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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

杂基
”

在陆源碎屑沉积

岩中的命名问题

染绍荃
( 青海煤 田地质勘探公司化验索 )

含煤沉积岩系中
,

陆源碎屑沉积岩 占绝大多数
。 “

杂基
, ,
或

“
基质

”
是否参加或如

何参加陆源碎屑沉积岩的分类与命名
,

是沉积岩工作者十分关心
,

经常讨论的问题
。

部

分学者主张杂基在陆源碎屑沉积岩中影响分类与命名
,

部分学者有不同的论述
。

本文根

据笔者在西北地区几个煤田沉积岩工作中的资料
,

以青海木里侏罗纪煤田河流环境含煤

沉积岩系中
,

杂基混入特征为例
,

试谈一孔之见
,

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

杂基是指粒径 < o
.

03 m m ( 相当 5 中) 的粘土和细粉砂陆源碎屑沉积物
。

这些 沉积物

无论是原生的
,

还是重结晶的
,

后生改造了的
,

它们都和胶结物共同起着支撑和胶结碎

屑颗粒的作用
。

陆源碎屑沉积岩粒度结构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杂基混入
。

当沉积物由高能

环境搬运至低能环境沉积时
,

高能载体使
“ 泥砂俱下

” ,

杂基这一粒级的碎屑沉积物较

多易于混入到较之更粗的粒度结构中
。

杂基混入程度的不同
,

反映了岩石结构成熟度
、

搬运介质能级强乳 介质粘度和密度等成因条件
。

杂基参加陆源碎屑沉积岩命名中
,

并

根据混入程度的不同影响命名
,

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
,

具有积极的地质意义
。

一
、

河流环境含煤沉积物中杂基混入的基本特点

1
.

沉积环境特点 影响杂基 混入的诸因素 中
,

搬运介质能量强弱关系最为密切
,

其

次是某些特定沉积环境控制
。

河流环境含煤沉积岩系岩性组合 中
,

各沉积相沉积物的杂

基混入各显示不同特点 ( 图 1 )
。

图中 A
、

B
、

C
、

D为含煤沉积组合型
; I 至 V相邻的

沉积相可由两个或几个相组合成非含煤沉积组合型
。

青海木里侏罗纪煤田河流环境含煤沉积组合模式中
,

I 和 I 表示主河道及河床相砾

石
,

含砾粗
、

中粒砂岩沉积
,

高能环境搬运
,

只有少量杂基混入
,

粘土杂基 起 胶 结 作

用
,

岩石很松散
。

l 表示河流边滩相水下部分中
、

细粒砂岩夹泥岩沉积
,

水平层状
,

分选
、

圆度中等
,

含杂基 5 一20 %
,

向边滩相水上部分过渡沉积时
,

杂基混入量增加
。

F 表示河流边滩相水上部分沉积
,

低能紊流环境控制
,

沉积物中片状矿物及有机残

体丰富
,

以粗
、

细粒粉砂岩为主
,

部分为砂质泥岩
,

含杂基 20 一 50 %
,

结构 成 熟度很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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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表示滩后淤泥沼泽相富有机质的团块状泥岩沉积
,

闭流悬浮沉淀环境
,

有少量泥

质粉砂岩
,

粒径 < o
.

03 m m 相当 5 小的沉积物占绝大部分
。

谁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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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海木里侏罗纪煤田河流环境含燃沉积组合

F 1 9
.

1 A n a s o o e
i a t e d m o d e l o f t h e e o a l y d e p o s i t i n

组合棋

f I u v i a e n v i r o n m e n t

o f t h e M u l i J u r a s s i e e o a l f i e l d
,

Q i n g h a i

河流边滩相水下部分和水上部分沉积环境沉积物粒度结构中
,

杂基棍入量多
,

特别

集中在粗粉砂岩中
。

随着侧向搬运介质能量的减弱
,

杂基混入量增多
。

河流边滩相水下

部分和水上部分沉积物常有交替的变化
,

杂基混入量也随之变化
,

局部微相控制则有大

量的杂基棍入
.

可高达 50 %
。

说明杂基的混入程度与搬运介质能量和沉积微相控制密切

相关
。

2
.

岩性组合特征 木里侏罗纪媒田河流环境沉积
,

岩性组合为远源沉积稳定组合
。

陆

源碎屑沉积物简单
,

石英 60 一 90 %
,

长石 5 一 25 % (钾长石 )
,

其它有云母类片状矿物 ( 白

云母 )
,

和有机质
、

炭质混入物
,

岩屑含量 < 10 % (石英岩岩屑 )
,

圆度好 , 硅质和粘土质

胶结物呈孔隙充填式和接触融溶式胶结
,

经 ( 温度
、

压力
、

构造 ) 改造
,

融溶重结晶现

象普遍
,

结构成熟度高
。

河流边滩相水上部分粗粉砂岩
,

改造不明显
,

结构成熟度低
。

砂体沿走向和倾向厚度变化大
,

很不稳定
,

煤层厚度变化亦大
。

类似的情况在甘肃靖远

侏罗纪煤田
,

宁夏韦州石炭二叠纪煤 田也有存在
。

与上述情况相反
,

例如新疆哈密侏罗纪山间盆地环境含煤沉积岩性组合
,

属近源沉

积不稳定组合
,

岩性差别很大
。

主要是岩屑杂砂岩组成
,

组成岩石的碎屑沉积物成分复

杂
,

岩屑成分 占20 一 50 %
,

有 中
、

酸性
,

基性和部分超基性火 山岩岩屑及石英岩岩屑和

部分变质岩岩屑
,

圆度很差
,

大部分为尖棱角状
,

分选也很差
。

说明母岩供给区母岩体

的多样性
,

破碎后的碎屑迅速近源堆积
,

因而碎屑成份复杂
,

杂基 ( 碎 屑 杂 基 和外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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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 的混入 < 10 %
,

起支撑和胶结作用
,

孔隙充填式胶结
,

岩石结构成熟度低
。

砂体形
.

