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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钻孔及露头资料，对鸡西盆地下白垩统鸡西群层序地层进行了研究，共划分出 ( 个

!级、+ 个"级层序。!级层序代表了鸡西盆地最大一次湖侵$湖退沉积，+ 个三级层序反映

了三次低级别的湖侵$湖退沉积作用。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鸡西群的成煤作用特点，其中!级

层序湖侵背景下的"级层序湖侵体系域聚煤作用最好；湖退背景下"级层序湖侵体系域聚煤

作用次之；低水位背景下"级层序湖侵体系域聚煤作用较差，"级层序低水位与高水位体系域

聚煤作用最差。研究结果对探讨鸡西盆地早白垩世沉积、成煤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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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层序地层学是研究一套由不整合面及其相当

的整合面为界的、具有成因联系的年代地层格架内

岩层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其主要根据露头、岩

芯、地震与测井等地质与物探资料，结合沉积学、生

物学、年代学、事件地层学、地球化学及岩石地层学

等学科，有效地划分和对比沉积层，并提供一种更

为精确的地质时代对比、岩相古地理再造、盆地生

成演化、石油、煤等沉积 矿 产 的 生、储、盖 组 合 方

法［(］。国内一些地质学家已成功地将层序地层学

理论运用到大部分沉积盆地分析及找矿当中，并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

黑龙江东部鸡西盆地内钻孔、露头资料丰富，

以往地质工作对鸡西盆地内岩石地层、生物地层等

研究较详细，但对层序地层、盆地演化及成煤作用

涉及很少。岩石地层具有较强的填图性，但对盆地

的演化及聚煤作用分析等缺少有效的研究方法，而

层序地层学以它的科学性、定量性、预测性、综合性

等优势［+］，弥补了岩石地层对盆地分析的不足，其

对于地层格架建立和成矿预测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等在鸡西地区从事 (* "$ 万区域地质调查过程

中，通过对鸡西盆地层序划分，发现二、三级层序内

部体系域与聚煤作用之间存在密切的成因联系，本

文在鸡西群层序地层划分基础上，对盆地的聚煤作

用进行了探讨。

(! 地质概况

鸡西盆地是黑龙江东部重要含煤盆地，位居前

中生代佳木斯地块之上，介于依舒断裂和敦密断裂

之间，盆地的形成主要与敦密断裂在早白垩世左旋

走滑拉分作用有关，盆地呈菱形展布，边界由断裂

限定，煤层及火山岩发育，为典型的断陷盆地。盆

地形成于早白垩世早期，封闭于晚白垩世早期，在

纵向上表现两个大的演化阶段，早白垩世凡兰吟 &
阿尔布中期（断陷期）沉积了鸡西群含煤岩系，阿尔

布晚期 & 赛诺曼期（坳陷期）沉积了具红层特征的

桦山群。

鸡西群是中国东北重要煤系地层，自下而上划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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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四个组级岩石地层单位：滴道组（!#!）、城子河组

