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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沉积盆地分析的古环境图

黄家福 杨士恭 程守田 赵根榕 李思田

( 武汉地质 学院 )

盆地分析是著名的沉积学家P
.

E
.

波特 ( P o tte f ) 与F
.

J
.

裴蒂庄 ( P e tt ijo h n ) 等在

前人研究基础上将沉积盆地研究的原理和方法系统化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沉积 学 分 支 学

科〔6 〕
。

这一学科的近代发展趋势则不局限于对盆地内沉积充填的研究
,

而是与 构 造研

究愈来愈紧密地结合
。

其基本思想是将沉积盆地作为一个整体
,

全面分析盆地的地层格

架和构造格架
、

沉积环境以及煤和石油等沉积矿产的分布规律〔3 〕〔4 〕
。

在研究中注意各

项地质特征 的演化
,

并通过分析和类比建立各种类型盆地的沉积模式
,

为矿产资源预测

和评价提供依据
。

盆地分析如同地质学的大多数领域一样
,

首先是以充分的野外地质观

察为基础
,

并在进一步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用一整套图件综合反映研究成果
,

如地层厚度

图
、

岩相图
、

沉积断面图
、

沉积物分散类型和古流向图等
。

由于着眼于演化分析和更细

致地阐明沉积矿产的分布规律
,

编图的单位愈来愈小
,

直到与
“
层

”
相当

。

其中系统编

制以层为单位的古环境图
,

并据此分析沉积矿产形成条件和沉积过程的演化是盆地分析

方法的一个重要进展
。

美国学者H
.

R
.

万莱斯 (W
a nl e s S ) 等对美国宾夕法尼亚系 的 沉

积和古构造研究中根据岩石成因标志
,

沉积体空间形态和垂向层 序 等 编 制 了 古 环 境

图〔5 〕〔7 〕,

其编图单位分别与煤层
、

砂岩层和灰岩层相当
,

总计达百余张
。

其表示古环

境的图例用环境类型和沉积物综合命名
,

如前三角洲泥
、

三角洲砂以及泛滥盆地泥和砂

等
。

在苏联与之相类似的图件称为相图或古地理图
,

早自五十年代IO
。

A
.

热姆丘 日尼柯

夫等在研究顿涅茨盆地石炭纪含煤岩系时
,

应用相一旋回分析方法系统编制了该盆地的

古地理图
,

编图单位是按旋回的海进部分和海退部分分别编制的〔仑〕
。

M
.

H
.

里登别尔格

在陆相盆地中编图时采用了类似顿 巴斯学派的方法
,

首先编一系 列横向的相断面
,

然后选

择几个等时面
,

编制与不同等时面相当的相空间分布图件 (相 图 ) 〔9 〕
。

1 9 8 0 年以来
,

作者们与47 2队等单位合作研究了霍林河盆地晚中生代沉积
、

构造和聚煤演化史〔约
,

编

制了近 20 张以层为单位的古环境图和几十张沉积断面图
、

岩石类型分布图等 预 备 性 图

件
。

本文力图在上述工作基础上
,

探讨古环境图的编制原理
、

编图单位
、

编图方法
、

沉

积环境分析和在盆地分析时的应用等问题
。

一
、

编 图 目 的

对霍林河盆地系统进行盆地分析时
,

由于含有五个煤组并发育有巨厚煤层而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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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勘探开发对象的晚侏罗一早白噩世霍林河群下含煤段在盆地内分布广泛
,

钻 孔 千 余

个
,

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 的控制
,

获得了比较丰富的地下地质资料 ( 图 1 )
,

为编制以

层为单位的古环境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图 1 内蒙古留林河盆地基岩地质略图

和用于编制古环境图的控制点 (钻孔 )的分布

F 19
.

