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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部新生代聚煤带第三系硅质一

碳酸盐煤核特征及地质意义

童玉 明
’

彭格林 清静霞
� 中国科学院长沙大地 构造研究所 �

石呈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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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中国南部第三纪聚煤带煤盆地 中
,

新近发现一种煤核
。

通过野外观察 和 室内光薄

片鉴定
、

矿物� 射线 扮品衍射
、

光 �井与岩石叱学分析以 及古植物解刘证实
,

其矿物成分以 石英或方解石

或菱铁矿为主
,

少量或微量蒙脱 石
、

��� 云石
、

黄铁矿
。

煤柱 全部 为犷 化了的 �� 煤杭物
。

植物种 属 以松

属为主
,

枫杨
、

械 和�日毛 样等 属汰 之 系成,�� 过 程中
,

戌煤 杭物枝干 光丫 编变 ,
�

舌由含 仃顶 板 物贡

成 分的硅质
、

钊 质或铁质池 下洛 夜渗入煤吐
�

对 它进 行充填 交代南成
。

主题词 煤 性 二 江化吐 万解 子� 交铁 丫
�

」
一

�匕成准物 贡 充城一文代

第一作者简介 帝下 叫 男 创 岁 侧 它员 叹地
’

升聆

位于 中国南部新生代聚煤带的云南南华吕合
、

寻甸先锋
、

宜良凤鸣村
、

开 远 小龙

潭
、

富宁普阳和广东海南长昌等第三纪盆地渐新统一上新统褐煤层 中发现许多与矿化木

伴生的结核
,

经研究属于内部保存有完好值物结沟但成分因盆地而异的煤核
�

是一种成

岩成因的硅质一碳酸盐煤核
。

因其产 出层位新
,

成分较为特殊
,

内部植物结构 保 存极为

完好
,

可对成煤古植物的研究提 供难得的资料而具有重要价值
,

现将初步研究成果介绍

于后
,

供参考
。

, 本文执笔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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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部新
�
仁代聚煤带第三系硅质一碳酸盐煤核特征及地质意义 � �

、

第三纪含煤盆地地质简况

与大地构造环境

中国南部新生代聚煤带呈北西向展布于金沙江一藤条河以东
,

包括一系列由云南经

广西至广东海南岛沿断裂带分布的第三纪褐煤盆地
。

均处于华夏型地洼区余动期阶段的

大地构造环境
。

硅质
一
碳酸盐煤核在各盆地中产出的层位

,

及盆地的岩系发育特征如图 �
。

海南岛长昌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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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偷
�

先锋南华吕合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理尝叫叫叫 �蟹省刁刁��� 互生三」」」」」」」」」」」
���������������������一� ���������������������������������� 一

。

一 ��������� 〔二二门门
��� — �������������������������

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三���������������������杨杨井苗 ���������

摹摹摹摹摹摹摹摹摹 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
门 ���

���气气� 二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 , 一 ������任咬������������������������� ����������� , 二二

�

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
�������������������������

·

。而 二二

圃圃圃圃圃圃圃圃圃圃圃圃圃圃
「「补 丁三〕〕〕〕〕〕〕〕〕〕〕〕〕

�������������������������� � ���「「
�

�������������������������

�������������������������二 , ������于挤�������������������������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函 万
�����������������

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玉,,,

……���‘
‘
‘�������������������

一 厂������������������������������二二二 』』』』』 【。 门 ���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

·

一 ��������� � 二 二 】】

��������������� � 夕二石 刁刁
,,,,,,,, �� � � � ���

���������������������������
霍霍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

「「「「「「「「「「「 厂 �������胜胜胜胜胜胜胜胜胜 — �����������

「「共多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

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
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蒸

盈姗姗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翰翰
卜卜异剥剥剥剥剥剥剥剥剥剥剥剥剥剥 ������� 二 门门门门门门门

巨巨巨巨 一������������������������� ������������������������� 一 一 �������������������

阵阵阵阵毛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

董董
「「「「「「「「「「「「「 石奋门门门门门

声声声声声声舀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日日日日枯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 ����������� 一 ‘〕〕〕〕〕〕〕

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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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耳耳蕊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篆篆篆篆篆篆篆篆篆篆篆篆篆篆篆篆篆篆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昌
��� 生 二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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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习习习习习 �蚤国国国国国

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秦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与召」」」 � � 〕〕〕〕〕

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
���二
��� 厂丫门门

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臻臻臻臻臻臻 ����������巴 二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

