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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平顶 山煤田的太原组属于混合型 的碳酸盐浅海和陆源碎屑海岸沉积
。

下部和 l二部灰岩段主要

形成于滨海潮间带和 浅海 中
,

并在其中发育有风暴浊流沉积
。

中部碎屑岩段为障壁岛一泻湖一潮坪体系沉

积
。

太原组煤的显微组分为微镜惰煤
,

煤质属 上低灰高硫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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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中部的平顶山煤 田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基地之一
,

总面积 33Ok m Z 。

含煤地层为晚

石炭世的太原组
、

二叠纪的山西组和上
、

下石盒 子组
。

本文主
一

要讨论太原组的沉积环境
,

并

对聚煤特征作一概略分析
。

\

太原组沉积厚度稳定
,

厚 60 一 90 m
,

一般厚 70 m
.

由灰岩
、

碎屑岩
、

煤层组成的层序

多次交替重复出现
,

属于混合型的碳酸盐浅海与陆源碎屑海岸沉积
。

太原组根据岩性可进一

步分为下部灰岩段 ; 中部碎屑岩段和 上部灰岩段
。

本区太原组的 二分性不如邻区的禹县
、

宜

洛庙沟及陕泥煤 田的明显
,

但海相地层单位 (主要指灰岩 ) 的厚度以及旋回数都比上述 屯区

的要多
,

沉积厚度也较大 (图 l)
。

一
、

沉积相的类型

根据岩心的直接观察
、

室内镜下分析及做图等太原组划分的几种沉积相及其特征如下 :

1
.

潮间带沉积相

为灰色微晶泥灰岩与深灰色生物碎屑灰岩呈波状的互层
。

生物潜穴多具简单垂直的管或

U 形管以适应潮间地区多变的水介质和沉积条件
,

达到保护自己藏身的目的
。

此带大致相

当于赛拉赫 ( eS il lac h er
,

19 76) 遗迹化石的 Sco h ht o S 相带
。

潮间带的上下或为以发育较好

水平生物潜穴为特征的浅海相沉积
,

或者在潮间带的下部为浅海相沉积
,

而在其上为碎屑潮

坪一泻湖相沉积
。

.2 浅海沉积相

为深灰色生物碎屑灰岩
。

含多 门类生物碎屑
,

生物碎屑含量一般高于 35 %
,

主要生物种

类有有孔虫
、

腕足类
、

介形虫和海百合茎等
。

这些生物化石保存完好
,

如介形虫两壳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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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混杂堆积
,

分选差
,

所以为原地埋藏
,

可 以反映其生活时的环境
。

这些生物化石所代表

的环境比潮间带的水体要深些
,

属于比滨海地区较深的浅海区
。

灰岩中发育较好的水平生物

潜穴亦为证据
。

因为在浅海区
,

海水盐分正常
,

温度随季节而变化
,

海水中氧含量丰富
,

水

流除有风暴外
,

基本上稳定
。

因居住在这个区域的生物以底栖动物为主
,

种类较多
,

可以形

成栖息迹及爬行觅食遗迹
,

许多潜穴动物造成缓倾斜或近水平的觅食管孔
。

与潮间带相 比
,

浅海相沉积在本区更为重要
,

它代表灰岩的主要沉积相
,

沉积物保存厚度也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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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浅海相中的风暴沉积