1 G e o lo g ie s k e t e h o f tlle b e d r o e k o f H
u o li n h 。

B a s i n ,

In n e r M o n g o lia

在盆地分析过程中
,

为了研究主要含煤段 (厚 2 00 一6 00 米 ) 的沉积
、

同沉积构造和

聚煤的特征和演化
,

系统编制了20 余条沉积断面图
,

编制了几十张煤组 ( 自下 而 上 为

25
、

17
、

14
、

11 和 8 煤组 ) 和整个含煤段的配套分析图件 (地层等厚图
、

含砂率图
、

主

砂体图
、

煤层层数图和煤层累积厚度图等 )
。

通过对这些盆地分析图件的综合研究
,

不仅

获得了盆地沉积
、

构造和聚煤特征方面的一些规律性认识
,

而且也为编制古环境图打下

了基础
。

在此情况下
,

编制每个含煤旋回底砂岩层和煤层的一系列古环境图
,

能够达到

以下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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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表现每个编图单位 (层 ) 岩石类型的组成
、

分布
、

形态和相互过渡或变 化 的 特

征
。

2
.

确定每个编图单位沉积时的环境 (环境的类型
、

分布和相互过渡特点等 ) ;

3
.

表现古环境随着时间推移在空间上 的演变特征
,

聚煤期构造的演化 以及聚煤作用

在时空上的变化规律
。

二
、

古环境图的编图单位

众所周知
,

盆地沉积研究的传统岩相一厚度法多是以一个统 (群 )
、

一个 组 或一个

段为单位编制岩相古地理图的
。

这种图示沉积盆地古环境特征的方法是景观的或者是比

较概略的
,

因为其编图单位较大
,

往往包含有特征和成因很不相同的若干岩石类型
,

用

此所编制的古地理图只能反映某些占优势的古环境
,

或者是不 同古环境的综合
。

由于编

图单位过大而带来古环境判断的不确定性
,

必然导致主观因素影响的加大
,

从而造成实

际应用上 的困难
。

古环境图的编图单位比较小
,

是在某一短暂时间里堆积下来的
“
层

” ,

其岩性组成

和成因特征同上覆和下伏沉积岩层能够清楚地区分开
。

用于编制古环境图的层
,

可以是单一的岩石类型
,

如砾岩
、

砂岩
、

泥岩
、

煤等
,

也

可以是呈互层状的复合岩石类型
,

如砂一砾岩
、

砂一泥岩
、

砾一泥岩和煤一碎屑岩等
。

当然
,

一个层的岩石类型在空间上可以发生相变
、

相互过渡或者穿插
,

但可以把它们看

成是最小的时间一岩石单位
。

由于霍林河盆地下含煤段的旋回结构一般比较明显
,

通常每个含煤旋回的底部为砂

(砾 ) 岩层
,

向上依次为细碎屑岩层 (有时还有根土岩层 )
、

煤层和细碎屑岩层
,

考虑

到陆相含煤岩系细碎屑岩部分的沉积环境分异不很明显
,

因此只选择主要含煤旋回的底

砂岩层和煤层做为编图单位
。

三
、

编 图 原 则

古环境图编制首先基于细致的环境分析工作
,

正确地认识各种古环境类型是编图的

基础
。

通过编图所反映的相的空间关系反过来又能订正原来的认识
,

这在掩盖区当使用

了大量未经详细研究的钻孔资料时尤为重要
。

为了正确地认识环境类型主要应根据
:

1
.

岩石成因标志 包括结构
、

构造
、

成分
、

动植物化石
、

结核和包裹体以及层间

接触关系等
。

应选择一系列控制性剖面对岩石成因标志进行充分的研究
。

在出露不好
,

又需大量使用前人描述的钻孔时即应主要根据岩石类型分布结合控制

性剖面的观察资料进行推断
。

2
.

