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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局限台地碳酸盐岩型含煤建造

—
桂中马滩一带合山组的某些沉积特征

张鸡飞 刘唤杰 卓 越 贾玉 如 陈昌荣 :’z 楚玉 殷宗昌

( 中 因犷 业 学院
,

涂 叫 )

上二叠统合山组是桂中地区主要含煤地层
,

它在马滩一带沿红水河出露特别完整
。

合

山组是较为少见的局限台地碳酸盐岩型含煤建造
,

研究它的物质成分
、

沉积结构和构造
、

生物化石
、

沉积相类型
、

垂 向层序及沉积模式等
,

为探索含煤建造 的形成条件和分布规

律提供了必要资料
。

这一研究课题
,

无论在沉积学理论上或成煤理论上都有重要意义
。

笔者先后于62 年
、

78 一 81 年多次到野外进行观察
,

82 年又 补充了一定的野外工作
。

其中

78 一 81 年广西 1 50 煤炭勘探队参加了野外工作
。

工作过程 中
,

广西合山矿务局和董家国工

程师给予了热情支持
。

参加此项工作的还有1 50 队的王绍烨
、

覃必成
、

刘正杰及我院煤田

地质专业 78 级部分同学
。

刘跃进参加了室内图件的清绘工作
。

一
、

含煤建造基本特征
“

含煤 建造
”

这 一概念
.

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引进地质文献一六十年代广为传播
。

三

十年来
,

国内外地质学家对其概念和特征发表了不少论文和看法
.

认识不断深入
。

佳中
_

仁二丁二叠统合山组碳酸盐岩型含煤建造独具特色 ( 图 1 )
。

建造厚约 1 05 米
,

以碳

酸盐岩为主
,

约占岩石总量的 8 5 % 以上
。

碳酸盐岩全部由石 灰岩组成
,

以泥晶生物灰岩
、

微晶一
生物灰岩

、

微晶一生物屑灰岩为主体
,

其次为海绵骨架灰岩
、

海绵障积灰岩和海绵粘

结灰岩
。

大量生物化石及化石碎片是含煤建造的主要特色之一
,

除原地造架钙质海绵构

成各种类型礁灰岩外
,

主要是伞藻
、

举及有孔虫
、

介形虫
、

软体动物
、

腕足类
、

棘皮类

和其它生物屑
,

不少层段构成伞藻灰岩和稚灰岩
。

硅质岩多由石灰岩成岩交代而成
。

沉积相特征反映了陆表海局限台地碳酸盐沉积的面貌
。

主要是局 限潮下相
、

台地边

缘生物礁相
,

其次有潮间相
、

台地边缘生物滩相
、

开阔海相和泥炭坪相
。

煤层形成于碳酸盐 台地礁后坪上
,

成煤环境是泥炭坪
,

而不是沼泽
。

含七层煤
,

主要

可采煤层一层 ( 四煤 )
,

煤层层数少
,

层位稳定
,

厚度变化大
,

灰分
、

硫分高
,

结构复

杂
,

这是含煤建造的又一主要特色
。

合山组碳酸盐岩型含煤建造是在东吴运动以后
,

发育在早二叠世陆表海碳酸盐岩建

造之上
,

其上又为晚二叠世晚期碳酸盐台地边缘火山灰浊流沉积所代替
。

它是桂中广泛

发育的二叠纪陆表海碳酸盐台地在一定大地构造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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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滩一带合山组环境分析柱状图

F 1 9 T h o e o lt : m n a r s e e t i o n o f e n 、 ir o n m e n t o l a n a ly s is in H o s h a n f o r m a t io n , M a

ta n r e g i o n

二
、

生物礁与成煤环境

沼泽不是成煤的唯一环境
,

煤层可以形成在 以潮汐作用为主的泥炭坪环境
。

桂 中合

山组含煤建造全部 由海相组成
,

而无陆相沉积
。

值得注意的是
,

有大量似乎与含煤建造

无关的生物礁沉积
,

正是这些生物礁的障壁作用
,

造成 了成煤的有利条件
,

直接影响着

含煤性和煤层的赋存
。

生物礁分布在建造 中
、

下部和顶部
,

即四煤层以下和二煤层以上
。

生物礁约占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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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0 %
。

1
.

