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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相成煤论进展

(中国矿业大学
,

徐州 )

提要 海相成煤论的提出与深化
,

必将带来含煤沉积学诸多领域
.

的新变革 与新进展
。

本文从泥炭坪

海相成煤模式
、

现代热带红树林潮坪比较沉积学研究
、

关于含煤建造中的潮汐沉积与陆表海性质
、

台地
、

堡岛及其复合的含煤建造沉积体系
、

聚煤盆地的地质事件及其沉积记录
、

煤田岩相古地理研究方法论及巨

型聚煤盆地的整体研究诸领域论述了所取得的成果与新时展
,

从而丰富和深化了海相成煤论
.

为重新认识我

国晚古生代巨型聚煤盆地
,

探求新的聚煤规律
,

扩 大新的煤炭资源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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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煤沉积学的现状落后于沉积学的发展
,

成煤模式 的理论滞后于沉积模式的研究
。

更新理

论
、

更新观点
、

探索新的成煤机理与机制
,

建立新的成煤模式
,

已成为当今含煤沉积学的 当务之

急
,

它必将迎来含煤沉积学各研究领域的新变革与新进展
,

为重新认识各类型聚煤盆地
,

探求新

的聚煤规律
,

扩大新的煤炭资源奠定基础
。

笔
;

者在我国部分地区晚古生代巨型聚煤盆地研究的基础 卜
,

提出了海相成煤环境的新论点
。

近十年来致力于海相成煤理论的研究
,

在泥炭坪海相成煤环境
、

现代热带红树林潮坪比较沉积学

研究
、

关于含煤建造中的潮汐沉积与陆表海性质
、

台地
、

堡岛及其复合含煤建造沉积体系
、

聚煤

盆地的地质事件及其沉积记录
、

煤田岩相古地理研究方法论及巨型聚煤盆地的整体研究诸领域
,

获得了新的启示
。

一
、

海相成煤环境

—
泥炭坪成煤模式

我国晚古生代煤田
,

多数煤层是在潮汐流为 毛要水动力的条件下形成的
,

成煤环境与潮上

坪
、

潮间坪
,

甚至潮道成生在一起
。

热带
、

亚热带地 区的潮间坪和潮上坪
,

生长着大量红树林或

类似红树林生态的潮汐适盐植物
,

在适宜条件下造成大面积泥炭堆积
。

这种在潮坪上直接成煤的

环境称之为
“

泥炭坪
” 。

它包括潮间坪和潮 上坪
,

甚至一部分局限潮 下浅水带和潮沟 (图 1 )
。

在

漫长的地质年代中
,

伴随着海水的进退
、

海岸带的变迁
,

造成大面积泥炭坪的连续展布
,

形成大

面积泥炭和煤层分布
。

1
,

泥炭坪是海相成煤环境

泥炭坪属于海相环境
,

主要位于潮间带
,

包括潮 上带和部分潮下浅水带
。

它与陆源碎屑潮

坪
、

碳酸盐潮坪
、

蒸发潮坪和礁坪一样
,

都是特定条件 厅的潮坪环境
。

潮汐水流是泥炭坪的主要

水动力条件
,

它以潮汐水流的周期性
、

水流方向的 双 l句性
、

水位 变化的频繁性和潮汐水流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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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动性而区别于沼泽环境
。

水介质为海水或淡化海水呈半咸水或咸水
,

成煤植物则是适宜于生长

在海水的红树林或类似于红树林生态的潮汐适盐植物
,

与其共生的还有大量经得起淡化的海相生

物及其化石
。

缨缨鲜缪尹
户户

图 1 泥炭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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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不难看出泥炭坪与泥炭沼泽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环境类型
。

泥炭坪是海相成煤

环境
。

.2 泥炭坪成煤模式类型

依据我国晚古生代含煤建造泥炭坪的不同特点
,

可进一步划分为五种模式类型 (图 2 )
。

一
台地相或
阵壁岛相 — 障壁岛相 泻 湖相

泻湖相

泻湖泥炭坪相

潮坪相

泻湖相

泻湖相

冲越扇相

堡后泥炭坪相 —
潮坪相

—
潮汐三角洲

障壁屏及
冲越扇相

U 豪莽}一黯簇
潮汐三角洲相

:{ 一障壁岛相 口

泥炭坪
潮坪相

潮道相

2

习

局限台地相

台地潮坪相

台地泥炭坪相

台地潮坪相

“ 地 , 下浅 ” 相 3

习

— 礁核相

局限台地相

台地潮坪相

礁后泥炭坪相

台地潮坪相

局限台地相

礁核及礁前相

a 泻湖泥炭坪 .b 堡后泥炭坪
c

.

