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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区太原组和山西组为一套过渡环境的沉积
.

太原组为有障壁海岸沉积体系和三角洲沉积环境
.

区内主要煤层的策煤特征为太原组中的 15
、

9 及 8 号煤层均为层位稳定
.

厚度较大的全区稳定可采煤层 ; 山西组

的 6 号煤层为层位较租定
.

厚度有些变化的较趁定部分可系煤系
.

主扭词 沉积环境 三角洲 溯坪 障壁岛 山西

第一作者简介 黄志明 男 5 2 岁 俐教授 沉积岩石学

寿阳矿区位于太行山复背斜之西冀
,

沁水盆地之东北缘
.

面积约 300 k m 2 .

区内煤炭资源十分

丰富
,

与东部阳泉矿区毗连
,

可建成为重要能源基地之一
区内构造简单

,

为一走向近东北
.

向南倾斜的单斜构造
.

主要含煤地层为石炭系上统太原组和

二叠系下统山西组
.

本文着重探讨其沉积环境及聚煤特征
,

并进行含煤预测
.

太原组连续沉积于本溪组之上
.

其平均厚度为 127
.

16m
.

岩性主要为深灰及灰黑色泥岩
、

炭质

泥岩
、

粉砂岩
、

砂岩
、

灰岩及煤层
·

含煤 6一8 层
·

自下而上为 16
、

】5 (含 15下 )
、

13
、

12
、

”
、

9 (含 9下 )及

8( 含 8上 )号煤层
,

其中 15
、

9
、

8 号煤层全区稳定可采
,

12 号煤层为较稳定局部可采
.

山西组连续沉积于太原组之上
.

厚 59
.

07 一144
.

“m
.

岩性主要为灰白
、

深灰至灰黑色泥岩
、

砂

质泥岩
、

炭质泥岩
、

粉砂岩
、

砂岩及煤层组成
,

含煤 3一6 层
,

自下而上为 6 (含 6下 )
、

5
、

4
、

3
、

2 和 1号

煤层
,

其中 6 号煤层发育较好
.

一 含煤岩系沉积环境

通过对本区含煤地层的沉积特征及环境标志的研究
,

查明太原组及山西组均为一套过渡环境

沉积
,

现分别讨论如下
:

(一 )太原组的沉积环境

太原组为本区主要含煤地层
,

属有障壁海岸及三角洲体系沉积
,

下部为障壁岛一泻湖一湖坪体
系沉积

,

可划分为第一
、

二
、

三旋回
,

上部则为三角洲体系沉积
,

可划分为第四
、

五旋回
.

¹ 参加部分野外或室内工作的人员还有 119 队的张文虎
、

于荣章
、

介泽民
.

龚汉宏和李守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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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第一旋回 该旋回白K :
砂岩底面至丸灰岩顶面

,

为在木澳组顶部泻绷海湾环境的基础

上发育起来的有障壁海岸沉积
,

即障壁岛一泻期一潮坪沉积 (见图 1)
.

本旋回厚 抖
.

83 一名1
.

8 7 m
,

具北厚南薄的趋势
.

与当时的古海陆分布一致
.

K .
砂岩

,

多为中细粒
、

有时为粗砂岩
.

其成分以石英
、

缝石为主
.

分选及圆度较好
,

结构成熟度

室室室
: K :::

塞塞
: 潮 卜带带

芬芬写写: K
:::::::

.....
l弓弓:::

潮 坪及 泥炭 沼汗汗

】】】5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
潮坪 及泥 炭沼 汗汗

重重重重重
污 湖及 泥炭沼汗汗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l
,

中砂岩 2
、

绷砂岩 3
、

粉砂岩 4
、

砂质泥岩 5
、

泥岩

6
、

石灰岩 ,
、

炭质泥岩 8
、

煤层

图 l 第一旋回的垂直层序

F ig
.

I T h e v e币ca lSC q u e n “ in the 份s t e yC lc

和成分成熟度均较高
,

砂体形态呈近东西或北东

东向的堤脊状
.

砂岩沿走向厚度稳定
,

沿倾向变

化明显
,

较细粒砂岩中心槽状
、

人字形及冲洗交错

层理
,

具逆粒序
,

属障壁岛沉积
.

