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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平原晚更新世以来岩相古地理及其

水文地质意义的初步研究

孙 国华 彭国 田

(安徽省地质矿产局第一水文地质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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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平原地处黄
、

淮
、

海平原的南缘
,

南以淮河

为界
,

西
、

北
、

东分别与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苏省接

壤
,

面积约 3 7 4 0 。平方公里
,

除东 北 部有小面积的低

山丘陵外
,

余皆为广阔之平原
,

地面标高拓一 45 米
,

略向东南倾斜
,

自北而南有滩河
、

沱河
、

侩河
、

北肥

河
、

涡河
、

黄河
、

西肥河
、

颖河
、

润河
、

谷河等汇入

淮河
。

一
、

晚更新世以来地层

本文主要研究晚更新世以来的地 层 及 岩相古地

理
,

据杨钟键
、

张可迁对淮北平原的划分如下表
,

作

者根据淮北平原 2 6 3 4个钻孔和机井资料
,

通过岩性
、

沉积旋迥对比以及抱粉
、

古生物和 C
工`

测 年资料对本

区晚更新世以来地层迸行如下划分
。

淮北平原第四系划分对比表

19 5 5一 1 9 6 0年

杨钟键

(淮河中下游 )

1 9 62年

张可迁

(淮北平原 ) (淮北平原 )

全全新新 冲积层层 全新新 第三韵 津层层 全新统统统

统统统统 统统统统统

上上更更 戚咀层层层 第二韵律层层 上更更 上 段段

新新统统统统统 新统统统统统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段段

第第第第第一 韵律层层层层层层
下下下下下下下 段段

中中更更 泊岗层层 上更更 下 蜀 组组组组

新新统统统 新统统统统统

(一 ) 上更新统 ( Q
,

) 假整合在中更新统湖

相青黄杂色亚粘土之上
,

岩性主要为砂
、

粘性土
、

厚

度一般为 15 一 45 米左右
。

根据岩性及沉积旋迥划分为

上
、

中
、

下三段
。

下段 ( Q毒) 主 要 分 布在平原西

部
、

西南部和北部
,

厚度一般为 4一 15 米
,

顶板埋深

28 一 35 米
。

为褐黄
、

灰黄色 亚粘土
、

黄 色 细 砂
、

粉

砂
,

含钙质结核
、

淡水螺化石 (未 经 鉴定 )
。

砂性土

由西北向东南呈条带状分布
、

粒度由西北向东南由粗

变细
,

垂直方向上也有由粗变细的规律
,

在砂层两侧

为粉砂
、

亚砂土及亚粘土互层
、

水平层理及微斜层理

发育
。

中段 ( Q爹) 与 Q当连续沉积
、

平原 区广 泛 分

布
,

厚度5一 18 米
,

主要为灰黑
、

紫 灰
、

棕 红
、

棕黄

色亚粘土及黄色细砂
、

粉砂
,

顶部灰黑
、

紫灰色亚粘

土为分层标志
。

水平方向上砂层由西北向东南呈条带

状分布
,

岩性也沿此方向由细砂变为粉砂
。

根据 lC
`

测

年资料
,

该层顶板距今为 2 40 00 土 1 4 3 。年
,

底板距今

大于 3 5 0 0 0年
。

抱粉组合有松属 P i n u : 、

拣 (Q u e r e u 、 )
、

棒属 ( C
o r y l u s )

、

柳 属 ( S
a l i二 )

、

榆 属 ( U l m u s )
、

桦

属 ( B e t u l a )
、

无患子 ( s o p j n d u s )
、

禾 本科 ( G r二 ; n s -

n o a l )
、

篙 属 ( A r t e m j s i a )
、

慕 科 ( C h e o o p o d s a e e a 更)

馨属 ( P o 里y g o n u。 )
、

莎 草 科 ( yC p o r a e a e )
、

百 合 属

( L i l i
u m )

、

黑三棱属 ( S p
a r 名a n u m ) 等

。

上段 (Q里)