潮 汐三角洲 泥炭坪 d
.

台地泥炭坪
e

.

礁后泥炭坪

图 2 泥炭坪沉积序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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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泻湖泥炭坪 泻湖泥炭坪发育在泻湖近岸潮坪和广海型潮坪之上
,

它是我国北方石炭

二叠系和南方上二叠统含煤建造较重要的成煤环境之一
。

泻湖泥炭坪成煤序列一般以障壁岛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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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台地相开始
,

向上过渡为泻湖相
、

潮坪或泥炭坪相 ; 成煤后为泻湖相夜盖
,

并过渡为障壁岛相

或台地相沉积 (图 2一 a)
。

泻湖泥炭坪形成的煤层厚度大
,

层位稳定
,

分布广泛
。

煤层结构简单

至复杂
,

灰分中至高
。

一般硫分含量偏高
,

由于淡水补给增强
,

硫分含量变化较大
。

由于水介质

的盐度多变
,

硼含量
、

惚钡比值等指标变化较大
。

河 口湾
、

三角洲间湾和支流间湾亦有广泛潮坪和泥炭坪发育
.

成煤模式与泻湖泥炭坪相似
,

不同处在于沉积相的组合特点以及煤层的赋存受到潮道
、

分流河道和河口砂坝的影响
。

2) 堡后 泥炭坪 堡后泥炭坪是在障壁岛后侧障壁坪部位发育的海相成煤环境
,

是我国北

方石炭二叠系和南方上二叠统含煤建造十分重要的成煤环境
。

一般成煤沉积序列是
: 底部以障壁

岛相 (包括滨面
、

前滨和后滨相等 ) 开始
,

向上过渡为障壁坪
、

泥炭坪及冲越扇相 ; 成煤后过渡

为泻湖相和障壁岛相或台地相 (图 2一b)
。

由于陆表海多堡岛体系发育
,

多堡岛后泥炭坪将进一步接连成片
.

煤层分布面积广
,

层位稳

定
,

厚度较大
,

但空间上常有变化
。

硫分高
、

灰分中等
。

煤层中常发育透镜状冲越扇砂体
,

冲刷

煤层
,

致使煤层变薄
,

分叉或尖灭
。

刀 潮 汐三角洲 泥炭坪 它是我国北方石炭二叠系和南方上二叠统含煤建造成煤环境之

一
。

成煤沉积序列一般由潮道相开始
,

向上过渡为潮汐三角洲相及潮汐三角洲泥炭坪相 ; 成煤后

过渡为泻湖相或碳酸盐台地相沉积 (图 2一c)
。

煤层薄
,

层位不稳定
,

厚度变化大
,

多为复杂结

构
。

灰分
、

硫分均较高
。

司 破 酸盐 台地 泥炭坪 碳酸盐台地泥炭坪是发育在碳酸盐台地潮坪部位的海相成煤环

境
,

是我国北方一些地区上石炭统和南方一些地区上二叠统含煤建造的成煤环境
.

成煤序列始于

开阔或局限台地相
,

向上过渡为碳酸盐潮坪相
,

并发育台地泥炭坪相 ; 煤层常被局限台地
、

开阔

台地相沉积覆盖 (图 2一 d)
。

有时具风暴岩特点
,

并伴 随风暴冲刷现象
.

煤层层位稳定
、

厚度

薄
、

变化大
,

灰分
、

硫分均高
。

匀 礁后 泥 炭坪 礁后泥炭坪是在堡礁后侧背风面潮坪部位发育的海相成煤环境
,

是广西

中部上
.

二叠统合山组含煤建造的主要成煤环境
。

成煤序列开始于礁前相
,

向上过渡为礁核相
、

局

限台地相
,

并发育礁后泥炭坪相 ; 成煤后煤层被台地潮坪相
、

局限台地相和礁核相覆盖
,

有时可

见风暴岩 (图 2一e)
。

伴随海平面变化
,

礁后泥炭坪局部可与台地泥炭坪连成一片
。

煤层在一定

地区内分布较广
,

层位不稳定
,

厚度变化大
,

简单至复杂结构
,

灰分中至高
,

硫分普遍高
。

3
.

泥炭坪的聚煤特点

多数煤层分布面积广
,

层位稳定
,

可为简单结构或复杂结构
。

硫分较高
,

具有一定数量的有

机硫
,

中等至高灰分
。

二
、

现代热带红树林潮坪比较沉积学研究

“

现代是了解古代的钥匙
” 。

通过现代红树林潮坪及红树林泥炭的研究
,

运用比较沉积学的方

法
,

是确立泥炭坪海相成煤环境的重要途径
。

1
.

