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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二叠系岩相组合类型
、

剖面特点及沉积体系

于兴河 王德发 郑浚茂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

提要 华北地区二叠系以海退型的陆源碎屑沉积为主
.

在陆相逐步扩大
、

海域渐渐退缩的过程中
,

河流环境得以充分发育
.

形成了以冲积平原体系
、

三角洲分流平原体系及潮坪一海湾体系所构成的大型克拉

通型含煤盆地
.

本文重点分析二叠系河流的沉积特点
,

对各类河流的性质
、

类型以及在时空上的分布规律

作了进一步探索
.

将华北地区二叠系大致归纳出十种层序类型
,

其中前八种为河流环境 ; 进而反映出工区

的沉积特征及古地理概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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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岩相划分

华北地区系指 : 阴山古陆以南
,

秦岭一 -
大别以北

,

炎卜庐断裂以西
,

吕梁山以东的广大地

区
,

其面积约 60 0 000 km 2
.

本文在综合了工区内 33 条野外及钻井剖面的基础上
,

依据岩

性
、

粒度
、

沉积构造特征 以及颜色
,

将区内所研究的三个层位 (山西组
,

下石盒子组及上石

盒子组 ) 划分出十三种岩相
.

它们是 : 砾岩相 ( A )
,

该相可进一步分两种 : ①碎屑流沉积砾

岩相 (A
;
)

,

②纵向坝或滞留沉租砾岩相 (A
Z
;) 板状交错层理砂质砾岩相 (B) ; 槽状交错层

理砂质砾岩相 (C ) ; 平缓板状一楔状交错层理砂岩相 ( D ) ; 槽状交错层理砂岩相 ( )E ; 平

行层理砂岩相 ( )F ; 波状一断续波状交错层理粉细砂岩相 (G ) ; 暗色泥岩相 (H ) ; 炭质泥

岩及煤层相 (I ) ; 复合层理粉砂质泥岩相 ( )J ; 绿灰色
、

灰绿色泥岩相 ( K ) ; 花斑泥岩相

(L ) ; 红色
、

杂色泥岩及薄层粉砂岩相 (M )
.

二
、

岩相组合类型
、

剖面特点及其沉积模式

上述的十三种岩相是组成区内二叠系 (三个层位 ) 的
“

基本单元或元素
” ,

它们在垂向上

的相互组合构成了多种组合类型或层序
.

每一组合特征反映了相应的沉积过程和沉积环境
.

为此总结出了十种层序类型
,

其中前八种为河流沉积
,

并相应建立了其沉积模式 :

类型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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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点是 由粗粒岩相和上覆的 M相组成 ;剖面 上反映出大套的砂质砾岩夹少量的砂岩

之特点 ;以板状交错层理为主
,

粗粒物约占整个旋回的 90 % ; 层序的 下部常具粒序层理
.

此类型反映近物源
、

河道坡度较大的特点
,

代表了冲积扇上的辫状河之近源河段 (图 1 )

无数低弯度
、

宽而浅的河道通过同一个河谷
,

在不 同的地方分叉
、

合并
,

位置不断变化
,

形

成侵蚀凹岸与砂坝
.

在泄水期
,

砂坝可浮出水面
,

并被小河道所切割
.

类型 2
.

A一~ D 一一 , A

F一

一 M

主要由粗粒岩组成
,

偶尔也可有细粒物质发育
,

其特点为沉积主体较薄
,

冲刷作用极为

频繁
,

沉积构造 以板状交错层理和水平层理为主
,

无槽状交错层理
.

每一个旋回的厚度一般

只有 3一礴m 左右
,

甚至更小 (图 2)
.

为远源的辫状河平原
,

尤其在干旱地区由暂时性或间

歇性径流形成的浅的
、

交错的
、

界线不 明显的河道
,

沉积物以席状
,

透镜状和楔状砂休为

主
,

漫岸的细粒沉积较为罕 见
.

Br ia n & T ur ne r 认为
: “

这种水平纹理和孤立的板状交错层理发育的层序
,

其河流的水动

力能量相对较强
,

是低弯度河中的暂时性砂坝
” .

同时还认为频繁 的冲刷 (侵蚀 ) 是暂时性

河流的典型特征
,

代表了水位的波动和变化的条件
.

类型 3
.

K一 , F

一
D
一

B一 , A

杏

F

为向 上变粗的反粒序
.

沉积构造主要是板状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
,

一般无槽状交错层 理
.

整个 向 卜变粗的序列一般 5一 10 m 左右
.

该序列反映出河道不太清楚
,

地形坡度较为平缓
,

以漫流为主
,

水浅流急
.

