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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晚古生代煤系中火山碎屑岩研究

贾炳文 郭成印
(山西矿业学院

,

太原 )

提要 通过对冀东蓟玉
、

车轴山
,

开平三煤田地层剖面观测
、

岩矿鉴定
、

粒度分析
、

岩石化学
、

氧

同位素组成及 K一 A r 绝对年龄测定
,

发现在晚古生代煤系中含 3一 7 层火山碎屑岩
,

主要为含角砾熔结凝灰

岩
、

含角砾岩屑凝灰岩
、

晶屑岩屑凝灰岩
、

晶屑凝灰岩
、

沉凝灰岩
、

凝灰质砂岩及凝灰质石灰岩 ; 经纵横

向对比
,

可划分为三期七次喷发
,

物质搬运方向自西北而东南
。

这一研究成果
,

对该区地层和煤层对 比及

地质灾变事件的研究拓开新的局面
。

关键词 晚古生代 火山碎屑岩 粒度分布 岩石化学 同位素

第一作者简介 贾炳文 男 59 岁 教授 岩石学及沉积学

前
、 ~

目

目前
,

对中新生代火山碎屑岩研究较多
,

而对晚古生代煤系地层中者研究甚少
。

笔者在

搜集大量实际资料的基础上
,

着重对河北蓟玉
、

车轴山
、

开平三煤田晚古生代火山碎屑岩
,

从岩性
、

成分
、

结构
、

构造
、

岩石化学及其同位素组成等方面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

对其成

因类型
、

喷发期次及煤层的划分和对 比工作
,

提出了新的见解
。

地层发育及火山碎屑岩赋存层位

研究区位于华北晚古生代聚煤盆地东部
,

包括蓟玉
、

车轴山
、

开平三煤 田
,

地处北京东

南至渤海之滨
,

分布自西北而东南
,

面积约 12 万 km
, 。

笔者根据对本区 70 多个钻孔资料及 12 个钻孔岩心薄片鉴定
,

将本区三煤田地层剖面及

火山碎屑岩赋存层位综述如下 (图 1 ) :

中石炭世启山组 (cz )t . 53一币3m
岩性主要是萦灰

、

浅灰色铁铝岩
,

灰及灰白色泥岩
、

粉砂岩及中细 粒砂岩
,

夹 2一礴 层石灰岩
,

含大量珊瑚
、

蜓
、

腕

足等海相化石
.

晚石炭世开平组 (c s)t . 叹卜」刃.

岩性主要是灰黑色泥岩
、

粉砂岩
、

中细粒砂岩夹 2一3 层石灰岩
,

含 14 号可采煤层及 15 号
.

16 号煤线
.

晚石炭世赵各庄组 (c 声 ) 厚 5 7一 ,细
岩性主要 是灰

、

深灰色细砂岩及 泥岩
,

含 12 号
,

12 一 l 号
、

12一2 号及 11 号煤层
.

在蓟玉和车轴山煤田 12 号煤层

下部分别含 17
.

5m 和 12m 的含角砾弱熔结凝灰岩 (J , ) 及安山质晶屑岩屑凝灰岩 (C
, )

.

早二. 古大苗庄组 (P
,

d) 厚 映乡一 1 1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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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岩性 为灰 白
、

灰黑色中细粒砂 岩
、

粉砂岩及泥岩
,

含 4 号
、

5 号
、

6 号
、

7 号
、

8 号
、

9 号煤层 夹火山碎屑岩 3

一谈 i 层
。

其中 9 号煤层之 下
,

蓟玉煤 田 有 2 层
,

均为安 山质晶 屑岩屑凝灰岩 ( J
Z

,

厚 6 m ; J ,
,

厚 4 m ) ; 车轴山煤 田 有 !

层
,

为沉凝灰岩 ( C Z
,

厚 6 m )
.

在 8 号一9 号煤层之 间
,

蓟玉煤有 2 层
,

分别为含角砾安 山质岩屑凝灰岩 ( J
4 ,

厚 s m )

和安山质 晶屑岩屑凝灰岩 ( J S
,

厚 3
.