（!#"$ ）、穆棱组（!##）和东山组（!#!$）。滴道组为

一套河湖相 % 火山碎屑沉积岩，地层结构为加积

型，下部夹薄煤层，含有 %&’’()!*+,-./"0*(1$*$ 植物

群化石，底部角度不整合于盆地基底之上，顶部被

城子河组平行不整合覆盖，时代为凡兰吟期；城子

河组为一套滨浅湖 % 沼泽相中细粒正常沉积岩，地

层结构为退积型，中下部夹 " & ’( 层工业煤层，含

丰富的 % % - 植物群化石及海相双壳类、沟鞭藻等

化石，顶部被穆棱组平行不整合覆盖，时代为凡兰

吟晚期 % 巴列姆早期；穆棱组为一套滨浅湖 % 三角

洲 % 沼泽相中细粒正常沉积岩，地层结构为加积 %
进积型，中下部夹 ’ & ) 层工业煤层及多层酸性凝

灰岩，含丰富的 % % - 植物群化石，顶部被东山组整

合覆盖，时代为巴列姆早期 % 阿尔布早期；东山组

为 一 套 陆 相 火 山 % 沉 积 碎 屑 岩，内 部 含 有

23(4+#*53$,6+.*"+ 植物群化石及淡水鱼化石，相当

于盆地晚期火山 % 沉积充填建造，顶部被桦山群角

度不整合覆盖，时代为阿尔布早中期。

’! 层序划分

层序地层划分采用罗立民（#***）陆相层序地

层划分方案［+］，将鸡西群沉积层进行了一、二、三个

级别层序划分（ 图 #）。陆相断陷盆地一、二、三级

层序主要受区域性断裂构造控制，称为构造层序，

层序的形成与幕式构造有关［’，"］，气候条件主要控

制沉积物的种类。本文依据盆地内各级构造界面

对盆地内一、二、三级层序进行划分，各级层序分别

由相应级别的不整合面及整合面限定，各级不整合

面及整合面由不同级别的构造运动所形成。

一级不整合面由一级构造运动形成。一级构

造运动指直接控制盆地形成和消亡的构造事件，这

图 #! 鸡西群层序地层划分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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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构造事件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往往形成覆

盖整个盆地的大型古构造运动面，界面之上为盆地

充填序列［%］。与一级构造运动相对应的沉积记录

称为一级构造层序。鸡西盆地一级不整合面相当

于鸡西盆地与基底之间不整合面，即为滴道组与下

伏前中生代基底之间不整合面，该不整合面为等时

性构造界面，界面之上形成的一级构造层序相当于

鸡西群及其上的桦山群。

二级构造运动是指控制盆地不同演化阶段的

构造事件，即鸡西盆地早期断陷向晚期坳陷转变之

构造运动，所形成的构造界面为二级构造界面，界

面之间形成的沉积记录称为盆地二级构造层序。

二级构造界面相当于鸡西群与桦山群之间的角度

不整合面，此界面将鸡西盆地一级构造层序分成 "
个二级层序，二级层序!&相当于鸡西群沉积，!"相

当于桦山群沉积。

三级构造运动指导致盆地沉降速率变化的构

造事件，其形成的构造界面在盆缘通常与不整合相

对应，向盆地内过渡为似整合，该界面相当于鸡西

盆地中城子河组与滴道组、穆棱组与城子河组之间

的平行不整合面，以此在鸡西盆地!& 内进一步划

分出 % 个三级构造层序："&、""、"%，分别对应滴

道组、城子河组、穆棱组 ’ 东山组。

%! 层序特征

!! "# 二级层序!"

充填于整个鸡西盆地，层序底界面为一级层序

界面，顶界面为二级层序界面。层序底部为一套山

前冲积扇 ’ 辫状河相砾岩沉积（滴道组底部），中部

为一套河湖相砂岩、粉砂岩夹煤层沉积，上部为一

套中性 ’ 中酸性钙碱性火山碎屑岩（滴道组上部），

三者构成加积型地层结构，相当于盆地二级层序低

水位体系域；中部为一套含煤中细粒碎屑沉积岩系

（城子河组），具退积型结构，相当于湖侵体系域；上

部为穆棱组中细粒含煤碎屑沉积岩系，具加积 ’ 进

积型结构，顶部为东山组中性 ’ 中酸性钙碱性火山

碎屑岩夹正常沉积岩，东山组与穆棱组构成!级层

序高水位体系域。该!级层序代表了鸡西盆地内

一次大规模的、完整的基本对称型湖侵$湖退沉积

旋回，低水位体系域 ( 湖侵体系域与高水位体系域

发育程度基本相当，反映了湖侵向湖退转换速度较

慢，煤及动、植物化石发育说明水量充沛，气候较为

温暖潮湿。内部发育两个三级构造界面，即穆棱组

与城子河组及城子河组与滴道组之间的平行不整

合界面。不整合面主要发育在盆缘，向盆内过渡为

整合，不整合面之上发育进积型砾岩，一般砾岩进

积的次数可反映构造运动次数［$］，，两次砾岩进积

代表两次构造运动，该两个构造界面将层序!& 分

成 % 个三级层序。

!! $# 三级层序

!! $! "# 三级层序""