在本区以灰岩为代表的浅海盆地内发育有风暴浊流沉积
, ,

其发育较全的层序如下 ; 风暴

层 的底部 (单元 a) 为凹凸不平的侵蚀面
。

底部单元之上为灰色粗屑层 (单元 b)
,

厚 l 一

Z cm
,

为向上略有递变的粗砂一细砂级生物碎屑和钙质砂屑
。

深色碎屑岩性特征与底部单元

之下的正常浅海沉积一致
。

这些粗屑为大致平行于底层的伸长状
,

略显示一定的成层性
。

粗

屑层之上为深灰色细粒屑纹层 (单元 c)
,

厚度 5一 c7 m
,

主要由细粉屑和细骨屑组成
。

粒度

向上变细
,

递变性明显
。

再向上为灰色泥晶层 (单元 d)
,

厚 7一 cs m
。

层序的顶部为均一致

密的泥晶单元 (单元 e)
,

厚度大于 4C m
,

发育较好的生物潜穴
。

另外在一些钻孔岩心中见

有与泄水构造成因机理相同的变形构造
。

根据能量大小
,

可把风暴活动期分为两大阶段 : 高

能的风暴高峰阶段和能量衰减的风暴晚期 / 风暴期过后阶段
。

风暴处于高峰状态时
,

由于海

浪表面波长增大和风暴引起涡流而使受干扰的海底 (浪基面 ) 的深度与晴天相比大得多
,

因

而在保存的风暴层层序底部形成不规则的侵蚀面 ( a 单元 )
,

并在侵蚀面上形成一些小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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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刷充填构造
。

因为在风暴期间
,

悬浮物发生分异
,

而当风暴减弱时
,

沉积物按粒级逐渐变

细依次沉积而形成粒序层 ( b 单元 )
。

因风暴层的 b 单元的碎屑与下伏岩性相同
,

这就证明

风暴层是由受机械作用改造过的物质组成的
。

风暴高峰期形成的风暴层包括 : 岩层底面的侵

蚀标志和上覆有大量的具下伏岩性的内碎屑 (即层序中的 a
、

b 单元 )
.

这种内碎屑仅代表

一种被改造和扰动了的簸扬物质
,

而未经过长距离的搬运
.

风暴高峰阶段过后
,

随之而来的

是风暴能量衰减阶段
,

在此阶段随风暴能量的逐渐减弱而形成粒序层 ( c
、

d 单元 )
,

它代表

风暴浊流的主体部分
,

风暴层中水平纹层表明沉积物是由风暴引起的浑浊液体在风暴能量降

低时沉积下来的
,

而不是由有交错层理显示的底床移动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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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灰岩段中的风暴岩概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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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区风拐沉积与正常沉积的主要区别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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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晶漏还翅之之
正常浅海相沉积积 浅海相风暴沉积积

旋旋回底界面面 渐变或突变变 全为突变
,

常见侵蚀面面

浊浊流沉积积 无或极少见见 常见
,

但层序一般发育不全全

生生物遗迹迹 多见
,

并保存较好好 无
,

或仅在内碎屑中有有

R e in ce k 和 is n g h ( 19 72) 认为水平纹理是 当风暴衰退期间在缓慢 的运动的水流

( 20 c m / s) 条件下从由风暴引起的悬浮浑浊物中沉积下来的
。

顶部单元的泥晶沉积代表风

暴期后好天气开阔浅海盆地相碳酸盐沉积
。

当两次风暴间隔不长时
,

在前期风暴沉积未被较

好压实之前
,

发生的第二次风暴的快速沉积会使下伏沉积物形成一些变形构造
。

风暴浊流在概率曲线上 (图 2) 有较明显的反映
,

其主要特征如下 : ①曲线基本由悬浮

总体所组成
,

粒度区间大 (从 .0 5中~ 6小 ) ; ②曲线基本呈一向上凸的直线
,

直线斜角 10
“

~

30
“ ,

分选很差 ; ③跳跃总体非常不发育
,

仅占 1%左右
,

斜角 50
”

左右
,

分选中等
。

风暴沉积代表的
“

灾变性
”

事件使正常事件的水盆地沉积形成间断
,

风暴沉积多次有规律

的出现
,

则会与正常事件的沉积形成规则或非规则的交替沉积
,

即所谓的
“

灾变性
”

事件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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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事件引起的旋回结构
。

本区风暴沉积与正常沉积的主要区别见表 1
。

研究区位于华北地台南部
,

除本区外
,

在华北
、

东北等地相同层位巾也发育有风暴沉积

(孟祥化等
,

19 86 )
。

联系起来不难看出
,

在晚石炭世太原组沉积期广阔的华北陆表浅海常遭

到风暴袭击
,

从而在地质记录中保存有风暴沉积
。

实际 仁在晚石炭世
,

华北沉积盆地的古斜

坡向南倾斜
,

南部与古秦岭海域相连
,

有利于大洋风暴的侵袭
。

本区处在这种古地理环境

下
,

形成前述的风暴沉积是不难理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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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障壁岛相