5m ) ; 车轴山煤田有 2 层
,

分别为沉凝灰岩 ( C ,
,

厚 4m ) 和 安山质晶 屑岩屑凝灰岩

(c
4

,

厚 3 5爪 ;) 开平煤田有 1 层
,

为凝灰质砂岩 (K 、
,

厚 6m )
。

在 6 号一s 号煤层之间
,

蓟 玉煤 田有 2 层
,

分别为含角

砾安山质熔结凝灰岩 ( J 6
,

厚 7 m ) 和沉凝灰岩 ( J 7
,

厚 3
.

l m ) ; 车轴山煤田 也有 2 层
,

分别为含角砾安山质岩屑凝灰 岩

(C
5

,

厚 3
.

5 m ) 和沉凝灰 岩 ( C 6
,

厚 1
.

5m ) ; 开平煤 田也有 2
.

层
,

分别 为凝灰质粉砂岩 ( K Z
,

厚 Zm ) 和凝灰 质石灰 岩

( K
: ,

厚 Zm )
。

2 火山碎屑岩岩石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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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蓟玉
、

车轴山煤田火山碎

屑岩夹层与煤层柱状对 比图

F i g
.

1 T h e e o r r e l a t i o n e o lu m n o f Py r o e l a s t i e

i n te r e a d a t i o n s a n d c o a l s e a m s fr o m Ji y u
.

C h e z h o u s h
a n a n d K a l P i n g e o a l if e

ld
s

.

对本区 12 个钻孔岩芯鉴定
,

探火 山碎屑

岩划分为八种岩石类型
二

2
.

1 含角砾弱熔结凝灰岩

以蓟玉煤 田 J ,
、

J 6 为代表
。

岩石呈灰绿

色角砾状构造
,

块状层理
。

角砾成分 为安 山

岩
,

砾径 1
.

5一 cZ m
,

占 10一
.

20( % ) ; 岩屑成

分 占 70 %
,

包括刚性
、

半刚性岩屑和塑性 岩

屑 (浆屑 )
。

刚性
、

半 刚性岩 屑占 40 %
,

多呈

次棱角至次圆状
,

具安山结构和玻基斑状结构

(图版 工
,

l ) ; 塑 性岩屑 占 30 %
,

常呈蛾抖

状
、

纺睡状或肠状
,

与其他岩屑和晶屑相互熔

结
、

压扁
、

拉长呈假流纹构造 (图版 工
,

2)
。

此外尚见少量斜长石
、

黑云母晶屑
,

多呈扭曲

状和撕裂状
。

斜长石环带结构发育
,

经费氏台

测 定
,

其牌号 自内而外
,

依次 为 A n5 2
、

5仪

4 7
、

4 1
、

3 7
、

3 1
、

2 4
,

用马富宁法和克勒角法

测定
,

其有序变为 .0 27 一刃
.

30
,

属高温变种
。

填隙物为火山尘及绿泥石
,

常围绕岩屑呈带状

分布
,

含量 10一一 15( % )
。

.2 2 含角砾安山质岩屑凝灰岩

以蓟 玉煤 田 J ; 层和车轴山煤田 C : 层为代

表
。

岩石呈灰绿色
,

具平行层理
。

安山岩角砾

玉田药俄佩县号地层

占 10% 士
,

略具棱角钝化现象 ; 岩屑 占 80 %
,

主要 由安山质岩屑组成
,

具压结结构
。

晶屑

占 10% 士
,

黑云母晶屑呈扭曲状并具暗化边 ; 斜长 石晶屑常被熔蚀成港湾状
,

环带发育

(图版 I
,

3)
,

牌号为 A n 4 6一 4 8 ; 另含少量呈鸡骨状
、

弓状的玻屑
。

填隙物主为火山尘 及

绿泥石集合物
,

含量小于 5%
。

.2 3 安山质晶屑岩屑凝灰岩

以蓟玉煤田 J Z
、

J ,
、

J S 层及车轴山煤 田 c ;
层为代表

。

岩石呈灰白
、

灰褐色中细粒凝灰

质结构
。

安山岩屑 占 65 一80 %
,

多呈不规则状
、

次圆状 ; 晶屑主为斜长石
,

多呈撕裂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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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状
、

环带发育
,

A n 46
.