垂向层序 各种环境下形成的沉积都有其特定垂向层序
,

如人们所熟知的河流

体系中总体向上变细的层序和三角洲体系中总体向上变粗的层序
,

已经建立的各种相模

式对垂向层序特征都做了详细的描述
,

可在新区研究中做为类比的标准
。

充分利用测井

曲线往往可以获得丰富的反映垂向层序特征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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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沉积岩体的空间形态 主要指砂 (砾 ) 岩体和煤体在平面和剖面上 表 现 的 形

态
。

实际工作中确定砂体的空间形态与展布方位是确定环境类型的最重要宏 观 特 征之

一
。

经验证明了解了砂体形态并认识 了砂体成因就可以掌握盆地的沉积骨架
,

砂体相继

层和相间的沉积物的形成环境也就较易确定
。

对于象霍林河这样的陆相煤盆地而言
,

如

上所述
,

底砂岩层上下往往为细碎屑岩层
,

由于它们经常在陆相的大多数环境中出现
,

仅

仅依据其自身的特征往往难以区分
。

但是对于砂 (砾 )岩体来说
,

依据其自身的标志却

能够较好地区分出不同的沉积环境
。

这样
,

一旦确定了砂 (砾 ) 岩体的沉积环境
,

与其

共生或者相邻的细碎屑岩的沉积环境就较好地确定下来
。

四
、

编图步骤和方法

1
.

搜集资料 编制古环境图所需的原始资料主要有
:

包含有研究层段的钻孔柱状

图
,

岩芯鉴定表
,

煤
、

岩层对比柱状
,

电测井曲线和工程控制点座标或分布图等
。

特别

要有研究层段地表剖面和岩芯剖面的详细观察和初步环境分析资料 (包括岩石成因标志

的描述
、

素描或照片
,

岩石体的垂直层序和形态特征等 )
,

室内古生物鉴定和粒度分析

等资料
。

2
.

系统编制沉积断面图 沉积断面图是在垂直和平行沉积走向的剖面上将所研究

地层或层段恢复到沉积结束时那种原始状态的一种剖面分析图
。

编制方法是将研究层段

顶部标准层面拉平作为水平基准线
,

然后逐个研究钻孔中层段的岩性
,

在详细进行煤
、

岩层对比的基础上连接煤层
,

在充分考虑垂直层序
、

粒度和厚度的变化
、

空间几何形态

等特征的基础上连接和勾绘砂 (砾 )岩体 ( 一般为细砂岩级以上 ) (图 2 )
。

因此
,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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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积扇砾岩体 , 2

—
扇三角洲砂砾岩体 , 3

—
河流砂岩休

图 2 粗林河二璐天第10 线沉积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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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 e d im e n t a r y p r o f ile : ; s e e t io n o f L in e 1 0
,

O Pe n m in e Z ,

H u o lin h e B a 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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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断面的过程
,

也是分析环境特别是砂 ( 砾 ) 岩体沉积环境的一个重要步骤
。

在研究霍林河盆地时
,

按两公里左右线距系统编制了横向沉积断面图 (孔距 5 00 米

左右 ) 26 张
,

另外编制了走向沉积断面图
,

为选定编图单位
、

编制岩石类型分布图和分

析层的沉积环境以及最后编成古环境图提供了较可靠的依据
。

3
.

确定古环境的编图单位—等时层 编图单位层的上下界限应在沉积断面 图上

按照各项宏观环境标志和可能的成因加以确定
,

所确定的层应是等时的或者是大致等时

的
。

确定层上下界限的要点是
:
可 以将煤层

、

薄砂岩层和含特征化石薄细碎屑岩层的顶

底面看成是大致 的等时面
,

各编图单位 (层 ) 的上下界限应依据这些参考面加以确定
。

对于未包括在沉积断面图上的钻孔
,

其编图单位可参考邻近沉积断面并作钻孔间的详细

煤
,

岩层对 比和剖面 的初步环境分析加以确定 ( 图 3 )
。

正确地确定编图单位 (层 ) 是

能否编制出高质量古环境图的关键
。

霍霍霍 88888

林林林 煤煤煤煤煤煤煤煤
河河河 组组 一 ⋯

.

口口口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下下
···

一
,. ·
咦 {{{

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

媒媒媒媒 二
‘ .