主要造礁生物及生态

见到的生物化石有十多个门类
,

主要造礁生物为钙质海绵及少量群体四射珊瑚和苔

葺虫
,

主要附礁生物是伞藻和缝
,

其次是腕足类
、

软体动物
、

二叠钙藻
、

介形虫
、

有孔

虫和棘皮类
。

1) 海绵 是最主要的造礁生物
。

形态有单杆状
、

分枝柱状
、

圆柱状
、

近锥状
、

块

状
、

半球状
、

叠层或交错叠层的瓣状或板状
。

前四种类型抗浪性弱
,

常见于背风礁核相

或其它较低能环境
,

后三种类型抗浪性强
,

多见于迎风礁核相中
。

1 9 8 1年南古所邓 占球

鉴定并描述 了八属十三种
,

计小卫根海绵 属 ( 班
。。 g 。

。lla ) 钝管海绵属 (
J

4 0 b ly 、 i-

p 人。 , 。 2 2。 )
、

亚扭囊海绵属 (s 。乙: 。 。 : 夕阴力z。夕。。 )
、

小空枝海绵属 (e o 。 z。 。z。 d ‘。 2 2。 )
、

f昆小多星海绵属 ( P s e o d o 。“ 1 t i : t e lla )
、

新 日射海绵 属 ( N o o he l fo s P o n g ia )
、

似

假嫩枝海绵 属 ( P s e :‘d o o ir g u lo p s is )
、

射腔海绵属 ( A c r f。o e o lf a )
。

海绵为海生
.

营底栖固着生活
,

主要生活在水体微弱搅动到中等动荡的坚硬底质上
。

由于海绵不能经受泥砂的覆盖
,

所以主要生活在泥砂少
、

沉积缓慢
、

含盐 度3
.

2一 3
.

8 %

的地区
。

钙 质海绵骨针在水深 10 米以内最丰富
。

2) 姗瑚 群体的四射珊瑚
,

主要为伊泼雪 珊 瑚 ( I P o iPh刃 I“。 )
、

卫 根 珊 瑚

( 班
a a g e n o Ph y ll “。 )

。

外部形态多呈半球状
、

块状
,

抗浪性较 强 (图板 1
.

1 ) 主要

生活在水深小于20 米
、

水流畅通的台地边缘环境
。

劝苔醉虫 少量
,

呈透镜状
、

皮壳状
,

多与海绵共生在一起
,

为适应性较强的海

生群体造礁 生物
。

2
.

生物礁的岩石类型

生物礁 的不同微环境形成不同类型的生物礁灰岩
。

总的讲
,

一

可分为原地生物灰岩和

异地生物屑灰岩两大类型
。

原地类型是由海绵
、

少量群体四射珊瑚
、

苔鲜 虫原地支撑 形

成骨架和填充其间的大量生物屑
、

亮晶胶结物或泥晶基质组成
。

代表性的岩石是海绵骨

架灰岩
、

海绵障积灰岩和海绵粘结灰岩
。

异地类型是由礁核岩石提供的生物屑
、

内碎屑

与亮晶胶结物或泥晶基质组成
,

代表性的岩石是生物内碎屑灰岩
、

生物屑灰岩和泥晶生

物灰岩
。

1) 海绵骨架灰岩 原地半球状
、

块状
、

粗枝柱状
、

管状海绵骨骼
,

含量> 50 %
,

相互支撑构成坚固的抗浪骨架
。

充填 的生物屑为伞藻
、

钙球
、

介形虫
、

有孔虫
、

续
、

腕

足类
、

软体动物及棘皮类碎屑
,

含部分亮晶胶结物和泥晶基质
。

常见连生骨骼结构
,

块

状构造 ( 图版 I
,

2 )
。

2) 海绵障积灰岩 原地分枝状
、

管状海绵骨骼
,

含量30 一 4时百
,

相互支撑造成 障

积并捕集大量生物屑和杂基
。

生物屑有腕足类
、

瓣鳃类
、

伞藻
、

海百合茎
、

有孔虫以及

腹足类
、

缝
,

有大量泥晶充填空隙
。

局部可见连生骨骼结构
、

块状构造 (图板 I
,

3 )
。

3) 海绵粘结灰岩 分枝状
、

管状海绵骨骼
,

含量为 2 0 % 左右
,

零星分布
,

有大量

附礁生物屑
:

伞藻
、

海百合茎
、

腕 足类
、

瓣鳃类
、

腹足类
,

以及多量有孔虫
、

介形虫等
,

基质为泥晶 ( 图版 I
,

4 )
。

5
.