5一礴 7
.

5
,

有序变 .0 2 5一刃
.

26
,

黑云母晶屑多呈扭曲的鳞 片状
,

暗

化边结构发育 (图版 I
,

4) ; 玻屑多呈弧面多角形或鸡骨状
,

多脱玻化而呈霏细结构
,

含量

较少
。

填隙物亦为火山尘及栉壳状绿泥石
,

占 1任一 1 5( % ) (图版 I
,

5)
。

.2 4 安山质晶屑凝灰岩

主要分布于车轴山煤田 C ; 层
。

主由斜长石晶屑及少量安山质岩屑组成
。

斜长石晶屑多

呈扭曲状
、

撕裂状
,

其牌号 自内而外依次为 A n
49

、

42
、

39
、

34
.

5
、

31
、

29
,

有序度 仓 29 一

.0 28
。

填隙物主为火山尘
,

约 占 15 % (图版 I
,

6)
。

.2 5 沉凝灰岩

主要出现在蓟玉煤田 J : 层和车轴山煤田 C Z
、

C 。
、

C 6
层

。

岩石呈灰白
、

灰褐色
,

具平行

层理 火山碎屑物 质 占 65 一 7 0( % )
,

岩 屑主为安 山岩
,

具交织结构和安山结构
,

占 10 一

15 (% ) ; 晶屑主为撕裂状
、

熔蚀状斜长石
,

A n
44

~

一4 7
,

占 40 % 士
,

尚有少量扭曲状并 具暗

化边的黑云母
。

陆源碎屑主为棱角状及次园状石英
、

长石
,

约 占 25 一 3 0 (% ) (图版 l
,

7)
。

.2 6 凝灰质砂岩

主要出现在开平煤 田 K 、
层

。

岩石呈灰白色中细粒凝灰一砂状结构
。

其中火山碎屑占 3 5

一 4 0( % )
,

安山岩屑具明显的安山结构
,

约占 1 0一
.

15( % )
,

斜长石晶 屑呈撕 裂状
,

环带发

育
,

约占 15一 2 0 (% )
,

尚有少量扭曲状并具暗化边的黑云母 ; 其余均为棱角状
、

次棱角状石

英
、

长石等陆源碎屑及泥基填隙物
。

2
.

7凝灰质粉砂岩

主要 出现在开平煤 田 K :
层

。

岩石呈浅灰色粉砂状结构
,

具水平或砂纹层理
,

粒径 0
.

03

一硬)
.

l m m
。

其中火山碎屑包括斜长石
、

黑云母晶屑约占 20 %
,

安山岩屑占 5一 10 (% )
,

其余

均为尖棱角状石英
、

长石等陆源碎屑及火山尘集合体
。

.2 8 凝灰质石灰岩

主要出现在开平煤 田 K : 层
。

岩石呈灰白
、

灰褐色致密块状
。

其中微晶方解石 占 60 % 以

上
,

细分散状安山岩屑及撕裂状
、

熔蚀状斜长石晶屑 (A n4 6) 约占 30 %
。

与阳泉地区
“

火

山诱积碳酸盐 岩
”

十分相似
,

可能 系火 山灰 降落已 含 C a C O :
较高的水盆地共同凝聚而成

(图版 I
,

8 )
。

3 火山碎屑岩的粒度分布

近年来
,

S h e r id a n ( 19 7 1 )
,

W a lk e r ( 19 8 3
,

19 8 7 ) 及 F i s h e r ( 1 9 8 7 ) 等都特别重视火

山碎屑岩粒度分布与成因的联系
。

本次工作中
,

对该区 16 层火山碎屑岩进行了薄片粒度分

析并换算成粒度参数 (表 1 )
。

由表 1 可见
,

各层火山碎屑岩
。中介于 0

.

9 8一2
.