红树林植物群落及红树林潮坪沉积特征

红树林是热带
、

亚热带海岸潮间带木本潮汐适盐植物群落
。

海南岛红树林海岸带是我国红树

林发育最好
、

分布面积最广地区
。

计有真红树植物 6 科 10 属 17 种
,

半红树 9 科 9 属 11 种
。

其

演替序列为白骨壤~ 红海榄
、

秋茄~ 桐花木
、

角果木~ 海漆
、

木榄~ 半红树群落~ 热带雨林
。

海南岛红树林潮坪可划分为潮下浅水带
、

无红树潮间带
、

红树林潮间带及半红树潮上带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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舀万三芝子奚套可三了犷下下半攀

红树林潮上带
红树林潮间带

红树潮间 潮下浅水带

图 3 红树林潮坪分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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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下 浅 水 带 平均低潮位 以下 0一 Z m 范围
。

底质细砂或含泥质砂
,

夹杂有生物介壳碎

屑
,

无红树生长
。

无 红树潮 间 带 位于接近平均低潮位附近
。

在东寨港宽度达 50 0一 100 0 m
,

无红树生 长
,

潮汐水道系统发育
。

底质一般为含泥砂或含泥粉砂
,

也含生物碎屑
。

常见潮汐水流波纹
,

底栖生

物丰富
,

软体动物及管穴生物痕迹发育

红树林潮 间 带 前缘位于 平均潮位至平均低潮位问
,

后缘在平均高潮位附近
,

在东寨港宽

达 20 0 0 m
,

坡度平均 1一3%
。 。

潮侵频度
、

强度及潮水淹没时间自岸向海增强
。

总之
,

潮汐能量

小
,

泄水条件好
,

底质为富有机质软泥或含粉涛质软泥
。

可进一步划分为 : 外带一刊立于红树林
向海的外缘

,

由先锋树白骨壤
、

海桑等组成
, 一 般为稀疏灌木丛

,

只有海桑可成乔木 ; 中带 -

—
为茂密林带

,

是红树林的主体
,

属种多
,

一般由红海榄
、

角果木
、

秋茄等组成 ; 内带

—
乔术林

带
,

位于红树林近岸后缘
,

以乔木为主
,

具有双层结构
,

高层由木榄
、

海莲等乔木组成
,

低层由

低矮灌木构成
。

半红树林潮上 带 位于平均高潮位以 上
,

只有特大潮时才能淹没
,

宽度较窄
,

主要为
一

半红

树植物

.2 红树林泥炭的煤岩组分特点

海南岛红树林泥炭常见 显微煤岩组分有
: 腐植组中以结构腐植体

、

木质结构腐木质体
,

充分

分解腐木质体为最常见 ; 惰性组中以丝质体
、

半丝质体和菌类体为主 ; 稳定组分少
,

有木栓体
、

角质休
、

抱子体
、

花粉体和藻类体等
。

无机组分以黄铁矿及陆源碎屑为主
,

普遍富硫
。

3
.

红树林泥炭中硫的赋存状态及其成因研究

海南岛红树林泥炭普遍富硫
,

黄铁矿
、

硫酸盐和有机硫是其三种主要赋存状态
,

并以黄铁矿

硫高为特毛卜
。

通过对其成因研究表明
: 红树林泥炭中硫的富集与泥炭坪成炭环境有紧密的成因联

系
,

井目
.

全硫和形态的时空变化受微环境的进一步控制 ; 潮坪水介质中的硫酸盐是泥炭中硫的最

终来源 ; 泥炭中硫的加人主要发生于准同生阶段
,

而在加入过程中还原硫细菌起了决定性作用
。

定量地进行泥炭坪微环境分析是查明古代富硫煤田硫分布的主要途径
。

三
、

关于含煤建造中的潮汐沉积与陆表海性质

具有海相或部分海相成煤环境的我国北方石炭 二叠系本溪组
、

太原组及其南缘的部分 ! 11西

组
、

石盒 子组含煤建造
,

广布于华北板块之 上
,

具有相当的可比性和稳定性
。

组成建造的微环
r

毛
,

小同地区有所差异
、

但均属海岸带及浅水陆棚沉积
。

沉积体系与沉积相带在全 I天呈有规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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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

陆源碎屑潮汐沉积广泛发育
,

构成建造重要组成部分 ; 碳酸盐台地沉积不时覆盖建造分布

区
,

聚煤条件在华北板块广大区域发育
,

具有良好的含煤性
。

不难看出
,

华北晚古生代含煤建造

形成于华北板块之上的陆表海环境
,

为一巨型聚煤盆地
,

形成具有特色的陆表海清水与浑水混合

的含煤沉积体系
。

具有海相或部分海相成煤环境的我国南方多数上二叠统含煤建造
,

同样广泛分布于扬子板块

之上
,

并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与稳定性
。

多数含煤建造形成于海岸带与浅水陆棚环境
,

潮汐沉积发

育
,

碳酸盐台地广泛分布
,

含煤性 良好
,

具有一定分布规律
。

显示华南上二叠统含煤建造形成于

扬子板
.

