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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盆地厚煤层聚集特征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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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资源学院
,

武汉 4 300 7 4)

[摘 要 ] 从典型伸展盆地 中的厚煤层内发育的重力流 沉积物等独特的沉积记 录 出发
,

指 出某些

厚煤层在堆积时为覆水较深
、

且水体动荡的沉积环境
,

且部分厚煤层经过 了再搬运堆积
。

从而对传

统的
“

聚煤期的泥 炭沼 泽是在弱动荡水体或平静状态下覆水很 浅的情况下持续
、

稳定地下 沉
,

并与

泥炭的堆积速率构成大体平衡 的条件下发生的
” 、 “

具有重要经 济价值的煤矿床是原地生成
”

的观念

提 出了质疑
。

〔关键词 ] 伸展盆地
,

厚煤层
,

聚集特征
,

动荡环境聚煤

在伸展聚煤盆地中赋存有大量的厚煤层〔`一 4 :
。

研究它们的堆积环境与条件
,

不仅对盆地 内煤炭资

源的预测
、

评价及勘探
、

开采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

而

且对聚煤学说乃至整个煤地质学理论及其发展也具

有重要的探索 意义 〔4一 7 〕。

人们普遍接受
“

绝大部 分

有经济价值的煤矿床是原地生成
”

的观念〔5〕
,

且认为

聚煤期的泥炭沼泽是在稳定
一 弱动荡水体或平静状

态下覆水很浅的情况下持续
、

稳定地下沉
,

并与泥炭

的堆积速率构成大体平衡的条件下发生 的〔“ 一 9〕 。

而

对与重力流沉积物相共生 的厚甚至是巨厚煤层 (其

内夹着大量的
、

丰富多彩 的较深
一

深水沉积物 )的堆

积机制及其沉积条件的研究显得薄弱了些
。

近几年

来有关异地堆积煤的研究 [ ’
, ’ o一 ` , 丑有 了长足的进展

。

然而这些
“

异地煤
”

多是在沼泽环境或泥炭沼泽环境

的背景下来研究的
,

且多为微异地煤
,

而未注意到它

可能是相 当厚和分布范围相 当广的 ; 类似复理石结

构的复杂煤层被认为是沼泽本身覆水深浅变化的结

果
,

而未注意到这种结构的煤层可能是水下重力流

的产物 ; 强调
“

活动碎屑环境只能形成炭质泥岩和高

灰煤
”

困
,

而未注意到在特定的水动力条件下
,

由于

泥炭物质在被快 速侵蚀
、

搬运
、

沉积 和埋藏 的情况

下
,

泥炭物质不会遭受太大破坏而能保存下来
; 类似

这些问题
,

在聚煤理论研究 中没有得 到重视
。

然而

这又是煤地质学家应予以特别探讨的问题
。

厚煤层堆积条件研究的新进展

秦勇等人在
“

北美圣海伦斯火 山喷发地质奇观

及对煤地质学 的启示
”

一文 中提到
,

在仔 细研究美

国华盛顿州的精怪湖中形成 的 100 万根原木漂浮席

时
,

存在
“

再植树木
”

(即木干直立 )
、

湖底下存在厚达

l m 的泥炭层和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 白奎纪地层 中

赋存着 27 层石化森林等现象
,

这些现象在古代地层

和现代湖泊中存在着很大 的相似性
,

被作者引伸到

煤成 因研究上
,

认为它们 为异地成煤假说提供 了新

证据
。

彭格林等人 [“伙sE t elr
。

J
.

5
.

等人 「’ 4
,

’ 51和秦勇

等人 t ’ “ 对现代厚层泥炭的形成与现代聚煤作用的

关系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厚层煤 (泥炭 )堆积

的问题
。

Cas at ldo 等人在 印度尼西 亚加里曼全新世

马哈坎河三角洲的研究 中认为堆积在下三角洲平原

潮坪上厚 2
.

5 m 的泥炭层 (主要 由植物碎屑的双子

叶被子植物的叶片
、

角质层
、

木屑
、

叶柄
、

树脂
、

果实

和种子组成 )是异地堆积的产物
,

是三角洲分流河道

把植物残体携带到下 三角 洲平 原之后才堆 积下来

的
。

吴冲龙等人〔’
,

` 2 ;在阜新盆地观察到巨厚煤层与

浊积 (泥石流 )沉积物密切共生 ;在抚顺盆地
,

巨厚煤

中夹有大量的泥质重力流沉积物
,

且在煤层 中发现

了大量的同沉积滑积煤和碎屑煤 ; 在泥岩夹楔与巨

厚煤层过渡带上
,

泥质重力流沉积与腐殖煤构成的

类复理石结构比 比 皆是
,

这些巨 厚煤层连 同其各个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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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都不存在根土岩
。

