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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东南部晚二叠世龙潭早期的

沉积环境及聚煤作用

朱 定 龙

( 湖北煤 田地质勘探公司 )

湖北东南部西临江汉平原
,

北抵襄广断裂及郑庐断裂
,

东南大致以省境线为界 ( 图 l )
,

J/了
、" .

洲④,

是我省的重要煤产地之一
,

19 8 6一 1 9即

年
,

笔者和彭安群
、

汪颂桥等在这一地

区研究了近 20 条上二登统含煤岩系的

沉积剖面
,

采集了部分样品
,

通过分析

研究
,

对本 区龙潭早期的沉积环境及聚

煤作 用有了初步的认识
。

晚二叠世早期
,

大致以大冶
一

嘉鱼断

裂为界
,

北部武汉
、

黄石等地沉积了龙

潭组
;
南部蒲沂

、

阳新一带沉积了吴家

坪组
。

两者属同期产物
,

依岩性均可分

为两段
:

上部为含腕足
、

菊石
、

珊瑚
、

海

百合及翅类等化石的灰岩段
.
下部为以

陆源碎屑沉积为主的含煤段
。

本文称龙

潭组含煤段为龙潭煤系
,

吴家坪组含煤

段为吴家坪煤系
,

两煤系均不包括其上

的灰岩段
,

并统称之为上二叠统含煤岩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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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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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 创面类型

本区上二叠统含煤岩系可分为两种剖面类型
,

即北部的龙潭型及南部的吴家坪型 (图

2 )
。

龙潭煤系主要由砂岩
、

粉砂岩
、

泥质岩及透镜状灰岩组成
,

含不穆定的煤层 1一 3 层
,

在保安
、

株树下及七约等地
,

可见到零星分布的残积相泥质角砾岩
.

煤系厚度变化较大
,

最

薄者仅 6m 左右
,

最厚者达 7 0m 以上
。

北部武汉
、

那城一带厚度较稳定
,

变化较小
,

一般 3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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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m ; 流芳岭
、

凤凰山二带最厚
,

一般超过 5 0m ;
靠近南部的纸坊

、

黄石
、

黄梅一带厚度较

薄
,

常 < 3 0m
,

一般 1 0一 Z Om
,

变化亦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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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源华龙潭煤系的沉积剖面 (据王绍伟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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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坪煤系主要 由泥岩
、

铝质泥岩
、

含泥缝石角砾岩组成
,

含不稳定的薄煤一层
,

煤

系结构简单
、

厚度亦小
,

0
.

3一 6m 左右
,

一般 2一 3m
。

2
.

岩石特征

砾岩
:

主要为健石角砾岩
、

泥质角砾岩及含健石角砾的铝质泥岩
。

角砾成分均为来自

下伏地层的健石
,

无分选性
,

砾径 2一 1 OOm m
,

一般为 2 0一 5 0m m
,

充填物为砂泥质
,

砂质

成分亦为隧石
。

砂岩
:

区内砂岩均分布在龙潭煤系中
,

以岩屑杂砂岩为主
,

其它砂岩较少
。

粗
、

中
、

细

粒砂岩均有
,

但以细粒为主
。

岩屑主要有硅质岩屑
、

粉砂岩屑
、

泥岩及少量石英岩屑
、

绢

云母板岩屑及酸性火山岩屑
。

这些岩屑组分显示其与江南古陆的浅变质岩系
、

下伏茅 口组

岩石的关系密切
。

岩石中普遍含黄铁矿及自生海绿石
,

杂基含量达 15 一 ; 5%
,

反映了形成 、

时介质混浊
,

能量较弱的海相还原环境
。

粉砂岩的特征与砂岩相似
,

但分布较广
。

泥岩
:

它是分布最广的一类岩石
,

有分布于吴家坪煤系底部的铝质泥岩
,

亦有分布于

龙潭煤系中的水云母泥岩
。

此外
,

还有砂质泥岩
、

钙质泥岩
、

黄铁矿泥岩等
,

常含动植物

及植物根部化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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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岩
:

呈透镜状分布于龙潭煤系中
,

吴家坪煤系的煤层中亦可见灰岩夹歼
,

色深
,

一

般不含生物
,

个别可见小型介壳及有孔虫等
,

厚 0
.