与中段连续沉积
,

厚 10 一 20 米
,

为青灰
,

褐黄斑杂

色
、

褐色亚粘土
,

含钙质结核与铁锰结核
;

黄色
、

灰

黄色中
、

细砂
,

粉砂
。

砂层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呈条带

状分布
、

有交错层理
。

顶部普遍有侵蚀面与上覆全新

统呈假整合接触
。

在怀远县此层中产有淮河诺白菱齿

象化石 (新种 ) : P al o
eo l。 、

掀
。 。 “

.

an m ad 允
u “ ,

如幻
-

h o e , , 5 1 , 5
1
对〕 , p

.
n

、
。

抱粉组合
:

松属 ( p i o u s
)

、

棒属

( Q u : r e u s )
、

雪松 ( C e r a r u s )
、

云 杉 ( p i o e a ) 及禾本

科 ( G r a

面
n e
二 )

、

莎草 科 (即 p e
ar ca e)

、

藏 类 抱 子

( P t e r id o p l理 t a )
、

凤尾旅 ( P t * 55 ) 紫箕 ( o s m u n 、 z二 )
、

海金砂 ( L y g od iu m )
、

水 龙骨 ( P o ly l) 〕d z

二。 e) 等
。

(二 ) 全新统 ( Q口仅分布在北部废黄河道及

现代河流两岸
,

为黄河泛滥冲积的黄色
、

灰黄色粉砂
、

亚砂土及棕黄色亚粘土层
,

厚 2一 22 米
,

根据 c
, `

测年

资料
,

该层府板距今 8 4 9 。 士 1 50 年
,

会纹沼螺 P ar
a f os -

s a r u lu s s t r i a t u l u s ( B e n s o 。 ) ,

小旋螺 G y r a u l u s s p
.

,

豆螺B i t lly
,l i a s p等

。

二
、

晚更新世以来岩相古地理

晚更新早期
,

本区东北部广大地区为侵蚀区
,

仅

一 J l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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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部低洼地带接受河流相沉积
。

河床相 沉积物有两条大致北西— 南东向呈树

支状分布的砂层带
,

厚一般 7一 n 米
,

底板西高
,

东

低
。

西北部为含砾细砂
、

中细砂
,

向南 东 以 细 砂为

主
,

斜层理发育
,

含淡水腹足类化石
。

据以上分析
,

物质来源和水流方向均后由北西至南东方向
,

仅在西

南角物质来源于南西方向
。

泛滥相 分布在河床相两侧
,

主要为亚砂土
、

粉砂

与亚粘土互层
,

水平层理发育
,

并有植物根孔和虫孔
。

河间洼地相 成片状分布于两条古河道之间
,

主

要为亚粘土及薄层粉砂
,

水平层理发育
,

并夹有淤泥

质亚粘土
。

以上沉积相分属古淮河两条支流沉积
;
由沉积物

中存在淤泥质亚粘土
、

淡水腹足类及植物根系发育情

况等分析
,

本区在晚更新世早期已转向温暖气候
。

晚更新世中期
,

除东北部滩溪
、

灵壁几处小面积

侵蚀区外
,

皆接受了河流相沉积
。

抱 粉 组 合 有松
、

栋
、

棒
、

柳
、

榆
,

其次为桦
、

无患子等
。

草本植物以

篙属
、

菠科
、

寥科
、

莎草科
,

百 合 属
,

黑 三 棱属为

主
,

为针阔叶混交林一草原植被景观
。

本期河流较发育
,

主要古河道有 13 条
,

呈平行水

系自北西流向南东
,

汇入古河道
。

主要沉积相有
:

河床相 有13 层砂自北西向南东呈条带状分布
,

并由细砂过渡为粉砂
,

斜层理发育
,

有 淡 水 软 体动

物
,

从粒度分析的直方图和粒度频率曲线看
,

多数偏

于粗粒级
,

分选系数 S。 二 1
.