生物礁组合的微相划分与沉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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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山组
“

生物礁
”

分布面积较广
,

位于碳酸盐台地或台地边缘上
。

1 9

礁前斜坡塌积物

少
,

礁 后坪发育
。

按其 生长位置属于堡礁或障壁礁
,

向东以局限台地与云开古陆相隔
。

合山组
“生物礁 ” 组合就 同一礁生长旋回而言

,

可划分 以下微相类型 ( 图 2 )
:

止竺一一一一
叫

一
主要 风向

图 2 马滩一带合山组生物礁与泥炭坪沉积模式

F 1q
.

2 S o d illl o n t:、: 手
一

zll o d e ls o f o :
·

g a n ie r 。 。 f o n d p 。。 之
一

fla t in 于子(
‘

、 Il o n fo l ln a ; io n .

、la t a n r o g io n

1) 礁前相 位于礁向开阔海相一侧
,

主要是礁前斜坡塌积 生物砾屑灰岩及礁前斜

坡生物屑灰岩
。

局部可见小型槽形交错层理
,

层组最大厚度 7 匣米
,

倾角 2 5
。

左右
。

2) 礁核相 礁组合的主体
,

为海绵骨架灰岩
、

海绵障积灰岩
、

海绵粘结灰岩及其

互层
。

3 )礁后坪相 泥晶或微晶生物灰岩
、

生物屑灰岩
:

条件适宜情之兄 卜
、

可发育礁 后

泥坪
、

混合坪和礁后泥炭坪
,

并有大量煤层
、

炭 质泥岩
、

炭质页岩沉积
。

4 )礁后相 (局限潮下相 ) 含煤建造中广泛发育
,

代表性岩石性
、

卫韶,和 微韶, 生物

灰岩 ( 例如伞藻 灰岩等等 )
。

六个成礁期综合成生物礁沉积模式如图 2
、

3 所示
。

由西 而东
,

l.}
、

开 }:习海
、

礁前过

渡到礁核
,

再到礁后
。

相应地水功力 条件由弱过渡到强
,

再到弱
。

礁组合的沉积物主要

来 自礁核
。

从礁核垂向
_

上观察
,

自下而
_

上反映了由礁间生物 屑滩到礁
,

由粘结
一
障积型到

障积一
骨架型礁核

。

在生物礁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

礁 后坪除有大量碳酸盐沉积外
.

还可以

有粘土等细碎屑物质及泥炭堆积
。

4
.

生物礁 的演化与含煤性

桂中马滩一带合山组
“生物礁

”

约有六个成礁期
,

有六个礁生长旋回
。

合 山组含煤

建造是在区域性海侵过程中形成的
。

东吴运动后
,

陆地遭受长期风化剥蚀
,

其后地壳开

始沉降
,

从滨海泻湖过渡到碳酸盐台地
,

最后为台地边缘浊流沉积所覆盖
。

在海侵过程

中
,

海面 上升 的速度是经常变化的
,

只有海面上升速度与礁生长速度相适应时才有利于

造礁生物的繁殖
,

过块则淹没死亡
,

过慢则暴露水面
,

均不利于形成生物礁
。

生物礁的发育
,

特别是障壁礁的存在
,

造成礁后背风面平静的浅水环境
,

礁后坪发

育
,

潮汐作用显著
。

条件适宜的情况下
,

礁后坪上可以生长大量类似红树林生态的适盐

植物
,

形成礁后泥炭坪
,

有利于煤层的形成
。

煤层是在成礁期之间形成的
。

从 时间上讲
,

成礁期间隔愈长
,

成煤的机会愈多
,

但更重要的还要看礁 后坪的发育规模
,

以及礁 后坪



图 3 马滩一带合山组含焦建造各亚相方块图

F 59
.