�����������������������������������

�������������������������������������������

目目目目目目目
�������

���������������������������������������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声绝
�������

����� �几 � ���
���不不�������������������������������������������

屡屡屡屡屡屡屡屡屡屡屡
一, 叫叫叫叫 斥下〕〕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不下」」

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
隋若刁刁���

·

一
·

�����������������������

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

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
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羹

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 甲 ,,,,

端端
园园园园园园园园园园园园园园园 溺溺溺溺溺溺溺溺溺溺溺溺溺溺溺溺险险险险险险训训训训训训训

翻翻翻翻翻翻
卜长凡� ����� � 夕亘户���

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双翻翻�������材丈闷闷闷闷

�
�

砾岩 �
�

砂砾岩 �
�

砂岩 嫂
�

砂质泥岩

�
。

泥岩 �
。

硅藻土 �
�

泥质 硅藻 土 �
�

泥

灰岩 �
�

褐煤 � �
�

油页岩 �
�

灰岩

� �
�

硅质
一

碳酸盐煤核 ��
�

地 层假整合界线

� �
�

地 层不整合界线 ��
�

玄武 岩 ��
�

变质岩

注
� � � 应为下寒 武统 � � 应为中寒武统 � � 应

为寒武纪 � � � 应为人� �

� � � �

一 � � � � � � � � � � �

目 罢 目 目 目 绷 皿 圈� � � � � �  !

� 目 目 回 曰 曰 口 绷� � � � � � � � � �  � � � �

图 � 中国南部新生代聚煤带产煤核含煤

地层柱状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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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特征为
� � � 产出层位具有由南东向北西升高的趋势 �长昌为渐新世

,

普阳

一先锋为中新世
,

吕合则为上新世 �
,

但主要产于中新世 � � � 多呈褐棕或棕黄色
,

少

数为白色
,

呈长� �� 一� � �� 厘米不等
,

直径多数�� 厘米左右
,

少数为�
�

�一 �
�

�厘米
,

横

断面多呈椭圆形
,

产于煤层中
,

顺层分布
,

被层理包围局部切割 � � � 普遍变形
,

压缩

比�
�

�一 � ,

均保存清晰可见的年轮
,

沿其裂隙充填有石英 � 吕合 �
,

或碳酸钙 �普阳�

顺年轮裂隙充填 �图 � �
。

部份年轮呈皱纹 � 吕合 �
。

� � 煤核成份随煤层顶板岩性成

份不同而异 �详见下文 �
。

仁习 ,
� � � 匕一里一」

� �

�
�

白色为碳酸钙条带 �
�

黑 色为镜煤条带

图 � 云南富宁普阳上第三系铁一钙质煤核素描
,

示碳酸

钙沿成煤植物年轮裂隙交代充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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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

在金沙江一藤条河西南部属滇西中亚期地洼区的龙陵大坝煤盆地及

其东北的弥渡永华盆地上新世一更新世褐煤层内见硫酸盐矿物顺碳化木裂 隙 充 填 的现

象
。

二
、

煤核的物理化学特征

(一 ) 煤核的物理性质

中国南部新生代聚煤带硅质
一
碳酸盐煤核的物理性质 因产地不同而异 (表 1 )

。

( 二 )煤核的矿物成份与结构构造

研究表明
:
煤核是来 自围岩中矿物的集合体

。

经偏光镜显微观察
,

结合矿物X 射 线

粉晶衍射鉴定
,

确定为硅质
一
碳酸盐成分

。

根据他们具有的矿物成分的特点
,

可分 为 下

列四种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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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南部新生代来煤带硅质
一
碳酸盐煤核物理性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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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硅质煤核 (先锋和长昌 ) 镜下观察
,

主要由硅质物 ( 75 % 以上 ) 和有机质组

成
,

后者碳质较多
,

并有次生方解石顺 裂隙充填
。

硅质物主要为球粒状玉髓及少量蛋白

石
,

先锋盆地者均匀交代置换植物组织
,

球粒大小在0
.1一。

.
2毫米 至0

.
01 一0

.
06 毫米之

间
,

长昌盆地者仅残 留于裂隙中心部位
。

矿物X 射线粉晶衍射鉴定
,

主要为石英
,

方解

石微量
,

非晶质 (成煤植物有机质 ) 较多 ( 图 3 A
、

B )

。

2

.