部分粗砂岩中见

大中型板状
、

楔状交错层理及平行层理
,

具正粒序
,

为潮道沉积
.

砂体延伸方向与障壁岛呈正交或斜

交
。

泻湖沉积以灰黑色泥岩
、

粉砂质泥岩为主
.

岩

石中发育水平及级波状层理
,

富含菱铁质绷粒
、

结

核及黄铁砂晶粒
,

说明水动力条件较弱
.

16 号煤

层即为泻湖局部淤平沼泽化的产物
,

煤层分布 局

限
,

厚度小
,

属不可采煤层
.

其上发育了具透镜状
、

波状及脉状层理
,

并常

见生物扰动构造的细砂岩
、

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及

泥岩
,

其沉积相为砂坪
、

混合坪及泥坪
.

15 (含 1 5下)号煤层系发育于海退序列的泥坪沼

泽化产物
,

煤层长期稳定发育
,

为本区的主要可采煤

层之一
。

旋回顶部的 K :
灰岩

,

呈灰色
、

青灰色
、

常发育上
、

下两个分层
,

厚 0一7
.

67 m
,

中类泥岩或粉砂 岩
.

K Z

灰岩多为生物屑泥晶灰岩
,

经测定其稳定同位素值

为
:

x 步
: 占, ’e =

一
6 5编 (Pn B )占,吕。 = 一 0

.

2 6编 (Pn a )z 一 1 15
.

5 1

K丁
: 占” = 0

.

6 7编(p n B )占, 吕o = 一9
.

57编 (Pn a )z = 12 3
.

7 6

·
z = : (a , , e + so )杨 (a.

七+ ”) : = 2
.

叫 b = 0
.

‘, .

K步值为 】18
.

81 可视作 120
,

故仍属海洋环境
.

综上所述
,

第一旋回系由海退序列的障壁岛一泻湖一潮坪沉积和海侵序列的潮下碳酸盐岩

仪
2 )所构成的完整旋回

,

15 (含 1 5下)号煤层则系在海退期因泥坪沼泽化形成的
.

2
、

第二
、

三旋回 该二旋回位于 K :
灰岩顶面至 K 4

灰岩顶面
,

为以陆源碎屑潮坪沉积为主
,

厚度分别为 6
.

0 5一27
.

34 m 和 8
.

1任一2 9 2 6 m
,

因二者有共同特点
,

现叙述如下
:

其岩性均以泥岩
、

砂质泥岩
、

粉砂岩及细砂岩
,

相应为泥坪
、

混合坪及砂坪沉积
.

岩层中见潮汐

层理和动物与植物化石共存
,

生物扰动构造常见
,

为海退沉积组合
.

而旋回顶部为代表海侵的 K 3

和 K 4 两层灰岩中止了潮坪的发育
,

这两层灰岩均为含生物屑泥晶灰岩
.

其稳定 同位素 Z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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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

, 5 和 12 0. 88
.

均指示海洋环境
.

为溯下浅水环境的产物
.

并可能受风攀的影响
.

如 K ;
灰岩下

部明显见一化石碎屑层
.

厚 10一 1交m
,

化石多为经摄运来的
、

大小棍杂的碎屑
,

且种类较多
,

其下

界面常不平整
,

似属介壳滞积层和其下之侵蚀面
.

在海退后期
.

因溯坪沼泽化形成 13
,

U 和 11 号煤层
.

但因沼泽化持续时间短即遭海侵而中止

了泥炭的堆积
,

故煤层均具层位稳定
、

厚度小而不可采的特点
,

12 号煤层局部可采
.

3
、

第四旋回 该旋回自K .
灰岩顶面至 s :

砂岩底面
.

为一完整的三角洲休系沉积(图 2)
.

其

特点为
:

(1) 三角洲发育完整
,

自下而上为前三角洲
、

三角洲前缘及三角洲平原沉积
。

垂直层序上显逆

粒序
,

厚度为 14. 48 一50
.

5 5 m
.

且西厚东薄
.

(2) 前三角洲沉积主要为黑色泥岩及粉砂质泥岩
,

呈块状或纹层状
,

含菱铁质结核
,

含腕足类化

石且有向上减少的趋势
.

据泥岩的两个沉积磷酸盐分析
.