前述滨
、

浅海相和浅海相中的风暴沉积主要在下
、

卜灰岩段中发育
,

而障壁岛一泻湖一

潮坪体系则主要在中部碎屑岩段中发育
。

障壁岛相主要特征如下
: ①岩性以成熟度很高的石

英砂岩为主
,

石英含量达 95 % 以 卜
,

分选磨圆都十分好
,

硅质胶结
,

这种成熟度高的沉积

反映了滨岸地带的强水动力条件以及沉积物经过较长距离搬运的结果 ; ②显示粒度向上变粗

的层序
,

如 32一 18 孔
、

4 4
,

一 37 孔和 4 7一 17 孔等 (图 SA ) 都显示由底部的粉砂岩向 L变为

细砂岩和 (或 ) 中粒砂岩的层序 ; ③中部碎屑岩段砂体图反映的障壁岛相为一带状砂体
,

走

向大致为东西向
,

厚度主要为 4一 12m
。

障壁岛向北一侧为泻湖一潮坪沉积
,

而向南为浅

海
。

在通过障壁岛砂体走向的东西向沉积断面上 (图 3B)
,

障壁岛砂呈连续性较好的毯状砂

体
,

在南部断面 (图 3A ) 上
,

44 一 33 孔至 32一 19 孔间发育的砂体也为障壁岛砂体
。

在本区

北部近陆一侧的断面上 (图 3C )
,

中部碎屑岩段以细碎屑为主的沉积区的砂体是障壁岛后的

潮道 (沟 ) 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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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潮道相

其主要特征如下 :①与障壁岛砂岩相 比
,

潮道相砂岩的石英含量减少
,

一般为 7Q一

75 %
,

磨圆较差
,

但分选较好
,

含有 20 % 左右的泥质岩屑
、

粉砂质泥岩屑和炭屑等
,

胶结

物为细粒泥晶碳酸盐 ; ②砂岩中大型板状交错层理发育
,

层面含炭屑
,

底部有泥砾
,

显示粒

度向上变细的垂直层序
,

如 51 16 孔不仅砂岩厚度大 (大于 18m )
,

而且向上变细层序十分

明显 ; ③ 中部碎屑岩段砂体图上显示 自南向北分叉变薄的带状砂体
,

与障壁岛砂体基本垂

直
,

砂体厚度一般为 4一 12m
。

在沉积断面 (图 3C ) 上
,

2 30 5 孔至 2 904 孔 ( 13 矿区内 )

间主要表现为透镜状的砂体是潮道 (潮沟 ) 砂体
。

.6 泻湖 ~ 潮坪相

由深灰 色
、

灰黑色的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泥岩等组成
。

含有较多的植物叶片和根化

石
,

泥岩中黄铁矿结核常见
。

典型的沉积构造有波状层理
、

透镜状层理和砂
、

泥互层层理

等
。

生物扰动构造及生物潜穴在互层的沉积物中发育
,

生物潜穴以高角度倾斜或近乎直立的

为主
,

反映水体较浅
。

这些都是潮坪环境中较标志的特征
。

黑色泥岩及其中所含的较多的

黄铁矿结核代表较为闭塞的环境
,

它们可能是障壁后泻湖区的沉积
。

这种相在平面上分布于

东西向障壁岛向北一侧和潮道 (沟 ) 沉积的两侧
。

在沉积断面 (图 3 C ) 上 5 12 7 孔至 7 1 19

孔 (首山普查区 ) 的薄层砂体可能代表砂坪沉积
,

以其薄而分布稳定为特征
。

垂向上
,

泻湖

一潮坪相位于障壁岛相或潮道相之上
,

有时则直接在正常海相沉积之上发育
。

.7 沼泽相和泥炭沼泽相

沼泽相为灰色
、

深灰色泥岩
、

粉砂质泥岩
,

含有较丰富的植物叶片和根化石
,

厚度不

大
,

一般厚 2一 3m
。

泥炭沼泽相以煤层为代表
,

一般为光亮煤
、

半亮煤
,

多呈粉末状
,

沼

泽相一般发育在障壁岛
、

泻湖 ~ 潮坪相之上
,

或直接在由浅海演变而成的滨海平原上发育
。

二
、

垂向沉积层序及其特点

前已述 及
,

太原组可分为三段
,

它们在垂向上构成海进一海退一海进的大旋回
。

下面分

述各段的层序
。

1
.