菱铁质煤核 (凤鸣村 ) 镜下观察
,

成煤植物有机质 已被菱铁矿交代
,

有机质

一般少于 5 %
,

菱铁矿约85 一95 %
,

形成。
.
2一。

.
4毫米的球粒

,

在局部裂隙间见微晶石

英充填
。

矿物X 射线粉晶衍射鉴定
,

以菱铁矿为主
,

方解石
、

白云石微量
,

含一定 量非

晶质 ( 图 3 一 D )

。

3

.

钙质煤核 ( 小龙潭 ) 镜下观察
,

成煤植物组织主要由微晶状方解 石 充 填 交

代
,

含量达 85 % 以上
,

很少有有机质残 留
。

方解石分早
、

晚两期
,

早期者为隐晶一显晶

质
,

有较多泥质物混入
; 晚期者沿裂隙作定 向排列

,

晶面清洁
,

晶体粗大
。

氧化铁 ( 褐

铁矿 ) 微量
,

呈凝胶状
,

并有微量黄铁矿充填于裂隙中
。

矿物X 射线粉晶衍射鉴定
,

以

方解石为主
,

石英微量
,

非晶质 ( 成煤植物有机质 )较多 ( 图 3
一
E )

。

4

.

铁
一硅质和铁

一

钙质煤核 前者 ( 吕合 ) 镜下观察
,

主要 由石英 ( 60 一65% )
、

碳质 ( 25 一30 % ) 和菱铁矿 ( 3一 5 % ) 组成
。

石英颗粒0
.
05 一0

.
15 毫米

,

具显微粒状

镶嵌结构
,

早期晶出者表面污浊
,

交代充填于碳质物空隙部位
,

晚期晶出者表面清洁
,

加大于早期晶出石英边缘
,

呈不规则脉状充填在纹层间及菱铁矿空隙部位
。

玉髓少量
,

呈0
.1一。

.
15 毫米球粒状

,

多已变为石英
。

菱铁矿 。
.
05 一0

.
15 毫米微粒 状

,

一 般 组成

0 .15 一0
.35毫米球粒团

,

充填在残留网格状植物组织空隙中
。

碳质为植物残 存 组 织成

份
。

矿物 X 射线粉晶衍射鉴定
,

以石英为主
,

菱铁矿和蒙脱石少量
,

方解石 微 量 ( 图 3

一
C )

。

后者铁
一钙质煤核 (普阳 )

,

镜下观察
,

成煤植物组织主要为 显 晶一微 晶 方 解

石充填交代
,

菱铁矿交代植物组织形成假象
,

黄铁矿微量
,

他形粒 状
,

呈 团 块 结核
,

直径 0
.3一0

.1 毫米
。

矿物X 射线粉晶衍射鉴定
,

以方解石为主
,

菱铁矿次 之
,

非 晶质

(成煤植物有机质 ) 较多 (图 3 一 F )
。

( 三 ) 煤核的化学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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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石 英

,
5 美邻

;
广 ; C

二
万解 万

:
M 货说 石

;
D 自云 石

谋核 产 J也
:
人寻 甸先锋 ( 标本 号 B s

一 , : 一
3 9 )

;
B 海 打岛 沃吕 ( B s

一

粤二
一
8 , )

:

C 南华吕 全 ( B s
一

吕
一
丁 ) ,

D 宜 良又 咚村 ( P 、 一

可
一
1 3 )

;

E 开 远 小龙潭 ( E 犷小
一

1 2 )
;

F 窗宁 济洲 ( B S
,

滇 洁月 32 )

图 3 中国南部新生代聚煤带硅质
-

碳酸盐媒核矿物 X射线粉晶衍射鉴定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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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纪褐煤盆地中硅质
一

碳酸盐煤核的化学成份
.
依其硅质或碳酸盐等矿物成 份 的

不同而异
。

硅质煤核
,

5 1 0

:

含量一般在66 % 以上
,

质纯者可达 94% ( 先锋 )
:
钙质煤核

,

C
a

O

含量一般在 45 % 以上
; 铁质煤核

.
F C :0 3含量在50% 以上

; 铁 一硅 质 煤 核
.

主
,

其含量在 76 % 以上 ; F eO 含量在 7 % 以上 ; 铁一钙质煤核
,

C
a

O 含量 在 2

以 S
,
O

:

3
% 以上

为

最 高 33
.7 1%

,

一般%F eZO 3 、 F
e
O 含量在 9 % 以 匕

。

各类煤核碳含量最 低 为 1 .35

13 .62 % (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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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南部新生代聚煤带硅质
一
碳酸盐煤核化学成分对比表 ( 含t % )

T able 2 C om Parison o f ehem ieal eom position s of silieeou s

earbon ate eoal balls in the C on ozoie eonl
一。e e l ,

m
u 一

卜 10 力 b
。】t
.
月。 几: t

h C h 主
月 。 盯 )

成 分

8 1
。

0 6 1

.