3 B lo e k olia g r a ln o f s u b fa e ie s o f H e s }l a n e o a l一 b e a r in g fo r m a t i o n i n 入la t a n

r e g ] o n

上泥炭坪的发育程 度
。

至于煤层的层数
、

厚度
、

结构特点
,

还要取决于其它一些因素的

配合
。

第 I至 W 成礁期间隔短
,

且礁 后坪不发育
,

没有形成煤层
。

第 W 至 V 成礁期间隔

长
,

且有广阔的礁 后坪和局限潮下环境
,

多次在礁后坪上形成大面积泥炭坪
,

唯一可采

煤 层 ( 四煤 ) 及局部可采煤层 (三煤
一

「层
、

三煤上层 )
,

均在这一时 烟形成
。

第 V 至 \I

成礁期
,

礁 后坪发育
,

但植物堆积速度与台地沉降速度不适应
.

虽有一煤
、

二煤形成
,

但厚度小
,

没有工业价值
。

三
、

礁后泥炭坪探讨

桂中合山组成煤环境长期以来是煤 田地质工作者感兴趣的间题
。

1 9 6 2年
,

我院刘焕

杰首先提出合山组的海相成煤论
。

1 9 8 0一1 9 8 1年
,

卓越
、

刘焕杰相继提出合山组成煤环

境代表着热带
、

亚热带的碳酸盐潮坪沉积
。

1 9 8 1年
,

刘焕杰在研究三汇坝龙潭组含煤建

造时进一步提出泥炭坪的概念及泥炭坪成煤的论点
,

指出
“

热带
、

亚热带地区的潮间坪

和部分潮上坪
,

甚至一部分局限潮下带和潮沟
,

在适宜条件下可 以生长红树林或类似红

树林生态的适盐植物
,

造成大面积的泥炭堆积
,

这种在潮坪上直接成煤的环境称之为泥

炭坪
, 。

7 0年代以来
,

许多单位在合山地区做了大量工作
,

武汉地质学院黄酒和
、

温显

端从研究化石碎片入手
,

认为合 山煤 田煤组的形成是与陆地毗邻的碳酸盐台地浅水环境

沼泽化的过程
。

湖北地 质研究听李有亮等认为合 山组是潮上聚煤环境
。

我们认为
.

合 山组成煤环境是泥炭坪
.

而不是泥炭沼泽
。

马滩一带泥炭坪是发育在

礁后坪上的
,

应称为礁后泥炭坪
。

1
.

礁后泥炭坪识别标志

1) 含煤建造沉积的古地理条件是局限海碳酸盐台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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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煤层顶底板为潮间微晶生物灰岩
,

含有大量伞藻
、

钙球
、

软体动物
、

腕足类
、

巢
、

介形虫
、

海绵骨针等化石碎片
。

微晶生物灰岩成岩阶段多交代成硅质岩
。

3) 部分煤层顶底板为混合坪相或泥坪相铝质粘土岩
、

含炭泥质岩
。

煤层夹歼均为棍

合坪相或泥坪相的炭质泥岩
,

炭质页岩
,

部分为潮间相微晶生物碎屑灰岩
,

成岩阶段多

交代成硅质岩
。

4) 煤层夹歼中可含大量海相动物化石
,

如二煤层夹歼含有大量海相腹足 类 化 石
:

T r a c h夕s P ir a o b li g u i”o d u lu
W

a n g ,

H 夕P e r 夕o n ja s P
.

N a t ic o P s 1’s ( J e d r fa )

s P
.

A s t a r t e lla s P
.

5) 主要煤层顶底板及夹研的若干地球 化学特征
,

如 S r
/B

a 比值
、

粘土矿物成分 等
。

从 1 9 7 8年 以来
,

我们先后对煤层顶底板
、

夹研和煤层进行 了X 射线衍射
、

光谱
、

差 热

和 电子显微镜分析
。

综合各项分析结果认为
,

煤层顶底板
、

夹研和煤层本身都是在海相

环境下形成的
。

例如对 5 5个煤层 样品进行了光谱分析
,

其中有 5 4个样品的 S叮B a 比值大

于 1 ,

平均值为 4
.

