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卷第 1期

1 9 85年 1月

沉 积 学 报 V o l
.

3 N o
.

A C T A S E D IM E N T O L G IC A S IN IC A J o
.

n
.

1 9 85

枫江溪矿区煤层硅质煤

核成因及其环境的探讨

邱 明 童玉明

(江西煤 田地质科研所 ) ( 中国科学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 》

姚念民 李中明
(湖南 省煤 田地质勘探公司三队 ) ( 北京自然博物馆

近年来
,

笔者在湖南邵阳枫江溪矿区上二叠统龙潭组上段煤层中发现了大量硅质煤

核
。

它是煤层对比的良好标志
,

探索成煤环境的重要依据
,

在煤田地质勘探和煤田开发

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

一
、

地质概况

枫江溪矿区构造上处于东南地洼区雪峰地弯系湘中地弯列邵阳地洼 中 的枫江溪向

斜
。

向斜轴部为地洼阶段剧烈期白奎系及地台阶段的下三叠统大冶群
,

向斜两翼逐渐过

渡为上二叠统大隆组
、

龙潭组
、

下二叠统当冲组
、

楼霞组
,

由灰岩和碎屑岩组成
,

总厚

1 0 0 0米以上
。

龙潭组分上
、

下两段
,

上段含煤五层
,

下段不含煤
。

龙潭组上段地层岩性简述如下
:

上覆地层
: 上二叠统大隆组钙质

、

硅质泥岩
、

硅质岩

— 整 合
-

—
上二叠统龙潭组上段

1 5
.

浅灰色钙质砂岩
,

层理不清
,

含似层状黄铁矿和海相动物化石 1
.

30 米
。

14
.

灰黑色砂质泥岩
,

具水平及缓波层理
,

产海相动物
、

植物化石
,

含大量瘤状
、

星

点状黄铁矿及少量菱铁矿结核 4
.

30 米
。

13
.

煤层 ( 1 )
,

半金属光泽
,

具粉状
、

粒状结构
,

含黄铁矿微层 0
.

38 米
。

12
.

灰色细砂岩
,

具波状层理 4
.

70 米
。

1 1
.

灰黑色粉砂岩
,

具缓波状及透镜状层理
,

底部常相变为砂质泥岩
。

产少量海相动

物
、

植物化石
,

并含黄铁矿及大量菱铁矿结核 7
,

80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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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煤层 ( 2 )
,

具条带状结构
,

多为煤线 o
.

n 米
。

9
.

浅灰色细砂岩
,

具波状及斜层理
,

常递变为粉砂岩或砂质泥岩 6
.

60 米
。

8
.

深灰色粉砂岩
,

具缓波状层理
,

夹细砂岩条带
。

含较多植物化石 及 菱 铁 矿结核

2
.

6 0米
。

7
.

灰黑色砂质泥岩
,

具微波状及水平层理
,

常含较完整的植物化石和大个体海相动

物化石 1 1
.

90米
。

6
.

煤层 ( 3 )
,

半金属至金属光泽
,

粉状结构 0
.

18 米
。

5
.

灰白色细一中粒砂岩
,

具波状层理及斜层理
,

含星点状菱铁矿及泥质包体 9
.

70 米
。

4
.

深灰色粉砂岩
,

具缓波状层理
,

夹细砂岩条带
,

产较完整的烟叶大羽羊齿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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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4 0 6 0 m

1
.

中砂岩 2
.

细砂岩 3
.

粉砂岩 4
.

砂质泥岩 5
.

泥岩 6
.

钙质砂岩 7
.

煤 8
.

动物化石 9
.

植物化石

10
.

菱铁矿结核及倾粒 n
.

黄铁矿及硅质煤核 12
.

泥质包体 13
.

滨海三角洲相 14
.

沼泽相 15
.

泥 炭沼泽相

1 6
.

湖泊相 17
。

泻湖海湾波浪带相 18
.

泻湖海湾相 19
.

海相 2 0
.

水平层理
、

微波状层理 2 1
.

缓波状层理

2 2
.

板状交错层理

图 1 2 70 2号钻孔岩性岩相柱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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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和少量菱铁矿结核 9
.

80 米
。

3
.

煤层 ( 4 )
,

半金属一金属光泽
,

条带状结构
,

裂隙发育
,

以上部含较多的硅质煤核

为特征一般 0
.

48 米
,

可采地段 0
.

78 米
。

2
.

灰黑色薄层状炭质泥岩
,

产植物根化石 1
.