一一

lll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11111 111

煤煤煤煤

组组组组

11111 444

煤煤煤煤

组组组
··

11111了了
煤煤煤煤

组组组组

22222 555

煤煤煤煤
胡胡胡胡

8 煤层

8 煤底砂岩层 (分流河道沉种
·

工1一 l煤层

1 1一 l煤底砂岩层 (河流沉韧
1 1一 2 煤层

l卜2 煤底砂岩层 (河流沉积)

14 一1 煤层

1 4一1 煤底砂岩层 (河流沉积)

14一2 煤层

14 一2 煤底砂岩层

1 7一 1煤层

1 7一 1煤底砂岩层
17 一2 煤层层位

l弄2煤底砂岩层

25谋层层位

(河流沉积) 砚

(河流沉积) 井飞补 4

二 , 沉* )
兮

25 煤底砂岩层 (湖济弃角洲或扇三角洲沉树

图 3 扭林河 Al了一 3钻孔下含煤段的沉积

层序和底砂岩层的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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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沉积盆地分析的古环 境图 21

4
.

编制层的岩石类型分布图 岩石类型分布图是表示层中占优势岩石类型和不同

岩石类型组合的分布特征和平面形态的分析图件
。

由于各个层沉积时
,

其岩石类型的组

成和分布明显受沉积条件和古地理环境的控制而作规律性的变化
,

因此编制层的岩石类

型分布图有助于古环境分析
,

并且可 以用来作为编制古环境图的预备性图件和底图
。

为

此
,

在编制相继各层的古环境图之前
,

必先编制相继各层的岩石类型分布图 (图 4 的A

和C )
。

层的岩石类型分布图的编制要点为
: 1) 确定逐个控制点 的层 的岩石类型

—
一般至

少应分出砾岩为主
、

中粗砂岩为主
、

细砂岩为主
、

粉砂岩泥岩为主
、

煤为主等较单一的

岩石类型
,

以及它们相互呈互层状的岩石类型
; 2) 将各控制点确定的层 的岩石类型用不同

数字代号 (如 1 代表砾岩为主
, 2 代表中粗砂岩为主等等 ) 标到平面底图上

,

然后用中

点内插法勾绘 出各石类型相带的界线
,

最后用不同的颜色或花纹加以表示
,

如图 4 A 和

C所示
。

1
.

砾岩为主 亚
.

中粗砂岩为主 皿
.

细砂岩为主或砂泥岩互层 F
。

泥岩粉砂岩为主 V
.

煤为主

砚
。

碎屑岩夹煤 粗
。

控制性盆缘断裂 恤
。

盆地侵蚀边界

1

—
冲积扇的砾和砂, 2

—
扇三角洲的砂和砾 , 3

—
湖滨三角洲的砂和砾 , 4

—
浅水湖相的细碎屑

夹砂 , 5

—
湖沼相细碎屑, 6

—
湖沼河流相的碎屑和 石3泽泥炭 , 7

—
沼泽相泥炭 , 8

—
河流相砂和砾 ,

9

—
河流泛滥平原的细碎屑和砂

图 4 留林河盆地25煤组底部砂岩层岩石类型图

( A ) 和古环境图 ( B ) ,

25 煤层岩石类型图 ( C )和古环境图 ( O )

F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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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 ith o ty p e 血a p ( A ) a n d p a le o e n v ir o n m e 刀 t a l 切 a p ( B )
o f the

s a 几d s t o n e s
b

o d y in th e b o t t o n i o f C o a l S e t 2 5 , L ith o tyP e

m a p ( C ) a n d p a le o e n v ir o n n 一e n t a l i n a p ( D ) o f t he C o a l S e a m 2 5

5
.