5 3

一_
入1 0

T
一

O

C

口
O

)
。

e Z 二

。

已生

0
.
0 考生

〕
、
1
9
0

人In o

0
.
0 0 9

!二
。

丁1

f、. 3
‘

飞

O
。

O 丁5

F 0 0
、

。 。
5 0

.
0 4

F
e
o

K 0 O
。

0 5 9
门

。

0 2 8 0

。

0 3 3 0

。

3 4

,

0

。

2 0

X
a

O
O

。

0 1 5 0

。

0 0 9 G

。

1 0 0

。

0 8

一

。

一一 O 。

0 3 3 O

。

3 丁Z n 。

O 了 n 。

1 3 } 0

。

0 7

C
l

。

3 5 卫
。

1 3

。

以 1 6
。

5 6 3 3

.

7 1
一

。

一
C

30。 5 2 1 3

。

3 3 } 3 了
。

5 3 峨8
。

0 3 6 3

.

0 0

你 鼓
. 3 产. 3 9 9 吵

.
印 93 。

马5 9 6
。

9 7 匀O
。

8 7 } 9 9

。

攻9

分 析单位
:
湖 南 省地质 局实验室

,
1 9 8 5

1
.

寻甸先锋硅质煤核 ( 灰 白色 ) ; 卫
.

负煤核 ; 连
.
南华 昌合铁一硅质煤核 ; 5

7. 窗 宁普阳铁
一

钙 质煤核

寻 甸先锋硅 质煤核 ( 棕褐色 ) ; 3
.
海南 岛 长 昌硅

宜 良风呜村菱铁质煤核 ; 6
.

开匹 小龙潭钙质煤 核 ,

煤核元素分析 (表 3 ) 表明
,

主要造核元素含量
,

与煤层顶板者基本相同
,

而随煤

核矿物成分类型不同
,

相应元素较围岩 (褐煤 ) 中的含量要高
。

但煤核中钦的含量
,

比

煤层顶板者少十至数十倍
,

而与围岩褐煤者近似
。

其他微量元素 如 B
a 、

B

、

P b

、

S
n

、

G
a

、

C
r

、

N i

、

人10
、

V

、

C
u

、

Z
n

、

Z
r

、

Y

、

Y b

、

S
r 等在煤核

、

褐煤和褐煤顶板中的含

量范围基本一致
。

三
、

煤核中的植物化石

经鉴定
,

煤核 中的植物化石大都是成煤 植物的枝干残体
,

经过矿化作用转变而成
。

据植物化石的解剖结 沟鉴定
,

它们分属针叶和阔叶两类植物
,

前者主要是松属植物 (图

版 I
、

3

,

工
,

5 )

,

后者主要有枫杨 ( 图版 I
、

6 )

、

械 (图 版 I
、

了 ) 和 山 毛样

(图版 I
、

8 ) 等属
。

从化石的矿化特点来看
,

松属植物煤核矿化物质主要分布在髓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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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

树脂管 ( 图版 I
、

4 ) 和早生木质的胞腔中 ( 图版 I
、

3
,

4
,

5 )

,

而 晚生木质

细胞主要发生煤化尤其是凝胶化
,

矿化作用相对则很微弱 (图版 I
、

4

,

5 ) 阔叶树种

形成的煤核
,

其矿化部分与松属植物有所差别
,

矿物质除沿木质部中的导管分布外
,

木

质细胞的细胞壁也大部为矿物质交代
。

同时
,

髓射线和木质细胞的胞腔则 发 生 了 煤化

( 凝胶化 ) ( 图版 I
、

6

,

7

,

8 )