23 之间
,

属于分选中等到分选很差之间

(弗里德曼
,

1 9 6 2 )
。

将 。 中 和 M d沪 投入 F i sh e r ( 19 8 2 ) 的 a 中一M d 中 的离散图中 (图 2 )
,

发现 J ,
、

J 6 两层

分布于或接近于火山灰流区
、

其余样品均分布于降落沉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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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本区火山碎胭粒度 , 数

T曲 eI l
,

n 晓 gr 址 . 一翻比 e p a r 砚. 味 t吮 of pyr oC I” t k r耽k s 加 U比 咖dy 眼
二

煤煤煤 层层 粒 度 参 数数

田田田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MMMMMMM d 明明 口印印 A M 中中 A m 中中 C卯卯

蓟蓟蓟 J 111 0
.

6 555 2
.

1666 一 3
.

2 555 2
.

5 000 一 3
.

5000

fff于于 JJJ 1
.

0 555 0 夕888 一0
.

2 555 3
.

0 000 0 5 000

JJJJJ ;;; 1
.

5 000 1
.

1222 0 2 555 3
.

2 555 0 2 555

JJJJJ 。。 1
.

1555 2
.

0 333 一 2
`

5 000 2
.

5 000 一2
.

7 555

JJJJJ
、、

1 4 000 1
.

5 666 0
.

2 555 3
.

5 000 0
.

5 000

JJJJJ 666 0 4 333 2
.

2 333 一 3
.

0 000 2
.

7 555 一 3
一

2 555

JJJJJ 777 1 9 555 1
.

7 111 1
.

0000 4 5 000 0
.

5000

车车车 C ,, 1
.

7 222 1
.

6 555 一习
.

5 000 3
.

7 555 一 1
.

0000

轴轴轴 C 222 2
.

1222 1
.

3 333 0
.

7 555 4
.

0 000 0
.

5 000

山山山 C ,, 2
一

4 555 1
.

6 666 .0 oooo 4
一

7 555 一 0
.

5000

CCCCC 444 3
.

0 555 l
,

4 111 1
.

0 000 5
,

2 555 0 2 555

CCCCC 555 0
.

8 222 1
.

9 111 一2
.

0000 2
.

2 555 一2 5000

CCCCC 。。 2
.

8 555 l
,

7 444 0 7 555 5
.

5 000 0 2 555

开开开 K lll 3
.

1 555 1
.

5 000 0 万000 5
.

2 555 0 0 000

平平平 K
,,

4
一

6 555 1
.

5 666 3
.

0 000 6
.

7 555 2
.

5000

KKKKK
,,

3
.

7 555 1 3 222 1
.

5000 5 0 000 1
.

0000

M d职一粒径中值 ; 。 价一标准偏 差 ; A M 印一书均最大 粉径 ; A m 中一平均最 小粒径 ; C 甲一第一百分位数
.

灯了几二

2 0
ol/

l

{ 丁
、 _ /

.

卜

一 3

几O

,,0

c 二。

O

人才

` , 一 2

一 l

0
、

I飞
人 :

3 2 O 一 l 一 2 一 3

0
.

5 1
.

0 2
.

0

j !ll 甲

弃乙彻

图 2 各层火山碎屑岩在

点 (据 F i s h e r ,

19 82 )

F 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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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甲一M d 中离散图的投影

o f Py
r o c l a s t i e r o e k s 一n

(b y F is h e r
,

19 82 )

图 3 火山碎 屑岩在 C 甲一 M d甲 图 上 的 投影点

(据 P a s s a g a
,

19 57
,

Sh e ir d a n
,

197 1 )

F 一9
.