下部灰岩段垂向沉积层序
-

本段层序由海相灰岩和不甚发育的碎屑岩和煤层组成
,

它们构成的层序多次重复出现
,

层序厚度不一
,

一般厚 2一10 m
o

层序数一般 4一 5 个
,

砂岩 (主要为潮道沉积 ) 发育的地

方
,

层序数减少
,

如 47 10 孔仅有 3 个层序 (图 4)
。

层序的构成为 : 下部是海相灰岩沉积 ;

上部为薄的细碎屑岩和煤层沉积
.

海相灰岩沉积又可分为正常事件沉积 (浅海相和潮间带沉

积相 ) 和非正常事件的风暴沉积
。

44
`

一3 7 孔下部灰岩段的层序可作为本段的典型层序 (图

4)
。

下部灰岩段在近上部有时发育有潮道相
,

图 4 的 4 7 10 孔可为代表
。

2
.

中部碎屑岩段垂向沉积层序

中部碎屑岩段主要为障壁岛一泻湖一潮坪体系沉积
,

主要层序类型有 :

( l) 发育有障壁岛相 其下为浅海相泥岩和灰岩
,

其上为潮道相
、

泻湖一潮坪相
,

这

种类型层序代表海退序列
,

在本区障壁岛发育的地 区常见
,

如 32一18 孔
、

47 一 17 孔等 (图

a5
、

b)
。

在障壁岛不同部位
,

层序又不完全相同
,

障壁岛中心部位层序是简单的向上变粗

再变细层序
,

如 犯一 18 孔 (图 s a)
。

障壁岛边部层序的特点是呈锯齿状整体向上变粗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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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

这反映障壁岛因海平面的升降向陆或向海方向反复迁移叠置的结果
,

如 47 一 17 孔等

(图 s a)
。

与海退型层序相反的是海进型障壁岛序列
,

这种层序不常见
,

仅在障壁岛向泻湖一

潮坪一方发育
,

这说明障壁岛向陆相一侧有退积
,

如 44
尹

一37 孔 (图 s c)
。

以上层序的顶部

基本上都发育有煤层或炭质泥岩
。

44
`

一 37孔

““ ~ 丫曰一一

::: . . 翻 . . 暇暇
盆盆

_ ___
... , ~ ~ . 侧 r叫叫叫 口 . . . ...

................... . . . 口口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牵 .....................
... J se ~ J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如 .....

l 己二 . . ...

LLL _ _ _
___

( m ) 3 0

正常沉积

风基沉积

正
浅海相 常

撇 毅

二二二
... lll
,,

二二
.....
lllll

奉奉舜舜
...

’

JJJ

二二
’ . 111

lll
’

. 111

中中片片
参参狂狂

图 4

F i g
.

4 V e r t ie a l

下部灰岩段垂向沉积层序

se q u e n ce s o f L o w e r L ime
s t o n e M e m be r

.

(2) 以主要发育障壁岛后的潮道相为特征 潮道相的上下一般为泻湖一湖坪相
,

潮道

相本身显示粒度向上变细
,

发育大型板状交错层理
,

这种类型层序以 5 116 孔和 63 17 孔等

(图 s d
、

e ) 为代表
。

(3 ) 以主要发育障壁岛后的泻湖一潮坪相为特征 (图 s f g ) 这种类型的层序广泛

分布于障壁岛后 的潮道 (沟 ) 之间
,

如 6 301 孔 (图 s f) 泻湖一潮坪相上下为浅海沉积
。

当

距障壁岛或潮道较近时
,

往往发育砂坪及沼泽
,

如 5 12 3 孔 (图 5 9 ) 主要为砂坪和沼泽相
。

1上部灰岩段的垂向沉积层序

本段层序与下部灰岩段层序相比
,

在层序构成
、

厚度及层序数等方面都相似
。

但上部灰

岩段的潮道及砂坪沉积更为发育些
。

如 5127 孔上部灰岩段的中部主要发育了一套潮道沉

积
,

其上下都为浅海相沉积
。

三
、

沉积体系和聚煤特征

1
.