5 ,

是海相环境的成 因标志
。

五个矿井和两个钻孔的四煤层及顶底板夹研 的S r
/ B

a分析结果见表 1
。

可 以看 出
,

除一个数据为 0
.

4 2外
,

其余所有数据都很高
。

表 1 裸四顶底板及其泥岩夹层S r
/ B a

值

T a b le 1 S r
/ B a v a lu e o f e o a l一 4 a n d t h e r o o f a n d b o t t o m o f m u d i n t e r la 3

·

e r

\
几~ ~ 产 地 } 一 一 { } } 一

层 仪
、

义 } } } { } { 一

四煤顶 板石灰、,

{
2。

·

3 : 12
·

1

{
‘1

⋯ ⋯
2 8

·

3

{
2 ,

·

8

盟釜尝
夹研 炭 7

·

3

}
5

·

2 5 } 5
·

7

⋯
6

·

2 7
·

5
}

⋯
4

.

4 、7 1
·

8 1 , . 2
·

4 ‘

四煤夹研炭质页 岩

四煤底 板炭质泥 岩

。

2 〕5
。

6

四煤底 板石灰岩 4 5
·

4 } 8
·

9

四煤底 板硅质岩 7
.

6
.

6
.

3 1

一 4
.

3

一 2
·

6

{
,

{
0

·

42

1110
。

555

五个矿井煤层顶底板及夹干粘土岩 X 射线衍射
、

电镜和差 热分析结果见表 2
。

可 见

煤层顶底板和夹干粘土岩中主要粘土矿物为伊利石或伊利石
、

高岭石组合
,

说明这些粘

土岩的形成条件与潮坪环境有关
。

6) 煤层硫分
、

灰分高 (表 3 )
,

可与第四纪红树林泥炭的硫分
、

灰分比较
。

煤的硫分主要是有机硫
,

即来源于成煤物质本身
。

1 9 7 9年
,

我们对海南岛琼海县第

四纪红树泥炭进行了分析
,

其灰
、

硫分与合山组煤层相似
,

都是很高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海南琼海县福 田公社泥炭化红树枝干的含硫量达 4
.

16 %
,

显示 了红树植物的高硫特征
。

可以设想
,

合山组的成煤环境
、

成煤物质与第四纪海相红树林泥炭相似
。

2
.

礁后泥炭坪成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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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合山组主要然层及顶底板X 衍射
、

电锐及差热分析

T a b le Z X 一 r a )
·

d iffr a e t io n a n a ly s is e le e t r o n m ie r o s e o p e a n a ly s is a n d D T A o f

e o a l la }- e r a n d its r o o f a n d b o t t o m in H e s ha n f o r m a t i o n

ID a l n

层位及岩性 X 射线衍射分析 电子显微 镜分析 差 热 分 析

四煤夹研炭质页岩

河 甩 矿 四煤上夹研 炭质页翠

石英
、

价利石

方解石
、

伊利石

伊利石

伊利石

高岭石
、

伊利石

高岭石
、

伊利石州一川一
四 煤

_

卜夹研 炭质泥 岩 伊利石 可能有蒙脱石
、

伊利石

里 兰 矿 三煤夹研炭质页 宕 伊利石

石 村 矿 四煤底板炭质页 岩

柳 花 岭 四煤夹研 炭质页岩

石 英
、

伊 利石
、

黄铁矿

石 英
、

伊 利石
、

高岭石

里 兰 矿 四煤顶板泥岩

四煤下底板炭质页岩

伊利石

伊利石

表 3 合山组主要禅层及海南岛红树林泥炭的灰分和硫分

T a b le 3 A s h a n d s u lfu l
·

o f m a in e o a l b e d in H e s h a n f o r m a t io n a n d o f m a n g r o v 。

Pe a t in H a in a n I s la n d

}
,
‘

地 、: 、注

一
“ 、; , ’‘ . “ 、、。 ;上

: 佘 I, l 煤 。、 四 煤 二 J
一

:

一
4 t

·

97 1 1
·

40

一
厂卜 一11 煤 了〕

‘

t6
.