1一 1
.

Om
,

有时含碳质
,

具水平层理
,

主

要为泥状岩
,

系宁静水体环境下的产物
。

3
.

生物组合

区内含煤岩系的顶部
,

含大量正常海相环境的腕足
、

双壳
、

介形类
、

海百合及其碎屑
。

昊家坪煤系的煤层底板含植根
,

偶可见植屑
。

龙潭煤系生物丰富
,

中部含华南常见的大羽

羊齿植物群
,

下部含较多的多为过渡相的动物
,

如小型腕足
、

双壳
、

其足类
、

苔蓟虫及个

别的头足类
。

在砂岩及砂质泥岩中还可见到垂直及斜交层理面的生物潜穴
。

月
.

沉积构造

龙潭煤系中特征的沉积构造有
:

反映波浪作用的波状交错层理及冲洗层理
, 反映潮汐

作用的脉状
、

透镜状
、

波状层理及韵律层理
,
反映水流作用的槽状

、

楔状交错层理 ; 反映

宁静环境的水平层理
, 反映沉积物暴露地表的泥裂等

。

吴家坪煤系仅顶部具水平层理
。

5
.

地化标志

煤系中普遍含黄铁矿
,

亦含少量菱铁矿
,

显示其形成于还原一强还原的环境
。

区内泥质岩中某些微量元素含量及 比值具有一定的变化规律 (表 1 )
,

可作为识别环境

的辅助标志
。

从表 l 中可看出不同环境泥质岩中硼含量均较高
,

反映其形成时主要受海洋

作用影响的环境
。

襄 t 不同环境泥质沉积徽 t 元素含 t 及碳酸盐结核台定同位素含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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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块碳酸盐结核样品 (其中煤层中灰岩夹歼一个
,

煤层底板潮坪泥岩中菱铁矿结核一

个
,

煤层上泻湖泥岩中灰岩透镜体丫个 ) 的稳定同位素含量分析结果均表明其形成于咸水

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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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岩相特征

根据岩性特征
、

沉积构造
、

生物组合
、

地化特征
,

并结合沉积剖面的垂向层序 (图 2 )
,

本区的上二垂统含煤岩系可分为三个相带
,

即陆相带
、

滨岸障壁
一

泻翻
一

湘坪相带及离岸海相

带
,

八个沉积相
.

其中陆相带煤系中仅保留残积相
,

离岸海相带包括局限海及开阔海相
,

其

余沉权相肠滨眯装
一

泻期
一

湘坪相带
.

妞积相
:

代表岩性为挂石角砾岩
、

铝质泥岩及其间过渡岩性
,

具块状构造
.

系东昊运

动后
,

茅口灰岩裸 . 地表遭受风化剥蚀
,

钙镁质受溶蚀被流水带走
,

残留下难以风化的健

石及硅铝质红土化
,

后经其它地质作用演化而成
。

值得指出的是铝质泥岩中翻含t 较高
,

可

能是受潮汐作用的悦动及改造所致
.

位徽砂峨相
:

代表岩性为砂岩
,

有时夹粉砂岩
,

剖面上多呈反粒序
,

煤系上部亦有正

粒序者
。

具冲洗层理
、

波状交错层理及水流作用的交错层理
, .

常可见徽 t 海绿石及垂直层

理面的潜穴
。

平面上呈长轴平行岸线分布的砂体
。

湘道相
:

为具水流作用的各种交错层理砂岩
,

含小煤屑
、

碳质泥岩屑及植物屑
,

厚度

较小
,

平面上呈带状分布
、

与潮坪
、

泻湖相共生
。

泻湖相
:

主要由深灰色泥质岩组成
,

夹透镜状灰岩
,

具水平层理
,

含舌形贝
、

较小的

腕足类
、

双壳类
、

苔辞虫及植物碎片
、

含较多的黄铁矿
,

肴时呈结核状产出
。 *

湘坪栩
:
可分为眯魏型及广海型湘坪相

,

前者出现在龙潭煤系
,

后者见于吴家坪煤

系
。

有阵壁湘坪相由砂质岩及泥质岩组成
,

具脉状
、

透镜状
、

波状及韵律层理
,

含腕足
、

腹

足
、

其足
、

双壳类及植物化石
,

可见垂直层面的虫迹及植根
,

亦可见泥裂
,

含黄铁矿及菱

铁矿
。

广海型潮坪相的岩性为泥岩
,

具水平层理
,

含植根
、

黄铁矿及菱铁矿
,

偶可见植

屑
。

泥炭坪相
:

是湘坪上的聚煤环境
,

区内煤层及碳质泥岩均属此相
,

夹黄铁矿及灰岩结

核
。

局限海相
:
主要为具水平层理的粉砂岩及泥岩

,

含腕足
、

头足
、

双壳类及植屑
,

可见

海绿石
,

含黄铁矿及龚铁犷
。

开阅海相
:

位于含煤岩系顶部
,

由灰色钙质粉砂岩和泥岩组成
,

含正常海相腕足类
、

双

壳类
、

海百合及其碎月
,

具水平层理
.

三
、

沉积旋回

含煤岩系的沉积旋回是沉积作用周期性变化的表现
,

是地壳振荡运动的产物
。

本区龙

潭煤系及吴家坪煤系均为退积型含煤建造
。

龙潭煤系由三个小旋回组成一个中型退积旋回
,

中
、

下部为两个小的进积旋回
,

具有由局限海
、

障壁
、

泻湖
、

潮坪至泥炭的进积式垂向层

序
; 上部为一退积塑旋回

,

垂向层序与进积式相反 (参见图 2
一

A ; 图
.

3) 二 因而龙潭煤系中

发育有三个含煤层位
,

由下至上分别称之为 I
、

l
、

, 煤
。

上部退积旋回的含煤性极差
,

仅

局部可见煤线或薄煤
。

中
、

下部旋回较完整
,

含煤性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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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坪煤系为单一海侵退积型旋回
,

具有由残积
、

潮坪至开阔海的垂向层序 (图 2
一

B)
,

煤层位于中部
,

但工业意义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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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湖北东南部上二登统含煤岩系沉积断面图 (剖面位里见图 幻

I一开阔海衬1粉砂岩
、

泥岩
. 2

一

潮坪泻湖扣砂岩
、

泥岩
, 3

一

局限海扣粉砂岩
、

泥岩
, 4

一

煤层
, 5

一

石灰岩
.

6
一

障壁及潮道扣砂岩
; 7一残积含碌公1质泥岩及铝质泥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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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沉积背景

1
.

古构造背最 晚二叠世
,

本区所在的扬子板块位于赤道附近南半球的低纬度带
,

与

华北板块的纬度差为 1 6
.

3 一 1 7
.

20
,

相距达 ZOO0k m
,

其间为古特提斯洋
。

扬子板块的北缘

为被动大陆边缘
。

现今本区北部的大别山是外来地块
,

印支
一

燕山期
,

与扬子板块拼合
,

大

乍 别为仰冲体
,

扬子板块为俯冲体
,

拼接边界为襄樊
一

广济断裂和郑城
一

庐江断裂
。

龙潭早期
,

研究区北部面向广海
,

南部邻接江南古陆
。

长江深断裂带沿长江从镇江至九江
、

大冶
、

嘉鱼一线发育
,

向西没入江汉平原
,

在本

区内称之为大冶
一

嘉鱼深断裂
。

该断裂纵贯本区
,

经历了长期复杂的演化过程
,

控制了区内

晚古生代沉积相带的展布
。

如上泥盆统的五通群
、

下石炭统的大塘阶
、

上石炭统的船山群

均发育于该断裂的北部
,

南部却缺失
;
茅口期北部为硅质沉积

,

南部则为碳酸盐沉积
,
上



岩 相 古 地 理

二登统北部为龙潭组和大隆组
,

而南部为吴家坪组和长兴组
。

郑庐断裂和梁子湖断裂在区

内呈北东
、

北北东向延伸
,

在龙潭早期均有不同程度的活动
。

这三条断裂将本区分割成不

同的断块 (图 l ), 由于基底断块的差异运动控制了龙潭早期的沉积作用
,

从而使沉积面貌

亦显示出不同
。

2
.

