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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盐源藤桥研究区白果湾组沉积相特征及聚煤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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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三叠世为南方重要的聚煤时期，盐源藤桥研究区晚三叠世含煤地层主要为白果湾组。根据野外露头、实测地层剖面、

山地工程及钻探岩心资料的沉积学分析，研究区临近物源区康滇古陆，地处箐河断裂东南构造盆地的边缘，主要发育一套曲

流河沉积，属以河流控制为主的河湖沼泽相与三角洲相沉积，成煤环境以岸后沼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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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te Triassic is an important coal-accumulating period in the south, and the late Triassic coal-bearing strata in Yanyuan 

Tengqiao research area are mainly the Baiguowan 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sedimentological analysis of field outcrops, measured 

stratigraphic profiles, mountain engineering and drilling core data, the study area is close to the source area of Kangdian ancient land, 

and is located at the edge of the southeast tectonic basin of the Qinghe fault. A set of meandering river deposits is mainly developed, 

which belongs to the river-lake marsh facies and delta facies deposits dominated by river control, and the coal-forming environment is 

dominated by the backwater ma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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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概况 

藤桥研究区位于凉山州盐源县城 140°方向，直距约

30km，面积约 72.8km
2
，地处盐源县马鹿乡、藤桥乡境内，

处于沟谷侵蚀切割强烈的高中山地区，总体山势北高南低，

高差约 1500m，基岩裸露较好，含煤地层广泛出露。研究

区及外围赋存和出露的地层由老到新依次为前震旦系盐

边组（Pt1y）、震旦系上统列古六组（Zbl）、观音崖组（Zbg）、

灯影组（Zbd），二叠系上统峨眉山玄武岩组（P3β），三叠

系上统白果湾组（T3bg）及第四系全新统（Qh），地层总厚

度约 3000m。研究区东临麻陇断裂带，西邻箐河断裂带，

区内主体构造自西向东依①②次是油房陈家背斜、爬溜坡

向斜、罗古断层、赵家湾背斜、纸厂湾向斜、拱董桥沟背

斜。其中背斜相对窄而紧密，形态完整清楚，向斜则显示

相对开阔而平缓，褶皱轴面大致呈南北走向（见图 1）。 

研究区内含煤地层为三叠系上统白果湾组（T3bg），根

据含可采煤层情况分为两段，二段（T3bg
2
）基本不含可采煤

层，底部偶尔可见零星可采点；白果湾组一段（T3bg
1
）为本

区的主要可采煤层含煤段，地层厚度 475.75～576.31m，平

均厚度 528.58m，煤层平均总厚度 3.43m，含煤系数 0.65%。

可采煤层平均总厚度 2.59m，可采含煤系数 0.49%。 

根据含煤性、岩相及岩性组合特征将白果湾组一段划

分为三个含煤亚段，其中一、三亚段岩性总体较细，以细

粒砂岩、粉砂岩为主，夹少量中～粗粒砂岩组成；二亚段

岩性总体较粗，岩性以中～粗粒砂岩为主，间夹少量细粒

砂岩、粉砂岩。煤层在剖面上均成煤组发育，且在大部分

地段煤层厚度不稳定。 

 
图 1  藤桥研究区位置及构造纲要示意图 

2 岩石学特征 

2.1 岩相特征 

2.1.1 砂岩相 

砂岩以灰—灰白色中、细粒砂岩为主，石英以花岗岩

型石英和沉积岩型石英为主，次为变质型石英；砂岩中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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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碎屑分布普遍，种类繁多，较为常见的有泥质岩岩屑、