块之上的陆表海环境
,

为另一巨型聚煤盆地
,

形成于另一具有特色的陆表海清水或浑水或

混合的含煤沉积体系
。

识
.

别我国晚古生代含煤建造的陆表海性质及其特色
,

确认
卜

含煤建造中潮汐沉积及其主导作

用
,

将是重新认识华北与华南巨型聚煤盆地
、

探求新的聚煤规律的重要基础
。

四
、

台地
、

堡岛及其复合的含煤建造沉积体系

的 年代末期
,

提出了关于含煤建造的三角洲体系后
,

三角洲沉积在含煤沉积学中广为传播

和应用
.

长期以来
,

三角洲体系连同河流体系
、

湖泊体系在含煤沉积学中影响很深
。

诚然
,

我国

多数中
、

新生代煤田和部分晚古生代煤田分别属于上述不同沉积体系
,

然而却不能概括我国大部

分晚古生代和部分中生代煤田的实际情况
。

除陆相沼泽成煤环境外
,

同样存在着大量海相泥炭坪

成煤环境
。

这一观点的提出突破了海相成煤这一禁区
,

为研究聚煤规律开辟新的领域
。

笔者通过

长期对我国晚古生代含煤建造沉积学的研究
,

提出了以下含煤建造沉积体系类型
:

1
.

堡岛含煤建造沉积体系

堡岛体系由成因共生关系的三个沉积系统组成
:
砂质堡岛链环境

,

包括潮下至露出水面的堡

岛海滩系统 ; 堡岛链后面的水体环境
,

包括泻湖
、

河口湾及潮坪沉积系统 ; 切穿堡岛并使泻湖与

外海连通的潮汐水道环境
,

包括人潮 口
、

潮汐三角洲及潮道系统
。

由于陆表海的性质
,

堡岛体系

将不是现代陆缘海所示
,

而是堡岛链与泻湖潮坪系统多次交替组合
,

广泛分布于陆表海中
,

形成

多堡岛沉积体系
。

这一规律已由编制的部分华北地区石炭二叠纪含煤建造岩相古地理图所证实
。

陆表海堡岛沉积体系主要分布于华北北部太原组及华南部分地区测水组和龙潭组含煤建造
。

建造旋回结构显著
,

进积序列由障壁岛相
、

泻湖相和潮坪相组成
,

其间常夹有潮汐三角洲相和潮

道相沉积 ; 退积序列由泥炭坪相
、

泻湖相和障壁岛相组成
,

其间常夹有冲越扇相和潮道相沉积
。

识别障壁岛相
、

潮道相和潮汐三角洲相是确定堡岛体系的关键
。

障壁岛相可由滨面相
、

前滨

相
、

后滨相
、

风成砂丘相
、

障壁坪相和冲越扇相等不同微相组成
,

不同于河流相和三角洲相
。

潮

道相和潮汐三角洲相显示鲜明潮汐水流特别
,

并与泻湖相和潮坪相组合在一起
,

也不同于河流相

和三角洲相
。

古代陆表海堡岛含煤建造沉积体系中
,

障壁岛相
、

潮汐三角洲相和潮道相沉积是屡

见不鲜的
。

这些重要的沉积相常易误认为河流相
、

分流河道相和河 口砂坝相
,

而堡岛体系则易误

认为河流体系或三角洲体系
。

煤层形成于泻湖泥炭坪
、

堡后泥炭坪和潮汐三角洲泥炭坪环境中
。

由于陆表海的性质
,

泻湖

泥炭坪分布面积宽广
,

可与堡后泥炭坪相互连接
,

构成大面积
,

分布
,

因而煤层展布广
、

层位稳

定
。

唯潮汐三角洲泥炭坪面积小
,

煤层不甚稳定
,

产但伴随海水进退与盆地演化
,

潮汐三角洲泥炭
J

坪可与堡后泥炭坪连成一片
。

.21 谈酸盐台地含煤建造沉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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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表海碳酸盐台地体系是我国晚古生代含煤建造的一个重要体系类型
,

