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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东部官马甸晚更新统的沉积

特征与砂金分布

程 岩 高 明 辛
(丹东师范专科学校 )

提要 本文根据开挖砂金的
,

浅井剖面
,

分析讨论了这一地区晚更新世地层的一般特征
,

重矿特征 用

古沉积环境
,

并对砂金的富集和分布做了初步的分析
。

主题词 重矿特征 古沉积环境

第一作者简介 程岩 男 31 岁 讲师 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

官马甸晚更新世沉积物分布于沈丹铁路通远堡以东 10 k m 的弟兄山脚下
。

官马甸是一个

面积仅 14
.

2 km
Z 的小型山间盆地

,

草河在其东南部流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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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山区的第四系分布零星
,

露头不好
,

给第四纪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
。

近年来由于在

官马甸地区第四纪沉积物的底部发现了砂金矿床
,

人工开挖 了许多浅井
,

这就给辽东山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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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纪 的沉积物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

笔者根据这些浅井资料 (重点分析了 12 个浅井的沉

积物 ) 所反映的特征 (图 l) 与辽东其它地区的第 四系进行了对比认为
:
官马甸地区可以做

为研究辽东山区晚更新世地层的一个重要地点
,

并对这一地区沉积物的分层
,

重矿物组合特

征
,

古沉积环境及砂金的富集分布规律做了初步的分析
。

一
、

第四系

官马甸属于华北地台辽东台背斜营口 一宽甸隆起的北部边缘
。

这是一个非稳定型的早寒

武世地块
。

燕山期剧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许多伟晶花岗岩体穿插在老地层中
。

本地区的晚更

新世沉积物就直接覆盖在这种古陆剥蚀面上
,

与下伏基岩呈不整合接触
。

对 8 个浅井沉积物

的分析表 明
,

虽然各处井深不一
,

且沉积环境
、

岩性略有差异
,

但诸浅井之间各时期的地层

均可相互对比
,

按其岩性和岩相特征 自下而上初步分为三段 (图 2) 并概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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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段 (1 一3 层 ) 厚 1
.

2一4m
,

以一套细砂
,

粗砂和粗中砂砾石层 互层的沉积为主
。

这套砂砾石堆积的层理发育不好
,

砾石层结构松散
,

无胶结
,

分选极 差
,

磨圆度中等
,

一般

粒径为 7一g om
,

个别的可达 3 0c m 以上
。

这套砂砾石在靠近 山麓地带则逐渐相变为角砾
、

块石与砂土 的混杂堆积
。

这套沉积从其地貌部位 (一般组成河流 11 级阶地 ) 及与邻近地区相

同沉积的对 比来看 (东北地区区域地层表
,

19 78
,

刘鸿允
,

19 56)
,

属于晚更新世中期堆

积 砂金主要产出在这一层位的底部
。

中段 (4 一5 层 ) 厚 2一 1 0m
,

这一段主要为棕黄色的亚粘土夹角砾的黄土状堆积
,

几

乎覆盖了盆地内所有的地貌单元和较老的地层
,

成分是亚粘土和粉土
。

其中角砾的砾径多在

1一 cZ m 之间
.

数量不多
.

分布也很不均匀
,

呈石窝或石线产 出
。

如果细分
,

这套黄土状堆

积可分为二层 : 下层颜色为稍深的棕黄色
,

质地较为粘重
,

所含碎石角砾多而大 ; 上层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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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浅
,

为淡黄色的亚砂土
,

碎石角砾少而小
,

但钙质含量偏高
。

上层 (6 层 ) 厚 0一刃
.

s m
。

主要为黑色亚砂土和亚粘土
,

不含砾
,

无层理
。

有些浅井

可以见到 白色的网纹条带和 0
.

5一 I c m 的泥炭层
,

顶部已转化为土壤
。

二
、

重矿组合特征及其环境意义

(一 ) , 矿的特征与瑞源矿物区的确定

重矿物的粒度成份鉴定表明
,

晚更新世中期砾石相堆积的陆源矿物区有二类
: 一类是短

距离搬运就地沉积而成 ; 另一类则是异地长距离搬运而来
。

笔者选取了在砾石相中普遍出现

的磁铁矿
、

褐铁矿
、

钦铁矿 (金属矿物 ) 和普通角 闪石
,

按 小于 0
.

1 25 m m 和 0
.

125 一

0
.