编制层的古环境图 编制层 的古环境图是以层的岩石类型分布图为底图
,

根据

该图岩型的组成
、

分布和形态所作的古环境分析
;
根据沉积断面钻孔柱状上层的垂直层

序特征和岩石体的剖面形态所作的环境判断; 以及根据层的某些特征成因标志所作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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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鉴定
,

并通过相互对照和综合分析逐个控制点或逐个相区确定层的古环境类型
,

然

后参考层的岩石类型的分带形态和界线在平面图上勾绘出各古环境类型 (相 ) 的相带界

线
,

最后用不同的颜色或者花纹加以表示
,

如图 5 的B和 D 所示
。

五
、

沉积环境分析

在分析霍林河盆地下含煤段五个煤组 18 个层的古环境时
,

根据所编制的26 张沉积断

面图和 18 张层的岩石类型 图
,

综合考虑了岩石类型和岩石成因标志
,

垂直层序
,

岩石体

空间形态进行了古环境的识别和区分
。

1
.

砾岩为主的岩石类型

1) 沿盆地西北侧活动性盆缘断裂内侧发育
。

平面上呈具据形边的不规则带状或扇形

分布
,

沉积断面上呈楔形伸入盆内 ; 砾岩分选滚园极差和较差
,

杂基含量很高
,

多为块

状无层理 的巨厚层
,

视电阻率曲线呈大锯齿状
;
垂直层序变化不明显或跨级突变

。

这种

砾岩为主的岩石类型属泥石流发育的冲积扇沉积
。

2) 沿盆地东南缘发育
。

平面上呈孤立的舌状或者鸟足状
,

沉积断面上呈扁豆状一楔

形伸入盆内
;
砾岩和砂砾岩分选滚圆不好

; 总体为向上变粗的垂直层序
,

可以认为是小

型湖滨三角洲沉积
,

并位于河流入湖盆的河口部位
。

3) 在盆地内发育
。

平面上呈带状分布
,

沉积断面上呈凸镜状 ; 砾岩分选滚圆中等
,

底部呈块状
,

上为水平层状砾岩
,

上部变为砂岩
,

总体具向上变细层序
,

视电阻率呈极

树形
,

属河流相沉积 ( 图 S B )
。

2
.

砂岩为主的岩石类型

1) 平面上紧邻冲积扇砾岩相带并呈舌状或鸟足状分布
,

剖面上呈楔形伸入盆中 ; 岩

性为中粗砂岩
,

含砾砂岩
,

上下或其间夹有湖相细碎屑岩
;
多数表现为总体向上变粗 的

垂直层序属扇三角洲沉积
,

如图 3 中17 煤组底砂岩层有这种环境的沉积
。

2) 岩性以中粗砂岩为主
,

分选滚圆中等
,

具大型交错层理
;
具有向上变细的垂直层

序
;
砂体平面上呈长条带状

,

沉积断面上呈凸镜状
,

为河流相沉积
,

如图 3 中17
,

14 和

n 煤组内的许多砂岩体属这种环境的沉积
。

3) 岩性从细砂岩到中粗砂岩
,

有时含砾
、

具大型交错层理或吉尔伯特型 巨 型 前 积

层
; 总体为向上变粗的沉积层序

;
砂体在平面上呈舌状

,

在沉积断面上呈扁豆一楔形
,

视电阻率曲线呈倒极树形
,

为湖滨三角洲沉积 ( 图 S A )
。

4 )岩性以细 中砂岩为主
,

上下均为湖相细碎屑岩
,

厚度由不到一米至几米
,

粒度和

厚度变化比较小 ; 砂体在平面上呈席状
,

剖面上呈薄板状层 ; 垂直层序无明显变化
,

属

湖滨或湖流砂体 ( 图 2 的1 7 一 1煤底砂岩底 )
。

3
.