粒级纹理发育
,

炭屑富集在纹理面上 (沙波无法存在 )
.

呈现出河

漫逐渐过渡为河道的沉积过程
,

为携带大量砂质底负载的宽而浅的低弯度河流 (图 3 )
.

河

道内由大面积横向砂坝所充填
.

砂坝是逐渐向前加积
,

故可称为前积砂坝
.

层序的 h部常常

出现一个 与此正好相反的序列
.

两者可以直接过渡
,

也可夹少量细砂岩和泥岩
.

K
,

D
.

rC
o m le y 认为这种向上变粗的层序有两种

:
( l ) 单层内粒度向上变粗 ; (2 ) 整个

层序从底到顶粒度 向 [ 变粗二 前者是稳定水流期 间水动力分选过程而造成
,

后者则是水位 卜

降期水流对沉积物的沉卸过程而形成
,

这里属后一种类型
.

类型 4
.

B一~ D
、

E一~ F 一~ M

与类型 1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板状交错层理砂岩相较为发育
,

而细砂岩相 (粉砂岩及泥

岩 ) 一般较为难见
,

结构成熟度相对较高
.

A
.

D
.

M ial l ( 19 85) 认为
` 。

泛滥平原能不能形成这

种体系的一 个有意义的部分
,

完全依赖于河谷的宽度和河道的稳定性
” .

代表了地形高差 明

显的
、

低弯度的砾石层河流 (如主干河 )
,

河谷包括 三或四个不同的地形高度
,

其较高地带

往往由植物所覆盖 ; 最低处为活动河道
,

较高处仅在高水位时才有沉积 (图 4)
.

类型 5
.

C
一

E一~ D 一 , F一 , K一 , G
一

K

个 个

槽状交错层与板状交错层理同样发育
,

细粒岩相相对于砂质岩相不太发 育 ; 并向 上变细

的结构不太明显
.

自下而上槽状交错层理的规模逐渐减小
,

顶部常存在堤岸和泛滥沉积
.

反

映河道的充填作用较强
,

其砂质沉积要 比类型 4 更 为发育 ; E
,

D
,

F 相的发育程度完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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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砂坪
,

砂坝及河道沉积交叉影响的程度
.

体现了河道
,

沙坝和沙坝顶部之间的沉积差别

较大的低弯度河流的特点
,

是砂质辫状河典型层序 (图 5)
.

大多数人将在横向砂坝之上发育的往往具平行层理的细砂岩称作砂坪
.

河道横向砂坝的

部位
、

方位以及脊线的高点位置控制着新砂坪的雏形
.

加拿大南萨斯喀切温砂质辫状河便是

此种类型的典型实例
.

类型 6
.

B

一
D
一~ E一~ G ~ 一K

个 f

具有明显 向上变细的结构特点
,

粗粒沉积和细粒悬浮沉积同样发育
,

底部常常具有河道

滞留沉积
,

侧向加积作用明显
,

侧向加积之几何形态和岩相组合变化可以很大
,

一般认为这

取决于河道的几何形态和沉积负载
.

此层序为典型的粗粒 (含砾砂岩 ) 曲流河
.

主要部分是

一个曲流点砂坝 ; 砂坝的加积面由众多的沙波和沙丘所横切 (图 6)
.

在剖面上与前几类的

最大区别是没有粒度突变
.

类型 7
.

E

一
D
一

F L
,

K
,

H~ 一
G

与类型 6 的最大差异就是缺乏砾岩
,

向上变细的特征也不及前者明显 ; 点砂坝
、

砂坝顶

部的规模较小
.

反映了河流的弯曲度也较小
,

为砂质曲流河沉积
.

层序上部的泥岩是 L
,

还

是 K 或 H 完全取决于所处的层位和气候的变化
.

在南部则常为三角洲分流河道沉积
.

由于

分流河道变化较大
,

很难归纳出一个典型的序列和模式
,

层序上两者极为相似
,

区别依据其

上下的岩性组合
,

故两者归为一类 (图 7)
.

类型 S
.

M一
E

一
D
一M一~ K一H

个 」

其特点是以泥岩为主夹有厚层状含砾或粗砂岩及砂岩
,

到面上构成
“

泥包砂
”

的层序特点
.

砂岩 和泥岩
、

泥质粉砂岩的厚度之 比往往小于或等于 1 / 3
,

在层序上一般无砂泥互层过渡

带
,

说明无侧向迁移现象 ; 沉积物是在河道 内加积的
,

属于充填式河道沉积
.

层序的上部常

发育有 I 相和 K 相
,

代表河漫沼泽和河漫湖泊较为发育
.