25 m m 粒级分粗
、

细粒级分别进行百分含量统计后表 明浅井 1
、

2
、

3
、

4 等 属于近源堆

积
,

而浅井 5
、

7
、

8
、

9
、

10 等属于异地堆积
。

此外下述事实说明这套沉积物分属不同的陆

源矿物区
,

是两种沉积环 竟下的产物
。

1 浅井 1
、

2
、

3
、

4 与浅井 5
、

7
、

8
、

9
、

10 重矿物组合略有差异
,

后者重矿中出现大量

的石榴子石
、

尖晶石
、

桐石
,

而前者这些重矿物较少
,

绿帘石的含量较多
。

.2 浅井 5
、

7
、

8
、

9
、

10 重矿中的石榴子石
、

尖晶石
、

角闪石
、

金属矿物遭到 了一定程

度的磨损或磨圆
,

母岩可能来自于长距离搬运的沉积岩 (官马甸盆地无沉积岩 )
。

而浅井

1
、

2
、

3
、

4 沉积物中的重矿磨损迹象不 明显
.

轻矿物石英所反映的事实也是如此 前者石

英晶体好或呈尖角状
,

透明度好
,

而后者则有一定程度的磨圆
,

石英表面有大量的磨擦痕

迹
。

3
.

浅井 1
、

2
、

3
、

4 沉积物中的重矿成份和 当地基岩中的矿物组合基本一致
,

而浅井

5
、

7
、

8
、

9
、

10 既有当地基岩成份
,

也有外来成份
。

晚更新世末期的黄土状堆积重矿成份比较复杂
。

但大部分重矿成份显示出从当地特定的

岩石中风化而来
,

少部分为外来成份
.

这对于确定黄土状堆积的搬运营力
,

显然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

(二 ) , 矿特征所反映的古气候特点

由于本区研究的深度和分析鉴定的资料等尚很有 限
,

要作出全面的古气候研究是困难

的
.

现仅就重矿特征所反映的古气候特点作一初步分析 (见表 l )
。

由表 1得知 : 砾石层堆积的下部 ( 2 层 ) 以角闪石
、

绿帘石
、

石榴子石
、

磁铁矿
、

尖晶

石等重矿为主
.

尽管不同物源区样品的重矿物组合不尽相同
,

但在该组合中不稳定矿物角闪

石
、

绿帘石始终占主导地位
。

稳定矿物 (磁铁矿
、

石榴子石 ) 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

属于不稳

定重矿组合带
.

风化系数大于
“

背景值
”

(指现代沉积物而言
,

下同
。

)
,

而两种轻矿物古气候

指标又小于
`

背景值
” ,

反映了比现代略为干冷的气候环境
。

砾石层的上部堆积物 ( 3 层 ) 为磁铁矿
、

石榴子石
、

磷灰石等稳定的重矿物组合
,

不稳

定的角闪石含量明显减少 ; 风化系数均小于 0
.

5
,

风化长石与新鲜长石之 比均大于 3
,

石英

与长石之 比在 2 左右
,

说明当时风化作用 明显增强
,

气候转向温暖
。

黄土状堆积 ( 3
、

4 层 ) 普遍出现角闪石
、

绿帘石等不稳定重矿组合
,

而且风化系数极

高 (尤其是 4 层 )
.

轻矿物的古气候指标远远小于
“

背景值
” ,

反映了古气候比现代要冷得

多
。

尤其是黄土状堆积 的顶部 ( 4 层 )
,

出现 了辉石
、

阳起石这样 一些极不稳定的重矿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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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化竹用在沉积时相当微弱
,

气候干冷超过了以前各层
。

肖荣环等人 ( 19 8 2) 认为属冰

缘气候
。

易 l 官马甸地区晚更新世沉积物矿物组合及古气候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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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玉。 物组合合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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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角闪 石 绿帘 “ 磁铁矿矿 1

.

0 222 1
.

1 000 0
.

5 222

44444 一 绿帘 石 角闪石 磷灰 石石 0 9 888 1 1 333 0
.

3 666

99999 角闪 石 绿帘 石 石榴 子石石 0
.

7 444 1
.

2 111 0 4 999

11111OOO 角闪 子: 尖晶石 磁铁 矿矿 0 8 777 1 0 444 0 5 777

飞飞飞 111 磁铁矿 褐铁矿 磷灰 百百 0 4 666 3
.

1000 2
.

1555

4444444 磁铁矿 磷灰石 角闪石石 0
.

8 111 4
.

0 000 1
_

7444

9999999 石榴子石 尖晶石 磁铁矿矿 0
.

2 444 3
.

6 000 1
.

9 666

lllll 000 磁铁矿 石榴子石 磷灰 石石 0
.

3 111 4
.

2 000 2 ,8 777

44444 444 绿帘 红 角闪石 磷灰 石石 1
.

8999 0
.

9 222 0
.

3 888

111110 一 角闪 石 石榴 子石 磷 灰石石 1 1444 0 8 555 0
.

2444

.............

44444 角闪石 绿帘石 辉 石石 4 4 222 0 7222 0
.