细碎屑岩为主的岩石类型

平面上在河流砂体两侧和剖面上在河流砂体之上的
,

往往夹有薄砂岩的细碎屑岩层

具小型交错纹理属泛滥平原成因 ; 远离河流砂岩体的并且顺层分布有菱铁矿结核以平行

和波状纹理为主的细碎屑岩是湖相成因的 ;与扇三角洲砂体和湖滨三角洲砂体有关的
,

并

常夹有薄砂岩层和具水平
、

波状
、

变形和小型交错层理的细碎屑岩剖面上位于三角洲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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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黄家福等
:

用于沉积盆地分析的古环境图

视电阻率曲线

如
’ - 一 -

一二二生~

视电阻率曲线

准
(图例见图 6 )

积层

图 S A )祖林河盆地 40 一0 2钻孔煤组底砂岩层的湖滨三角洲垂直层序和倒极树形测井曲线

B )A l了一3钻孔14 煤组底砂岩层的河流型垂直层序和纵树形测井曲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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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上的是三角洲平原或浅湖成因的
;
块状无层理的细碎屑岩

,

构成煤层底板并含根化

石的或者构成煤层夹歼 的属于沼泽成因
。

4
.

煤和炭质泥岩

呈单层出现的煤和炭质泥岩属沼泽泥炭相成因
。

因分岔而呈互层状或夹层状出现的

煤和碎屑岩是泥炭沼泽相与浅水湖泊等混合成因
。

综上所述在各种岩石类型中共识别了八种沉积相
。

六
、

古环境图在盆地分析时的应用

在对霍林河盆地分析过程 中
,

编制以层为单位的一套古环境图对于阐明主要含煤段

形成期间盆地的沉积
,

聚煤和构造的演化过程和特征是不可少的
。

以下主要依据从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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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组中选择出来 的10 张古环境图 ( 图 4 B和C
,

图 6 A 至D
,

图 7 A 至D ) 进行分析 有 关

地质背景资料参阅参考文献〔1 〕和〔2 〕
。

F 19

图 6 留林河盆地17 一1煤层 ( B ) 和底砂岩层 ( A )古环境图

1 4 一2煤层 ( O ) 和底砂岩层 ( C ) 古环境图

6 Pa le o e n v ir o n m e n t a 1 m a p s o f the C o a 1 s e a m z 7一 i (B ) a n d

b a s a l s a n d s to 且e (A ) , Pa l。。o n v ir o n m e n t a l m a p s o f t h。

C o a l S e a 皿 1 4一 2 (D ) a n d b a s a l s a n d
s t o n e (C )

F 19

图 了 粗林河盆地 11一 2煤层 ( B ) 和底砂岩层 ( A ) 古环境图
,

8 煤层 ( O ) 和底砂岩层 ( C ) 古环境图
。

7 P a 1e o e n v ir o n m e n t a 1 m a p s o f the C o a 1 S e a m z1 一2 (B ) a n d

b a s a l s a n d s t o n e , Pa le o e n v ir o n m e n t a l m a p s o f the C
o a l

S e a m s (D ) a n d b a s a l s a n d s t o n e (C )



1 期 黄家福等
:

用于沉积盆地分析的古环境图 2 5

1
.

分析各层形成时沉积物的性质 ( 岩石类型 )
,

分布和组合特征
,

分析各煤组岩石

类型的演化特征

从图上可以看出
,

在盆地范围内
,

各层都发育有砾岩
,

砂岩和细碎屑岩 (泥岩和粉

砂岩 ) 等三种岩石类型
,

另外在许多层中有煤和炭质泥岩出现
。

其中
,

砾岩主要分布于

盆地西北侧
,

其宽窄不一
,

其次呈孤立舌状或复合舌状体分布于盆地南缘
;
砂岩除了分

布于上述砾岩分布区的前缘地带之外
,

在盆地中部也时常呈弯曲的条带状分布 ; 细碎屑

岩大多在盆地中部出现
,

少数在盆地边缘地带分布
,

除25 煤外
,

煤是大面积发育的
,

主

要分布于盆地中部
。

很 明显
,

在各底砂岩层发育时
,

砂岩和砾岩所 占的比例自下而上作

规律性变化
,

即由较大 ( 25 煤底砂岩层 ) 一大 ( 1 7 一 2煤底砂体 )一较大 ( 1 7 一 1
、

14 一 2
、

1 4 一 1和 1 1一2
、

1 1一 1煤底砂岩层 )一较小 ( 10 和 8 煤底砂岩层 )
。

在煤层发育时
,

砂岩和

砾岩所占的比例一般很小
。

2
.

