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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复向斜南北两其分别为舜耕山
一

八公山推反构造和 明龙山
一

上窑 山推反构造
。

依据区内岩石力学物性参

数和重力
、

地展等地球物理场分析
,

地球物理场特征和构造格架是一致的
。

为此笔者建立该区综合地质
一

地球物

理模型
,

在此基础上提 出淮南复向斜 区和周邻
、

特别是逆冲推班构造带下是本区石炭
、

二处系煤
、

煤成气的主要

把区
。

关键词 淮南复向斜 地质
一

地球物理模型 石炭
、

二盛系煤系 煤
、

煤成气靶区

第一作者简介 沈修志 男 60 岁 教授 构造地质

1 区域地质背景

安徽北部淮南复向斜区位于华北板块的东南部
,

其东界毗邻著名的郑庐断裂带
,

北为皖

北蚌埠地块和徐 (州)宿 (州 )地区
,

西接阜阳
一

周口盆地
,

南属合肥盆地范畴 (图 1 )
,

它是我国

著名的煤盆地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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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淮南复向斜区构造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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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复向斜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以海相碳酸盐岩为代表的震旦
一

下古生界沉积岩和 以

海相碎屑岩为代表的上古界含煤岩系
。

它们共同组成呈东西方向延伸排列的复式向斜
,

内部

构造简单
。

而时代较老的下
、

中元古界霍丘群变质岩系和中
、

上元古界青白口群碳酸盐岩则

以断裂推覆岩片形式零星展布于复向斜南北两侧
;
研究区周围邻区主要有中

、

新生界侏罗
、

白里
、

第三系的陆相火山碎屑岩及沉积岩
,

分别呈各种大小不一断块盆地形式展布
。

经分析认为
,

研究区周缘
,

以南
、

北两侧构造较复杂
。

现已查明横卧于研究区南
、

北绛以

近东西向延伸展布的低丘 山链
,

实为南北对冲形成的低角度逆冲推覆岩片(徐树桐
,

1 9 87
;
刘

成康等
,

1 9 8 6 )
,

逆冲推覆片为古生界
、

震旦系至下
、

中元古界变质岩系
.

位于研究区复向斜南

侧的推覆体称淮南舜耕山
一

八公山推覆构造
,

由数条东西走向逆断层组成的叠 瓦状逆冲推蔺

楔形体
,

断层自南向北逆冲
,

将下
、

中元古界分别推筱
、

叠置于古生界各时代地层 之上
,

后期

又被寿县一老人仓东西向正断层错断
,

将推覆体的一部分断入深部
,

其上再盖以白坐系
。

位

于研究区北侧的称明龙山
一

上窑山推覆构造
,

由元古界变质岩系和古生界沉积岩系自北而南

叠覆于二叠系煤系之上
,

再覆以第三系(图 2 )
。

研究区内北东向正断层和周边走向正断层
,

一般反映后期
、

主要为中
、

新生代形成的断裂构造特点
;而区内呈东西向褶皱 和逆助层则斤

映古生代末
、

特别是三叠纪印支期形成的地质构造特点
。

本区火成岩活动较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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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淮南复向斜逆冲推夜构造横剖面图

2 地质
一

地球物理模型的建立

2
.

1 岩石物性参数分析

表 1 所示为徐淮地区岩石物性参数
,

表中定量地集中了包括淮南复向斜区在 内的各时

代地层的岩石物性情况
,

各项参数值系作者等历年测试结果为主并参考了苏皖两省区前人

工作组合而成
。

震旦系
一

古生界间本区存在五套抗压强度较低的非能干岩层
,

它们相当于基

底层的霍丘群和土门组
、

下寒武统的候家山组和馒头组
、

下奥陶统的贾汪组和三山子组
、

石

炭系本溪组和二叠系的石盒子组
。

其抗压强度一般在 4 0 0 一59 0k g /c m
,

间
,

组成岩层以含煤

粘土岩
、

粉砂岩
、

薄层泥灰岩
、

泥质砂页岩及浅变质千枚岩
、

片岩等
,

常成为本区构造变形和

逆冲推覆
一

滑脱构造形成主要的滑动层
,

尤其是霍丘群
一

土门组及石盒子组
。

全区主要的密度

分界面可划分为以变质基底层与震旦
一

古生界沉积盖层分界面
,

密度差值 △p镇 0
.

1 9 /c m
3 ; 下

古生界海相碳酸盐岩与上古生界海相碎屑岩系的分界面
,

仰镇 0
.