其 Ca / Fe斗C a 值分别为 0
.

98 和 。
.

78
,

指
·

示海洋环境并略向过渡环境转化
.

(3) 三角洲前缘沉积多为暗灰色砂质泥岩
、

粉砂岩及细粒砂岩
.

具结构纹层及颜色纹层
,

偶见潮

汐层理
,

为受潮汐作用影响的分流间海
、

河 口砂坝及远砂坝的特点
.

(4 )三角洲平原沉积
,

包括分流河道及分流间沉积(天然堤
、

决口扇
、

河漫湖泊及河漫沼泽)
.

】一 3

;;;
, ,,

分 9 111. ... lll 里里
洲洲洲 流流流流流流 9 III日. . ...

平平平 间 9 111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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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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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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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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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分分分流河道沉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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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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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角洲前缘沉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 三角洲前缘缘

前前三角洲沉积积积 一~一~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前三角洲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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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含哥粗砂岩 2
、

粗砂岩 3
.

中粗岩 4
.

细砂岩 5
.

粉砂岩 叹砂质泥岩 7
、

泥岩 8
.

石炭岩 ,
、

炭质泥岩 10
、

煤层

图 2 第四旋回的垂直层序 (示东西分区现象)

F ig
.

2 竹
e ve

r d Ca lsc q u e n ce in th e fo u rt h e yclc

K 6 砂岩多为灰白色中粗粒砂岩
、

含砾粗砂岩及少数细砂岩
.

具明显的东西分区现象
,

东部为

粒度细
、

厚度小
,

具小型交错层理 ;西部粒度粗
、

厚度大
,

具大型交错层理及平行层理
.

说明西部为



94 沉 积 学 报 7 吞7 卷

分流河道
,

东部属分流间沉积(图 2)
.

K ‘
砂岩对下伏地层有冲刷现象

,

甚至将丸灰岩冲刷殆尽
.

K ‘
砂岩的概率累积曲线(图 3) 表现为两段型的分流河道及三段型的河口砂坝

.

9 9
.

9 9

8贻9070神扣1()

8980n00O

?
991‘531

9

999

。

{
口

(

2 3

( b )

(: )河口砂坝型 伪)分流河道型

(虚线为密西西比河河 口沙坝及分流河道型概率拐积曲线 )

图 3 K 。砂岩的概率累积曲线

F ig
,

3 T h e Pr o b a b ility a cc u m u la to r e u

rvc
a b o u t K 6-- Sa n d to n e

分流河道两侧发育了决 口扇
、

天然堤及漫滩沼泽沉积
,

多为细砂岩
、

粉砂岩及砂质泥岩和煤

层
.

9 号煤层系形成于废弃的三角洲朵叶之上
.

因分流河道首先主要发育在本区西部及 中南部
,

尔后通过决口进人东部
,

而西部和中南部首先转人废弃
,

形成了 9 号煤层
,

随后沼泽化向东扩展
,

遂

形成全区稳定且西部稍厚的 9 〔含 9下)可采煤层
.

4
、

第五旋回 本旋回自 s:
砂岩底至 8 (含 8上)号煤层顶板泥岩之顶面

,

厚 6. 90 一2‘
.

16 m
,

为

一不完整的三角洲旋回
,

主要发育三角洲平原沉积
,

包括
‘

s:
砂岩分流河道沉积及分流间湾沉积

,

8

号煤层即形成于分流间沼泽内
.

由于微环境上的差异而显示东西分区的特点
,

现分述如下
:

(l) 东区 s:
砂岩多为中粗砂岩及含砾粗砂岩

,

具大型板状
、

收敛状和楔状交错层理
,

多呈

正粒序
.

概率累积曲线为两段型
,

据萨胡公式计算得 Y 值为一9
.

6 34
.

其 p sw 及 , 曲线均呈正松塔

形
,

应为分流河道沉积
,

其对下伏地层常有冲刷呈突变接触
,

局部见 9 号煤变薄或缺失
.

(2) 西区 主要为中细粒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等河岸及泛滥盆地沉积
,

厚度也比较小
.

综上所述
,

第四旋回中以 K 6 砂岩为代表的分流河道沉积主要发育在西部
,

东部则为较细的分

流间沉积 ;第五旋回中以 s:
砂岩为代表的分流河道沉积则主要发育在东部

.