87 米
。

1
.

灰白色细一中粒砂岩
,

具板状交错层理
,

含较多星点状菱铁矿及泥质包体
。

中部

偶夹煤线 ( 5 ) 2 0
.

0 0米
。

— 整 合—
下伏地层

: 上二叠统龙潭组下段灰一灰绿色砂岩
、

砂质泥岩与泥岩互层
。

龙潭组上段总厚约 80 米
,

是一套海陆交互相含煤沉积
,

它由四个旋回组成
,

每个旋

回底部从不同类型的砂岩开始
,

至湖泊
、

泻湖海湾相细粒碎屑岩告终
,

每旋回中部均发

育有泥炭沼泽相 ( 图 1 )
。

硅质煤核产生在 4煤层上部
。

二
、

煤核的产状和分布规律

通过矿区内九公桥
、

东风
、

七里山
、

红石等煤矿井下观察
,

煤核赋存在 4煤层的上

部
,

一般距煤层顶板 5 厘米
,

距煤层底板 1 10 厘米
。

其长轴平行煤层面
,

断续或连续 成

群出现
,

剖面上呈一层式
、

二层式
、

三层式
,

局部呈 四层式产出
,

各层煤核的间距 2 一

20 厘米
。

煤核的空间分布
,

大致有如下四种形式 (表 1 )
。

1
.

呈不连续的透镜状 煤核长 25 一 70 厘米
,

厚 8一 17 厘米
,

平行煤层层面排列
,

两

煤核相距 1一78 厘米
,

煤核上部煤厚 2一 20 厘米 ( 图 2 )
。

2
.

呈串珠状 有的两个 中
、

小型煤核相连成一体
;
有的两煤核紧挨在一起

,

平行

煤层排列
,

煤核上部煤厚约 2 厘米 ( 图 3 )
。

二毛于二任岌三葬三兰二之

挤翼缓
目

: 乞
爸漾, `

瀚
3

巨至卫
,

巨亘
2 }圣彩

3

1
。

砂质泥岩 2
.

方解石脉 3
.

煤层

图 2 硅质裸核呈不连续的透镜体 ( 七里山煤矿 图 3

二回风巷二石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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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 h e s i l i e e o u s e o a l b a l l w i t h

t h e s h a p e o f l e n s ( Q i l i s h a n C o a l M i n e

F i蛋二
.

3

s h a P e

1
.

细砂岩 2
.

硅质煤核 3
.

煤层

硅质煤核呈串珠状 ( 九公桥煤矿一水平南

大巷 )

T h e s i l i e e o u s e o a l b a l l w i t h t h e

o f p a t e r n o s t e r ( J i u g o n g q i a o C o a l

M i n e )

3
.

呈互相平行的盈瓦状

3 3厘米 ; 煤核长 22 一 108 厘米
,

4
.

多层煤核平行排列

煤核体的两端相互重叠
,

彼此平行
,

相叠部分一般 3 一

厚 4一 1 4厘米 ( 图 4 )
。

有两层
,

个别地段 3一 4 层平行排列
。

同一层煤核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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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距 1一10 余厘米
,

两层煤核之间夹 2一 20 厘米厚的煤层
。

煤核长 20 一 30 厘米
,

厚 2 一

1 5厘米 ( 图 5 )
。

孟孟鑫澎卜一一——一一
一崎之` ~ ` 二= = 二=

一一

痴痴黯骊熏薪薪0 10 2 0 30 4 0 ( c动

巨月
,

匡刁
2

}亚刃
3

_

` _ 巨到
,

匡习
2

盈勿
3

1
.

细砂岩 2
.

硅质煤核 3
.

煤层 1
.

细砂岩 2
.

硅质煤核 3
.

煤层

圈 4 硅质娜核星 . 瓦状 ( 东风然矿付大巷 ) 圈 S 多层硅质然核平行排列 ( 东风然矿

付大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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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 h e s i l i e e o u s e o a l b a l l w i t h t h e F i g
。

5 T h e s i l i e e o u s e o a l b a l l w i t il

5 il a p e o f i m b r a i e a t e ( D o n g f e n g C o a l M i n e ) t h e s h a P e o f s e v e r a l l a y e r s ( D o n g f e n g

C o a l M i n e )

在距离煤核下部 40 一 50 厘米煤层中有一层较稳定的夹歼
,

厚 0
.