混合型海岸沉积体系和浅海沉积

根据沉积物质组成
,

可将海岸分为以碎屑沉积为主的碎屑海岸沉积
,

以碳酸盐沉积为主

的碳酸盐海岸沉积以及介于 二者之间的碎屑一碳酸盐混合型海岸沉积 ( se n ey
,

R
.

C
. ,

19 85)
.

本区太原组由碎屑岩一碳酸盐岩交替组成
,

代表了混合型海岸沉积
。

混合型海岸沉

积条件受下列 因素所控制 : 带人到海岸的碎屑沉积物的量较少 ; 海岸本身的基底向海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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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十分平缓 ;翻汐作用带以及平行于滨线的相带分布较宽阔 (女 Uey
,

R
.

C
.

19 85)
.

在这

种条件下
,

碎屑沉积物就堆积在河口的周围
,

而没有足够的水流作用改造这些沉积物
,

也就

32 一 18孔 47 一 `了孔

愁冒
b

沼 泽相 44
`

, 3 7孔

份业岛相

阵叮岛 相
产

二

爹粤竿
`

厦了竺
相

I研匕分目 踢臼 一翻坪相

异誉
.

5 1 16孔
6 3 1丁孔

”

…量 翻坪a 招 泽相

浅海相

6 3 0 1孔

昌
5 12 3孔

性些 ~
井一兰鱼鱼

饵一 偏` 荤i 飞, 砂坪及沼译 相

竺少 奋犷 二二丽蔽

一
浅海很 、

a
.

障壁岛中心部位的海退层序 ; .b障壁岛边部的海退层序 ; .c海进的障壁岛层序 ;

d
、

.e 潮道相为主的垂向层序 ; 卜 .g 泻湖一潮坪相为主的垂向层序
.

图 5 组成中部碎屑岩段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垂向层序

F ig
.

5 Sve
e r a l t月姆台o f v e r it ca l se q u e n e e s i n t he M i d d le C l a s ti e M e m be r

.

不能够将它们搬运到岸线上
,

因此碳酸盐沉积作用在滨岸相对较为重要
,

形成一些潮间带碳

酸盐的沉积
。

在垂向上
,

由于碎屑岩沉积作用过程和碳酸盐的沉积作用过程交替出现
,

而形

成混合型海岸沉积
.

因本区的障壁岛砂体走向近东西
,

所以推断当时的岸线为近东西向
,

这

与据区域沉积格架分析所得的海岸线近东西向
,

南海北陆的格局是一致的 (李宝芳等
,

198 6 )
。

.2 获煤特征

太原组一般 5~ 6 层
,

煤最多可达 10 余层 (如 3卜 15 孔
、

59 03 孔等 )
,

少者仅 2 层或缺

失
.

煤层厚度较小
,

煤层总厚度从 0
.

33m 到 10
.

7 3m
,

平均厚度 3
.

36m ( 13 0 个孔厚度平

均 )
。

垂向上在煤层下部或煤层底板为细碎屑岩
,

并含根化石
,

而煤层顶板为灰岩
,

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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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滨侮地区被碎屑充填之后
,

才利于沼泽发育并形成煤层
。

中部碎屑岩段障壁岛一泻湖一潮

坪相之上的媒层不发育
,

一般为不连续的薄透镜体 (图 3A
、

B
、

C )
.

因为障壁岛相之上主

要为泻湖一潮坪相
,

所以在障壁岛上的煤层不发育可能是海退迅速所致
。

也可能是因障壁岛

在向陆
、

向海的方向反复迁移 (见本文层序特点部分 ) 使沼泽不能很好发育
。

表 2 太原组各煤层烧显徽组分的含 t 平均值

T a b le 2 A v e r a ge m ac e r a l e o m P o is it o n o f t he e o a l s i n T a i y u a n F o r m a t io n
.