粉砂岩岩屑及云母石英片岩岩屑；长石类型主要为斜长石

和钾长石，碎屑颗粒以次圆状为主，分选中等。 

2.1.2 粉砂岩相 

粉砂质呈棱角状或次棱角状。碎屑成分以石英为主，

见少量泥屑、硅质岩屑和长石，多充填白云母和黑云母，

少见绿泥石和高岭石等矿物。 

2.1.3 泥岩相 

在沼泽相泥岩和炭质泥岩中，富含大量植物根化石，

其矿物成分主要为高岭石、伊利石及少量绿泥石、石英、

云母等碎屑矿物。 

2.1.4 煤 

研究区各煤层煤岩类型主要为半暗型煤，次为半亮型

煤，含镜煤线理～细条带，见较多丝炭透镜体，似金属光

泽，块状、条带状结构，层状构造。 

2.2 古生物特征 

研究区地质条件较特殊，沉积间断时间长，老地层中

未见明显化石群，新地层白果湾组属断裂凹陷河湖沼泽相

含煤沉积，古生物以蕨类植物为主，具有以下特点： 

2.2.1 裸子植物、蕨类植物化石群 

研究区的植物化石类型主要有苏铁杉、侧羽叶、支脉

蕨等，最为常见的是支脉蕨类化石，少量其他植物化石。

平行围岩层面分布，常保存于粉砂岩、泥质粉砂岩中，主

要埋藏湖沼和河流的洪泛盆地环境中。 

2.2.2 枝叶碎片化石群 

由破碎叶片和细枝组成，分布于岩层层面上。主要为

闭流沼泽、湖滨和泛滥盆地环境中（如图 2，图 3）。 

    
图 2  探槽揭露蕨类等植物群化石   图 3 植物化石碎片 

2.2.3 沉积构造特征 

研究区含煤地层主要为白果湾组一段（T3bg
1
），该段

岩石中层理构造发育，中、细粒砂岩中常见平行层理（图

4），此为在较强水动力条件下冲刷而形成，表现为各种碎

屑颗粒细层平行定向排列，多见于河道沉积等急流及高能

环境；中、粗粒砂岩中常常发育板状交错层理（图 5），

表现为层系界面平直且相互平行，层系厚度较大，细层呈

单向倾斜交于层系界面，纹层内常呈下粗上细的粒度变化，

底界多有冲刷面存在，多见于河流边滩、分流河道；细质

岩中多发育水平层理（图 6），其特征是平行于层面，广

泛见于湖泊、洪泛盆地、沼泽及牛轭湖等环境。 

该含煤段岩层中生物成因构造主要见植物根痕及虫

迹构造（图 7）。前者表现为垂直或斜交岩层层面，纵横

交错使岩层具有特殊的团块构造，常见于沼泽和河漫沉积

环境；后者多为垂直层面或大角度斜交于层面，局部也有

平行于岩层层面的，主要见于洪泛盆地、湖泊和三角洲等

沉积环境。 

 
图 4 研究区西翼平行层理 

 
图 5 研究区 21线附近 T3bg

1-1

交错层理 

 
图 6  研究区东翼水平层理 

 
图 7  研究区南东翼生物虫迹

构造 

3 沉积相特征 

藤桥研究区临近物源区康滇古陆，主要发育一套曲流

河沉积，按沉积相特征可划分出河道和河漫滩两个亚相，

河道亚相进一步划分为河床滞留和边滩微相，河漫滩亚相

进一步划分出天然堤、决口扇、泛滥平原、岸后沼泽等众

多的微相类型（表 1、图 8）。 

3.1 曲流河河道 

研究区岩石类型主要以砂岩为主，次为砾岩，碎屑粒

度是河流相中最粗的，层理发育，类型丰富多彩、缺少动

植物化石，仅见破碎的植物枝、干等残体，岩体形态具有

透镜状，底部具有明显的冲刷界面。 

表 1  曲流河沉积相标志及沉积微相划分表 

沉 积 相 岩石类型 颜色 沉积构造 结构特征 

相 亚相 微 相     

曲 

流 

河 

河 

漫 

滩 

岸后沼

泽 

炭质页岩、

泥岩 
黑色、深灰色 水平层理 泥状结构 

泛滥平

原 

粉砂质泥

岩、泥岩 
灰色、紫红色 水平层理 泥状结构 

决口扇 
粉砂岩～细

砂岩 
紫红色、灰黄色 

小型 

交错层理 

分选差、磨

圆好 

天然堤 
粉砂岩、泥

质粉砂岩 
暗紫红色 水平层理 

分选好、磨

圆好 

河 

道 

边滩 
中～细粒砂

岩 
浅灰色、紫红色 

平行层理 

交错层理 

分选差、磨

圆好 

滞留砾

岩 

砾岩、砂砾

岩 
杂色 交错层理 

分选差、磨

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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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藤桥研究区白果湾组沉积相柱状图 