多阶段性和粒度分选相对较好均反

映了网状河或交织河的沉积特点
,

它是由几条弯度多变的
,

相互连通的河道组成的低能复合

体 (图 8)
.

类型 9
.

H
一G一

E
一

F

一
H

最大特点是反粒序
,

与类型 3 的主要区别在于粒度相对要细得多
,

沉积构造也要小
,

而

该类型的底部有深灰色泥岩
,

泥质较纯
,

有时可见海相化石
,

类型 3 则无此泥岩
.

从下向上

依次可划分 3 层
,

底积层
,

前积层和顶积层
,

其对应的环境为前三角洲泥岩
、

远砂坝沉积及

河 口坝沉积
.

为一完整的水下三角洲平原沉积
.

在区内
,

这种层序沉积之后
,

河 口地区因此而变浅
,

通常其上可以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

①水体变浅
,

沼泽湿地开始发育
,

可形成煤层或炭质泥岩
.

②河 口坝沉积后 紧接着发生海

侵
,

形成海相沉积
,

常为海湾泥岩 ;③分流河道继续向前推进
,

形成类型 7
·

的剖面序列特

征
,

覆盖并且切割下伏三角洲前缘沉积
,

而往往使此种层序保存不全
.

类型 10
.

J一~ D
一

F
一G一

J

以具 J 相为特点
,

岩性上主要 由砂泥岩薄互层组成
.

它们常形成较好的潮汐层理
.

层序

上部可发育潮道或分流河道及砂坪沉积
.

其特征是砂泥层基本上等厚或砂层略多于泥岩层
,

而泥岩中常常可见虫孔及生物扰动
,

反映出潮坪沉积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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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华 J匕地区二叠系的 气个组 (山西组
、 _

上
、

下石盒子组 ) 的沉积特点 主要是 由以 上
_

十种剖面层序按不同的组合方式而构成
.

换句话说
,

这十
`

种沉积类型是组成本文所讨论灼层

位的基本层序单元
.

三
、

层序类型的时空分布规律及沉积体系

从平面 上看
,

这十种类型在区内有其特有而明显的分布规律
.

前六种类型 i
几

要分布 j
飞

北

部和东北部二 5一8 则主要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

最后 的四种类型而以南华北 为主要分布域
.

纵向 卜
,

十种类型在 上石盒
一

子组均有产出
,

但 9
、

10 两种类型较少
.

而 下石盒 户组除 l

一 4 类以外均有出露
.

山西组中出露的类型较少
,

主要为 7
、

9
、

10 三种
.

换句话说
,

在 化部

可以有 5
、

6
、

8
一

二种
.

它们在各个时期的发育状况与其沉积环境密切相关
,

更确 切的说 是各

个时期沉积环境的现实记录
.

岩相组合类型在平 面 匕自北往南由类型 l 逐渐向类型 10 演化
,

其变化顺序则 因沉积过

程或地貌可以有所变化
.

北缘阴山古陆为陆源碎屑的主要供给区
.

其前缘以冲积扇裙 为 仁
,

向南依次为辩状河
,

低弯度河
,

少量的高弯度河及 三角洲分流平原
,

最后过渡为潮坪一海湾

沉积
.

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还 可以出现一些交织河
,

其部位视植物的发育和沉积砂体所能被

佼蚀的程度 而定
.

这一变化规律充分体现 了冲积平原沉积体系一三角洲分流 平原体系 货潮
J
一

下
、

海湾沉积体系的渐变发展过程
.

海域撤退
,

冲积环境扩 大
.

致使北部 以陆相河流 头 卜
,

南部 则以 二角洲分流平原占据主导地位 ;这便是华北地区二叠系环境变迁的 主要特征或 肉貌
.

结 语

l 华北地区 二叠系以北缘 占陆为主要物源供给区
,

同时南缘隆起向沉积区提供 了邓分

物源
.

随着冲积体系的不断发育和扩大
,

北部的成煤环境则逐渐减少或消失
.

占气候 由温暖

潮湿逐渐 向 于旱演变
.

尽管总的为一海退的过程
,

但短期 内仍有海侵的存在
,

其特点是 在海

退背 景 卜形成的陆源碎屑岩夹煤层的沉积
.

2
.

河流研究中的形态分类或许已不能很好的反映其发展的全过程
.

笔者认为详细研 究河

流环境的岩相组合类型及剖面结构特点是一更好反映河流因地貌和水动力条件多种因素变化

所形成的不同河段之沉积环境的可行办法
.

3
.

通过笔者的研究得 出
,

岩相组合类型 1一石 是华北二叠系寻找油气的有利储集层 发育

的 主
:

要层序
,

故 二叠系北部比南部更 为有利于储层的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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