第五旋回后分流河道

迁移改道所形成的三角洲
,

故主要发育三角洲平原沉积
.

(二 )山西组沉积环境

山西组亦为本区主要含煤地层
,

但其含煤性远不及太原组
.

它系在太原组顶部前三角洲及三

角洲前缘沉积基础上发育起来的三角洲体系
.

可划分为五个旋回
,

自下而上为 6
、

7
、

8
、

9
、

10 旋回
.

现分述如下
:

1
、

第六旋回 本旋回 自 8 (含 8 上)号煤层顶板泥岩顶面至 s ;
砂岩底面

,

厚 7. 00 一50
.

10 m
,

为

一完整的三角洲旋回
.

(1) 前三角洲沉积为黑色泥岩
,

呈块状或纹层状
,

富含菱铁质断粒
、

结核及黄铁矿晶粒
.

据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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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沉积磷酸盐分析
.

其 C a / F亡+ C a 值分别为 0. 82 和 0
.

91
,

古盐度为 28
.

1编和 31
.

5编
,

说明与

海水密切相关
.

具海洋环境的特征
.

(2 )三角洲前缘沉积为粉砂岩及砂质泥岩
,

见小型交错层理及结构纹层
.

厚度为 1we 4 m
.

(3 )三角洲平原发育有分流河道及分流间沉积
,

前者以 K ,
砂岩为代表

,

多为中粗粒砂岩
,

后者

为粒度较细的河岸及泛滋盆地沉积
.

(含 6 下)号煤层形成于分流间沼泽
.

据其底板泥岩的沉积磷酸

盐分析
.

其 ca / F叶Ca 值为 0. 98 和 0. 94
,

古盐度为 34 .2 陆和 32
.

7输
、

说明其与海水有联系
.

2
、

第七旋回 该旋回自 5 .
砂岩底面至 s ,

砂岩底面
,

含 5
、

4
、

3
、

号煤层
、

厚 6
.

9 9, ” .4 5m
,

主

要发育三角洲平原沉积
,

且东厚西薄
、

东粗西细
.

东部主要发育分流河道
,

西部则以分流间沉积为

主
.

s;
砂岩在东部以中粗粒为主

,

西部粒度变细
、

多具正粒序
.

东部见大型交错层理及平行层理
,

概率累积曲线为二段型
,

p sw 曲线多呈正松塔型
,

属分流河道沉积
.

西部的分流间沉积为中细粒砂

岩
,

粉砂岩
、

砂质泥岩
、

泥岩及煤层
,

常见小型交错层理
、

缓波状及水平层理
,

含植物化石碎片及菱铁

质鱿粒
.

5
、

4
、

3 号煤层均形成于分流间沼泽
.

因受分流河道的迁移改道和冲刷等影响
,

缺乏长时间稳定

发育的条件
,

故多形成厚度小而不连续
、

极不稳定的不可采煤层
.

3
、

第八
、

九
、

十旋回 该三个旋回有些相似
,

在此一并说明
.

第八旋回自 s ,
砂岩底至 s‘砂岩底面厚 6

.

15 一26
.

45 m ;第九旋回由 s‘砂岩底面至 5 7
砂岩底

面
,

厚 2
.

51 一36
,

67 成 第十旋回自 S ?
砂岩底至 s :

砂岩 (属下石盒子组 )底面
,

厚 5
.

01 一22
.

22 m
.

其

特点如下 :

(1) 三个旋回均发育不完整
,

主要发育三角洲平原沉积
,

前三角洲及三角洲前缘不发育
.

(2) 岩性均为陆源沉积¹

一
砂岩

,

粉砂岩
、

砂质泥岩及泥岩
,

含 2
、 l 号煤层

,

砂岩在旋回中起

着骨架的作用
.

(3) 各旋回的厚度都比较小
,

说明了当时三角洲平原上分流河道频繁迁移
、

改道的特点
.

(4 )在第八
、

九旋回中分别含 2
、

1号煤层
,

均属分流间泥炭沼泽化产物
,

但因分流河道迁移改道

而缺乏较长的相对稳定时期
,

故煤层均呈零星分布且厚度小为极不稳定不可采煤层
.