5厘米左右
,

灰褐色
,

致密均一
,

性脆
,

由水云母及炭质组成
,

前者呈显微团粒状结构
。

此夹歼局部地方为二

层
。

大量的煤核统计表明
,

硅质煤核的大小
、

数量与煤层厚度呈正相关关系
,

即硅质煤

核越大
、

数量越多的地段
,

煤层也相对越厚
,

反之亦然
。

三
、

煤核的特征与物理化学性质

通过区内各矿井巷及 3 5 0 4
、

3 5 0 3
、

2 4 0 8等钻孔岩芯的系统观察
,

煤核呈透镜状
、

卵圆

状
,

灰黑色
,

表面光滑
,

致密坚硬
。

煤核的长度不等
,

厚度各异
。

煤核最大长度 为 1 08

厘米
,

最小 8 厘米
,

多数个体长约 46 厘米
;
煤核最大厚度为17 厘米

,

最小 2 厘米
,

多数

个体厚约 9 厘米
。

煤核与围岩界限清晰
,

其长轴方向往往与煤层层理平行
。

常见煤层层

理绕过煤核
,

而不被煤核所切断 ( 图 6 )
。

也见部分煤核个体内部继承煤层 的 部 分 纹

层理
。

煤核内部构造多呈块状
,

少数呈微层状
、

条带状
、

次生平行脉状 (图 7 )网脉状 ( 图

2 ) 和显微梳状 ( 图版 I
,

6 )
。

有时可见炭屑条带状纹理伸入硅质煤核之中
,

微层状

的煤体与微层状的硅质体互层 ( 图 7 )
。

镜下观察
,

造核物质以自生石英及玉髓为主
,

炭化植物碎屑次之
,

并有微量的黄铁

矿
、

方解石
、

粘土矿物等
。

煤核的化学成分以 5 10 :
为主 ( 表 2 )

。

微量元素较少
,

以Z r ( l o o p p m )
、

B ( 5 0

p p m )
、

C
u ( 2 0 p p m )

、

N i和 C o ( 5 p p m ) 等元素为主
。

在偏光显微镜下观察
,

自生石英呈半自形柱状及他形粒状
,

无色透明但常含炭质包

体
,

常构成镶嵌结构
。

玉髓呈纤维状无色透明
,

常含炭质包体
,

单独或与部分石英构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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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质粉砂岩 2
.

具裂隙镜煤条带 3
.

硅质煤核

口 6 谊娜条带口烧硅质然核 ( 东风娜矿付大穆 )

F 19
.

6 T h e s i l i e e o u s e o a l b a l l r o u n d e d b y t h e b a n d o f

v i t r i t e ( D o n g f e n g C o a l M i n e )

乞止一兰』 (恤 )

压二」
,

匿瑟
2

匡奎;
3

!露聂卜 }l 卫
5

1
。

显晶及隐 品硅 质 2
.

亮煤与暗煤条带 3
.

炭 屑条带状纹理 4
.

黄铁矿 5
.

方解石脉

F 19

图 7 炭胭条带状纹理伸入硅质焦核中 ( 七里山娜矿 )

7 T h e e a r b o n a e e o u s b a n d e d s t r a t i f i e a t i o n e n t e r e d i n 士。

t h e s i l i e e o u s e o a l b a l l

裹 2 硅质煤核化学成分
`

T a b l e 2 S t a t i s t i e a l t a b l e o f t h e e h e m i e a l

5 i l i e e o u s e o a l b a l l s i n t h e F e n g j i
a n g x i

e o n s t i t u e n t o f

e o a l f i e l d

名 称 5 10
2

* 1
2
0 3

…孺 I
T i。 :

C
a o

M*

…
M· 。

…
K Z。

N a :
o l P

:
0 5 1 5 0 3 }烧失量 1 产地

小型硅质煤核

小型硅质煤核

中型硅质煤核

平 均

8 4
。
7 4 0

.

42 } 1
。

7 5 0
。

13 0
。

30 0
。

0 7 } 0
。 0 3 ! 0 0

。

0 4

8 8
。
0 8 0

。
3 8 { 1

。

3 3 1
。
00 0

。
0 1 1 0

。

04 1 0
。
0 2

0
。

0 5

0
。
0 2

0
。

5 8

0
。
3 1

1 1
。

5 5

9
。

2 1

8 3
。

2 4 0
。

4 3 } 1
。
3 3 0

。

1 1 0
。

46 0
。
0 7 } 0

。

02 1 0 0
。
0 4 0

.