飞飞飞
有 机 组 分分 无 机 组 分分

凝凝凝胶胶 半凝胶胶 半丝质组组 稳定组组 粘土类类 硫化铁类类 碳酸盐类类 氧化硅类类 合 计计

化化化组分分 化组分分 + 丝质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一一 777 6 3
.

9 ( 2 ))) 6
.

2 ( 2 ))) 2 9 8 (2 ))) 0
、

2 ( 2 ))) 1 1
.

8( 2 ))) 0
.

9 ( 2 ))) 2 3 ( 2 ))) 0月( 2 ))) 15
.

777

一一 666 8 3
.

5( 3 ))) 4
.

1( 3 ))) 12
.

3 (3 ))) 000 3
.

6 ( 3 ))) 7
.

6 ( 3 ))) 1
.

0 ( 2 ))) 0
.

1 ( l ))) 1 1 9 ( 3 ;;;

一一 555 8 5夕( 7 ))) 4
.

1( 7 ))) 10
.

0 (7 ))) 000 5 9 ( 7 ))) 1
.

1( 7 ))) 0
,

7 9 ( 7 ))) 0
.

1( 3 ))) 5
,

9 ( 7 )))

一一 444 7 7 .4 ( 5 ))) 4
.

2 2 ( 5))) 17 4 ( 5 ))) 1 0 ( 5 ))) 1 0
.

7 4 ( 5 ))) 1
.

8 6 ( 5))) 2
.

7 3 ( 3 ))) 0
.

1( 2 ))) 7
.

3 ( 5 )))

一一 lll 7 9
.

1( 5 ))) 4 .2 8 ( 5))) 16
.

2 8 ( 5 ))) 0
.

9 ( 5 ))) 7
,

4 8 ( 5 ))) 2
.

5 4 ( 5 ))) 0名8 ( 4 ))) ; 4 ( 2 ))) 1 1
.

3 ( 5 )))

注 : (4) 为参加统计个数 ; 资料括平顶 山矿务局及煤炭部一公司 12 9 队
.

根据镜下鉴定
,

本区太原组煤的显微组分如表 2 所示
。

从表中可看出
,

煤的显微组分在

上下各煤层中变化不算很大
,

其共同特点是 : 以镜质组为主
,

达 70 ~ 90 %
,

其次是以丝质

组
、

半丝质组为主的惰性组占 1
.

0~ 29
.

8%
,

而壳质组仅为 O一 1
.

0%
,

因此显微煤岩类型为

微镜惰煤
.

煤中无机组分以粘土类为主
,

从 3
.

6~ 11
.

8%
,

黄铁矿含量高是太原组煤的特

征
。

表 3 太原组焦确分和灰分 (平均甸
T a bl e 3 A v e r a罗 a s h a n d s u l P h u r c 。。 et n t o f e o a ls in T a i y u a n F o n n a t io n

.

煤煤层编号号 煤质质 十三矿矿 香山寺井田田 首 山普查 区区

一一 8煤煤 灰分分分分 2 2
.

7 1( l )))

硫硫硫分分分分 3 2 7 ( l )))

一一 5煤煤 灰分分分 6
.

2 9一 2 1
.

0 3 / 1 3
.

6( 5 ))) 5 0 ( l )))

硫硫硫分分分 3
.

8 7 ( l )))))

一一 4 煤煤 灰分分 7
.

0 9一 3 9
.

9 1 / 20
.

4 2 ( 14 ))) 3
.

13一 2 1
.

9 8 / 9 9 ( 13 ))) 13
.

5 ( l )))

硫硫硫分分 3
.

0 5一 6
.

1 1 / 4名 l (9 ))) 4 5 9一 5 4 2 / 4名 8 ( 3)))))

一一 3煤煤 灰分分分 10
.

9一 2 5
.

4 6 / 13
.

84 ( 10 )))))

硫硫硫分分分 4
.

3 6一 7
.

8 1 / 5
.