含煤岩系沉积前古地理 早二益世茅口晚期
,

大致以大冶
一

弃鱼断裂为界
,

南部主要

为一套碳酸盐台地组合
,

沉积了浅色撅粒岩
、

泥粒岩及骨架岩
,

含健石结核
。

岩石中终
、

珊

瑚
、

腕足
、

棘皮类
、

海百合等生物及生屑丰 ,
.
北部为台前凹陷带

,

水体较深
,

属欠补偿

沉积区
,

主要沉积了含放射虫
、

海绵及头足类的薄层状硅质泥岩
、

硅质岩
,

局部夹薄层泥

状岩及粒泥岩
。

因而
,

显示出南高北低的底形背景
.

五
、

沉积环境的演变与聚煤作用

1
.

含煤岩系沉积早期古地理 东昊运动后
,

茅 口期的海水退却
,

本区隆升成陆
。

但海

退时间短
,

海侵接踵而来
。

初期海侵范围小
,

海水仅筱盖大冶
一

嘉鱼断裂以北地区
。

这一茅

口末期的台前凹陷带底形平缓
,

早期海侵形成所谓局限海环境
,

龙潭煤系就是在这种背景

下开始沉积的
.

沉积作用由陆向海推进
,

形成下部的进积旋回
。

大致以汉阳新农
、

武昌流芳岭一线为界
,

北部武汉
、

鄂城一带以深色泥质沉积物为主

夹粉砂质
,

属障壁体系外的局限海 (图 4
,

, 区 ) ,
新农

、

流芳岭以南为障壁泻湖潮坪滨岸
户

带 (图 刁
,

l 区 )
。

梁子湖断裂以西的纸坊一带 (图 刁
,

l ,

分区 ) 及郊庐断裂以东的黄梅一

带 (图 刁,
l

:

分区 )
,

地壳沉降速度稍快
,

不利泥炭坪相发育
,

仅局部可见有煤线
。

这两者

间的黄石
、

七约一带 (图 4
,

l :

分区 )
,

则以障壁
、

潮坪环境为主
,

可形成局部可采的煤层

( I 煤 )
。

2
.

含煤岩系沉积中期古地理 早期沉积作用结束
,

接着又是一次海侵
,

海水浸漫到大

冶
一

嘉鱼断裂带附近
。

沉积作用仍由南向北推进
,

形成龙潭煤系的中部旋回
。

中期基本继承

了早期的沉积格局
,

由于海侵较广
,

沉积范围也较宽
,

主要是滨岸障壁体系拓宽了 (图 3)
,

沉积厚度亦大得多
。

这是本区最重要的聚煤期
,

聚积的 I 煤最具工业意义
。

此期武汉
、

鄂

城一带仍为局限海
、

局部有远岸砂坝发育
。

滨岸障壁带则分异明显
,

纸坊及黄梅地区
,

水

体较深
,

主要为障壁
、

泻湖体系
,

潮坪
、

泥炭坪不发育
,

堆积的 l 煤多呈线状产出
,

仅个

别地段达到临 界可采厚度
。

黄石七约一带
,

地壳沉降平稳
,

主要为障壁潮坪泥炭坪体系

( 图 3
.

B )
,

潮坪及泥炭坪环境较发育
。

这种环境有利于聚煤作用的进行 (图 5)
,

煤层绝大

部分达 1一 Zm 厚
,

个别点甚至达 6m 以上 (红家嘴 )
。

3
.