0 1 } 0
。

5 0 1 3
。

5 3

七里山

东风

七里 山

8 5
。
3 5 0

。

4 1 1 1
。
连7 0

。

0 8 0
。

5 9 0
。
0 5 } 0

。

0 2 } 0
。
0 1 协 0

。
0 3 0

。

0 3 } 0
一

46 1 1
。

4 0

666 3
。

111 1 5
。
222 6

。

000 0
。
888 4

。
111 3

。
11111 3

。
000 3

。
444444444

1 )江西煤田地质科研所分析 ( 1 9 8 1 ) 2 ) 维诺格拉多夫 ( 1 9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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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状排列的球粒结构
。

炭化植物碎屑呈条带状
、

不规则状
,

黑色
,

其内多具木质细胞组

织结构
。

硅质 ( 石英
、

玉髓 ) 及少量黄铁矿
,

菱铁矿等充填木质细胞胞腔
,

,

并强烈选择

交代炭化植物组织
,

同时重结晶作用使其晶体增大
,

其内常包有微量炭化植物残片
,

形

成典型 的交代结构及交代植物残余结构
。

四
、

煤核中的植物化石

每一硅质煤核都包含有植物的根
、

茎和其他部分的残体
。

由于硅质胶体对炭化植物

起防腐作用
,

而炭化植物又促进了硅质胶体的沉积
,

因此这些残体以硅酸盐矿物方式得

以保存
。

镜下观察
,

植物体表面的细胞常炭化
,

但仍可看到一些植物的根
、

茎和叶等器

官的解剖结构
。

据李中明的初步研究
,

煤核中保存最多的可能是某些截类植物的根
,

在

一些二元型的根的横切面上可清楚地区分出木质部和周围的皮层 ( 图版 I
, 1

、

2 )
,

并可见到原生木质部管胞的纵切面上可以见到管胞壁上梯纹加厚 ( 图 版 I
,

3
、

4
、

5 )
。

这些情况表明
,

此结核是一种较少见的含有截类等植物化石的成岩硅质煤核
,

但由

于变质程度较深
,

对其中所含植物化石的研究工作有待深入
。

五
、

煤核成因及其环境的探讨

根据上文关于煤核的产状
、

矿物成分
、

内部结构构造等特征
,

表明它是成岩硅质煤

核
。

大多数沉积学者认为
,

成岩结核是由分布在沉积物中的矿化溶液形成的
。

枫江溪矿区

的硅质煤核也是由类似含丰富的氧化硅和有机质为特征的胶体溶液所形成
。

从该区各煤

层灰成分分析获知
,

没有硅质煤核的 1
、

2
、

3 煤层灰分 中的 51 0 :
含量相对较低

,

一般

为 4 3
.

9 2一 4 7
.

3 0%
,

而 4 煤层却高达 5 6
.

8 7 %
,

对形成硅质煤核提供了有利条件
。

根据煤核内部矿物的成生关系
、

结构
、

构造特点分析煤核生成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

阶段
。

当该区煤盆第 4 泥炭层开始沉降并被新的沉积物完全覆盖以后
,

泥炭层进入一个

新的时期— 成岩作用早期
,

即为煤核生成演变的第一阶段
。

在这一阶段里
,

沉积在含

水和比较松散的泥炭层中的5 10 :
胶体

、

腐植质半凝胶的混合凝胶体
,

由于在泥炭化作用

阶段
,

泥炭和沉积的软泥介质的物理化学环境的不均一性和胶体结晶力的影响
,

使部物

质重新分配
。

因混合凝胶体是负胶体
,

本身带有电荷
,

并且有一定表面张力
,

因此它具

有一定的凝聚力
,

它将附近其它呈分散状态的微小的混合凝胶体凝聚在一起
,

从而增大

了它本身的体积
,

直到变成体积最稳定
、

体形表面积最小的球状体为止 1) ,

煤核的雏 形

便形成了
。

在此阶段生成的主要矿物为第一期胶状蛋白石
,

隐晶质玉髓和微弱炭化的植

物碎屑
。

主要结构为植物胶状结构和植物隐晶质结构
。

同时煤核也吸附了煤层中少量的

Z r 、

B
、

C u 、

N s
、

C 。
等微量元素

,

并使其染色
。

由于上覆沉积物不断增加
,

泥炭层逐渐进入成岩中期即泥炭被改造成褐煤过程的中

期
,

即煤核生成演变的第二阶段
。

这时地温
、

地压逐渐增加
,

泥炭中的水分逐渐减少
,

混合胶体中密度大的硅质包裹了植物
,

并通过裂隙
、

植物组织孔隙渗透
、

充填到植物组

1 ) 邱明
、

1 9了9
,

某些含煤建造中球菱铁矿的初步研究 全国首届沉积学和有机地球化学学术会议论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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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胞腔中
,