3 P r oj
e e t一o n Po i n t s o

fP y r o e l a s t ic r oc k s In

C 价一M d甲 d l a g r a m ( b y P a s s a g a ,

19 57
, s h e ir d a n

,

19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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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将粒度参数 C甲
、

M d毋
,

投人 p a s s a g a ( 19 5 7 ) 的 C 一M 图解上
,

发现 了 J l
、

J 6 两点

同样落人 She ir d a n ( 19 71 ) 所圈定 的火山灰流区
,

说明蓟玉煤 田角砾弱熔结凝灰岩应属最

近喷发中心的火山灰流沉积 ; 其余样品的投影点
,

从蓟玉煤田
、

车轴山煤田至开平煤田
,

沿

C = M 线
,

中值依次增大
,

粒度逐渐变细
,

显示火山碎屑物质搬运方向自西北而东南 (图

3 )
。

4 火山碎屑岩的岩石化学特征

为了有效地恢复原岩
,

对蓟玉煤 田 J l 层
、

车轴 山煤田 c 3 层及开平煤田 K 3层中火 山碎

屑组分进行了电子探计岩石化学分析
,

并将其换算成尼格里 ( al
,

al k
.

C
.

fm ) 及其它岩石化

学参数 (表 2)
。

表 2 火山碎脚岩饭化物 , t 百分数及各种岩石化学参数

T a b le 2 T h e w e i gh t pe r ee n ta g e o f o x i d e s a n d v a ir o u s pe t r co h e m i e a l Pa r a m e t e r s o f Py r o e l a s t一e r o e k s

扩扩瑞又一之乳之之
J lll C 333 K 333

555 10
,,

5 8
.

76 999 6 1
.

9 9 666 59
.

5 7444

AAA 12 0 333 17
.

5 3000 17
.

8 1444 19
、

2 9 444

NNN a 2000 2
.

0 8 999 长3 8 555 6月5 222

KKK 2000 2
.

0 5 333 2
.

9 4 333 1
.

6 4 333

MMM g ooo 1
.

8 6 111 1 4 9 111 2
.

7 3 222

CCC a ooo 7
.

30 222 6
.

3 0 555 5
.

4 4 888

TTT io
,,

0鸿 7 888 0
.

1 2 666 0
.

13444

MMM n ooo 0
.

3 2 555 0
.

9 7 111 0涛 1 222

FFF e ooo 1
.

5 7 555 0
.

9 9 555 1
.

20 222

aaa LLL 3 9
.

0 222 3 7
.

1 555 3 8
.

5 222

fffmmm 1 6
.

5 777 1 3
.

7 888 】7
.

5 888

CCCCC 2 9
.

6 000 2 3
.

9 555 18
.

8 333

aaa lkkk 14
.

8 111 2 5
.

1 333 2 5刀 777

NNN a 2 0 + K 2000 4
.

7 4 222 8
.

3 2 888 8 5 9 555

AAA 12o 3 / 5 10 222 0 2 9 888 0
.

2 8 777 0
.

3 2444

((( F e o ) +++ 1
.

7 8 666 1
.

7 3 000 1 0 7 111

((( M g o + C a o ) / 222222222

(氧化物数据
,

据长春地质学院电子探针分析室
,

19 8 9)

由表 2 可见
,

三层火山碎屑岩中火山碎屑组分基本接近于戴里
.

L ie m al t er ( } 9 76) 等安

山岩平均化学成分
,

但由于后期蚀变
,

含铁量偏低
。

将尼格里参数 al
,

d fm
, a lk 值投人尼

格 里 四 面 体 展 开 图 姗 一 111 中
,

均 落 人 火 成 岩 区 ; 将 K
2 0 十 N a ZO

,

( F
e O ) 十

( M g O + C a o / 2 ) 和 A IZO 3 / 5 10 :
重量百分数

,

投人 C h u r c h ( 19 8 0 ) 三轴直角图解中
,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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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人或接近落人安山岩 区 (图 4)
。

由此可见
,

本区火 山碎屑岩基本上相 当

于安山岩成分
,

与岩石鉴定结果一致
。

}}} …… {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

!!! {{{{{ ; {{{{{{{{{{{
!!!!!!!

{{{{{{{{{{{

}{{{{{

上
、 } { 『

片片片片{{{
lllll

一一一一一一
人人 ,,

及亨
{

.

健卒抓二二

5 火山碎屑岩同位素特征

一一 ~

共夺刁
一

一礴 -

一
- i

—
二生带

旦
凡斗

- 一

一
叭 已

——
兀不一不毛一几 一了搞产

-

而犷一
-

」 门 1
石八 二

以言。,éù之之甲à十ǎ(丫一zé

图 4 火山碎屑岩在 C h ur hc 图上的投影点 (据

王德滋
、

19 80 )

F
一9

.

