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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含煤盆地构造的继承性及

砂体对煤灰分的控制

黄操明 周安朝 王 丽清
(山西矿业学院 太原 0 3 0 0 24 )

提 要 本文从动态地层学观点
,

以 山西霍县矿区为例编制的一系列煤岩层厚度等值线图
,

重演了

该区晚石炭世至早二叠世的地质演化历史
,

并探讨了含煤盆地构造发育的继承性
。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

了该 区砂体对其上煤层中灰分的控制作用
,

即煤层中的高灰区与下伏砂体常处于错位关系
,

高灰区的形成

是与流经成煤泥炭沼泽并带入其中的细碎屑悬浮物的潜流量较多有关
。

关锐词 含煤盆地 构造继承性 砂体 煤层灰分

第一作者简介 黄操明 男 59 岁 教授 沉积学 沉积环境分析

含煤盆地的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对盆地内不同单元或不同演化阶段的沉积环境有重大影

响
,

因而对盆地内煤层的厚度
、

分布及煤质无疑存在重大控制作用
。

作者曾在《霍西煤田霍

县矿区沉积环境对煤层厚度及分布的控制 》一文中
〔` 〕 (下简称《控制 》一文 )论述了五种不同

类型环境中的砂体与其上煤层的相互关系
,

这实际上也是从盆地演化造成环境变迁的角度

上来分析成煤的历史问题
。

现继续就更广泛的地层单元来探讨含煤盆地构造演化及其继承

性
,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环境跄 体对其上煤层中灰分的控制作用
。

霍西煤田霍县矿区的详细地层柱状及沉积环境分析见《控制 》文中第 73 一 75 页
,

这里

不再赘述
。

为了阐述方便
,

仅简要揭示如下
。

即本溪组含不稳定的石灰岩与砂岩
,

太原组

以碎屑岩
、

石灰岩和煤层为主
,

其主要的沉积单元为
:

底部是一层灰白色石英砂岩 ( K
l
)

,

向

上为 n 号煤
、

10 号煤及其下的砂岩
、

K Z

灰岩
、

K ,

灰岩
、

K ;

灰岩
、

K 。

砂岩
。

再 向上的山西组

包含有 K 7

砂岩
、

2 下号煤及其下的砂岩
、

2号煤及其下的砂岩
、

1号煤及其下的砂岩
、

1上

号煤及其下的砂岩等
。

1 含煤盆地构造的继承性

根据动态地层学的观点
,

以山西霍县矿 区为例编制的一系列 ( 55 张 )主要煤岩层厚度等

值线图发现
,

该区含煤盆地构造演化的历程十分明显
,

具有强烈的继承性
。

总的来说
,

从晚

石炭世本溪期
、

太原期至早二叠世山西期
,

本区所有沉积体的展布方向为北东至北北东

向
,

这不但从方向性一般较好的各层砂体明显可见
,

而且从方 向性一般较差的各层灰岩的展

布来看
,

也是如此
。

例如从本区最下部本溪组中的一层灰岩来看
,

其厚度最大达 s m 以上
,

在区内呈近北东向条带展布
,

不少部位尖灭缺失 ( 图 1 )
。

其上一层不稳定的砂岩
,

最厚达

s m
,

其展布位置与方向与其下的灰岩吻合 (图 1 )
。

再从太原组下部的 n 号煤下砂体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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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位置与方向几乎与其下本溪组中的灰岩与砂体一致 (图 2 )
。

再向上的 K :

灰岩
,

总的方向
.

学是保持不变 ( 图 2 )
。

其上的 8 号煤及其下的涛岩
,

其方向性保持得更为明显 ( 图可参见《控

制 》文第 78 页
,

图 8 )
。

沿剖面继续向上沉积的 K ,

及 K ;

灰岩
,

特别是分布比较局限的 K ;

灰

岩
,

其总体方向还是如此 (图 3 )
。

进入山西组后的 2 下号煤下砂体
、

2 号煤的厚煤带及其下

砂体 (图 4 )
、

1 上号煤及其下砂体的展布方向 (图可参见《控制 》文第 79 页
,

图 1 0)
,

最后演

化至下石盒子组的 K :