。

显然这与植物组织结构上的差异
,

特别是与它们

的抗菌解能力强弱有关
。

四
、

硅质一碳酸盐煤核的成因及地质意义

按国际煤岩学委员会命名委员会 ( 196 3 ) 的命名
,

煤核主要是钙质
、

白云石
、

菱铁

矿
、

黄铁矿或硅质物质包裹或充填
、

交代于植物或动物残体内
。

上述煤核从结构鉴定
,

表明中国南部新生代聚煤带第三纪褐煤盆地
,

煤层中的硅质
一
碳酸盐结构均具 有 这种特

征
。

它们是成煤植物 中较难发生生物化学作用的属种的木质残体
,

在被顶板沉积物掩埋

后的成岩成煤过程中
,

由含有钙质
、

铁质或硅质的地下水溶液交代充填而成
。

煤核 中的

植物解剖结构十分清楚
,

在整个煤核 中都能见到植物结构
。

应相当于 5
.
H
.
M a m a y和

E
·

L

·

Y

o e

h

e

l

s o n

(
1 9 6 2 ) 所称标准煤核

。

鉴于这些煤核中
,

成煤植物组织及结构保存良好
,

所以它对提供成煤植物的分类
、

演化
,

对恢复古植被景观和古气候具有丰富而有价值的信息
,

近年 已受到国内外古植物

学者和煤地质学者的重视与研究
。

迄今国内对石炭纪
、

二叠纪的煤核研究较多
,

( 如贵州水城
,

山西太原
,

湖北松木坪
,

湖南枫江溪等地 )
,

而第三纪硫酸盐煤核仅笔者在云南宜 良风鸣村皂角露天坑发现并做

了初步研究 ( 1985 )
,

但此次发现的硅质
一
碳酸盐煤核

,

其分布范围广
,

产出层 位 新
,

成份较为复杂
,

而且植物结构保存良好
,

为前所未见
,

这为研究煤核提供了 良好条件
。

另方面这些产煤核的含煤盆地的构造环境类型
,

亦与已发现煤核的石炭纪
、

二叠纪地台

型煤 田迥然不同
,

另属于华夏型余动期地洼含煤盆地
,

这对探讨煤核的成 因及其形成环

境和条件
,

追溯其成煤古气候
、

古地理与古 构造都是有益的
。

( 一 ) 硅质一
碳酸盐煤核的形成环境

上述陆相含煤盆地
,

在盆地发育初期基底不平
,

存在山麓
一河流一湖泊相的填平

;
中

期沉积范围扩大
,

盆地沉降与成煤物质的堆积速度长时间保持平衡
,

成为泥炭沼泽稳定

发育或泥炭沼泽与富营养质湖泊的交替发育
;
晚期进入复水相对较深的湖泊环境

。

硅质
一
碳酸盐煤核的矿物成份

,

表现出随盆地沉积环境不同而变化
,

主要是产煤 核的

煤层在泥炭沼泽或成岩阶段地下 水来源中携带的矿物成分不同
。

形成硅质
一
碳酸盐煤核的地球化学相

,

根据煤核 中的自生矿物 和变价矿物推 测
,

为

弱还原环境和中性一碱性环境
,

即E h 二 0 一 一 0
.
2

,
p H

=
7 一> 7

.8 。

( 二 ) 硅质
一
碳酸盐煤核的形成过程

目前所述煤核是因煤层中存在矿 化溶液的充填
、

交代作用而形成
。

上述第三纪煤层

中的煤核
,

根据其顺围岩层理产 出
,

普遍受压缩变形
,

横断面呈椭球状
,

压缩 比一般为

1.7一 2
,

并与同一煤层中保存的碳化木的压缩比近似
,

表明它们主要是在成岩 过 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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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在煤层中的硅质
、

铁质和碳酸钙的溶液通过对开始腐 化
、

压绷变形成煤植物枝干交

代置换聚集形成
,

并在成煤晚期过一步受到改造
_

先锋盆地在硅质煤核的围岩 ( 褐煤 )
‘

{

“

存 在硅华
:
而硅质煤核在薄少}中可观察到有

保存 良好的植物残留结钧
; 或在煤核中有成留蛋白石的洛蚀空洲等

. ::三实蛋白石溶液通

过交 代置换成煤植彻枝于内的仃机质
,

; 正 后
;
吃 万变方 卜泛和 行共

关于硅质一碳酸盐成核物 质的来源
,

主妥与煤层顶板内的矿 化i杯液 洛 入 煤 层 有关

( 表 3 )
:

先锋和 长昌均产让 吸场七松
.
方汗谋层或步女顶 板 为汕 含

, 〔 }
’

刃
石

卜.

