

收稿 日期 1954年 s 月 2 日

参考文献 、

二2 〕

〔3 〕

〔4 〕

〔5 勺

韩 德馨等
,

1 , 8 。
,

中囚仪田 」也贡学
,

煤炭工业出版礼
。

华东 石油学 院勘探系
,

1 9 了了
,

沉 积岩
,

百汕化学工业 出饭 日
。

裴蒂庄
,

1 9 了2
,

砂和砂岩 ( 中译本 )
,

科学出版社
。

刘宝裙
,

1 9 8 0
,

沉积岩石学
,

地质出版社
。

何起祥
,

1 9 了8
,

沉积岩和沉积矿产
,

地质 出版社
。

川

SED!M ENTARY ENVIRONM ENT OF THE JURASSIC COAL
一
B E A R IN G R O C K S !N T H E Q IL !A N C O A L

F !E L D
,

Q I N G H A I

L u a n
S h a o k

u n

( Q i
n g :

l a
i C

o n ,
p

a n 手
一

o

f C

o a

l G

e
o

l

‘:
g 少

\ b
5 t z

·

d e 七

T h e
r e a r e 入I u li

,

J i
a n e a n

g
,

认
’
a

i l i h

a

d
a a n

d R

o
s

h

u

i C

o
a

l
m

i
n e

s

i

n
t

h
e 入Iu li e o a l一 b e -

a r
i
n g f i

e
l d

,

Q i
n g h

a
i

.

C
o a

l
一
b
e a r

i
且 9 s e q u e n e e s e o r r e s p o n d i n g t o “

Q i
n g

一
G

a :
D

e
p
r e s s

i
o n

”

w
e r e

d
e p o s i t e d i

n a n u n e v e o s o
b
s
i d

e n o e
b
a s

i
n ,

b

e

i
刀 9 f

o r m e d u n d e r t h e s t r e n g t h e n i n g

o f g e o 一e r u s t a e t i
v
i t 了 a f te r t h e T

r
ia s s i e p e

r
i
o
d
.

T h e g r a in 5 1 : e
o
f
e o a l

一
b
e a r

i
n g s e

d i m
e n t

s
i
n t h

e r
i
v e r e n v

i
r o n

m
e n

t
o
f 入Iid d le一 L o

w
-

e r
J
u r a s s

i
e

g
r a

d
u a

l l y b
e e o

m
e s e o a r s e t o f i

n e
f
r o

tn b
o t t

o
m t o t

o
p

,

b
u t t h

e
U p p e r

J
u r a s s

i
e s

h
o

w
s

f i
n e g r a

i
n s

i
z e

i
n t fi

e
l

o
w e r

p
a r

t a n
d

e o a r s e
i

n t h
e u p p e r p a r

t
, r e

f l
e e -

t i
n g a

l
a e u s

t
r

i
n e e n :

i
r o n

m
e n t

.

T h
e s u

b
s

i d
e n c e

b
a s

i
n

1
5 r e

l
a

t i
v e

l 丁
e
l
o s e d d o w n

a n d t h
e

t h i
e
k n e s s o f s e d i m e n ts a lt e

r s a l
o t

.

T h e p e t r o lo g ie
a
l e h a n g

e s a n d
e
h
a r a e t e r i s士i

e s o
f g r a i n

一s
i
z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a l. e a s

f
o
l l

o w s :

1
.

S
e
d i m

e n t
s o

f
r
i
v e r

f
a c

i
e s a n

d l
a e u s

t r i
n e 一e o a s t a l f

a e
i
e s a r e

m
e
d i

u
m

o r e o a r s e

s a n
d
s
t
o n e s

w i t h T 了p e A d i
s t r i b

u 七io
n , e o n t a

i
n i n g p

e
b b l

e
d

s a n
d

s
t

o n e a n
d <

5
%

m a t
r

i
x

.

2

.