3.1.1 河床滞留沉积 

砾石以粗碎屑物质为主，粉砂及泥质类岩性极少，砾

石成分复杂，亦有河床下伏基岩砾石，且常具叠瓦状定向

排列，倾斜方向指向上游。 

3.1.2 边滩 

岩性以砂岩为主，其矿物成分复杂，不稳定组分多，

研究区砂岩岩石成分主要以长石为主，次为石英。层理构

造主要以交错层理、槽状交错层和平行层理为主。 

3.2 曲流河河漫滩 

河漫滩亚相垂向上发育在河床沉积的上部，相对河床

亚相而言，属顶层沉积。主要发育天然堤、决口扇、泛滥

平原微相，其次为岸后沼泽微相。 

3.2.1 天然堤 

岩性主要以细质岩为主，在垂向上显示的特点是砂、

泥岩互层，以小型交错层理、微波状层理为主。常间歇性

出露水面，局部有钙质结核产出，泥岩中见雨痕、虫迹以

及植物根等。随着河床不断迁移变化，边滩范围逐渐增加、

增长，形成覆盖边滩之上的盖层。 

3.2.2 决口扇 

主要由粉砂岩、细粒砂岩及粗的岩性组成，粒度比天

然堤沉积物稍粗，具有小型交错层理、波状层理及水平层

理，冲蚀与充填构造常见。岩体形态变化较大，向泛滥平

原方向逐渐变薄至尖灭，在剖面上易呈透镜状形态。 

3.2.3 泛滥平原 

平面上距河床距离越远岩性颗粒粒度越细细，主要以

波状层理、斜波状层理为主，次为交错层理。常因间歇出

露水面而在泥岩中保留干裂和雨痕，化石稀少，一般仅见

植物碎片化石，岩体形态常沿河流方向呈板状延伸。 

4 聚煤环境 

研究区位于盐源盆地南东侧靠近康滇古陆位置，处于

古地理特提斯海东段的南部，形成一个半闭塞的海湾环境，

物源主要来自北方。进入二叠纪地壳下降，研究区开始全

面进入海侵时期，之后研究区经历了长期的沉积间断，至

晚三叠世才进一步抬升接受沉积，开始本区的聚煤作用。 

 
图 9  白果湾组沉积模式示意图 

藤桥研究区发育的曲流河沉积具有典型的河道和河

漫滩组成的“二元沉积结构”（图 9），河道沉积由河床滞

留和边滩组成，河漫滩沉积由天然堤、决口扇、泛滥平原、

岸后沼泽等组成。河漫滩亚相的沉积作用主要发生在洪水

期，是河水越过堤岸后，在河道两侧的泛滥平原上发生悬

移载荷垂向加积作用的产物，因此，它们的沉积物为较细

粒的泥岩，处于相对稳定和静水的沉积环境，在适宜气候

条件下植物生长、死亡，导致泥炭沼泽化，从而成为有利

的聚煤环境。曲流河道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在平面上呈带

状产出，层位稳定；同时岸后沼泽发育于宽广的平原地带，

横向延伸较远，但研究区煤层受到后期南北向及北东向构

造破坏，对全区煤层厚度及煤层稳定性造成了影响。 

综上所述，研究区煤层形成于白果湾组曲流河河漫滩

沉积环境，其岸后沼泽环境处于宽广平原地带，更有利于

煤层的发育，是本区煤层主要发育环境。 

5 结束语 

①本次研究区白果湾组共发育 4 种岩相类型，包括砂

岩、粉砂岩、泥岩和煤，结合对研究区古生物及沉积构造

的分析，识别出白果湾组发育一套曲流河沉积，并进一步

识别出河道、河漫滩等沉积亚相及河床滞留、边滩、天然

堤、决口扇、泛滥平原、岸后沼泽等 6 种沉积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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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晚三叠世时，研究区临近物源区康滇古隆，地处箐

河断裂东南构造盆地的边缘，主要发育一套曲流河沉积，

属以河流控制为主的河湖沼泽相与三角洲相沉积，煤层形

成于白果湾组曲流河河漫滩沉积环境，由于其岸后沼泽环

境处于宽广平原地带，更有利于煤层的发育，是本区煤层

主要发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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