2 8一 3 0
。

16 15
。

15一 10
。

3 0

i已 几毛

五 狱 1 1
。

8 0

海 南 岛 琼 海 1l. 红树泥 炭 匕

海 南 岛 琼 海 只 红 树 泥炭 F 5 7
.

9 0 16
。

6 0

马滩一带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 的成煤垂向序列
,

如图 4 所示
。

进积序列由局限潮下

相
、

潮间相
、

混合坪相
,

泥坪相组成
。

退积序列由泥炭坪相
、

潮间相
、

局限潮下相组成
。

图 5 代表另一种垂向序列类型
。

进积序列 由开阔海相
、

礁相
、

局限潮下相
、

潮间相
、

潮沟相
、

泥坪相组成
。

退积序列 由泥炭坪相潮 间相
、

局限潮下相
、

礁相组成
。

上述两类垂 向序列 中
,

前者反映碳酸盐台地沉降幅度较小
,

后者反映沉降幅度较大
。

它 们在横向上的沉积模式如图 2 所示
,

代表局限台地碳酸盐近障壁礁一侧的沉积特点
,

瘴壁礁 后坪上
,

广泛发育了泥炭坪
。

3
.

泥炭坪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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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积序列

退积序列

潮间相
一

与局限潮

下相互层

母二渔上分工
。
工
‘

丹丫亩工‘工母
阵阵巨比

之山卜一

⋯

}}}
、

凉 l 润东东

lll ( 冬 1
...

}}} 诊 l衣
’

{{{
}}} ! 谁 {{{

}}} 毛 } 、
’

{{{

!!! l 公 {口口
}}} 沁 } ‘

’

lll
}}} ‘ }!!!
。。 } . 了了

黝黝一一

卫型琐〔
泥炭坪相

混合坪相

进积序列

摹
砚, 1 *

一。 J。

封一巡竺
-

~

聋红浅 局限潮下相

豁
礁 及礁翻巍

一乙口
.

州叫l进积序列

‘

区
L

口

开阔海相

淤

图 4 马滩一带合山组成煤垂向序列之一

F 19
.

4 N o .

1 、
了e r t ie a l s e q u e n e e o f

图 5 马滩一带合山组成煤垂向序列之二

F 1 9
.

5 N o .

2 v e r t ie a l s e q u e n e e o f e o a l-

e o a l一 fo r m i

fo r m a t i o n ,

n g e n v i r o n m e n t in H e s h a n fo r m in g e n v i r o n m e n t i n H e s h a n f o r m a t io n ,

M
a t a n r e g i o n

M a t a n r e g i o n

泥炭坪属于海相沉积
,

它和一般 的成煤沼泽不同
,

其环境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

面
:

1) 泥炭坪是潮坪沉积的特殊类型
,

主要位于潮间带
,

处于周期性的潮汐作用下
,

时

而淹没
,

时而暴露水面
。

2) 礁后泥炭坪位于障壁礁后坪上
,

由于海绵礁的障壁作用
,

礁后泥炭坪波浪作用微

弱
,

但潮汐作用显著
。

礁后海水与正常广海有差异
,

多为半咸水
。

3) 成煤植物位于潮坪上
,

生长在周期性潮汐作用下
,

与正常陆生植物不同
,

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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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水或淡化海水 中生长的植物
。

泥炭坪的成煤植物应当是热带
、

亚热带主要生长在潮

间带的红树林或类似红树林生态的适盐植物
。

与成煤植物共生的还有经得起淡化的海相

动物组合
。

我们在二煤夹干中采到植物化石C o r d a i te s p n io c i户a e i s G e i , , : 。关于 C o : d 。 fre :

的生态特点
,

A
.

A 克赖兰特 ( 1 9 6 4 ) 指 出
:

从美洲煤核中采集的C o r d ai te , 的一个种具

有支柱根
,

外观就象现代的红树林植物
。

他和后来的一些学者都认为C o : 〔lal’ t。 :
就是生

长在海岸半咸水条件下的一种象红树林的植物
。

4
.