分布于华北北部本溪

组
、

豫西太原组和华南桂北
、

桂中
、

桂南以及黔东合山组和龙潭组
。

碳酸盐台地体系进一步叮划

分为两个亚型
、

以桂中合 L
一

幻组为代表的台地边缘生物礁较发育
,

整个体系发育在以 台地边缘生物礁相为核

心
,

包括礁前
、

礁后及开阔台地和局限台地环境上 ; 另一类型则无台地边缘生物礁相发育
,

整 个

体系发育在局限台地和开阔台地环境中
。

煤层形成于台地泥炭坪和礁后泥炭坪环境
。

台地泥炭坪

分布面积宽广
,

煤层层位稳定
,

厚度小
, 一

变化大 ; 礁后泥炭坪煤层层位较稳定
,

煤层厚度小准 中

等
。

3
.

台地与堡岛复合含煤建造沉积体系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石炭二叠系本溪组
、

太原组与南方多数地区上二叠统龙潭组合含煤建造

多属陆表海多堡岛与碳酸盐台地复合沉积体系
。

建造旋回结构显著
,

进积序列由台地相或障壁岛

相 与泻湖相
、

潮坪相组成
,

其间常关潮道相或潮汐三角洲相 ; 退积序列由泥炭坪相
、

潮坪相 代

湖相与障壁岛相或台地相组成
,

其间常夹潮道相或冲越扇相
。

山 f 陆表海的性质
,

碳酸盐台地体系位于多堡岛体系的外缘
。

伴随着海平面的变化
,

多
,

砖岛

体系的陆源碎屑沉积 与台地体系的碳酸盐沉积在时间和空间上
,

于陆表海范围内广
`

泛地交织 份 }
_

在 一起
。

查明障壁岛相
、

潮道相和潮汐三角洲相是十分重要的
,

它不同于河道相和分流河道相沉

积
。

这一套陆源碎屑与碳酸盐混生和含煤建造沉积
,

正反映了陆表海多堡岛与碳酸盐台地的复合

休系
,

而不是三角洲体系 煤层形成于泻湖泥炭坪
、

堡后泥炭坪和潮汐三角洲泥炭坪环境
。

以泻

湖泥炭坪和堡后泥炭坪分布面积宽广
,

煤层层位稳定
,

在适宜条件下可形成厚煤层
。

.4 堡岛与三角洲复合含煤建造沉积体系

这 复介体系多见于华
一

{七山西组中 卜部和部分华南龙潭组含煤建造中
。

煤层形成于三角洲 支

流间湾或汽角洲间湾的泥炭坪 L
,

也可形成于三角洲平原的泥炭沼泽环境中
。

同一煤层不 }弓地

点
,

可形成于不同的成煤环境
。

由于陆表海浅水三角洲的特点
,

三角洲前缘不发育
,

煤层多 形成

于 二角洲平原泥炭沼泽环境

五
、

聚煤盆地的地质事件及其沉积记录

具有海相或部分海相成煤环境的我国北方及南方晚古生代含煤建造分别形成于不同的巨 别聚

煤盆地中
。

风暴事件与火山事件沉积是巨型聚煤盆地重要的事件沉积记录
,

是聚煤盆地等时突发

性沉积记录
。

确认事件沉积及其分布规律是重塑聚煤盆地岩相古地理的重要标志
,

也是进行冰
_

域

性地层
、

煤岩层划分与对比的重要依据
。

1
.

风暴岩是海相成煤建造常见的事件沉积

华北本溪组
、

太原组与华南龙潭组含煤建造分别形成于陆表海占地理环境
。

按其古纬度 , 、

认十

赤道咫风带
,

具备风暴沉积发育的古地理和古气候条件
。

野外工作证实
,

在内蒙准格尔煤田 晋

中
、

像西
、

徐州和鲁西南等煤田 的本溪组
、

太原组 以及桂中合山组等含煤建造中发育多层风暴

下佘
,

找中 以石灰宕中风暴沉积出现的频率高
,

保存完好
,

甚至全层由风暴与正常天气沉积频繁交

林组成
。

笔者归纳 了海相成煤建造风暴岩的 下述基本类型 :

风暴沉积主要 由碳酸盐岩风暴岩以及碎屑岩风暴岩组成
,

主要是回流型风暴岩—
一

远班: ’
议

、

近源型和近源浅水型碳酸盐岩风暴岩
、

搅动型碳酸盐岩风暴岩和近源砂岩风暴岩
。

风暴事们 , 煤

层的赋存有着密切关系
、

常 见煤层顶板为风暴岩
,

并将侵蚀
,

冲刷煤层
,

使之变薄甚至尖灭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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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区太原组一些煤层顶板多为
“

蛤蟆顶
” ,

就是明显例证
。

由于含煤建造的陆表海性质
,

堡岛
、

台地及其复合的沉积体系
,

风暴强度常受到障壁阻挡而

渐弱
,

加之茂盛的潮汐适盐植物屏壁作用
,

聚煤盆地风暴沉积的规模和强度都要低于其它地区
。

:.2 火山灰岩是海相成煤建造常见的又一种事件沉积

我国晚古生代含煤建造 日益发现更多的火山灰岩沉积
,

其中以华北太原组以及本溪组和 山西

组为多
.

