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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山丹太原组煤系中的 丁O N S丁E IN

及其在煤层对比中的应用

王 水 利

(西安矿业 学院地质系
,

西安
,

7 1 0 0 5 4 )

摘 要 本文用所定义的 T o
sn iet n 的条件对山丹平坡一东水泉含煤区太原组煤系中

的粘土岩进行衡量
,

确认出该煤系中仅有 1 层 T on st ie n 。

以该 T on st ie n 为等时标志层
,

对含煤区煤 (岩 ) 层进行了重新划分与对比
.

关键词 山丹 太原组 T on st ie n 煤层对比 应用

山丹作为甘肃省河西 走廊地 区的大型煤产地
,

不仅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
,

而且与煤系

共
、

伴生的粘土矿产储量也很丰富
。

根据 《山丹县东水泉粘土矿床地质勘探报告 》 (酒泉钢铁

公司地质队
, ” 59 )

、

《山丹县东水泉粘土矿床补充地质勘探报告 》 (甘肃省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 1 9 7 3 )

、

《山丹煤矿二号井 田补充勘探报告 》 ( 1 4 5 煤田地质队
, 1 9 7 3) 及笔者的野外观察

,

山丹平坡一东水泉含煤区太原组含煤地层中共有 15 层粘土岩
,

大部分分布于煤层顶
、

底板及

其附近
,

少数以煤层夹研的形式产出
。

笔者曾对平坡矿区的 3 个主要层位的粘土岩进行过报

道 (王水利等
,

1 9 9 2 ; 王序:
刊

.

1 9 9 7 )
。

1 T o n s t e in 及其在煤层对比中的作用

T o n s et in 作为与煤及含煤岩系有关的粘土岩的代名词
,

早 已被从事煤及煤系粘土岩研究

的广大地质工作者所熟知
。

然而
,

由于不同作者对该词含意的理解不同
,

因此常对其加以不

同的限制 (王水利
,

见本期 )
。

为了明确起见
,

本文论述的 T on
s et in 是指在成煤环境中形成的

层位稳定
、

单层分布广泛以及和上
、

下煤 (岩 ) 层接触明显的粘土岩
。

它常以煤层夹研或顶
、

底板的形成产出
,

有时也产出于煤层间其它岩层中
。

T o n s et in 作为地层对比的可靠标志
,

常被用于煤层及含煤地层的划分
、

对 比
。

然而
,

和一

般的地层对 比标志相 比
,

T o sn et in 不仅具有层位稳定
、

单层展布广泛及界限明显的特征
,

而

且更重要地是它具有等时性 (即等时标志层 ) 的特点
。

T o
sn et in 的这种等时性的特点是 由它

的特殊成因所决定的
。

尽管 目前关于 T o n s t e in 的成 因仍有多种不同的认识 (或模式 )
,

但随着

愈来愈多的火山成因标志被发现
,

火山碎屑物质在沉积盆地直接堆积
一

蚀变说 已逐渐被大家

所接受
。

由于火山堆积在大范围内具有同时性
,

也就为 T o n st e in 赋予了等时性的特点
。

收稿日期
: 1 9 9 7一 0 6一 1 7

作者简介
:

王水利
,

男
, 1 9 5 6 年生

,

西安矿业学院地质系讲师
,

硕士
,

曾在西安 矿业学院学报
、

西北大学学报
、

西北地

质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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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丹太原组煤系中的 T o
ns et ni

2
·

1 T o n s t e in 的层位及分布

山丹太原组含煤地层中的粘土岩层位较多
,

能够满足 ot sn et in 条件者仅 1 层
,

即位于综

合柱状图 (图 l) 中 7 号一 8 号煤层之间的 IS 有序间层粘土岩 (I S一 T o n s et i )n
。

该粘土岩广泛

分布于平坡一东水泉面积约 4 50 0 km
,

的聚煤区内
,

并一直延伸至区外
。

除个别地点 (如东水

泉 ) 因冲刷缺失外
,

其余大部分地区在太原组中段地层 中均可见到该 粘土岩
,

且厚度稳定

(厚 l m 左右 )
。

自北西 向南东
,

IS 一 T on
s t e in 分别位于平坡矿区顶 一三槽煤层之间

、

新河 6 号

一 7 号煤层之间
、

花草滩 3号煤层底板以及羊虎沟 1号煤层顶板 (图 1 )
。

在东水泉
,

缺失于 2

号煤层之下的分枝河道砂体 中
。

2
.

2 T o n s t e sn 的一般特征

据观察
,

IS 一 T o sn et in 可分为上
、

下两部分
。

上部厚 0
.

3 ~ 0
.

4 m
,

为灰黑色高岭
一

lS 一

T on
s et in 或 15

一

高岭 T o sn et in
。

显微镜下呈残余碎屑结构
,

碎屑组分主要为高岭石化长石 (云

母 )
、

具长石 (云母 ) 假象的粗晶高岭石或碎屑状粗晶高岭石
。

自上而下
,

粗 晶高岭石含量 由

10 %增至 80 % ;
最大粒径从 中砂级增至巨砂级

。

石英含量一般在 3 %一 5%
,

多呈尖棱角状
,

表面有淬火裂纹
,

表明石英经历过高温淬火过程
。

粗晶高岭石和石英杂乱分布于由 IS 有序间

层矿物构成的纤状 一鳞片状粘土基质中
。

重矿物见有错石
、

电气石和黄铁矿
。

下部
,

厚 0
.