泥炭坪成煤特点

1 )泥炭坪面积宽广
,

煤层层位稳定
,

分布面积 广
。

潮汐水道系统发育
,

泥炭堆积不

均一
,

煤层厚 度变化大
,

分叉尖灭现象显著
。

2) 煤层多为复杂结构
,

夹研层数多
,

厚度变化大
。

3 )高灰分
、

高硫分
,

这是泥炭坪成煤的重要煤质特点
。

有机硫主要来源于类似红树

林生态 的适盐植物本身或是在成煤过程中硫酸盐与植物分解 产物相作用的结果
。

四
、

四煤上层形成前潮沟环境分析

由于四煤上层是合山煤田唯一普遍可采煤层
,

而且其厚度变化往往又很大
,

为了探

讨四煤上层的成煤环境
,

掌握其赋存规律
,

因而四煤上层形成前的古地理景观 自然受到

大家的重视
。

根据野外资料和室内分析
,

我们认为
,

某些地区四煤
_

L层形成前应属潮沟

环境
,

也就是说
,

形成四煤上层的泥炭坪是 由潮沟发展而来的
。

1
.

四煤上层底板 的岩性特征

在马滩红水河北岸
,

四煤上层底板广泛出露一层砾屑灰岩
,

厚约 3
.

汉米
,

中厚层状
,

层理不显
。

砾石成分多样
,

有微晶生物灰岩
,

也有含珊瑚碎屑的生物灰岩
,

在微晶灰岩

砾石中
,

出现褐黑色纹层
。

肉眼可见的化石有绿藻
、

腹足类
、

瓣鳃类
、

腕足类
、

珊瑚
、

棘皮动物等
。

镜下观察
,

砾石中颗粒约占了5 。
, ,

儿乎全部是 生物组分
,

其中半数为伞藻

科 ( 米齐藻
、

始角藻 ? ) 及藻屑
、

腹足类
、

腕足类
、

有孔虫
、

介形虫
、

瓣鳃类等
,

含量

近半数
。

它们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破碎及磨蚀痕迹
。

砾石形状不规则
,

边缘塑性变形明

显
,

无疑是 同生成因的
。

砾屑灰岩的填隙物呈深灰至黑色的微晶生物灰岩
,

常含大量卫根珊瑚及其它生物碎

屑
。

填隙物围绕砾石分布
,

宽窄不一 ( 10 一 1 厘米 )
,

形成外形极为奇 特 的 所 谓
“蛇

形
”

构造 ( 图版 I
,

5 )
。

在拉岭
,

煤系地层近于直立
,

露头上四煤层被剥蚀掉
,

因而本层砾屑灰岩形成峭壁

( 图 6 )
。

其岩性特征和上述马滩所见十分相似
。

澳大利亚西部沙克湾哈奇逊海湾是最著名的研究得最好的现代碳酸盐潮坪之一
。

该

潮坪的亚滨海台地和潮沟环境的岩性系由 F : a 夕。 , , :壳灰岩
、

有孔虫微壳灰岩和粒状石灰

岩等组成的内碎屑角砾岩
。

四煤上层底板砾屑灰岩
,

在岩性上完全可 以与之类比
。

2
.

四煤底板砾屑灰岩的沉积构造

在煤 田西北部溯河矿井下
,

本层砾屑灰岩顶面凹凸不平现象十分清楚 (图 7 )
,

砾

屑灰岩的凹 凸不平
,

直接影响四煤上层的厚度变化
,

即高凸处煤层减薄
,

低凹处煤层加



张鹏飞等 试论局限台地碳酸盐岩型含煤建造

3 期 —桂中马滩一带合山组的某些沉积特征

厚
。

在沿走向15 米的距离内
,

煤层 由1
.

59 米减至0
.