就太原组火山灰岩空间分布状况而言
,

位于华北板块北部及东部有增多趋势
,

并以中酸

性火山喷发为主
.

大陆板块边部多为与大洋板块碰撞消减带
,

为大陆板块边部火山作用创造了条

件
.

同时在大洋板块俯冲带亦有岛弧形成
,

也为火山作用创造了条件
。

上述火山作用均为我国晚

古生代含煤建造火山事件沉积提供了物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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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煤田岩相古地理研究方法论

围绕海相成煤论的研究
,

逐步形成
一

套可行的含煤建造岩相古地理的研究方法
,

可简单概括

为
“

多剖面定量环境分析
、

沉积相 比值法编图
”

的方法
。

从野外第一手单剖面定量环境分析为亿足

点
,

将野外观察与室内测试相结合
,

由点到线
、

由线到面
,

多剖面综合研究
,

在岩性
、

岩相剖面

图的基础上
,

编制各单因素环境分析基础图件
,

从时间和空间上分析沉积相的组合与演化
。

在此

基础上
,

运用沉积相比值法定量编制不同时间段的岩相古地理图和各煤层成煤前与成煤后岩相古

地理图
,

井将各类型岩相古地理图以及基础性图件相互对照
,

整体分析
,

进而由面到三维空间
,

再造聚煤盆地岩相古地理
、

查明岩相 占地理格局及其演化和煤层赋存规律
。

这一方法的实质是先从 一个个单剖面的定量环境分析入手
,

然后进行全面分析
、

综合研究
。

沉积相比值作图法是利用编图层段内各沉积相厚度间的比值大小进行编图
,

可采用三角图比值或

其它比值法
。

定量编制的岩相古地理图
,

各相区边界是依据定量数据确定的
。

依据沉积旋回
,

分

别将旋回的海退相组和海进相组视为相对等时面
,

煤层居于旋回中部
,

并分别作为编图单位编制

成煤前 与成煤后 岩相古地理图 (图 4)
,

借以查明各煤层成煤前后岩相古地理条件 与煤层赋存规

律
。

七
、

巨型聚煤盆地的整体研究

我国华北
一

与华南晚古
一

生代煤田是罕见的巨型聚煤盆地
,

将巨型聚煤盆地做为 一 个整体进仃研

究
,

本身就增加了研究难度
,

提高了研究的水平
,

这是重新认识华北与华南巨型聚煤盆地的屯要

途径
。

首先应当将事件地层学
、

层序地层学和旋回地层学等现代地层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煤盆地

的整体研究中
,

以求取得全盆地性对比
。

其次应当将板块构造理论与煤盆地沉积作用相结合
,

查

明板缘与板 内构造以及煤盆地古构造
、

同沉积构造与后期构造的特点
。

运用活动论和海相成煤

论
,

进行煤盆地整体的宏观岩相古地理和聚煤规律的研究
,

以揭示其固有的规律与特点
。

近年来
,

笔者还将海相成煤论与岩相古地理方法论运用到勘探区或井田的煤田地质勘探中
,

针对勘探中的生产关键问题
,

采用孔孔进行定量环境分析
,

按照岩相古地理方法论的程序综合分

析
,

在进行煤层对比
、

查明煤层厚度变化
、

指导勘探设计和
“

三边
”

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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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 fo u n d a t i o n fo r er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 h e h u g e b a s i n s o f e o a l acc
u m u l a t i o n o n L a t e

aP le o z o i e ,

e x P l o r in g t h e n e w e o a l 暇um
u l a it o n l aw

a n d e n l a r g i n g t h e n e w c o a l r e s o u r ce s 15 e s t a b li s h e d
.

T h e s e P r o
,

g r e s se s a n d a c h ie v e m e n t s a re d i s e u s s e d fr o m th e fo ll o w i n g s e v e n r e s e a rc h f l e ld s
.

1
.

( : o a l一 fo r m i n g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o f m a r in e fa e i e s
一

e o a l一 fo rm i n g m `〕d e l s o f P e a t fl a t s
.