使之形成一个更加均匀和混杂的混合体
,

接着胶体状煤 核 受 压变形 ( 压

扁 )
,

脱水变硬
,

并产生次生裂隙
,

进而使胶体非晶质蛋白石重结晶变成隐晶质玉髓
。

当含煤沉积继续沉降到较深处受到不断增高的温度和压力的影响
,

隐晶质玉髓发生强烈

重结晶
,

逐渐变成纤维状玉髓
,

微晶
、

细晶长柱状石英
,

组成微晶镶嵌变晶结构
、

半自

形
、

自形柱状变晶结构及变放射球粒结构
。

由于玉髓
、

石英及少量黄铁矿强烈交代植物

组织
,

因而不少自生石英晶体中包含有少许植物残体
,

形成了煤核的交代植物碎屑结构

和残余植物碎屑结构
,

这样
,

完整的硅质煤核便形成了
。

随着煤化作用的续继进行
,

进入泥炭被改造成褐煤的晚期
,

即成岩晚期
,

煤核遭受了

进一步的改造
,

为煤核生成演变的第三阶段
。

主要表现在炭化
、

重结晶
、

交代作用极为

强烈
,

成岩裂隙的产生和第三期石英
、

方解石细脉的形成
,

部分长柱状石英垂直层理方

向密集排列形成梳状构造
,

同时各期硅质进一步强烈重结晶
,

残余的植物组 织 全 遭 破

坏
,

致炭质不断减少
,

石英不断增加
,

煤核的密度
、

均一性进一步增大
。

交代结构逐渐

变成粒径较粗的镶嵌变晶结构
。

第三阶段的主要自生矿物为石英
、

炭屑
、

少量黄铁矿
、

方解石等 ( 图 8 )
。

I 成岩早期的胶凝阶段 I 成岩中期的成核阶段 l 成岩晚期的核变阶段

圈 8 硅质那核的生成演变示愈图

F 19
.

8 T h e s e h e m a t i e d i a g r a m o n t h e o r i g i n a n d e v o l u t i o n

o f t h e s i l i e e o u s e o a l b a l l

关于硅质结核中 5 10
:

的来源
,

国内外沉积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

但大多数沉积学家普

遍认为海水中的 5 10 。
含量极低

,

即使海水注入泥炭沼泽
,

也不足 以形成硅质结核
。

本 区

4 煤层中硅质煤核造核物质 的来源
,

我们认为与 5 10
:

含量高的古河道泛入泥炭 沼 泽 有

关
。

直接由顶板粉砂岩或底板砂质泥岩渗入
,

似不可能
。

这是因为顶底板岩石的富水性

和渗透性均差
,

且顶板粉砂岩中只有菱铁矿结核
,

没有硅质结核
,

而底板砂质泥岩中根

本没有结核
。

这里产煤核的煤层沉积以后
,

紧接着就是湖水侵入
,

并沉积了以含完整的

大羽羊齿植物化石为特征的陆相粉砂岩
。

由于当时的泥炭沼泽滨临海湾
,

故在泥炭沉积

的时候
,

也可能遭到海水的侵入
。

但该区各煤层 的化学分析表明
, 1

、
2

、
3 煤层的含

硫量 ( S是) 为 1
.

7 8一 2
.

9 2%
,

煤灰成分 F e : O : + 5 0 3
为 2 2

.

1 4一 4 2
.

5 0%
,

似有海水泛

入泥炭沼泽之可能
,

而它们并不产硅质煤核
。

产煤核的 4 煤层的含硫量仅为 0
.

69 %
,

煤

灰成分 F e : 0 3 + 5 0 3
为 7

.

28 %
,

与内陆泥炭沼泽煤层的含硫量近似
,

又无海水泛入泥炭

沼泽的可能
。

从煤层的灰成分指数了里旦
』
票琴

.