上述现象曾被用成煤物质的

异地
、

微异地堆积模式来加以解释
。

王根发等人 [’ 7 3

在广西蓬莱地区合山组 (二叠系地层 ) 中的煤层 的

顶
、

底板及其内部夹研 中识别 出大量保存完整的深

水菊石化石和深水遗迹化石
,

但缺乏浅水生物化石

和根土岩
,

被认为植物碎屑是在低水位期 由水下重

力流从海岸带带入盆地
,

在 盆底扇上二次堆积与富

集的产物
。

笔者就抚新
、

阜新 等盆 地和 法 国的 eC ve mr e s 、

M on ct e an 和 琢 M ac ih n e

盆地的厚煤层的层理类型及

其组合特征
、

夹层或夹研和煤层内部各种沉积体的

宏
、

微观沉 积特征
、

化石类 型
、

含量
、

保存程度与状

态
、

煤中各种沉积体间的相互关系
、

原始成煤的物质

成分构成 (包括煤的原始结构
、

构造和有机地球化学

成分与特征 )
、

原生破碎或重力滑动构造状况
、

煤层

顶
、

底板的沉积特征 (包括其 岩矿特征
、

化石特征与

煤层 的接触关系 )以及含煤岩系的沉积学分析
,

并结

合聚煤期盆地充填
一 沉降史 的二维 回剥模拟分析

,

将厚煤层的堆积过程
、

沉积条件和盆地 的构造活动

性相联系进行研究
,

并尝试性总结各盆地 的厚煤层

在堆积机制方面存在的异同点
,

同时对 比中
、

法之间

的断陷聚煤盆地在厚煤层堆积机制方 面存 在的差

异
。

建立了堆积于覆水较深
、

水体动荡的沉积环境

中厚煤层的聚集模式
,

并归纳
、

总结出判别深水
一 较

深水环境堆积的厚煤层的沉积特征标志
。

并建立了

一个较为完善的
、

在更大范围内具有普适性意义的

新成因模式
。

上述工作表明
:
煤层堆积的厚度大且相对连续

,

说明植物碎屑供应充足
,

供源稳定
,

成煤 (泥炭 )植物

极为发育
,

这些煤层堆积在盆缘断裂活动性强
、

盆内

同生断层明显控制岩性相带
、

地貌高差相对较大且

物源较近的背景下 ;煤层 内的重力碎屑流和稀性泥

石流的异常发育表明煤层堆积于覆水较深的沉积环

境而不是人们传统上认为的大面积覆水很浅的沼泽

区 ;煤层 自身存在同沉积期的重力滑塌
、

破碎 (煤层

中夹多层厚度不等的碎屑角砾岩层 )
,

变形构造和大

量的搬运
一 堆积的记录

,

表 明厚煤层在堆积 时的湖

泊环境为覆水较深
、

不稳定的沉积环境
,

且煤 (泥炭 )

在初次堆积后部分地经过了再次搬运而成为异地堆

积的产物 [ ’ 3 ]
。

以上认识尚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工作

加以验证
,

其中尚有很多问题巫待探讨
,

例如
,

厚煤

层堆积时的环境覆水深度的大小
,

水体能量强弱或

动荡程度如何
,

它与煤层 的灰分含量之间有无绝对

的相关性
,

泥炭堆积期盆地构造活动性与 同期发育

的各种沉积体的性质
、

规模及其展布之间 的控制与

响应关系如何等等
。

也有很多现象需要用新的眼光

进行观察
,

应用半定量甚 至定量的技术手段进行验

证 (例如 :
对煤岩煤质重要的特征及煤层结构

、

煤体

形态变化及时空展布特征和堆积过程的动态再现等

等 )
。

2 厚煤层堆积条件研究的思考

对厚煤层 (高灰或低灰 )的研究应不限于传统的

观念的束缚 (即煤的沉积相是
“

一定类型的成煤沼泽

可导致一定煤相的形成和厚层泥炭是在泥炭沼泽覆

水较浅
,

平静水体或弱动荡的水动力条件下持续
、

稳

定的堆积形成的
”

)
,

不排斥一部分重要的可采煤层

是
“

异地聚集
”

的看法
,

认为有些厚煤层是在特定 的

环境和动荡水动力条件下形成的
,

它可以是厚而分

布范围广的
、

复杂结构的煤层
,

不都是沼泽本身覆水

深浅变化的结果
,

可以是水下重力流的产物 ; 在快速

侵蚀
、

搬运
、

沉积和埋藏的条件下
,

可以使有机质大

量保存下来 ;活动碎屑环境下不都是只能形成碳质

泥岩和高灰煤
,

在特定的水动力条件下
,

可使有机质

有效地聚集而形成厚煤层 ; 将构造地层分析
、

盆地模

拟技术和精确定年技术引人到厚煤层的沉积学
一 成

因机理研究中来
,

从厚煤层的沉积条件及其变化
、

聚

集背景及其动态变化和控制 因素
、

聚煤期充填的速

率大小及可容空间 (水体深度 )变化与盆地的总沉降

与构造沉降量 (或速率 )的关系等方面深人理解厚煤

层的堆积机制 ;研究对象是厚煤层 (不是薄层或煤

线
、

煤檐 )
,

同时应在更 大范 围内展 开研 究 (范 围更

广 ) ;研究思路既不局限于煤层的异地成因
,

也不 限

于原地成因
,

基于扎实的基础资料
,

重在厚煤层堆积

环境条件与机制 的分析
,

尤其是在深水成煤和动荡

水体成煤方面的工作
。

事实上
,

在众多的聚煤盆地中
,

厚煤层内部常夹

有大量的重力流沉积物
。

只是受传统认识的影响
,

人们有时忽视了它们的存在及其所代表的沉积学意

义
,

它们的存在本身表 明了煤层至少有一部分是堆

积于较深水环境的
,

且成煤环境的水体能量较高 (为

活动碎屑环境 )
,

而并非通常认识的覆水较浅的低能

沉积环境
一

泥炭沼泽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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