对应滴道组沉积，呈 "## 向条带状展布，底界

面与盆地一级构造界面重合，顶界面为盆地三级构

造界面。底部为一套山前冲积扇及河流相厚层状

砾岩，具加积型结构，构成三级层序低水位体系域；

中部以河湖相砂岩为主，夹煤线及火山岩，具退积

型结构，相当于三级层序湖侵体系域；上部以中 ’
酸性钙碱性火山岩夹砂岩为主，具进积型结构，为

三级层序高水位体系域。上、中、下三部分构成一

个完整的"级层序对称沉积旋回，低水位体系域 (
湖侵体系域与高水位体系域发育程度基本相当，显

示了湖侵向湖退沉积转换速度较慢。该层序代表

了鸡西盆地早期次一级湖侵$湖退完整的沉积旋

回。

!! $! $# 三级层序"$

对应城子河组沉积，呈 "## 向条带状展布，

顶、底界面均为盆地内三级构造界面，该界面在鸡

西盆地北部多处表现层序底部超覆在盆地一级构

造界面之上，向盆内追踪，与三级构造界面重合。

底部为一套冲积扇相砾岩，向盆内过渡为滨浅湖相

砂岩，具退积型结构，属低水位体系域；中部为一套

滨浅湖 ’ 沼泽相砂岩、粉砂岩、泥岩夹煤层组合，含

丰富的植物化石，偏下部含有多层海相化石层，具

退积型结构，相当于湖侵体系域；顶部为一套滨浅

湖 ’ 三角洲相砂岩夹粉砂岩组合，具进积型结构，

为高水位体系域。总体构成一个完整的"级层序

非对称型沉积旋回，低水位体系域 ( 湖侵体系域发

育程度远大于高水位体系域，反映湖侵向湖退沉积

转换速度较快。该层序代表了鸡西群沉积中期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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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的湖侵$湖退沉积旋回。

!! "! !# 三级层序!!