4 8 (5 )))))

一一 1煤煤 灰分分分分 10名 4 ( l )))

硫硫硫分分分分 4 7 5 ( l )))

注 : .6 29 一 21
`

03 / 1 3 / 6( 5) = 最小值一最大值 / 平均值 (参加统计个数)

太原组各煤层煤的硫分和灰分平均含量见表 3
。

由表 3 可以看出
,

各煤层平均灰分从

.9 9一 20 .4 %
,

一般为 10 %左右
,

平均硫分 3
.

87 一 .5 48 %
,

一般为 4%左右
,

属于低灰 (灰分

or 一 15% ) (部分为中灰 )
、

高硫 (硫分高于 4 .0 % ) 煤 (杨起等
,

19 79)
。

以上这些特征表

明太原组煤形成于咸水一半咸水的滨岸沼泽中
,

由高等植物的木质部分在覆水不太深的弱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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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或还原介质 )的条件下
,

在大量细菌的参与活动下
,

经过充分的生物化学变化 (以凝胶

化作用为主 ) 而形成的
. · · i , 一 ` ,

’

本文是由中国地质大学 (北勃 和煤炭部第一勘探公司一二九地质队共同提交 的
丁 “

平该
山煤田石炭二叠纪煤系沉积环境和聚煤特征

,

科研究报告的一部分
。

该课题研究是由杨起教

授和李宝芳副教授负责和实际指导完成的
r ,

刘光华
、

温显端讲师和杨韧义等同
,

念参加了工

作
。

工作过程中得到徐嘉漠总工程师
、

何兆钟总工程师
、

汤沛勋
、

王洪林
、

刘太顺和罗明州

等工程师
、

李洪贵同志以及其它同志的指导
爪

和帮助
.

河南煤田
、

地质勘探公司四 队赵元振
、

韩

文俊工程师
、

平顶山矿务局地测处资料室
、

地质大学的绘留室
、

照相室和磨片室以及一二九

队磨片室等单位和个人给予我们热情支持和带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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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 并致以衷心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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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w s : in th e lo w er P a r t 15 t he s h a ll o w m a ir n e U姗
s协n e a n d i n t h e u P沐 r P ar t a er t h e if n e e la ist c s a

nd
c o a l

be d s
(
o r e a r b o n

ace
o u s s h a l e )

.

O fet
n fo u n d i n ht e u P eP r Pa rt o f t h is eS q u e n c e 15 ht e t ida 】e h a

nn
e l血 P o s i t s

w hi e h a er m o er d e v e lo P e d i n t he U Ppe r L im e s t o n e
M em be r

.

T h e M idd le C la s ti e M em be r 15 i n t e印 r e t ed a s ht e

d e P o s i t s o f b a rr ie r i s la n d一l a g o o n 一 ti d a l n a t s y s t e m
.

E x t e n s i ve l y 由v e lo pe d in th e s t ud y a er a a er t he ba me
r i ,

la n d acf i e s (q u a r t z s a n d s t o n e , e o a r se n i n g u Pw a r d i n gr a i n s iez
,

sa n d b o d y d is P la笋 n g t he be l t s t r i k e o f e a s t

t o we
s t )

,
t id a l e h a n n e l af e ie s (d e tir tu s q u a r tz san d s t o n e ,

la r
ge cas 卜 P la n a r e

or
s s 长刘d in g

, e or s iv e b a se
,

if n n i n g u Pw a dr bo th i n g r a in s i ze a n d s e d im e n t a ry s t
cru

t u re cs a le
,

犯 n d b od y s h o w i n g s P li t桩n g a n d t h in n i n g

n o r t h w a dr s
)

,

l a g o o n一 ti d a l fl a t fa c i e s
( i

n et r
be d d e d

,

le n t ie u l a r ,

fl a踢 r a n d bio t u br a t io n
be d d i n g a n d v e r t i

-

e a l b u r r o w s )
.