二 沉积环境的演化

本区太原组
,

山西组发育有十个旋回
,

其中第 l至第 3 旋回均系以海退的陆源碎屑潮坪沉积和

海进的潮下碳酸盐沉积组成的完整旋回
、

其余 7 个旋回都是三角洲体系沉积
.

说明地处华北聚煤

区北带和中带过渡位置的寿阳矿区
,

因受加里东运动影响
,

与整个华北地台一起上升为陆
.

自中奥

陶世以后长期遭受风化
、

剥蚀夷平
.

为晚古生代含煤岩系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至中石炭世晚

期
,

受海西运动影响
.

本区开始缓慢沉降接受沉积
.

海水 自东北方向进人本区
,

此时华北地台北部

的阴山古陆
、

东胜一陇山台隆及中条古陆
、

南部古陆仍处于遭受风化剥蚀状态
.

据区内部分砂岩的

古流测量及岩性岩相组合
、

厚度等
,

并组合邻区资料分析
,

本区太原组中部至山西组中部古水流方

向基本一致
,

为自北向南并在南东与南西之间变化
,

说明当时本区存在着北高南低的古斜坡
.

晚石

¹ 葛宝勋
,

黄志明: 19 84 煤炭系统沉积岩统一分类命名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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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一一

一
一

-

一一
炭世早期地形已近于准平原状态

,

处于海湾北部边缘的本区
,

从中石炭世后期开始遭受叔挤的海

侵
:

发育了较厚的一套以过渡环境为主的含煤岩系
.

形成了太原组下部的陆源碎屑溯坪沉积和潮下

碳酸盐沉积
,

其上部及山西组的三角洲体系沉积
,

一直延续到二登纪早期
.

此后随着海水不断地向

南及东南方向撤退
,

至二登纪晚期
.

气候暂向干早炎热转变
,

本区也就由过渡环境暂向大陆环境转

化
,

从而结束了本区含煤岩系的发育
.

三 主要煤层的聚煤特点

本区含煤 9一14 层
,

其中 1 5
、

9
、

8 号煤层全区稳定可采
,

6 号煤层为部分可采煤层
.

〔一)15 号煤层

巧 号煤层位于太原组底部第一旋回中
.

由潮坪泥坪沼泽化形成
,

厚度为 0
.

83 一5. 24 m
,

除西部

边缘局部煤厚小于 2
.

1sm 外
,

多在 3m 以上
,

其稍厚煤带呈北东向展布与古海岸线平行
,

煤层有向

西分叉
、

变薄的趋势
,

平面变化见图 4.

煤层灰分产率为 8. 22
.

ee 4 8
.

83 %
,

为中灰煤
,

硫分含量为 0
.

79一币
.

03 %
,

属中一富硫煤
.

硫分含

量较高条带位于东北部
,

其展布方向与较厚煤带及高灰分产率条带的展布方向一致
,

都与当时的古

海岸线平行
,

这就是潮坪成煤的显著特点
.

形成山潮坪环境的煤层还有 13
、

12 及 11 号煤层
.

现将本区潮坪成煤的特点总结如下
:

广~ 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丁一一一一, -
- -

一
- - - , 一

- , (l) 煤层之下常为海退型陆源潮坪沉积组合
,

夕 { 子 子 ‘ “.

卜
}
l

{
勺

{
气

}
,

保 支 内叫
、

}
!

{
!

l
1 车 决产 {

}
万

{
/
一心

rse.1
,

l|l|l
,

l
|

1
.

!
.

1
|

|
l

卜
-

一
-

一
-

一
-

一一 / 巨」乙〕巨〕
1 2 3

王
.

村站 2
、

等值线 3
、

矿区边界

图 4 寿阳矿区 巧 号煤层等厚线图

F ig
.

4 Th
e is o pac h m a p o f the 1 5 th e o a l”a m

in Sh o u ya n g e o a lfi eld

煤层之上多为海侵形成的潮下碳酸盐岩
,

煤层多

位于海退的顶点
.

(2) 煤层大面积分布
,

层位较稳定
,

当潮坪沼

泽化长期稳定发育时
,

形成厚度大而稳定的煤层
,

如 1 5 号煤层 ;而当潮坪沼泽化发育时间不长
,

则

形成较稳定而厚度不大的煤层
.

