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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晚古生代陆表海盆地海侵事件微观
沉积特征及成煤探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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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沉积学、煤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及地球化学等多技术手段，结合比较分析法的思路，分析了事件型

海侵的特点和海侵事件沉积组合特征，研究发现：海侵事件沉积组合为区域对比性强、具沉积时间连续性与相序间断

性的暴露沉积—煤层—灰岩组合，其关键沉积学特征是煤层底板的暴露沉积。 海侵事件组合灰岩的古生化石个体

小、破碎强烈等特征表现为高能量水体运动等环境，孢粉表现为低含量的单缝孢和裸子植物及高含量的三缝孢。 地

球化学分析表明暴露沉积为陆相环境，煤层中的微量元素表现为海相主要原因是由于泥炭沼泽覆于深水后受海水影

响所致。 海侵事件成煤与海侵过程成煤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盆地属性差异，即海侵事件成煤形成于陆表海盆

地之中，而海侵过程成煤则形成于具有缓坡的边缘海盆地，第二，成煤原理存在着差异，海侵事件成煤强调的是成煤

前海侵未发生前的碎屑体系废弃而发育大量泥炭沼泽且被后期突发性海侵终止，而海侵过程成煤则强调的是泥炭沼

泽发育于滨海的活动碎屑体系并终止于后期的缓慢海平面上升。
关键字　 陆表海盆地　 突发性（事件型）海侵　 海侵事件成煤　 海侵过程成煤

第一作者简介　 吕大炜　 男　 １９８０ 年出生　 博士　 副教授　 煤地质学、沉积学等　 Ｅ⁃ｍａｉｌ： ｌｖｄａｗｅｉ９５＠ 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作者　 李增学　 男　 教授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ｚｅｎｇｘｕｅ＠ １２６．ｃｏｍ
中图分类号　 Ｐ６１８．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自 Ｄｉｅｓｓｅｌ［１］ 提出“海侵过程成煤”理论以来，海
侵成煤观点已经逐渐为人所接受。 海侵过程成煤强

调的是滨海地带相对海平面上升能够使泥炭聚积并

被保存成煤［２⁃３］，因此，海侵过程所成煤层一般被划分

到海侵体系域［１，４］。 海侵过程成煤理论的提出，动摇

了传统煤地质学关于聚煤环境的某些基本观点，使人

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煤的聚积过程和机制，使水（海）
进过程中聚煤作用发生及其机制等问题成为热点，为
此，Ｄｉｅｓｓｅｌ［１］在其 Ｃｏａｌ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著
作中都做了精辟的论述。 但海侵过程成煤理论与模

式也有其针对性和局限性［５］，因为海侵过程成煤是

指在具有一定斜坡的滨海平原地带，相对海平面变化

比较缓慢，而对于陆表海盆地中的海侵成煤没有做详

细的阐述，因此，本文将以华北板块为主要实例对陆

表海盆地海侵成煤机制进行探讨。
华北陆表海盆地晚古生代含煤岩系沉积学研究

已经半个多世纪，也取得了很多成果。 目前，对于华

北晚古生代陆表海盆地存在着海侵事件沉积［６⁃１０］，宏

观岩石表现以煤层与灰岩的沉积组合最为常见，其形

成是华北板块突发性海侵事件造成的［５⁃６］等观点已经

为众多学者所共识。 然而，华北板块陆表海盆地的含

煤碎屑沉积并不都是海侵事件沉积［１１］，部分煤层与

灰岩的组合是在海侵过程中形成，煤层为海侵过程成

煤［１］，即华北陆表海盆地充填沉积过程中存在着两

种类 型 的 海 侵， 即 渐 进 型 海 侵［１１］ 和 事 件 型 海

侵［５⁃６，１２⁃１３］。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在进行地层划分对

比时，对于不同煤层与灰岩组合往往无法确定其成

因，从而造成了地层对比或海平面分析的错位。 因

此，在进行海平面变化旋回分析时，应该区别对待海

侵类型，而渐进型海侵研究比较深入，但目前对于海

侵事件沉积的鉴别仅限于沉积岩岩石学、沉积序列及

沉积相分析等方面，而关于其他微观特征（如古生物

演化、地球化学特征）等方面尚没有归纳和总结，同
时，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学者对于海侵事件成煤与海

侵过程成煤的识别与区分仍然不清，因此，本课题组

在多年工作积累上，综合分析海侵事件微观沉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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