1888

角角「闷石 绿帘 石 角闪石石 2 6888 0
.

6 111 0
.

1444

I
K (重矿风化系数 ) = 不稳定重矿百分数

、

稳定重矿百分数

三
、

古沉积环境的重建

(一 ) 晚更新世中期砂砾堆积的沉积环境

如前所述
.

研究区现代地貌特征属小型山间盆地
。

草河在其东南部通过
。

晚更新世中期

时
,

这里并非盆地
,

而是草河弯道的一部分
.

北部基岩山丘的边缘则分布着一些连成带状的

坡积裙 除了前述沉积物的结构特征和重矿特征以外
.

比较均匀分布的浅井地层 中砾石倾向

的 平均矢量和 平均粒径的变化也证实了这一点 (图 3 )
。

从图 3 可以看出
,

.

在晚更新世中期的古河道区域内平均粒径 自西向东增加
,

砾石倾向的

平均矢量也指向东
,

在西甸附近转向南
,

说明当时的古河道从西甸流人
,

从小河 口流出
。

而

基岩 山丘前缘 的砾向平均矢量及平均粒径变化则反应了那里坡积物的堆积过程
。

河床的这种

平而形态是古河宋浸蚀和基 底构造薄弱带 (一组 N N E 同 的断裂及基性岩浆侵人体 ) 双重影

响的产物

从已有的浅井剖面来着
,

官马甸盆地在晚更新世早期有坡积裙相
、

河床相
、

漫滩相三种

沉积环境 (图 豹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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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积裙相 主要分布在基岩山丘的前缘
,

倾角在 10
。

以上
,

物质组成以尖角状块砾为

主
,

含有砂和粉砂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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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河床相主要分布在低洼处
,

部分沉积被后期的河漫滩相物质所覆盖
。

这套砂卵石堆积具

有明显的带状分布特征
,

显示 了河道堆积的特点
。

河漫滩相分布在盆地的边缘地区
,

是一套细砂和粉砂的堆积
,

它覆盖在坡积裙相和河床

相堆积上
。

部分浅井剖面还可 以见到在砂卵石和粉砂层之间有一个不明显的冲刷面
.

说明这

套沉积的形成年代比砂卵石堆积稍晚
.

这套沉积的分布不连续
,

许多地方缺失
.

和砂卵石堆

积相比
,

其水动力强度要弱的多
。

晚更新世中期的砂砾层堆积以后
,

因地壳抬升或气候又一度变湿
,

河床再次下切并改道

使官马甸脱离 了河道的沉积环境
。

再后
,

气候变的较干早
,

开始形成大量的黄土状堆积
.

(二 ) 晚更新世后期黄土状堆积的形成

官马甸晚更新世后期的黄土状堆积广泛分布在各种地貌单元上
,

除基岩山丘未被覆盖

外
,

其它地区都有 Zm 以上的堆积
。

在坡角地带尤厚
,

可达 s m 以上
,

并使地形起伏变小
,

形成一种波状台地的景观
。

物质组成和重矿分析表明
,

大部分黄土状堆积的成份具有地方特点
,

可以显示 出它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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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某种岩石中风化而来
。

当然也有一定 的外来成份
,

如石榴子石
、

尖晶石等
,

这说明了黄

土状堆积的形成不是一种单纯 的外力所 为
。

它是过去长期风化的残积层
,

经风
、

水交互搬

运
、

分选
、

沉积的结果
。

肖荣环等 ( 1 982) 在研究东北地区广泛分布的黄土状土构成的波状

台地的成因时认为
:
这种黄土状土的形成

,

是晚更新世后期冰缘环境中由融雪水和夏季的坡

面逞流及短暂的融冻泥流共同作用形成的
。

并且还认为
“

西风送土
“

为冰缘黄土提供了丰富的

物源
。

四
、

第四纪砂金的富集与分布特征
飞
“

官马甸地区的砂金块源 于当地古老变质岩系受燕山期岩浆侵人形成的各种脉岩及石英脉

岩 中
,

工业成矿意义不太大
。

然而
,

晚更新世以前
,

区内基岩长期裸露遭受风化剥蚀
,

为砂

金的富集提供了丰富的物源
,

; 较强的坡面逸流与河道水流又为砂金富集创造了有利 的水动

力条件
,

促使官马甸地区第四纪砂金相对富集
。

(一 ) 砂金及砂金富集带的沉积物粒度特征

官马甸地区的砂金颗粒一般在 0
.