S
e

d i m
e 力t s o

f s h
a
l l o w

一
l
a e u s t

r
i
n e

f
a e

i
e s a n

d
r
i
v e r

一
p

o
i
n t

一
b
a r

f
a e

i e
s a r e

f i
n e

s a n
d
s
t
o n e s

w i t h T 了p e B
,

C

,

D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

a n
d m

o s t
o

f t h
e

m
a l- e

m
a

t
r

i
x 一

b
e a r

i
n
g

s a n
d
s
t
o n e s

( 5
一
2 0 沁m atrix )

.

乞



期 栗绍望
:
青海祁连含煤区侏罗纪含煤岩系沉积环境 13 7

3
.
S edim ents of tran sitional faeies ( frorn th e river p oint bar to th e m ud dy

sw am p of b aek bar ) are eoarse silty sa nd ston es w ith T yp e E d istribu tion and m ost

of them are 功a tr ix sa n d sto n e s ( 2 0一 5 0 % m
a t

r
i
x
)

.

4
.

S
e
d i m

e n
t
s o

f d
e e p l

a e u s t
z
·

i

n
e

f

a
e

i

e s
a

n

d
p

e
a

t

一 s
w

a
m p f

a e
i
e s

m
o s

t l }+
e o n s

i
s t o

f

。 a t e r iaI
S 一

〕
.
昭
:::二 、 5 小i

n dia m etor
.

1
’

!

l e r
i

\ e r 一丁a
。 l e s s e

d i m
e n t

s o
f t h

e
l
o

w e r
p
a r

t
o
f 人l id d le L o w e r J u r a ssie a l

·

e

t
h

e

m

o

i
n

p

o r

t i

o 刀 o
f t h

e e o a
l
一
b
e a r

i
n g

s e
P
u e n e e

.

5
0

t h
e v a r

i
o ,L r s e o a

l m i
n e s

i
n t h

e
Q

i l i
a n c o a

l 了iold 。 a n
b
e e o n

t
r a s t

e
d 、 it h e a e h

o t h
e r a n d t h

e w a 手 o
f l

o o
k i
n g f

o r 仁o a
l i

n
f
o
t
l: r e

i
;

t
o

f i
n
d

o 廿
t

s u
b
s
i d

e n e o
b
a s

i
n s o

f

入飞V W
一
S E E

e 、t e n s i o n a
l
o n g s 手

,

n e

l
i

, l e
i

n
t }

1
1
、 a r o a

.

沦仅狱
一

狱飞现
_
为了泛忿 义

.!一之
、_

二互忘
一

扮照冲了泛叮 泣
_
忿 众

、

息 笼
_
丫
J_
丈一 理

一

艾巧
狱
)
瑕

《有机地球化学文集 》简介

美国南加里福尼亚大学晏德福教授 ( T
.
F
.
Y en ) 是我国熟悉的石 油地球化学家

,

也

是世界著名的石 油化学和地球化学专家
。

他研 究的领域极其广 阔
,

包括有石 油科学
、

化

石燃料科学与技术
、

能源提取与转换
、

生物化学工程
、

环境科学
、

有机地球化学
、

煤的

液化
、

资源再利用方法
、

油页岩及页岩油
、

污染工程等
。

他长期从事复杂高分子结构 化

学研 究
,

在煤
、

油页岩
、

石 油沥 青和重油的加 工利用方面
,

在石 油燃料
、

干酪根和叶琳

的结构化学和地球化学方面
,

以及有关的分析实验技术等
,

造诣很深
,

卓有成效
。

晏教

授 自195 4手来发表的论 文有270 多篇
,

包括 10 本 书
。

这里 由晏教授从中精选了20 多 篇 有

关石 油地球化学的论文
,

汇 成一 册
,

反映他在沥青
、

沥青质
、

干酪根的组成结构
、

石 油

叶琳及其 它有机地球 化学方面研 究的贡献
。

这些成果有助于生物有机地球化学的进一 步

开展
,

有助于我国可燃矿产 约开发和利用
。

本 书是生物有机地球化学
,

特别是石油地球

化学方面的科研和生产人员
,

以及有关大专院校师生的重要参考文 献
。

本书已由甘肃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

3 9 0
,

0 0 0 字
,

定价2
.80元

,

沉积学报编辑部代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