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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云南先锋盆地和小龙潭盆地的超厚煤层中$有丰富的异地成因的沉积学标志’这些

成因标志揭示了!种新的异地堆积亚模式$即%先锋亚模式&和%小龙潭亚模式&’其中$%先锋

亚模式&可归纳为%湖相植物碎屑扇三角洲?水下重力流二次堆积&’%小龙潭亚模式&可归纳

为%湖相植物碎屑三角洲?水下重力流二次堆积&’综合这!种亚模式及笔者原先所建立的

%阜新亚模式&和%抚顺亚模式&$可以进一步概括出完整的中国中(新生代内陆断陷盆地超厚

煤层的%异地?微异地二次湖泊复合堆积模式&$即%腐植型植物碎屑河流远源搬运"植物碎

屑扇三角洲或植物碎屑三角洲沉积D湖泊漂浮异地植物碎屑沉积D湖滨沼泽泥炭微异地堆

积D湖泊原地藻类泥炭原地堆积D泥质碎屑或砂质碎屑或生物壳屑沉积"洪水(弱风暴流或

水下重力流的混合和搬运作用"植物碎屑与无机碎屑的机械分异和再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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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中(新生代中小型内陆盆地普遍赋存有厚

度大于F)I的超厚煤层$这些煤层不仅是低硫(低
灰的环保型优质动力用煤和化工用煤$而且是烃转

化率很高的优质液化石油用煤’其巨大的经济价值

是不言而喻的’研究这类巨厚煤层的成因$不仅对盆

地内煤炭资源的预测(评价及勘探(开采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而且对补充和完善煤的成因理论*C+也有重

要意义’笔者曾通过阜新和抚顺盆地的研究$得出了

超厚煤层异地成因的新认识$并建立了!个成因亚

模式$即阜新盆地亚模式!!!冲积扇前浅水砂质重

力流型亚模式*!+和抚顺盆地亚模式!!!弱风暴及水

下泥质重力流型亚模式*#"*+’最近$笔者在云南先锋

盆地和小龙潭盆地的超厚煤层中又找到了大量的异

地成因新证据$建立了!种新的超厚煤层成因亚模

式$进而提出了中国中(新生代内陆断陷盆地超厚煤

层异地成因的综合模式’

C!先锋盆地超厚煤层的异地堆积特征

先锋盆地位于我国云南省东部$是形成于新第

三纪的小型走滑断陷 盆地’该盆地残留面积宽约

)’*"!’#MI(长度B’*MI’由于后期构造反转变形$
盆地整体呈向西倾伏的向斜$褐煤层沿着盆地的北(
东(南三侧边缘出露"图C#’前人对该盆地的构造演

化(层序充填(煤岩(煤化学及古植物开展过大量研

究*F"B+$本文侧重于煤层的宏观沉积相观察和研究’
在先锋盆地中堆积有厚达C)))I的含煤碎屑

岩系"图!#’沉积相分析表明$该含煤岩系的沉积环

境总体上经历了山间洼地?浅湖?深湖?浅湖?山

间平原的演化’主煤层为"号煤层$分布于盆地东

部$原生厚度约为A)"C")I$发育于早期浅湖阶

段’其底板为厚层的浅湖相泥岩$而顶板是厚达A))I
以上的深湖相硅藻土’在盆地东部的东(北(南三侧$*
个大型采坑完整地揭示了"号主煤层的形貌及结构’
在盆地东北部边缘$由各种粒径的角砾状褐煤化木块

和泥炭块构成的冲积扇?扇三角洲沉积体"图#$A#$
在剖面上呈巨厚层状$平面上呈扇状(朵叶状’

褐煤化木块形状不规则(排列杂乱"图##$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