M
a n g r o v e s o r t id

-

al lP an ts h va i n g a s iim l a r bi o e e o lo g y 初 t h m a n g r o v e s e o u ld g r o w a b u n d a n it y i n th e i n t e rt i d a l a n d s u P e r t id a l

fl a t s o f t r o P i e a l a n d s u b t r o P ie a l z o n e s a n d e o u ld fo rm
t h e pe a t d e P o s i t s ( ) v e r a l a r g e a r e a u n d e r t h e s u i t a bl e

e o n d i t io :以
.

S u c h th e d i r e c t e o a l一 fo rm in g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i n t h e ti d a l fl a t s 釜一re e a l le d
“

Pe a t fl a t s ” .

P e a t fl a t s a n d

pe a t sw
a m P s a r e t w o k i n d s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ty P e s w it h e o m P l e t e ly d i阶 r e n t n a t u r e s ,

t h e if r s t o f w h ie h 15 t h e

m a ir n e t id a l n a t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

A c c o r d in g t o t h e d i ffe
r e n t c h a r a c te r i s t ic s o f p e a t fl a t s o n c

g
a l一 b e a r in g of rm

a
-

t io n s o f L a t e P a l e o z o i e in C h i n a ,

pe a t fl a t s e a n b e e la s s i if e d i n t o if v e 们飞.〕 d e ls s u e h a s : la g o o n P e a t fl a t s ,

b a e k b a r r ie r P e a t fl a t s ,

ti d a l d e l t a Pe a t fl a t s , e a r b o n a t e P l a t fo mr
p e a t 11 ;几t s a n d b a e k r e e f Pe a t fl a t s t y P e s

.

2
.

T h e r e s e a cr h o f e o m P a r a ti v e s e d i m e n t o l o g y o n m o d e r n t r o P ie a l 仟一a n g r o v e t id a l fl 乏Lt s
.

T h is Pa P e r d e a l s

w i t h t h e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m a n g r o v e P la n t e o m m u n i t i e s , t h e d e Po s l t s e 卜f t h e m a n g r o v e t id a l fl a t s a n d t h e

e o a l pe t r o g r a P h ic e o m P o s i t i o n s o f t h e m a n g r o v e P e a t s , a n d P o in t s o u t th a t t h e s u l Ph u r i n m a n g r o v e P e a t s 15

e h a r a e t e ,i ez d b y h i hg P y ir t e e o n te n t s ,

t h e s u l P h a t e in w a t e r m e d iu m o f t h e t i d a l fl a t s 15 t h e if n a l r e s o u

cre
o f

s u l Ph u r 左I n d t h e a cc e s s io n o f s u lP h u r m a i n ly t a k e s P la e e i n P e n e c o n t e m r
卜e卜r a n e o u s s ta g e

. “

T h e P r e s e n t 15 t h e

k e y t o t h e P a s t
” .

I t 15 a n im P o r t a n t a P P o r a e h t o e s t a b li s h t h e e o a l一 of r庄一in g e n v i r o n m e n t o f m a r i n e af e i e s in

a cn i e n t Pe a t fl a t s fr o m t h e r e se a r e h o f ht e m o d e r n m a n g r o v e t l d a l fl a t s a n d m a n g r o v e p e a ts , a n d u t i liz i n g

ht e m e th
·。d o f t h e e o m P a r a t iv e s e d im e n t o lo g y

.

3
.

T h e e h a r a e t e r o f t h e e P e i r i e s e a ,

th e t id a l d e Po s it s a n d t h e ir ld a ( 11 n g r o l e o n c o a l一 b e a r in g of r m a t io n

o f L a te P a le o z o ie in C ih n a a r e d em
o n s t r a t e d a n d r ce o g n iz e d

.

A u t h o r s l》 u t of r w a r d t h a t t h e e o a l一 b e a r i n g

of rm
a ti o n s o f L a t e P a le o z o ie w e r e of rm

e d r e s P e e t iv e l y i n e Pe i r i e e n v i z℃们m e n t s o f H u a b e i a n d Y a n g z i P la t e s

hw i e h a r `三b o t h ll u g e b a s in s o f e o a l a cc u m u la t io n in N o r t h a n d S o u t h C h il i a , a n d a r e m a d e u P w it h d i s ti n c-

it v e cl e a n ,

m u d d y o r m ix e d e o a l一b e a ir n g s e di m e n t a r y s y s t e m s i n e pe i r ie s e a
.

4
.

P l a t fo mr b a r r ie r i s la n d n a d c o m P l e x s e d im e n t a r y s y s t e m s in e o a l一 b e a r in g fo mr
a t io n

.