6一

0
.

7 m
,

为灰一浅灰色 IS 一 T o n s et in
。

显微镜下呈鳞片纤状结构
,

主要由鳞片一纤状 IS 有序间

层矿物所构成
,

其含量一般在 90 %左右
;
高岭石含量较少 (一般小于 10 % )

,

且多为微晶高岭

石
,

粗晶高岭石仅占 1%左右
;
石英含量一般小于 1%

。

IS 有序间层矿物中
,

蒙脱石结构单元

层含量一般在 25 %左右
。

由于含有较多膨胀层
,

岩石吸水后首先在表面上呈现出网格状膨胀

条纹
,

并使岩石表现 出假角砾状结构
。

局部可见有残余凝灰质结构
,

粘土化的弯月形
、

镰刀形

玻屑依稀可见
。

重矿物见有错石及黄铁矿
。

上
、

下两部分的结合部见有强烈的碳酸盐化现象
。

上述特征表 明
,

IS 一 T on
s et in 的原始物质主要以晶屑玻屑 (或玻屑晶屑

,

上部 ) 和玻屑

(下部 ) 为主要成分的火 山凝灰物质
,

是火山作用期间的盆地 内直接堆积的火 山碎屑物质
。

3 15 一 T o n s t e in 在平坡 一东水泉含煤区地层对比中的应用

3
.

1 以往的对比工作及存在问题

图 1 是山丹平坡一东水泉含煤区煤系对比图
。

该图以灰岩 ( K
。

标志层 )
、

砂岩 ( K
l 、

K
:

和

K
3

标志层 ) 和煤层 (组 ) 及不整合面 ( 任
l

和 C
Z
y 分界面 ) 或假整合面 ( lP d h 和 sC t 3

分界面 )

为对 比标志
,

对 比结果基本反映了含煤区煤 (岩 ) 层的变化情况
,

但仍存在如下问题
。

( l) 由于砂岩及煤层 (组 ) 侧向均不稳定
,

相变分叉
、

尖灭时常发生
。

用其作为对比标志
,

难免会出现穿时
、

错层现象
,

如新河
、

东水泉两个剖面中可能就存在错层现象 (见图 1
,

2)
。

( 2) 侵蚀不整合面对上覆地层讲是一个准等时面
,

但对下伏地层是穿时的
,

并且山丹地

区大黄沟组 (P
:
d h ) 之下局部 (如新河 ) 还有山西组出现 (张韬等

,

1 9 9 5 )
。

该对比图不仅将侵

蚀不整合面作为对比基准面
,

而且也作为石炭系与二叠系的分界线
,

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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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砾砂岩 , 2
.

粗砂岩 , .3

铝质泥岩
; 11

.

石 灰岩 ;

图 1 山丹平坡一东水泉煤系对比图

(据山丹煤矿对 比图
,

有删减 )

中砂岩 , 4
.

细砂岩 , 5
.

粉砂岩 , 6
.

砂质泥岩
. 7

.

泥岩 ; 8
.

煤层 ; 9
.

铝土岩 ,

1 2
.

泥灰岩
, 13

.

花岗岩
; 14

.

片岩
; 15

.

整合及假整合
; 16

,

煤层及岩组对比

线 ; 17
.

系
、

统对 比线 ; 18
.

动
、

植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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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比图将新河及其附近地区存在的山

西组地层笼统地划归太原组似乎也不妥当
。

3
.

2 本次划分
、

对比结果

鉴于在平坡 一东水泉煤系对 比中存在的问

题
,

笔者依据 IS 一 T o sn et in 具有等时
、

稳定
、

分布广泛
、

易识别等特点
,

将其作为对 比基准

线
。

结合地层及煤 (岩 ) 层 (组 ) 特征
,

兼顾地

层间距 (相同时间间隔 内沉积的陆相或过渡相

地层
,

其厚度不应相差太大 ) 以及不整合及侵

蚀不整合等标志
,

对含煤区煤 (岩 ) 层进行重

新划分
、

对 比 (图 2)
。

与原对 比相比
,

不仅在

新河和东水泉剖面的对 比中做了较大变动
,

而

且在新河及临近的平坡
、

花草滩剖面中还划分

出了山西组地层
。

4 讨 论

关于 山丹地 区 山西组
,

有三种不 同的看

法
:

一是认为山丹 (乃至整个河西走廊 ) 无 山

西 组 (甘肃省煤 田预测资料 )
,

而将太原组分

为上
、

中
、

下三组 ;
二是认为在平坡

、

东水泉
、

新河
、

花草滩等地有 山西组
,

且含煤
,

其层位

与太原组上段相当 ( 山丹煤 田勘探报告 ) ; 三

是认为山丹地区有 山西组
,

但仅存在于新河及

其附近 (张韬等
,

1 9 9 5 )
,

其层位可能与笔者划

分方案相 当
。

笔者认为
,

山西组在 山丹地区肯

定存在
,

但界限在何处还需进一步商榷
。

若无

可靠的古 生物 或其它证据
,

将界限放在 T on
-

s et in 之上的第一层砂岩底界 (即 C
3 t 3

底界 ) 可

能更符合华北地 区的地层特点
。

参加野外工作的有傅炳章
、

梁绍退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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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坡一东水泉煤系新对比图

( 1
,

2 0 0 0 ,

煤层编号同图 i )

并得到山丹煤矿的大力支持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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