4 P r oj e e t io n P o l n t s o f Py r o e l a s t l e r o c k s i n

C h u r c h
’

5 d l a g r a m (b y W a n g d e z i
,

19 80 )

5
.

1 氧同位素组成 根据 F a u r e ( 19 8 3 ) 的研

究
,

认为安山岩和玄武岩氧同位素比值大致

相同
,

j ’ s o
s m 。 、

介于 5
.

5一7
.

4 (%
。
)之间

,

较沉

积岩为高
。

经 长春地 质 学 院同位 素 分 析 室 测 定

( 一9 8 9 )
,

本 区 J 6 层 中 安 山 角 砾 :

j ’ `
Os m

。 、
,

二 6
.

39 3
,

K 3 层 中凝灰质不溶残渣
:

j ’ s o
s
m o w = 7

.

9 3 5
,

与 M o rr i s o n
等 ( 19 8 5 ) 对

英 国 三 叠 纪 基 性 岩 流 测 定 数 据

。 ’ s o
sm o w 一 6

.

7 1
于

7
.

5 6 0 大致相仿
。

说明本区

火山碎屑岩来 自安山岩的喷发
。

.5 2K 一 rA 同位素年龄测定 经地矿部地质研究所同位素室测定 ( 19 89)
,

本区 J ; 层中火 山角

砾的 K 一 A r
绝对年龄 为

: 2 68
.

68 士 4
.

65 M
a ,

J ; 层 中凝灰质填 隙物 的 K 一 A r
绝对 年龄为

:

244
.

12 士 3
.

99 M a 。

按二叠纪时限为 285
.

5 士 5一2 35 士 S M a
,

确证本区无论火 山角砾还是凝灰

质填隙物同属二叠纪时形 成
,

有力地排除了由盆地外围古老火山岩经剥蚀搬运重新沉积的可

能性
。

同时还填补了华北 晚古生代煤系地层缺乏绝对年龄数据的空白
,

为这一时期 火山活动

与地层时代的厘定提供新的资料
。

6 火 ! !」碎屑岩喷发期次及研究意义

6
.

1 喷发期次划分及物质搬运方向讨论

将三煤 田 火山碎屑岩平均最大粒径 ( A M 司 和平均最小粒径 ( A m树 制成粒度分布图

解 (图 5 )
。

从图 6 中粒度分布的纵横 向变化规律
,

可将本区火 山碎 屑岩划分为三期 七次喷发
,

每期

喷发粒度由粗变细
。

第 1
、

2
、

3 次喷发 (包括 J 、
、

J :
、

J : 和 C !
、

C : 层 ) 为第 1 期喷发
,

火

山灰散落面积仅限于蓟玉车轴山煤田
,

以溢流型喷发为主 ; 第 4
、

5 次喷发 (包括 J 4
、

J :
、

e 3 、

C ; 和 K l 层 ) 为第 D 期喷发
,

第 6
、

7 次喷发 (包括 J 6
、

J 7
、

C S
、

C 6 和 K Z
、

K : 层 ) 为

第 111 期喷发
,

分布面积较广
,

波及开平煤田
,

以爆发型喷发为主
。

横向上
,

西北部的蓟玉煤

田火山碎屑岩层数较多
,

厚度较大
,

粒度较粗
,

并含二层 (J ;
、

J 6 ) 火山灰流沉积
,

而东南

部开平煤田火 山碎屑岩层数较少
,

厚变减少
,

粒度变细
,

且均为凝灰质沉积岩
。

自西北而东

南
,

岩性分布规律是
: 弱熔结凝灰岩 ~ 凝灰岩~ 沉凝灰岩~ 凝灰质沉积岩

,

说明火山喷发中

心
,

距蓟玉煤 田较近而距开平煤田较远
,

物质的搬运方向自西北而东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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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煤田火山碎屑岩粒度分布及喷发期次划分

F ig
.