含煤岩系沉积晚期古地理 此时
,

大冶
一

嘉鱼断裂以北的低地已逐渐填平补齐
; 以南

的灰岩区多已风化夷平成红土化
。

全区虽仍保持南高北低的地势
,

但高差不大
,

已准平原
、

化
。

此后
,

邻东南沉降速率变快
,

海水自北向南直达江南古陆
,

广海潮坪及开阔海环境亦

由北向南演化
,

形成本区龙潭早期最大的一次海侵
。

在广海潮坪由北向南退却时
,

可发育

泥炭坪环境而聚积煤层
,

这就是龙潭煤系的 I 煤和吴家坪系的煤层
。

由于海侵速度较快
,

来

不及堆积较厚煤层就被海水覆没
,

因而仅局部有薄煤层发育
。

在全区沉积了广海相泥质岩后
,

开始了清水碳酸盐沉积
,

结束了本区含煤岩系沉积历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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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刁 湖北东南部龙潭早期岩相古地理图

1
一

局限海相粉砂质泥质沉积
. 2

一

障峨
一

污湖沙泥质沉积
; 3

一

障壁
一

潮坪
一

泥炭坪砂泥质含煤沉积
, 4

一

J
’ `

海潮坪泥质沉积
;

5
一

,
“
海潮坪

一

残积泥质
、

含角砾铝泥质沉积
. 6

一

较重要的泥炭坪
; 7

一

沉积断面的位置及编号

I厂
一

海潮坪
一

残积沉积区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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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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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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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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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湖分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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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坪
一

泥炭坪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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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海沉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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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影响聚煤作用 的因素

今 聚煤作用与植物群落的演化
、

古气候
、

古地貌及区域的构造部位密切相关
,

只有这些

因素有利配合
,

才能使聚煤作用顺利进行
,

形成具有工业意义的煤层
。

1
.

含煤岩系中的植物群 本区龙潭系中的植物主要有
: c叨吻娜印钻 sP

.
, 口访由如 sP

. ,

乃伪沙甲必 .sP
,

习户卿神娜加 , .sP
,

皿班呢如娜即 is .sP
,

氏内招骊 .sP 等
,

属大羽羊齿植物群
。

吴家坪

煤系中仅见植屑及植根
,

推测其植物群落的面貌与龙潭煤系应相似
,

故具有成煤的物质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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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古气候条件 晚二叠世龙潭早期
,

研究区位于南半球赤道附近低纬度带
,

属热带雨

林气候
,

适宜植物群落的繁衍
,

有利于泥炭层的堆积
。

3
.

古地理及古构造的影响 大冶
一

嘉鱼断裂
、

梁子湖断裂及郊庐断裂将本区分割成不同

的断块 ( 图 1 )
。

这些基底断块的差异运动控制了古地理环境的展布及沉积作用的进程
,

也

控制了聚煤作用的强度
。

大冶
一

嘉鱼断裂造就了龙潭早期本区北低南高的古地理格局
,

控制了龙潭煤系和吴家坪

煤系的分布
。

梁子湖和郑庐两断裂控制了龙潭煤系富煤带的展布
。

这两断裂间的黄石七约

断块
,

在煤系沉积早中期
,

沉降速度适宜
,

有利于泥炭环境的发育
,

形成较好的 l 煤及局

部发育较好的 I 煤 (图 5 和 3)
。

其两侧的纸坊和黄梅断块
,

总的说来
,

龙潭早期沉降速率

较快
,

多数时期被水筱没
,

主导环境是障壁及泻湖
,

潮坪及泥炭坪仅在障壁内侧及靠陆一

侧局部发育 (图 3A )
,

因而难以形成较厚的煤层
。

大王 吸

!

红家叭 F
`恤 11 铁幼为荀 茸 华

, { } l
一 , 名、 N

湘 L风化带

图 5 黄石
一

七约矿区龙潭煤系聚煤模式图

F地
.

5 C Oa l一理 u m u 场it n g m o d e l f o r ht e L o n g at n

coa l n l e a名 u

esr j n ht e H ua
n小 hj

一

切y u e
m jn j n g dsj t r ict

, 煤堆积在广海潮坪环境
,

地壳沉降速度亦较快
,

虽有聚煤作用发生
,

但延续时间短
,

不利于煤层的聚积
。

由此可贝汤 影响本区聚煤作用的主要因素是大地构造条件的控制
。

黄石七约一带在聚

煤期具有利的构造配合
,

是本区的聚煤中心
。

张玉英为本文精心描图
,

特致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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