2 一 1
.

6
,

为河流沉积特征
。

古河道宽一般2一 3公里
,

砂层厚 8一 12 米
,

平原东部

古河道较窄
,

砂层厚 4一 6米
。

泛滥相 主要为亚砂土
、

粉砂与亚粘土互层
,

夹

黑色淤泥层
,

含矛形曲蚌 A r e o n a i a C o o t o r t a F e a
等化

石
,

水平层理发育
,

有植物根孔及虫孔
。

河间洼地相 分布在古河道两侧
,

呈
一

长条状及片

状分布
,

主要为亚砂土
、

粉砂与亚粘土互层
,

水平层

理及微细层理发育
。

晚更新世中期末
,

气候变千凉
,

抱粉组合以松
、

棒
、

栋为主
,

有少量云杉出现
,

草本植物以禾本科为

主
,

地壳相对上升
,

河流不甚发育
,

普遍有一层亚粘

土沉积
。

晚更新世晚期初
,

淮北平原又一 次大面积沉降
,

沉积物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
,

沉降幅度较中期增大
,

气候向温凉湿冷转化
。

饱粉组 合 有松
、

栋
、

榆
、

雪

松
、

云杉及禾本科
,

莎草
、

旅类
、

抱子大量出现
,

并

有莲座旅
、

风尾旅
、

紫箕
、

海金砂
、

水龙骨等
,

为针

阔叶混交林一草原植被景观
。

晚更新世晚期河流的空

间分布和流向与中期基本相似
,

主要古河道有15 条
,

较中期更为发育
。

河床相以平原西部
、

中部最为发育
,

古河道一般

宽度3一 10 公里
,

砂层厚度8一 15 米
,

平原东部古河道

发育较差
,

砂层厚 5一 8米
。

西北部为中砂
,

中部过渡

为细砂
,

东部及东南部为粉砂
,

砂 层 颗 粒 比中期稍

粗
。

可见晚更新世河流流速比中期流速大
。

晚更新世晚期末
,

出现冷杉属
、

落叶松
、

寥属
、

毛食科
,

气候有变千冷趋势
,

普遍沉积一层青灰
、

褐

黄斑杂色粘土
,

含有钙质结核与铁锰结核
,

沉积物顶

面普遍有一风化壳
,

标志晚更新世末地壳上升
,
平原

处于侵蚀状态
。

全新世淮北平原东部
、

东南部地壳相对上升
、

支

流入淮河段侵蚀成宽阔浅谷
,

后期河 口为淮河冲积物

淤塞
,

形成湖泊
,

如天井湖
、

沱湖等
。

这种风化侵蚀

状态在大部地区一直延续至今
,

仅北部黄口凹陷区及

现代河流两岸有全新世沉积
。

全新世古河道
,

主要为黄河夺淮故道
,

发育在北

部
,

近东西向展布
,

为地上悬河
,

古 河 道 宽 2一 6公

里
,

河庆相为粉砂
,

厚 10 一 16 米
。

次一级古河道分布

在废黄河南侧
,

河流细小
,

河床相为粉砂
,

在肖县南

部汇人现代河床
。

三
、

古河道分区与地下水资源

通过岩相古地理概略分析可知
,

淮北平原古河道

十分发育
,

有较为丰富的地下水
,

对工农业供水有重

要意义
。

为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
,

根据古河道分

布及地下水的水质
、

水量作如下分区 (见图 1 ) :

I 西南部
、

南部晚更新世早
、

中期古河道最发育

区 包括界首一凤合一带
,

晚更新世早
、

中期沉降

幅度依次为 4一 5] 米
、

10 一巧 米
,

古河道发育较好
,

宽 2一 3公里
,

以细砂为主
,

厚 8一 12 米
,

古河道砂层

混合抽水单井涌水量 30 一的 吨 /时
,

水 化 学 类 型以

H c o
,

一 c 。 、

H c仇一 c
。 .