底砂岩
,

始终保持上述特征
。

由此可见
,

本区内沿北东至北北东方向

在当时始终保持有一个看来应与差异沉降作用有关的沉积中心地带
,

该带始终处于较低的

地势
,

从本溪期一直延展至山西期末呈现 出明显的构造继承性
。

再根据当时整个华北地台的

古地理面貌来进行分析
,

区内沉积体总体呈北东至北北东向的展布
,

可说明本区当时还存在

一个总的北高南低的坡降
。

笔者认为
,

这种构造特征及其继承性对本区的煤层展布及不同

煤岩层的空间分布关系起明显的控制作用
,

如在《控制 》一文中论述的多个煤层的较厚煤带

与其下砂体的关系即与之密切相关
,

并与下面将论述的砂体对其上煤层中灰分的控制也紧

密相关
。

图 l 本溪组灰岩和砂岩厚度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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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1 下号砂岩及 K Z

灰岩厚度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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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号煤层及 2号煤下砂岩等厚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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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砂体对煤灰分的控制

详细分析对比区内多个煤层的灰分等值线图及其下砂体的厚度等值线图发现
,

所有煤

层中的较高灰分区与下伏砂体的较厚带都是处于错位的关系
,

即较高灰分区始终是偏离其

下砂体的较厚带
,

或者在其旁的较薄带之上
.

或者位于砂体尖灭部位之上
。

如太原组下部

的主要可采煤层 11 号
,

从灰分等值线图上看
,

其中有 7 个灰分峰值区
,

除了最中心的一处

外
,

其余 6个全部落入其下砂体的尖灭带或较薄处 (图 5 )
。

再从其上的 10 号煤来看
,

其灰

分的 5 个峰值区也都位于其下砂体的较薄带或尖灭处 (图 6 )
。

山西组主要可采煤层 2 号煤

及其下
’
的砂体的关系尤为明显

,

灰分等值线图上见有 13 个峰值区
,

其中就有 12 个其下

无砂体存在 (图 7)
。

山西组顶部的局部可采的 1号煤层也同样
,

其 5 个灰分峰值区余部位

于其下砂体的尖灭部位 ( 图从略 )
。

据笔者查阅国内外文献
,

在许多地区同样具有上述特征
。

例如从 e a l lo w a y 等 ( 19 8 3 )转引的 G a i r n e r o ss ( 1 9 8 0 )的资料
〔, ,
可见煤层中 5 个灰分峰值区几

乎全部位于其下砂体的尖灭带
。

更为有趣的是特高灰分的边界线与其下砂体的厚度等值线

的轮郭凹凸镶嵌
,

十分协调
,

即特高灰分区的边界线除了远离砂体厚度峰值区外
,

还常平

行于砂体厚度等值线
,

呈现出紧密的依赖关系 ( 图 8 )
。

以上列举的图件可充分证明
,

砂体对

其上煤层的控制作用
,

不仅象在《控制 》一文中所述那样
,

表现在对煤层 的厚度上
,

而且还

表现为灰分方面
,

即煤层中的较高灰带与其下砂体较厚带常处于错位关系
。

笔者认为
,

多数情况下
,

如本区多数与河流或三角洲分流河道有关的砂体及煤层 (如山

西组的 2 号煤及 1 号煤
,

其形成环境 (参见 《控制 》文第 74 页图 2)
,

上述关系的原因应该

女吓
。

正如 《控制 》一文中所述
,

与河道有关的煤层
,

当河道活动时
,

其泥炭沼泽首先发育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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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0 号煤灰分及 10 号煤下砂岩厚度等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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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 号煤灰分及 2 号煤下砂岩厚度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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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以外的低凹泛滥盆地区
。