05 一 lm m 之间
,

个别的
“

指 甲金
”

可达 10 m m 以上
。

砂

金的形态以粒状为最多
,

依次为片状
、

板状和不规则状
。

在 山丘前古坡积裙的底部和高台地

底部的砂金颗粒较大 (一般多在 l m m 以 上 )
,

形态多呈不规则状
,

但富集程度不高
。

在古

河道底部出现的砂金
,

粒径较小
、

磨园度较好
,

粒状为主
,

富集程度较高
。

砂金颗粒随着搬

运距离增加而减小
,

但对 小于 0
.

2m m 磨园较好的砂金
,

则可以搬运较长的距离
。

草河现代

河床长达几十公里都有砂金便是证明
。

官马甸的浅井沉积物 显示
,

砂金的富集带多集中在晚更新世沉积物的最底部
。

这里的物

质组份杂乱
,

粗
、

细粒径相差悬殊
,

最大可达 5 0c m 的砾石
。

分选性
、

磨圆度都很差
。

据对

十几个浅 井富含砂金层 的沉积物粒度统计
: 砾石 ( > 10 m m ) 的平均含量 占 72

.

41 %
,

砂

(l
.

任一。
.

05 mm) 的平均含量 占 21
.

68 %
,

粉砂和粘土占 5
.

9 1%
,

含金 品位一般在 0
.

1 14 9 / m ,

左 右
。

而 在稍 上 一点 的细 砾 层 和 砂
、

粉砂 层
,

含金 品 位迅 速降低
,

最好 的也 只有

.0 08 39 / m3
。

而在黄土状堆积的沉积中
,

则根本找不到砂金
。

现代河流中的砂金也集中在河

床底部巨大的砂砾混杂堆积之 中
。

(二 ) 晚更新世残
、

坡积型砂矿和 , 集与分布

这种砂金矿为含金岩石经长期风化剥蚀
、

脱离母岩
,

在重力和水流分选下富集成矿
。

官

马甸的残积型为风化壳型
,

主要分布在北沟
、

小北沟一带 (图 l )
,

砂金富集在风化壳裂隙

中
。

坡积型为坡积裙型
,

主要分布在官马甸北部基岩山丘的前缘地带
,

在重力和坡面径流作

用下堆积
,

其堆积组份杂乱
,

分选极差
,

含有大量棱角状的围岩碎屑
,

反映了近源堆积的特

点
,

在紧接基岩底及其裂隙
、

节理
、

凹坑处最为富集
。

官马甸晚更新世残积
、

坡积砂矿的含金层分布很不规则
,

呈鸡窝状断续分布
。

砂金粒径

不均一
,

形态为树枝状
、

鳞片状
,

边缘稍有卷曲
,

棱角消失
。

砂金品位很不稳定
,

有时找到
·

金窝
”

含量高达 .2 2 3 5 9 / m
, ,

但大部分品位在 0
.

10 89 / m
, 左右

。

(三 ) 晚更新世冲积型砂矿的富集与分布

本 区的晚更新世 冲积型砂金矿体主要沿古河道呈条带状展布
。

含金沉积物主要为砾石

层
、

含砾粗砂层和含砾粘土质砂
、

中砂层
。

其物质组份同样具有杂乱的特点
。

粒径和含量变

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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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很大
,

分选较差
。

砂金粒度一般在 0
.

1一 lm m 之间
,

形态上多呈粒状和片状
,

比残积
、

.

坡

积型粒径明显减小
,

但品位比较稳定
,

一般在 0
.

15 19 / m ,
左右

,

凡是古河道的范围都能找

到
。

除了自然金外
,

更多的是磁铁矿
、

一

钦铁矿
、

石榴子石等
,

和
几

残积
、 一

坡积型砂矿的分布相

似
,

砂金矿体赋存于冲积层的底部和下伏侵蚀面 (基岩风化壳 ) 之间
。

河床基底的基岩裂
`

隙
、

节理及风化壳深度对砂金的富集最有意义
。

砂金往往富集于床底的凹陷地带
,

并随裂隙

的加深而显著增加含量
。

(四 ) 现代冲积型砂金矿的展布

这是本区又一种沉积型砂金矿体
。

这种类型的砂矿在本区所占比重很小
,

含金品位也很

低
,

一般很少超过 0
.

101 9 / m , 。

但由于直接暴露于地表
,

十分便于采集
。

因官马甸及邻近

地区大部分基岩山丘的下部已被黄土状物质所覆盖
,

所以
,

现代河流中的砂金直接来源于河

道两侧含金地质体的比率很小
。

多数是晚更新世的含金堆积体经流水作用的二次汇集或晚更

新世的含金沉积物在现代河道中的遗留物的再分配
。

现代冲积型砂矿都富集在水流动力条件

明显改变的部位上
,

如河谷的缩窄与扩展段交界处
,

直角拐弯的地方
,

河流的凹岸和陡坎
,

急流附近及较大支流的汇人口附近
,

都是砂金相当富集的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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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9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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