如 ] 3
、

12
、

11 号煤

层
.

煤层展布方向多与古海岸线平行
,

且向海向

陆方向均渐分叉变薄成尖灭
.

(3) 潮坪沼泽化首先从高潮坪发育
,

煤层底板

多为泥岩
、

砂质泥岩
.

在泥炭聚集过程中
,

因周期

性受海水影响
,

当海侵时其上援于海相沉积对它

起保护作用
,

但常使煤层含硫量增高
.

(4 )煤层的测井曲线特征
: 15 号煤层 Ps 曲线

上常为剑状高阻
,

呈屋稽状
,

” 曲线显示齿状很大

的正异常
.

(二 ), 号煤层

9 号煤层位于太原组的第四旋回中
,

系形成于

废弃的三角洲朵叶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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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9 号煤层的聚煤特点 9 号煤层厚 0
~ 一3

.

6 Om
,

总的具有西厚东薄的特点
.

因为三角洲度弃

首先从西部开始
,

故西区泛泣盆地内沼泽首先发育
,

故煤厚较大
、

可由 0. 例卜一 3刀阮1 , .

东区因沼泽

发育稍晚
.

且分流河道发育
、

煤层常受冲刷而变薄甚至缺失
,

故煤厚较小
.

仅为企一2 .4 6 m
.

9 号煤层的灰分产率为 1 0
.

51 一嘴2
.

58 %
,

属中灰煤
.

并具东高西低的特点
.

且与其顶板岩性有

关
,

当煤层顶板为中粒砂岩时
,

其灰分产率均高于 料
.

38 %
.

显示 了河道的冲刷现象
.

9 号煤层硫分含量为 0. 24 一1 07 %
,

为特低硫煤
。

其旅分含量表现为东低西高
,

东部为 0. 24 一
0

.

父%
,

而西部在 。
.

3 2一1 0 7之间
.

其原因首先是泥炭沼泽形成时受淡水影响大
.

这与东区分流河

道较发育有关
.

其次是煤层顶板多为非海相的粉砂岩
、

砂质泥岩及泥岩
,

很少受到富含硫酸盐的海

水影响所致
.

9 号煤层顶板的 S
,

/ B a 的值为 。
.

14 也支持了这一看法
.

由上述可知
.

无论煤晨厚度
、

硫分含量及灰分产率
,

无不受到沉积环境的控制
.

9 号煤层形成

于废弃的三角洲朵叶上
,

而沼泽化首先在西部发育
,

故煤层具西厚东薄的特点
.

其次
、

s :
砂岩的冲

刷是造成 9 号煤层出现薄煤带甚至无煤带的重要原因
.

2
、

现结合 9 号谋层
.

将本区废弃三角洲朵叶成煤特点总结如下
:

(1) 在废弃的三角洲朵叶上形成的煤层具有分布广泛
、

厚度较大的特点
.

如 9 号煤层
.

(2 )新老朵叶间的过渡时期为成煤的有利时期
,

木区 9 号煤层即形成于老朵叶废弃后
,

直至重

返本区的新朵叶的到来才终止
.

(3) 迁移到邻区的分流河道 (以 K ‘砂岩为代表)在邻区发育成新的朵叶
,

尔后分流河道又可通

过决 口
、

改道等方式重返原地
,

而邻区则转人废弃
.

新朵叶叠加在老朵叶之上
,

形成复合朵叶
,

造成

多旋回的三角洲沉积体系
,

称为自旋回
,

新朵叶的三角洲沉积层序常不完整
,

常缺失前三角洲和三

角洲的前缘沉积
.

(4 )返回原地的河流沿袭废弃分流河道的位置
,

也可以在废弃河道旁自成体系
.

故古水流及砂

休的延伸方向可以不一致
,

本区的情况即属于后者
.

(5) 由于泥炭聚集在废弃的三角洲朵叶上
,

故很少受到同期分流河道的影响
,

如同生冲刷等
.

而返回原地的新分流河道 (以 s :
砂岩为代表)则可以对已聚集的泥炭层造成局部冲刷

.

使煤层变薄

或缺失
.

冲刷变薄带和无煤带的方向受分流河道位哭及其延伸方向的控制
.