I f th e x n a ir n e

e o a l一fo n n i n g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o f P e a t fl a t s a er s im il a r ly P r e s e n t a lo t e x e e P t th e e o n t in e n ta 1 e o a l一 fo mr i n g e n v i
·

or nm
e n t￡; o f s w a m Ps , a n d th e er s t r ie t e d z o n e in e o a l一 fo r m i n g e n v i r 〔) r zm e n t s o f m a ir n e fa e ie s 15 b r o k e n

th r o u g h
.

hT
e n e w s ed i m e n t a yr s y s t e m s o f e o a l一 b e a r i n g fo mr

a t i o n s w ill b e d is e o v e r e d
.

T h e b a r r i e r i s la n d
,

e a r b o n a t
.己 P la t fo mr

,
t h e e o m P l e x w i t h b a r r ie r is la n d a n d P la t fo mr

a n d tll e e o m P le x w i t h b a r r ie r i s la n d a n d

d el ta s e d i m e n ta r y s y s t e m s i n e o a l一b e r a in g fo mr
a t io n h a v e b e e n P u t fo wr

a r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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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 e o lo g ie a l e v e n t s a n d t h e i r d e P o s it i o n a l r e c o r d s i n e o a l a e e u m L一l a t l o n b s i n s , o f w h ie h s t o

rm
a n d v o l

-

。 a 11 ie e v e n t d e P o s it s a r e m o r e i m P o r ta n t
.

T e m P e s ti t e s a r e e l a s s i if e d a s t h e b a e k fl o w t e m Pe s t it e s 一 d i s t : , l
,

!、 r o x 一m a l a zl d P r o x im a l s h a ll o w w a t e r c a r b o n a t e t e m Pe s t it e s ,

t h e s t ir r in g e a r b o n a t e t e m Pe s t i t e s a n d t h e

p :。 x , m a l 、 a n

晶t o n 。 t e m讲 s ti t e s
.

6 T h e m e t h o d o lo g y o n th e s t u d y o f li t h o fa e i e s一 P a l e o g e o g r a P h y o f e o a l if e l d
.

T h i s e a n b e b r l e fl y s u n 、 m a
-

: ,乙。 d a s t h e m e t h o d o f
“

q u a n ti t a t i v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n a ly s i s o f s e e ti o n s a n d d r a w i n g u P m a P s b y m e a r 、 5 0 }
’

s e d i n l e n t a r y fa e i e s r a t xo ” .

F i r s t
,

t h e q u a n t it a t iv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a n a ly s l s o f t h e s i n g le if e ld s e e t i o n i s a 、 rh e

。 。 、 15 二 s e e o n d
,

t h e Pr o e e d u r e fr o m P o in t to lin e ,

fr o m l in e to fa e e a n d fr o m fa e e to t h r e e 一d im e n s i o n a l g e
-

, 〕m e t r y 15 u s e d to e o m b in e if e ld o b s e vr a t io n w i t h i n d o o r a n a l y s is ; t h i r d
, o n t h e b a s i s o f t h e li t h o lo g ic a l a n d

l宜t h o af e ie s s e e t io n s ,

th e b a s is m a P o f e a e h s i n g le af e to r i s e o m P li de ; of r t h
,

l i th o fa e ie s一 P a le o
ge

o g ar P h l e a l

t n 往P s 一2 1 v a r ie d P e r io d s a n d th e s e o f be fo r e a n d a ft e r t h e e o a l fo mr
e d o f e a e h s e a m a r e q u a n t it a t iv e ly d r a w r l

u
p by s e d im e n t a r y fa c i e s r a t i o : F i n a l ly

,

it e a n b e r e e o n s t r、一e t e d th e P a le o g e o g r a P h y o f t h e e o a l a c e u m u l a
-

* ,、 , : 1 b a s , n a n d fo u n d o u t th e d is t ir b u ti o n o f e o a l s e a m s by e o m Pa r i n g a l l k i n d s o f l j th o fa
e一e s一

)) a le o g e o g r a P h ie a l m a P s w i t h th e ba s i n m a P s a n d a n a l y z in g th e m e r l t l r e ly
.

7
,

E n t ir e r e s e a r e h i n h u g e b a s i n s o f e o a l a e e u m u l a ti o n
.

I n o r d e r t o r e v e a l i t s 一n h e r e n t la w s a n d e h a r a e te r

,、 z, e s ,

m o r e a t t e n u a t i o n s h o ul d b e P a id t o t h e o r l e s o f m o d e r n s t r a t ig r a P h y
,

P la t e t e e t o n ie s ,

m o b il is m a n d

。 o a l一全b mr
i n g o f m a r i n e fa c ie s t o s t u d y e n ti r e l y t h e h u g e b a s in s o f c o a l a c e u m u l a t i 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