分析沉积环境的空间配置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在下含煤段各层沉积时
,

盆地内环境或相 的空间配置是有规律的
。

在有控制性盆缘

断裂发育的盆地西北侧
,

经常发育着宽窄不一的冲积扇和扇三角洲相带 , 在无盆缘断裂

发育 的盆地东南侧
,

经常发育浅湖和湖滨三角洲相带
;
在盆地中部的广大地区

,

则常发

育 ( 泥炭 ) 沼泽相带或者河流
、

浅湖和沼泽相带
。

在每个含煤旋回中
,

层的古环境演变也是有规律的
。

在旋回底部砂岩层沉积时
,

盆

地西北冲积扇相带的宽度大
,

东南浅湖和湖滨三角洲相带的宽度也相对较大
,

而中部河

流
、

浅湖和沼泽相带的宽度相对较小 ; 当沉积序列向旋回顶部的煤层递变时
,

西北和东

南相带的宽度变小
,

而中部相带的宽度加大
。

3
.

分析聚煤环境和强度在时空上的演化特征

假如自下而上将各煤层古环境图加以比较和分析
,

不难看出有如下的特点
: 1) 聚煤

沼泽环境所占的面积总体是由小 ( 25 煤层 ) 到较大 ( 1 7 一 2煤层 )
、

到大 ( 17 一1
、

1,1 月
、

14 一 1
、

1 1一2和 1 1 一 1煤层 )
,

而后又趋缩小 ( 10 和 8 煤层 ) ; 2) 聚煤强度 ( 可用沼泽相泥

炭占优势相区大小和有无衡量 ) 总的是由弱 (
.

25 煤 ) 到强 ( 17 一2
、

17 一 1
、

1 4 一2 和 1 4 一 1

煤 )
,

又由强 ( 1 1 一 2 和 1 1一 1 煤 ) 到弱 ( 10 和 8 煤 ) ; 3) 聚煤时西北和东南相带的宽度

小
,

且砾岩和砂岩所 占比例也小
,

说明这时的构造运动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
,

使得盆地

内大面积聚煤成为可能
。

4
.

分析含煤段沉积期间盆地构造运动的演化特征

根据各层古环境图 中沉积相带尤其冲积扇相带的宽度变化
,

可以作盆地构造运动相

对强弱变化 的分析
。

由于霍林河盆地是单侧断陷的半地堑
,

被西北盆缘断裂分隔开的盆

外断块 (隆起区
,

主要物源区 ) 和盆内断块 ( 沉积区 ) 的相对运动控制着盆地内充填物

的性质和分布
。

因此
,

盆地西北冲积扇相带的加宽意味着盆内外断块相对运动的加剧和

强烈
,

而该相带宽度变小则说明相对运动的减弱和相对稳定
。

据此对相继各层古环境图

所作的分析表明
:

1) 每个含煤旋回的发育都代表盆内外断块相对运动由强到弱的一次周

期性变化
,

换言之盆地构造运动由强到弱的一次脉动导致一个含煤旋回的形成 ; 2) 霍林

河盆地下含煤段形成时至少发生过 8 一 9 次周期性的构造脉动
,

脉动的强度 自下而上总

体是由较强到强
,

而后又逐渐减弱 ; 3) 沿盆缘断裂内侧发育的冲积扇带的宽度从南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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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东作规律性变化
,