如果河道改道废弃
,

则泥炭沼泽才有可能 向废弃河道内蔓延
,

造成如《控制 》一文中所述的厚煤带与其下砂体呈错位关系 (参见《控制 》文图 13 及 图 1 5 )
。

但由于以上论述的盆地构造的继承性
,

虽然河道在该处改道
,

但在该处应继续保持一定的

地面坡度
。

当泥炭沼泽在泛滥盆地 内继续增长并向废弃河道蔓延时
,

在泥岩沼泽内原先的

较低凹处
,

必然会存在一定的潜流甚至小量的通流
; 而在地势较高的砂体上方后来形成的

泥炭沼泽部分
,

这种潜流存在的可能性便较小
,

至少是流经的水量要比前者少得多
。

这样
,

从沼 泽外被这种潜流带入泥炭层的碎屑物质 (主要应是极细的悬浮物质 )
,

在砂体边侧原来

低凹处的较厚煤带内势必要比砂体的直接上方来得多
,

因而在砂体边部或其尖灭区的泥炭

中灰分也必然相应地较多
。

也就是说
,

砂体对其上煤层灰分的控制作用主要决定于下伏砂体

的存在所造成的其上成煤泥炭沼泽内部的微地形差异及 由此导致的流经泥炭沼泽而向其带

来细悬浮物的潜流量的多少 ( 图 g )
。

这与众所公认的凸起沼泽的沼泽面高于地下水位
,

其灰

分较低
;
而主要靠地下水补给的低伏沼泽的水位高

,

因而其灰分高的特征是完全可以类比

的
` 3“ 。

上述情况造成的另一结果是厚煤带中的灰分要比薄煤带中为高
。

又如 《控制 》文中所述
,

在潮滩砂坝上形成的煤层
,

其厚煤带与其下的砂体呈叠置关系

(如 11 号煤层
,

其形成环境参见《控制 》文第 74 页图 2 及第 75 页 )
,

即煤厚处砂体也厚 (参见

《控制 》文图 6
、

7 )
,

但这时为什么煤中高灰 区也是远离砂体呢? 笔者认为
,

其原因同样要从

流经泥炭沼泽的潜流量来加以解释
。

潮滩砂坝的环境虽然与河道不 同
,

但在泥炭沼泽发育

的过程中
,

当泥炭层 在砂坝顶部先发育到 一定厚度后
,

如果海水面由于某种原因而下降

时
,

泥炭沼泽便向周围的低处蔓延
。

由于盆地内总的基底坡降的存在
,

与上述同河道有关

的泥炭沼泽类似
,

在沼泽的较低凹处同样会有较多的带来细悬浮物的潜流通过
,

因此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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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灰区同样与砂体呈错位关系
,

所不同的是这里的高灰区是位于煤层的较薄带 ( 图 1。 )
。

以上有关砂体常与其上煤层的高灰带

呈错位关系
,

以及不同环境中高灰带与厚

煤带的关系 (即与河道有关煤层的高灰带

常位于厚煤带内
,

而与潮滩砂坝有关煤层

的高灰带则常位于煤层的较薄带内 )显然

在煤 田勘探中对预测煤中灰分会起积极作

用 ; 同时
,

高灰带与厚煤带的关系也可影

响用来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环境鉴定标志
。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

影响煤层灰分的

因素是较多的
,

如泥炭沼泽所处的位置

(如众所周知的高位沼泽
、

低位沼 泽 ) `
3〕 ,

成煤的原始植物类型
、

受构造及环境影响

的流经泥炭沼 泽水的矿化程度
、

河道环境

中的决 口扇砂体
,

以及泥炭沼泽内部的微

地形等
。

前三种因素应该是在不同的大区

域内起作用
,

在一个煤田的较小范 围内可

能变化不大
。

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其中的一

个方面
,

即泥炭 沼泽 内部 的微地形差异

(主要由下伏砂体的存在而引起的 )
,

这在

一个煤田或煤盆地范围 内应起 主要的作

用
,

正 如上述众多 图件所显示的
。

当然
,

煤层的上复砂体
,

如河道环境中的决 口扇

砂体
,

对煤层的灰分也会有所影 响
,

主要

是加大煤层 中的灰分
,

甚至 局部冲刷煤

层
,

位笔者认为其影响与煤层下伏砂体相

耳二二义之

之之、
.

【【

1
.

砂岩等厚线 2
.

特高灰分界线及分布范围
3

.

高灰分界线及分布范围

图 8 卡鲁盆地北部范代克斯德里夫煤矿区

河道砂岩与其上煤层灰分关系图
(引自 G a ll o w a y ,

1 9 8 3 ) (原分别为两张图
,

由本文作者合绘成一张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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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面

泥炭 受) 潜水面

在砂体旁侧低凹 低 (泛谧盆地 内 )
,

因泥炎沼泽中流经的潜流 t 大
,

矿灰分高
.

图中箭头表示潜流 较丰富部位
,

其方向应垂直 图面
.

图 9

F ig

与河道砂体有关的煤灰分形成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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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势较 低凹 的后形成的泥炭沼泽中
,

因流经的潜流 t 大
.

故 灰分高
.

图中箭 头表示潜流较丰富部位
,

其方向庆垂直图 面
.

图 10 与潮滩砂坝有关的煤灰分形成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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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是较局部的
,

在研究区内并不明显
。

如果决 口扇局部发育广泛
,

也值得重视
,

并进行专题

研究
。

收修改稿日期
: ’ 993 一 6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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