5 T h e g r a i n 一 s iez d is t r b u t io n o f P y r oc la s 1ic r
oc k s a n d e ur P t i o n s t a g e i n t h e t h r e e e o a l if e ld s

.

.6 2 地层和煤层的对比

火山活动作为地质灾变事件
,

具有极强的等时性和大范围的可对 比性
。

由本 区三煤 田柱

状对比图 (图 l) 可见 : J I 、 C I
层之上为 12 号煤层 ; J Z

、

J 3
、

C : 层之上为 9 号煤层 ; J 4
、

J S
、

C 3
、

C ; 及 K 、
层之上为 8 号煤层 : J 6

、

J 7
、

C S
、

C 6
及 K Z

、

K
: 层之上为 6 号煤层 : 而

J 6
、

J : 之间
,

C S
、

C 6 之间和 K Z
、

K 3之间的 7 号煤层
,

只在开平煤田发育
。

由于本区燕山期

断裂构造发育
,

赵各庄组和大苗庄组缺乏海相石灰岩标志层
,

各煤层极易混淆
,

利用火山碎

屑岩夹层
,

有效地解决了全区煤层和地层 的对比问题
。

此外
,

本区晚古生代多期多次火山碎屑岩的发现
,

确证华北晚古生代板 内盆地 (杨 森

楠
,

1 9 84)
,

并不像原来所想的那样稳定
,

即聚煤作用形成过程中
,

煤 田北部曾发生过多次

构造一岩浆活动
,

其活动机理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在本文编写过程 中
,

得到河北煤勘公 司
、

开滦矿务局
、

长春地质学院
、

地扩部地 质所张

文星
、

唐会民
、

曾炳 臣
、

王东坡
、

罗修泉等同志的大力支持
,

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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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r a s s i e v o le a n ic r o c k s
,

一t s h o w s t h a t t h e o r i g in a l m a t e r i a ls e a m e fr o m e r u P t i o n o f a n d e s i te
.

K 一 A r a g e d a t
-

一n g o f v o l e a n i e b r e c c ia a n d t u faT
e e o u s i n te r s t一t一a l m a t e r 一a l s s u g g e s t t h a t b o t h o f th e m w e r e n o t fo rm

e d b )

d e n u d a t 一o n
.

t r a n s P o r ta ti o n a n d r --e P r ec l P it a t i o n o f a n e沁n t a n d e s i t e
,

b u t of rm
e d i n P e rm i a n

pe ir o d
.

A e
-

e o r d i n g t o t h e g r a i n 一 s 一z e d is t r i b u ti o n fe a t u r e a n d v e r t ie a l a s w e ll a s h e n z o n t a l e o r r e l t io n o f s t r a t a P r o if le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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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e a e ti vi t i es e a n be d iv id de in t o t h ree
e
ru P ti o n s at 罗 5 in e l u d i n g se v e n e ru p

t io n t im e s ,

t h e t r a n s P o rt a t io n d ir ec ti o n o f t h e v o lca
n i c m a et ir a l s ( a s h e s ) w a s fr o m n o rt h w e s t t o s o u th e a s t

.

I n t h e if r s t s at ge
,

t he e n U s ive e ur P t ion m a y be at k e n a s ht e d o而
n a n t fo mr

,

山 e

sca
t et r ed a r e a o f v o le a n ie

as h e s w a s

sm
a ll a n d me er l y co v e 代月 J iyU an d C h e hz o u s h a n e o a l if e ld s : I n t h e sec

o n d a n d t h e t址 r d s t a g es
,

t h e e x P lo s i v e e ru Pt i o n m a y 悦 at k e n a s t h e d o而
n a t of rm

,

t h e e o v e r曰 a r
ae

o f v o lca in e a s h e s w a s w id e r a n d

t r a n s op rt de af r t o K a i P in g co a l if e 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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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is a re a a s w e l l a s of r th e s t u dy o f t ce t o n ie ac t iv i ty a n d v o l ca n o 一 e a at t r o P ih e e
ve

n ts o f P l a t e in n e r b a s in o f

N o r t h C h i n a i n L a t e P a l a e o z o ie e r 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