5米
,

而煤层顶面及其以上的炭 质 灰

岩层和薄层灰岩层却十分平整
。

薄层含生物
泥晶灰岩

千煤上层

砾屑微
晶灰岩

l了1 9

圈 6 拉的四弃上层及其雇板殊舰灰岩案描图

S k e t e li d ia g r a m o f tli e u PP e r la y e r o f e o a l一 4 a n d i t s b o t t o n l e a le ir u d 一t e i n

L a lin g r e g io n

圈 7 洲河矿井下四祥上层及其顶雇板索描

F 1 9
.

7 S k e t e h d ia g r a m o f th e u P p e r la y e r o f e o a l一 4 a n d it s r o o f a n d b o t t o m in S u

R iv e r m in in g

在马滩
,

本层砾屑灰岩顶面起伏 不平现象同样也很明显
,

与溯河井下所见颇为类似
。

在此波状面上见有珊瑚礁块
,

且偶见泥裂
。

在露头和井下所见的这层砾屑灰岩波状面
,

显然就是 由于较强潮汐流冲刷形 成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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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沉积构造
。

3
.

相的组合

在马滩剖面 中
,

四煤上层底板砾屑灰岩之下
,

是一层厚约 2
.

2米的砾屑灰岩
,

砾石直

径大者可达15 厘米
,

小者数厘米
。

它代表了潮间坪上高能环境的产物
,

和前者的区别在

于砾石多为粉晶灰岩
, ‘

常呈角砾状
,

而且有的角砾具泥卷 ( 图版 I
,

6 )
,

泥卷形状不

规则
,

一般长 10 一 15 厘米
,

垂向延伸数厘米
,

露头上保存完好
,

清晰可见
。

这种泥卷构

造和南部大盆地寒武系卡拉拉组潮上石灰岩中向上翘的多边形泥裂有些相似
,

当然
,

本

层中的泥卷构造
,

从岩性
、

结构和构造上来看
,

不可能在潮上形成
,

它无疑是潮间带陆

上间歇性暴露的直接记录
。

因此
,

从相的组 合来看
,

这层具泥卷的砾屑灰岩应属 潮间带的高能产物
,

而其上的

底板砾屑灰岩则反映能量更高的潮沟环境
。

4
.

分布规模

F a ir b r id g e ,

R
.

W
.

等 ( 1 9 78 ) 认为
:

入潮 口 ( tid a l in le ts ) 是连续的障壁岛中的

缺口
,

它是从开阔海进入泻湖的主要通道
,

而潮沟 ( ti d al c h a n n e ls ) 则是出现在潮坪

和障壁坪 ( 障壁后 ) 环境中
,

其规模较入潮口 小得多
。

马滩一带的四煤上层底板砾屑灰

岩并不是在全煤 田范围内普遍发育
,

其分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

在马滩北 5 公 里 的 鹅

滩
,

四煤上层底板不是砾屑灰岩
,

而是一层厚仅 2
.

5米的硅质岩
。

综上所述
,

四煤上层底板砾屑灰岩应属潮沟环境的产物
。

结 束 语

!
.

桂中马滩一带的合 山组为局限台地碳酸盐岩型含煤建造
,

其特点是
: ( l )石灰

岩约 占含煤建造的 8 5% 以上
。

( 2 )生物碎屑丰富
。

( 3 )生物礁 发育
。

( 4 )均为海相
,

无

陆相沉积
。

2
.

成煤环境为
“

泥炭坪
” 。 ‘

已不同于一般的成煤沼泽
,

其特点是
: ( 1 )它主要发

育在潮间带
,

亦即煤层是在潮汐作用影响下形成的
。

( 2 )它位于受保护的礁后静水环境
-

礁后坪上
。

( 3 )成煤原始物质为某些适盐性植物
,

它类似于发育在现代热带及亚热带的

红树林
。

( 4 )
“

泥炭坪
” 上形成的煤层

,

具有高灰高硫特征
。

3
.

在合山煤 田范围内
,

普遍可采煤层四煤上层
,

在某些地区是在 由潮沟环境发展

而来的泥炭坪上形成的
。

工
.

生物礁是局限台地碳酸盐岩型含煤建造的特色之一
, ‘

已的存在直接影响并控制

着煤层的形成和赋存
。

( 收稿 日期
:

1 98 2年 9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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