卒匡缤华
旦旦一、来看

,
4煤层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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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

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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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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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

同时硅质煤核中的微量元素 B含量仅 SOp p m
,

也证明上述论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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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
。

从研究 4 煤的沉积环境也可得到同样的结论
。

据枫江溪矿区勘探钻孔的岩相分析表明
,

产煤核煤层沉积前
,

本区处于滨海海湾三

角洲地带
,

在矿区中部 ( 向斜轴部附近 ) 有条古河道由南而北
,

至矿区北部向北东和北

西方向分叉流出
。

这条古河道的延续时间儿乎是 4 煤底板砂岩至 3煤底板砂岩沉积的全

过程
。

产煤核 的 4煤层的泥炭沼泽就形成在这条古河道两侧适于植物生长的有利部位
。

离古河道越近
,

煤层厚度由 1 米左右减薄
,

终致缺失
;
煤层结构由简单到复杂

,

最后分

叉尖灭
;
煤层灰分由低于 10 %逐渐增到 40 % 以上

。

这就充分说明
,

煤层聚积时
,

这条古

河道对煤层冲刷剥蚀的影响
。

煤层沉积后
,

地壳下沉
,

泥炭沼泽被水淹没
,

沉积了滨海

湖泊相粉砂岩
。

然而
,

当时水下河道依然存在
,

在河道内继续沉积着大量含巨大泥质包

体的砂岩 ( 图 9 )
。

在该区周围的其他矿区与产煤核层位相同的
、

未发现古河道的煤层

中
,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类似的硅质煤核
。

区内大量开采实际资料表明
,

距古河床越近
,

煤核越多
,

距古河床越远
,

煤核减少以至消失
。

显然
,

煤核的成因与古河道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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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相 2
.

河床相 3
,

湖泊相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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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炭沼泽相

图 9 27 线岩相剖面示产裸核的煤层 ( 4 然 ) 沉积时古河道通过泥炭沼泽的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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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D u r i n g t h e e o a l b a l l o f N o 。

2 7 L i n e l i t h o f a e i e s s e e t i o n

d e P o s i t e d , t h e a n e i e n t r I V e r e o u r s e t h r o u g h t h e

e e n t r e P a r t o f P e a t s w a m P

对河水和海水中 5 10
:
含量进行的研究表明

,

河水所含的 5 10
:
可高于海水中的几 倍

至数十倍
。

至于河水中 5 10
:
的来源

,

克勒等 ( K
e n e r ,

W
、

D等 1 9 6 3 ) 认为侵蚀 过 程

中的溶蚀作用不是造成溶液中51 0
:
的主要因素

。

除火山作用外
,

成壤作用也是造成 硅

胶的重要因素
,

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火山作用
。

笔者推测本区含煤核煤层沉积时
,

泥炭

沼泽中的古河道穿过煤层
,

当这些岩石风化成土壤时
,

从土壤中游离出大量的 5 10
:
进

入古河水
,

并随古河水泛入古河道两侧的泥炭沼泽中
,

并停留在泥炭层上部
。

中部与上

部之间有一层水云母泥岩起了阻挡作用
,

硅质胶体溶液无法进入泥炭层中下部
。

由于细

菌的分解作用
,

使泥炭沼泽 p H值增高
。

当泥炭沼泽 p H > 8 时
,

51 0 :
的溶解 度 急 剧 增

大
,

当 p H = 11 时
,

5 1 0
:
的溶解度可达极高数值 ( 5 00 o p p m )

。

当泥炭沼泽开始 掩埋的

时候
,

泥炭中水量减少和 p H值减小
,

泥炭沼泽中过饱和的 5 10
:
胶体溶液就在水体与 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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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质半凝胶结合在一起形成较均匀的混合胶体
。

这就为大量硅质煤核的形成奠定了物质

基础
。

枫江溪矿区上二叠统龙潭组上段 4 煤层中普遍发育的硅质煤核形成于地台阶段
,

受

到地洼阶段各期构造的改造
,

它在横向上的稳定性
,

纵向上的特殊性
,

不仅可以作为地

层对比和煤层对比的标志
,

而且对其进行详细的观察
、

描述
、

研究其成因
,

为探索成煤

环境及其演变过程
,

提供了重要依据
,

也是从不同角度探讨成煤期古地理的一个很好的

辅助手段
。

在野外工作期间
,

我们得到了九公桥
、

七里山煤矿吴文波
、

黄拥军同志的协助
,

在

修改稿件过程中
,

先后承中国矿业学院张鹏飞教授
、

湖南省煤 田地质勘探公 司第三地质

队张宗廉总工程师和中国科学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彭格林工程师提出宝贵意见
,

特致

谢忱
。

( 收稿 日期 19 8 3年 5 月1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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