I n t h e li g h t
` o f pe t r o g r aP hi e p r o pe rt le s , s e d ime

n at 汀 s t

cur
t u r e s e ct

. ,

t h e M id d le C l a s t ie

M em be r e a n be r e c o 助 iz ed a s t h eer ty P e s o f ve rt ica l s ed im en ta yr s e q u en ce s ,

1
.

e
. ,

th e v e rt i e a l s e q u e n ce s

w h i e h a er r e sP e e t i v e l y d o m i n a et d b y b a r ir e r is la nd fa e ie s ,
ti d a l e h a n n e l af e i e s a n d l a g o o n 一 t i d a l fl a t af e i e s

.

hT
e ab 币 e r is la n d af e i e s

ca
n be fu r t h e r d i v ide e in t o r e g r e s s iv e s e q ue n ce ( un 血ir a in b y ht e 由 a ll o w am

r in e

l im e s t o n e af ic e s
)

a n d t r a n s g r e s s ive
s e q u e n e e

(
u n d e r la in by t h e la g o o n 一 ti d a l fl a t

acf i e s
)

.

G e n e r a l ly
,

t h e er a er a b o u t 5 t o 6 e o a l se am
e be d s ( fr om 0 t o m o r e t h a n 10 be d s ) i n T a l y u a n

F o

mr
a t i o n

.

T h e a
ve

r ag e t o t a l hit
c k n e s s o f e o a ls 15 3

.

3 6m ( fr o m 0
.

33 m t o 10
.

7 3m
,

b a se d o n t h e d a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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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13 0w e lls )
.

n Ith e Lo

we
r a n d U Ppe r i Lm e st o n e Mem be r s,

th e d e P o s it s be lo w ht e e o 尽1 be d s a er o
fet

n

t h e e l a s t i e d eP o is st a n d r o o it e t be d s ,

b u t t he or
o fs o f co a l be d s a比 d o r O In a t e ly 勿 s h o化 a n d s

ha ll o w m a ir n e

lim e s t o ne
,

w h i e h me
a n s t h a t e o a ls a er fo mer

d o n t he P la t fo mr
e v o lu et d b y het

s h o er a n d s h a llow se a w h e n

if l le d 勿 t h e e l a s t ie d e P o s it s
.

I n t h e M i d d le C l a s t ie M e m be r ,

t h e u n d
vee

lo pe d
,

d is e o n it n u o u s a n d ht in fl a se r

e o a l s o
ve ir y i n g t he b a r it e r i s l a n d a er er s ul et d fr o m th e q u ic k er 罗 s s i o n (b 戈a u se d o m i n a t e d o ve ir 如n g b a irr e r

is la n d a r e ht e Ia g o o n一 ti d a l fl a t fa e ie s
)

o r t he fer q u en t l y hs ift i n g o f b a irr e r is la n d l a n d w a
dr

s o r s e

aw
a r d s

( er fe r t o t he se e it o n o f v e rt ica l s e q ue n ee )
.

The a v e r a罗 gt o u P m aee
r a l e o m P o is t io n o f ht e co a l s in T 良i y u a n

F o

mr
a t i o n a er v it ir n i t e (70%一刁 0% )

,

ine rt i n i t e ( 1
.

0%一29
.

8% )
a n d e x i n iet ( 0-

,

1
.

0% )
, 5 0 t h e ty pe o f

c o a l 15 vi tir n e r t it e
.

T h e in o 飞a n i c c o m oP
s it i o n o f e o a ls 15 m a i n ly cl a y t y pe s

( 3
.

6%一 1 1
.

8%
.

)
.

T h e a ve ar 罗

a s h a n d s u 】P h u r e o n et n t o f e o a ls a er er s pe c ti v e ly 10% ( fr o m 9
.

9% t o 20
.

4% ) an d 4% ( fr
o m 3

.

87% Ot

5
.

4 8% )
.

T h u s

奴
e o a l s o f T ia yU an F o

mr
a t io n 悦 10雌 t o

het l o w a s h ( 10%一 15% ) (m id d l e a s h co n et n t in

P a r t ) an d h igh s u l Phu
r e o n et n t (h i g h e r ht a n 4% ) co a l s

.

T o s u m u p
,

i t 15 su g ge
s

det ht at t h e

cao
is o f T ia y u an F o

mr 斗t i
o n

aer fo n n e d in 奴 acbr
kihs t o s a line

w a et r m a sr h o n se a s h o r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