相当于穆棱组与东山组沉积，呈 "## 向条带

状展布。底界面为盆地三级构造界面，顶界面与盆

内二级构造界面重合，区内识别标志明显，盆内可

大范围追索。底部普遍发育一层厚层状（ 含砾）粗

砂岩，盆缘附近为砾岩，向盆地内渐变为细砂岩，向

上（层序下部）为一套砂岩、粉砂岩、泥岩夹煤层组

合，总体相当于近源河流 # 滨浅湖 # 沼泽相沉积，

具退积型结构，为三级层序湖侵体系域；中部主要

为一套滨浅湖 # 三角洲相砂岩、粉砂岩、泥岩等细

碎屑岩组合夹煤层及流纹质火山碎屑岩；顶部为一

套中性 # 中酸性钙碱性火山碎屑岩夹陆相沉积岩

组合，与中部岩系组合构成高水位体系域。该层序

总体上表现一个完整的!级层序非对称沉积旋回，

高水位体系域发育程度远大于湖侵体系域，显示了

湖侵向湖退沉积转换速度较慢。其代表了鸡西群

沉积晚期的一次低级别的湖侵$湖退沉积旋回。

"! 层序地层与聚煤作用

煤层的形成需要高的地下水位或潮湿的气候、

较长的堆积时间和低的陆源沉积补给量以及迅速

埋藏等条件［$］，因此，形成煤的最好环境是具有生

物遗体的堆积、持续上升的水面和最少的粘土和泥

质，且只有在可容纳空间的整个增长速度约等于植

物遗体的堆积速度的情况下，有机质才能得以保存

至形成煤［%］。可容纳空间、水位的变化及沉积物供

给、古气候情况与层序地层内部体系域变化之间有

着密切的成因联系，湖侵体系域一般有较好的煤

层，且连续性好；高水位体系域煤层连续性和煤质

较差；低水位体系域在水动力弱的条件下出现煤

层［$］。因此，通过层序地层研究进行盆地聚煤作用

分析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

$! %# 二级层序聚煤作用

鸡西群二级层序反映的是盆地范围内最大规

模的湖侵$湖退沉积作用，因此它总体上控制了湖

盆聚煤作用的形成机制。该二级层序总体以湖侵

体系域厚度占优势，显示了湖侵向湖退转换速度较

慢特征，其中湖侵体系域由脉动式湖侵沉积物组

成，表现水位不断抬升、沉积速率小于沉降速率、物

源供给偏小，在湖侵背景下，气候较为潮湿，利于植

物大量生存，湖侵水位的增高能及时掩埋植物遗

体，为造煤植物的保存提供了有利条件，该时期聚

煤作用好，其内工业煤层发育；高水位体系域下部

水体处于高位，脉动式湖退较为缓慢、水量充足、可

容纳的空间增长速度等于或略小于堆积速度，较适

宜植物的大量生存，水位下降过程中物源砂体的推

进能及时掩埋植物遗体，使其得以保存，具有较好

的聚煤条件，其内工业煤层也较发育，但煤层连续

性和煤质较差；高水位体系域上部表现湖退速度加

快、水体萎缩、物源供给大、火山活动增强、沉积速

度增大、气候逐渐变干旱等特点，不利于植物大量

长期生存，且水体变浅，冲刷作用增强，植物遗体不

易被保存，因而聚煤作用差，基本不发育煤层；低水

位体系域由近源快速沉积的浅水相粗粒沉积岩和

火山岩组成，表现沉积速度快、物源供给较大、冲刷

侵蚀作用强的特征，不利于植物长时间生长和保

存，因而聚煤作用较差，仅产有薄煤层。

$! "# 三级层序与聚煤作用

$! "! %# 三级层序!%聚煤作用

该层序低水位体系域由一套砾岩夹粗砂岩组

成，显示了浅水相近源快速沉积特点，植物化石稀

少，以保存粗大植杆为主，表明侵蚀冲刷作用强，无

法为植物生长和泥炭堆积提供养料和稳定基础，因

此，该阶段聚煤条件最差，不发育煤层；湖侵体系域

由曲流河 # 浅湖相砂岩夹泥岩组成，沉积厚度偏

小，显示了湖侵向湖退的转化速度较快，沉积时间

短，即使在水体上升情况下植物能得以生存，但短

期的泥炭堆积形成不了具一定规模的煤层，因此该

阶段聚煤作用较差，仅发育薄煤层；高水位体系域

由浅湖相砂岩、粉砂岩和火山碎屑岩组成，是一个

水体变浅、沉积补偿加大且有火山灾变的沉积环

境，无法为植物生存提供空间，所以该阶段聚煤作

用差，仅零星发育煤线。

$! "! "# 三级层序!"聚煤作用

该层序低水位体系域由冲积扇相的砾岩、粗砂

岩组成，显示了浅水相近源快速堆积且水动力很强

的沉积特点，不适于植物生长和保存，聚煤条件最

差，不发育煤层；湖侵体系域由滨浅湖 # 沼泽相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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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粉砂岩、泥岩组成的向上变深序列，沉积厚度

大，动、植物化石发育，属于水位不断上升、物源供

给逐渐减少、气候温暖潮湿的稳定沉积环境，缓慢

的脉动式湖侵和不断上升的水位为植物长期生长

和泥炭堆积保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聚煤作用最

好，工业煤层集中发育，是鸡西盆地煤质最好、规模

最大的含煤段；高水位体系域由滨浅湖 % 三角洲相

的砂岩、粉砂岩组成的向上变浅序列，代表水位下

降、物源供给增大、气候逐渐干旱的动荡环境，脉动

式湖退频率加快，不利于植物生长和保存，因此，该

阶段聚煤条件较差，只发育煤线。

!! "! #$ 三级层序!#聚煤作用

该层序湖侵体系域为一套滨浅湖砂岩、粉砂

岩、泥岩组成的向上变浅序列，底部少许辫状河相

砾岩，是一个水位上升、物源供给偏小和动、植物化

石发育、气候较潮湿的稳定环境，脉动式湖侵和水

位不断上升有利于植物生长和保存，但由于该阶段

总体处于大的高水位背景下，湖侵频率较高，持续

时间偏短，因此聚煤作用较好，其内工业煤层较发

育，是鸡西盆地主要含煤段；高水位体系域由三角

洲相砂岩、粉砂岩及火山碎屑岩组成向上变浅序

列，显示了水位不断下降、物源供给增加、植物种类

减少、气候逐渐变干旱和火山灾变较强的不稳定环

境特点，缺少植物生长和保存条件，因此该阶段聚

煤作用差，几乎不发育工业煤层。

总体来看，鸡西群二级层序湖侵背景下的三级

层序湖侵体系域聚煤作用最好，是找矿的重要靶区

和煤矿开采的首选层位；二级层序高水位体系背景

下的三级层序湖侵体系域聚煤作用较好，是采矿的

有利地段；低水位体系背景下的三级层序湖侵体系

域聚煤作用较差，可作为找矿远景层位，三级层序

低水位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域聚煤作用最差，不具

有找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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