N
。

型淡水为主
,

矿化度小于
。

.

5克 /升
,

全区地下水可采资源为 6
.

3 4亿立方米 /年
.

n 西部
、

中部晚更新世中
、

晚期古河道最发育区

包括毫县一怀远一带
,

晚期有五条古何道
,

宽度

2一 5公里
,

部分可达 8一 10 公里
,

细砂层厚 8一 16 米
。

中期有三条古河道
,

为细砂
、

粉砂
,

厚度 5一 n 米
。

混合抽水单井涌水量为 30 一50 吨 /时
,

部分大于 50 吨 /

时
,

水化学类型 以 H c仇一 C
。 ·

M 。
、

H co
3

一 C
。 ·

N
a
型

水为主
,

矿化度小于 。
.

5克 /升
。

全区可采地下水资源

为 1 1
.

58 忆立方米 /年
。

皿包括滩溪一固镇一带
,

晚更新世中期古河道有

4 条
,

晚期有 4条
,

古河道宽度 2一3公里
,

最大为4一
5公里

,

岩性为细砂
、

粉砂
,

厚度5一 11 米
,

混合抽水单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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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淮北平原古河道分区图

1一混合抽水单井涌水 量 >1。。。 吨/ 日 , 2一混合抽水单井涌水量50 。一 1 0 0 0 吨 / 日 ; 3一混合抽水 单井涌水量 < ” 。

吨 / 日 ; 4一 全新
、

上更 新统砂层总厚度等值线 (米 ) 5一分区界线 , 6一混合抽 水 单井涌水量界线

井涌水量为 25 一45 吨 /时
,

水化学类型主要为 H C仇一

C
。 ·

呱
·

H C O
乙 ·

1C 一 C
。 ·

M
。
型

,

矿化度小于 1克 /升
。

全

地区地下水可采资源为 4
.

1 6亿 立方米 /年
。

W东北部晚更新世中
、

晚期古河道不发育区

包括灵壁一泅县一带
,

晚更 新 世 中 期仅有一条古河

道
,

晚期有 2 条古河道
,

主要为粉砂
,

4一 7米厚
,

混

合抽水单井涌水量 20 一 30 吨 /时
,

地下水化学类型以

H C仇一 C 。 ·

N
` 、

H CO
3

一C
。 ·

M g 型为主
,

矿化度小于

1 克 /升
。

全区地下水可采资源为。
.

4 4亿立方米 /年
。

V 七部全新世古河道发育区 包括杨山一肖县

一带
,

古河道宽 2一 6公里
,

粉砂层厚 10 一 15 米
,

富水

性较差
,

混合抽水单井涌水量一般小于 10 吨 /时
,

水

化学类型以 H c 0
3

一 c
。 ·

M ;
型为主

,

矿化度小于 1 克 /

升
。

全区地下水可采资源为 1
.

7 6亿立方米 /年
。

此项工作得到局
、

队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
,

特别

是贾福海总工程师给予了很多指导
,

我队化验室
、

一

分队提供了最新测试资料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由于

水平所限
,

不妥之处
,

敬请指正
。

地质矿产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科技情报网华北分网情报交流会于 1 9 8。年 8 月 2。一绍 日在北京大都饭店 召开
。

会议游请了地矿部顾间委员会委员陈梦熊作了关于
“
国内外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科学技术发 展 动 态

”

的报告
,

还交流了国

内外有关水文地质
、

工程地 质及岩溶地质研究动态等方面的资料情报 30 余篇
。

参观了北京水文公司的廖公 庄 地 下水均衡 试验

场西黄村地 下水回灌试验场和水文公司的实验室
。

并对 1 98 7年华北分网科技情报交流会作 了安排
。

代表们 一致认为
,

自地矿部第二次科技情报
、

图书馆会议以来
,

我们的情报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在 促 进 生产发展
、

制定地质工作长远 规划
、

开展科技攻 关等方面做 出了贡献
。

(王庆 富 )

一 4 3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