J
、二 ‘

;

‘ _

止
.
砚滦残骸含

量 占30 一吕O 日 , ,

国岩 ( 尚煤 ) 甲 硅的含讹比
一

般煤公安高
.
常见注 华

,

而煤核 中二氧 化

硅的含 最竟 百达洲
.
3 六梦: ; 顶板硅藻土质 吐好者其下 听产 硅质流信

“
i
‘

硅质的含见越高(灰

白色煤核 )
, 「

乏乙
.
含粉万 低 ( }水尚色谋核 )

; r
舀行谋组顶 版为沙质岩石

.
硅 含量相对

较低
.
跌含量少

.
钙含量更少 围岩 ( 褐煤 ) 灰份中硅的含量为55

.
足6 %

,

F

e
:

0

3

含量

3.7 5 %
,

C
a

O 含量仅0
.67 %

,

煤核中的二氧化硅的含量相对也较低
,

只66
.3 4 %

。

南华吕合盆地中
,

煤层直接顶 板为砂质岩石
,

除硅 含鱿高外
,

铁含量次之
.
但钙含

量极 少
,

而围岩 ( 褐煤 ) 中硅
、

铁
、

钙的含量与煤层顶板基本相同
,

故产出 铁 质一硅质

煤核
。

风呜村五邑坑
,

谋层顶 板及煤核围岩渴煤
;
{
“

谈和旅 含最都
r
小 污的含兰较少

.
虽其

上有厚层泥灰岩
,

{过距煤哄较远
.
与煤层间有 洁土岩夫 叹

.
污

「

贡又
_
以 ;参入谋层

.
产谋核

煤层的直接顶板砂质泥岩
.
C :勺 含互了

.
叫 性

。 .

F
c

_

日
_
1 5
.
:, 已

「
.

;、达交 {泛允垃于成谋 泣物

中者主要为菱铁矿
,

而产出菱铁矿煤核

小龙潭和普 阳巨厚煤层的直接顶饭均 川书
‘

公 匕火宕
,

衍
!
几 汉

.
七

,
: ,对吧:的含量却

很低 在围岩褐煤灰成份
,
扮
.
小 它潭〔。

Q 含 丫 万达 竺,
.
丁5 厂

.
5 1交

_
井 全丁

.
13 乡
}_.

F C
二
。
;

仅 10
.8了儿 在两 区煤斌 !, 常出现泊 含螺

、

虫仁化石的薄层钙质泥岩义层
.
坟充 项 于成煤

植物 中者主要为碳酸钙
。

( 三 ) 煤核形成的构造背景

中国南部新生代聚煤带的产硅质
一碳酸盐煤核的生成条 {

’

卜
, ,巧归纳 为成煤 植 物

、

成

核物 质
、

地球化学 胡和地质 构适等四方而

成煤植物 以 汁叶 ;几特
「

;

‘

的松属从 多
、

门
, ‘

洲
_
’

!

‘,

; 出 毛样
、 、

; 肠于!叮试成之 任属植

物的 化学 成份和组织结沟都 卜分特殊
,

具有杀虫性陀;
}
之强的松香酚

、

子
。

做汉体没袭能力

的纹塞孔和微生物进 入通 j亘
—

木能对线少
, ,

攻坑 窗力强
,

茱吝易形成煤核 ( 石呈龙
.

1983 )
:
讼科植初新第三纪则主要分布在华南

.
故该区煤核多 出现在晚第二纪

成核物质 则如前所述
. _
i三要来自煤层的顶板岩系

-

地球化学相 图 1 所示 的含煤盆地沉积相及其
一

t击
r
戈岩于乙特 汪

,

表明成煤沼i羊及其

成岩阶段
.
具有弱还京环境和

‘, ‘

一喊性环婉
.
}
’
、

}而利 于形成升质
一

碳花盆谋核

地质构造条件 是四个条 fi
‘尸j 之为币要 口卜

一

付其它形成 条件起石拄
「

:

一

{
汇写影响作用

,

中国南部第三纪 含操盆地
.
形成 于地泣区 中相 、

·

丁王乙定的众
一

;

一

少: 产 二

煤核的憔盆地
,

在聚

煤带 中
.
JL 乎

/
;泛邵 位 犷断

一

裂带f
上
寸一问

二

盆龙形成初加
.
断裂活心尚板显 片一乡以粗碎居

沉积 为主
:
随活动性减弱

,

成煤植扣l” 泛发育
,

在俘仃沉陷范田的勿
’ 一

火
.
舰队性的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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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

成煤成岩作用持久出现
,

这种活动阶段相对稳定的构造环境
,

有助于盆地水流的

渗透循环
,

并产生硅质或碳酸盐溶液
,

对成煤物质残骸的充填
、

交代
,

形成 硅 质
一
碳酸

盐煤核
。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
,

朱振华同志协助岩矿鉴定
,

杨心宜同志提出宝贵意见
,

谨致谢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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