(三 )8 号煤层

8 号煤层位
一

f第五旋回中
,

系形成于分流问沼泽 (或称分流河道边缘沼泽 )
.

8 号煤层厚 0一 3
.

24 m
.

具东厚西薄的特点
,

薄煤带
’j受分流河道或决门扇的冲刷有关

.

8 号煤层的灰分产率为 9
.

2仓一4 8
.

3%
,

属中灰煤
.

并有北高南低的趋势
,

其原因是北部向陆离

物源区近
,

碎屑物质补偿较多
.

使灰分增高
.

8 号煤层的硫分含量为 0. 35 一1
.

76 %
.

属特低硫煤
,

这是因为煤层主要受淡水影响的结果
.

(四 )‘号煤层

6 号煤层位于山西组底部第六旋回中
,

亦形成 J
飞

分流问沼i羊
.

6 号煤层厚 o we - 2
.

Olm
.

并有西厚东薄的趋势
.

东部煤层薄且变化较大
,

主要受微环境 (形成于

泛滥盆地沼泽中的厚度大 )及后生冲刷有关
.

6 号煤层的灰分产率为 巧 04 一39
.

11 %
,

属中灰煤
、

具有北高南低及西高东低的趋势
,

其原因

是北部和西部离物源以近
.

碎屑物质补偿比较充分
.

其硫含量为 0
.

22 一 1
.

”%
,

为特低硫煤
,

这 ’j

6 号煤层主要是受淡水的影响密切相关
.

收摘 11期 19 8 6 年 10 月 10 1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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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ile tb o 沁 a b o v e e a e h e o a l sc a m bC lo n g e d to lo w e r tid a l d ePo s itio n a l e a rb o n a te r

oc k s , th e e o a l sc a m s w e r e u su
-

al ly lo e a te d a t the e lim a x o fm a ri n e r e g re s sio n ,

its v e rtie a l g r a d a ti o n d isPla ied
n o

rm
a lse q u e n e e

A l] o f th e a b o v e e o a l se a m s m e n tio n ed
. re P re义n ted th e ir fe a tu re s a s w idc d istr ib u tio n . sta b le se q u e n ee o f

d e p 。幼tio n a n d h ig h su lfu r e o n te n t ,

w it h th e rre n d o f th ie k e o a lb e lt Pa r a lle l to th e p a la e o 一 e o a s ta l lin e
.

w h e n th e

an e ie n t s w a m P la sted fo r a lo n ge r Pe rio d
. th e e o a l sc a m 沐

rta in ed to be
o f 『

e a te r th ie k n e ss ,

w id e d is tri b u tio n

an d a v a ila b 褚 to be m in a b le se a m
.

It 15 th e ca sc o f tb e 15 th e o a lsc a m B u t in th e r ev e rsc
,

th e 1 3 th
,

1 2 th
. a n d l lth

e o a l se a m s o b v io u sly g o t thin n e r a n d Pa rt ly w o rk a b le o w 访 9 to a , h o r t pe
riod o f sw a m Pin g

.

T h e g th se a m w a s 肠rm e d o n th e a ba n d o n e d d e lta n o w e r in th e fo u r th e y e le
.

P o s父 s父d th e fe a tu r e o f g r e a ter

th ie k n e s s
,

m ed iu m a sh
,

m u e h lo w e r su lfu r e o n te n t a n d w id e d istri bu tj o n d u e t o a sta b le Pe r io d o f s w a m P应n g
.

T h e d e P o s盖U o n o f the s th sc a m w a s fo rm e d in sw a rn Ps o f r iv e r b ra n e he s o n th e d e lta p la in
,

th e r e fo r e I t h ad

比一te r th 一e k n e s s b u t th e w a sh一 o u t b y th e b r a n e h ri v e r in su e e e ssio n e a u se d th e e o a lse a m to b e p a rt l乡th in n e r
.

T h e 6 th sc a m ]oc a te d in S h a n x i G r o u P w a s a lso fo rm
ed in sw a m P o f b ra n e h r iv e r , a n d d e v elo Pe d in the

sa rn e his to ry a n d sa m e r e su lt a s th a t m e n tio n

ed
a b o v e so it ea n

be e x Pe c ted t o
be P a rt ly m in a b le 留a 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