即在断裂中段其宽度大
,

而向西南和北东方向则趋于变小
,

由此说

明该断裂的活动性中间大
,

两端小
,

具有张性断裂的特点
。

本文中所例举的霍林河盆地古环境图是在 1 9 8 2 年与4 72 煤田 队李殿安
、

李桂 良
、

丁

晋麟等合作完成
“霍林河盆地晚中生代沉积

、

构造史和聚煤特征研究
”
的基础上进一步

尝试编制的
。

所使用的基础资料是 47 2 队和吉林煤 田地质公司参考与霍林河煤田普查勘

探的其它野外队多年积累的成果
,

工作中继续得到 了吉林煤田地质公司 4 72 队的大力支

持
,

谨致衷心的诚谢
。

收稿 日期 ( 1 9 8 4年 1 月2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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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盐类沉积学术会议在著名盐都—
自贡召开

建国以来首次盐类沉积学术会议于 1 98 4年n 月18 日至 22 日在我国著名盐都一四川 自贡 胜 利召开
。

此次会议系由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会
、

中国地质学会作全国矿产地质专业委员会创 议 联

合召开的
。

会议得到了化工部地质研究院及地矿部第二地质大队的积极 支持
。

自贡市政府
、

科委
、

科

协为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许多帮助
。

通过上述多方面的 努力和全体与会代表的通力合作
,

使得这次

会议得以顺利完成原定 的各项要求
。

这次参加会议代表共112 人
,

他们来 自各等院校
、

中国科学院
、

地质矿产 部
、

化工 部
、

国 家 建材

局
,
石油工业部等所属生产

、

科研和教学等部门
,

共49 个单位
。

代 表中有我国长期从 事盐类工作的专

家
、

教授
,

更多的是战斗在盐类沉积生产
、

科研和教学第一线的中青年科技骨千
。

解放后曾经召开过盐类方面的专业会议
,

它们都是针对某一专题进行 学 术讨论和交流
。

这次会议

的特点是强调盐类沉积的讨论
。

全部提交会议的论 文 共90 余篇
,

大会上宣读20篇
。

李悦言总 工 程 师

作了
“

对中国盐类矿产地质工作的几点想法” 。

袁见齐教授作了
“

关于中国找 钾 的几点看法
”
和

“
蒸

发岩的岩相古地理问题
”

的报告
,

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兴趣和欢迎
。

会议宣读的论文涉及内容十分广泛
,

既有蒸发岩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

又有应用这些理论
、

方法探

讨蒸发岩矿产赋存规律和找矿预测的实践结果
,

它们充分反映了我国盐类沉积研究工作发展的新面貌
。

大会以后划分了三个小组进行学术交流
,

这三个小组分 别 是碳酸盐蒸发岩组
、

碎屑蒸发岩组及盐

湖与地下卤水组
,

与会代表热烈地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

这次会议通过全体代表的协作努力
,

开得十分完满
,

主要的收获可 以 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对于盐类沉积和沉积相和古地理的研究方 面 有了显著的提高
。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综合多种因

素进行相标志研究是研究成盐环境的基础
。

这一点已为从事盐类研究的同行们所重视并有了可喜的开始
。

二
、

在引进国外相模式的基础上
,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的蒸发岩成因模式
。

沉积相模式

的研究是各种沉积矿产预测的基础
,

重视符合我国沉积的条件的相模式的研究对于解决盐类矿产 的 前

景是十分有益的
,

今后更应加强
。

三
、

寻找盐类矿床资源不能局限于某一时代或某些地区
,

它会使得我们对于一些急缺矿种不 能 尽

早突破
。

因此
,

必须突破蒸发岩研究上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

这个方面近几年有了新的进展
。

四
、

逐步采用了新技术新方法
。

近儿年来
,

用遥感技术寻找蒸发岩矿床有了新的收 获 , 利用稳定同

位素和有机地球化学研究蒸发岩获初步成果
。

其它如数学地质
、

微型计算机应用于蒸发岩研究 等 都有

了不同程度 的进展
。

五
、

由于燕发岩沉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进步
,

使我们近年来又发现了一批可供工业利用的盐 类 矿

产资源和一些找钾的宝贵线索
。

会议对蒸发岩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讨论
。

在大会总结的报告中对之进行了归 纳并提出

了今后相应的解决办法和途径
。

杨 世 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