态较稳定
,

煤层 巨厚
。

部分学者以杂基含量巧%为界限
,

将杂基含量 > 15 %者划为
“
杂

”
砂岩类 ; 将杂基

含量 < 15 %者划为
“
净

” 砂岩类
。

这里只强调了粒度结构方面的地质意义
,

而且并不是

唯一的重要分类标准
。

照此办理则在实际工作中将划分出相当数量的所谓
“
杂

”
砂岩和

“
净

”
砂岩

,

这与实际不尽相符
,

而且造成混淆
。

因此笔者以为
,

杂基参加陆源碎屑沉

积岩分类命名中
,

不应影响分类而只能影响命名
。

二
、

关于杂基在陆源碎屑沉积岩中的命名建议

杂基在陆源碎屑沉积岩中
,

根据其含量和混入程度的不同影响命名
,

从命名中可反

映出粒度结构成熟度等成因条件
,

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

1
.

杂基参加陆源碎屑沉积岩命名中
,

岩石由陆源碎屑沉积物 ( 石英
、

长石
、

岩屑等 )
,

杂基和胶结物组成
。

可仍然使用原分类方案划分岩类和命名
。

至于原分类方案各家的争

论
,

特别是关于砂岩分类三角图中某些组份端元归属的不一致
,

笔者认为可根据工作需

要和研究 目的不同
,

以使用方便选择之
,

不必强求一致
。

2
.

显微镜下定量统计各组分的百分含量 ( 采用 目估法 )
,

根据杂基 占岩石组成含量

分别影响命名
:
杂基含量 10 一 25 %命名为含杂基

义 x x
岩石 杂基含量 25 一 50 %命名为

杂基质
X X X 岩石

。

只要在命名的基本名称中
,

冠 以含杂基
,

杂基质加以描述
,

便体现了杂基混入量的

概念
,

也有了混入程度不同的区别
,

在描述中根据岩石主要特征加以体现就可以了
。

如

含杂基中粒石英砂岩
,

杂基质细粒长石石英砂岩等
。

对于绝大部分由粒径 < o
.

0 3m n , (相

当于 5 小) 的陆源碎屑物质组成的泥岩
,

泥质粉砂岩
,

细粉砂岩则勿需引用杂基的概念
。

3
.

杂基与胶结物的划分
。

杂基在陆源碎屑沉积岩命名中定量统计时
,

必然产生胶结

物和杂基的二者区分问题
。

特别是大多数沉积岩都经过了 ( 温度
、

压力
、

构造 ) 不同程

度的改造
,

次生变化
,

重结晶现象普遍
,

加之使用的一般显微镜分辨能力有限
,

混入杂

基部分也在起胶结作用
,

二者的区分更困难了
。

建议将化学和生物化学成 因的
,

包括分解
,

次生变化
,

重结晶的及部分 自生矿物
,

并起胶结作用的部分统计为胶结物
。

如粘土矿物
,

硅质的蛋白石
、

玉髓
,

钙质的方解石
、

白云石
、

菱铁矿以及石膏等
。

将机械成因的
、

原生的
、

改造破碎的
,

粒径 < 0
.

03 m m ( 相当 5 小) 以下的粘土 和细

粉砂统计为杂基 ( 应注意
:

粘土矿物
、

方解石
、

白云石
、

菱铁矿等也有机械破碎的归入

此类 )
。

这里考虑杂基主要起支撑作用
,

胶结作用次之
,

而胶结物则主要起胶结作用
,

对于

重结晶部分其原生矿物较难确定
,

往往部分重结晶成份是由胶结物和杂基改造来的
。

结 语

杂基在陆源碎屑沉积岩命名中影响命名
,

杂基混入与搬运介质能量和环境控制密切

相关
。

河流环境含煤沉积中杂基混入有规律可循
。

本文讨论的引用方案
,

适于室内鉴定



1 2 8 沉 积 学 报 3 卷

使用
,

在野外沉积岩工作中
,

粒度细微不易分辨
,

也不易利用简便的方法鉴别
,

杂基棍

入量肉眼估计困难
,

往往与胶结物相混
,

这需要在工作中积累经脸加以总结
。

对于不同
`

地质时代不同成因类型的含煤沉积物中
,

杂基混入的特征也要在今后工作中不断总结经

验
,

找出固有规律
。

本文初稿承宋天锐老师审阅
,

撰写过程中张静文高级工程 师和葛 宝勋老师给予热情

帮助
,

深表谢意
。

( 收稿 日期 19 8 3年 1 1月 2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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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t r i x a n d m a t r i x q u a l i t y a r e u s e d t o d e s e r i t l e t h e d i f f e r e n e e o f t h e m i x e d a m o u t -

a n d t h e d e g r e e s o f m a 七r i x
, 5 0 t h a t t h e y m a y b e e a s i l y a p p l i e d i n w o r k e

.

I n a d d i t i o n ,
t h e a u t h o r

p r o p o s e s a p
r e l im i n a r y v i

e
w o f t h e d i f f e r e n e e s

b e t w e e n

m a t r i x e s a n d e e m e n t s f o r t h e t e r r i g
e n o u s e止a s t: i

e s e d i m e n t a r g r o e k r e f r o m e d b y v
i
r t u e o f

t e m p e r a t u r e ,

p r e s s u r o a n d s t r u e t u r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