2 9 /c m
3 ;
中新生界陆相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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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岩系与古生界岩系之分界面
, △p成 0. 5 9 /c m

, 。

在每一大套密度层内
,

存在所谓
“

局部异常
”

密度层
,

这些异常密度层与电阻率
、

地震波

速及岩石力学参数往往
“

匹配
” 。

高密度层的岩石如上震旦系倪园组
、

九顶山组白云劣
·

,
,

一

2
.

97 )
、

寒武系张夏组灰岩(P ~ 2
.

7 1 )
、

奥陶系马家沟组灰岩 (p一 2
.

6 9 )
、

二叠系山西组灰岩 (p

= 2
.

7 1) 等往往具有高电阻率和高地震波速
,

大抗压强度 (8。。一 1 1 7 0 0 k g /c m
,
)
、

弹件模量
、

剪切模量以及较小泊松比和剪裂角值
,

成为本区构造不易变形能干岩层
.

反之则成相反对应

关系
,

如前述低强度非能干岩层
。

它是本区构造变形特别强烈地段
,

与上下相邻能干岩层间

常形成岩石变形不协调现象
。

本区南北两侧推覆构造的形成和发育
,

主要滑脱层是由上
一

占生

界煤系地层组成
。

因为煤系地层物性上是属低速
、

低阻
、

低磁
、

低密度的
“

四低层
”

特点
,

具低

抗压
、

低弹性模量
、

高泊松比
、

高孔隙度
、

富含水性
、

塑性较大的
“

弱层
”

的缘故
。

2
.

2 地球物理场特征

淮南地区布格重力异常主要顺复向斜走向方向展布 (图 3)
。

与地质构造特点一样
,

复向

斜内部布格重力异常分布简单
,

而南
、

北两侧 比较复杂
。

后者呈条形高布格重力异常
,

反映区

内发育的推覆构造
。

前者又说明复向斜内部构造活动性较差
,

这与当地石炭
、

二叠系分布基

本未受强烈改造得到佐证
。

另外在研究本区 1 :

20 万重力场特征与区域构造关系时发现
,

淮

南复向斜内部受郊庐断裂以及中
、

新生代后期断裂影响较小
,

但定风 山区却不同
.

定风 山区

△g 场的分布虽呈东西走向
,

而与复向斜内部格调又极不协调
.

原因在于该区遭受郑庐断裂

和中新生代后期断裂影响较大缘故
,
故该区重力场不仅反映印支期的构造

,

而且亦反映了后

期叠加改造的构造
,

于是出现不协调现象
。

图 4 反映淮南复向斜区内部结构的地震

剖面并应用计算机对剖面进行正演模拟综合

解释简图
。

图中反映 出复向斜南部地区
,

古

生界石炭
、

二叠系含煤岩系更加发育
,

并未尖

灭或断失
。

逆断层所反映的对冲推贾模式也

十分清楚
。

结合从水平二阶导数重力场数据

处理所得 出的断层性质
,

经煤田勘探证实完

全吻合一致二
2

.

3 地质
一

地球物理模型

由于研究区有煤田地质勘探钻孔及深井

匿习
l

区困
2

匡三卜 区二
‘

控制
,

更有地震剖面协助
,

笔者在综合前人研

图 3 布格重力异常与推测断层 究成果及在 自身研究基础上
,

设计了淮南复
1

.

布格重力异常(m Ga l) , 2
.

推侧逆断层
;

向斜区地质
一

地球物理综合模型剖面 (图 5 )
。

3
.

推侧正断层
; 4

.

性质不明的推侧断层 本模型计算方法采用多边形模型和人机联作

(I
.

J
.

W
o n et al

.
,

1 9 8 7 )
,

区域重力场经窗口差滤波去除
,

所用窗 口 长度为 32k m (蔡尚中
,

”87 )
。

此窗中滤波基本滤除了反映淮南复向斜区深部地质结构的区域场成份
。

O 沈修志等
,

华北南部盆地推反构造
一

伸展构造及与天然气关系的研究(
“

七五
”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成果报告)
, 1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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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徐淮地区地层

界界界 系系 统统 地层名称称 代号号 厚度(m )))

{{{{{{{{{{{{{{{

新新生界界 第四系系系系 QQQ 1 5 0 士士 砂岩
、

粉砂岩
、

枯土岩岩

第第第三系系系 宫庄组组 E Z + 3 999 > 15 0 000 砂质泥岩
、

粉砂岩
、

细砂岩岩

中中生界界 白蟹 系系 下统统 青山组组 K 1999 4 0 000 上部
:

灰色玄武岩
、

安山岩及其 火山角砾岩岩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部
:

粉砂岩
,

细砂岩
,

页岩岩

侏侏侏罗系系系 蒙阴组组组组 火山碎屑沉积积

上上古生界界 二亚系系 上统统 石千峰组组 P Z s hhh ) 5 0 000 砂岩
,

粉砂岩夹页岩
,

石英砂岩岩

上上上上上石盒子组组 P z sss 50 0 士士 杂色页岩夹细砂岩
,

泥质页岩及薄煤层层

下下下下统统 下石盒子组组 P i了了 23 0 ~ 3 5 000 杂色页岩
,

砂页岩夹煤层及菱铁矿层层

山山山山山西组组 P 1555 9 0 ~ 16 000 杂色页岩
,

石英砂岩夹煤层层

石石石炭系系 上统统 太原组组 C扩扩 15 0 ~ 2 0 000 灰岩
,

煤层夹页岩和砂质页岩岩

中中中中统统 本澳组组 C 沪沪 10 ~ 5 000 砂质页岩
,

页岩夹煤线线

下下古生界界 奥肉系系 中统统 白土组组 0 2 bbb 5 0 ~ 1 0 000 白云岩夹灰岩岩

下下下下统统 马家沟组组 0 1勿勿 2 0 000 白云质灰岩与灰岩互层夹薄层灰岩岩

贾贾贾贾贾汪组组 0 1 ))) 1 5 . 一 2 7 000 白云质灰岩夹灰岩及泥灰岩
,

页岩岩

三三三三三山子组组 0 1555 2 000 页状泥岩
,

页岩
,

钙质页岩岩

寒寒寒武系系 上统统 凤山组组 毛 : fff 1 10 ~ 2 0 000 白云质灰岩及厚层灰岩岩

长长长长长山组组 毛3ccc 4 0 ~ 6 000 缅状灰岩
,

页状泥灰岩 及竹叶状灰岩岩

尚尚尚尚尚山组组 毛堵堵 6 0 士士 竹叶状灰岩与倾状灰岩岩

中中中中统统 张夏组组 毛解解 1 10 ~ 26 000 厚层缅状灰岩
,

豹皮状灰岩岩

徐徐徐徐徐庄组组 毛Z xxx 9 0 ~ 1 1000 上部
:

幼状灰岩
;下部

:

长石石英砂岩及砂质页岩岩

毛毛毛毛毛庄组组 心2从从 2 6 ~ 3 555 页岩及砂质灰岩岩

下下下下统统 徐州组组 毛 1xxx 6 5 ~ 13 000 页岩
,

页状砂质泥岩
,

泥灰岩岩

馒馒馒馒馒头组组 毛i从从 19 0 ~ 2 1444 厚层页岩岩

猴猴猴猴猴家山组组 毛 lhhh 17 ~ 8 000 页岩
、

泥质白云岩
,

白云岩岩

上上元古界界 展旦系系系 沟后组组 2 3 999 ( 1 2 000 中厚层 白云岩夹页岩岩

金金金金金 山寨组组 Z 3))) < 2 555 登层石灰岩与页岩互 层层

望望望望望山组组 Z 3tD 砚砚 < 4 6 666 页岩
,

灰质页岩
,

白云岩及灰岩岩

史史史史史家组组 Z 2sss < 4 0 000 石英砂岩
,

砂岩
,

粉砂岩及粘土页岩岩

魏魏魏魏魏集组组 Z Zwww 0 ~ 1 8 777 泥灰岩及登层石 灰岩岩

张张张张张渠组组 Z Z z hhh < 二3 5 000 细晶白云岩夹竹叶状灰岩岩

九九九九九鼎山组组 Z洲洲 ( 4 2 444 益层石灰岩
、

泥质白云岩
、

白云岩岩

倪倪倪倪倪园组组 Z Z nnn 4 0 000 上部白云岩夹泥质灰岩
;下部白云岩与灰岩互层层

赵赵赵赵赵好组组 2 1 二二 2 8 666 泥质灰岩
、

益层石灰岩岩

城城城城城山组组 Z i ccc ) 6 8 000 石英砂岩岩

青青青白口 系系系 土门群群 Q ,, > 5 0 000 浅变质石英岩岩

中中
、

下元古洲洲}}}}} 君丘群群 Pt l一 22222 浅变质片岩岩

太太古界界界界 泰山群群 A r ttttt
变质片麻岩岩

注
:
1

.

岩石物性参数部分自侧
,

并参阅苏皖二省区地物报告数据制成
; 2

.

岩石力学参数系与河海大学力学实验室合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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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岩石物性参数简表

岩岩石物性参数侧试系统统 岩石力学参数洲试系统统 备考考

密密度度 电阻率率 波速速 磁化率率 单轴抗压强度度 杨氏棋量量 泊松比比 剪切模 ttt 剪裂角角角

(((g / e m 3 ))) (n
·

m ))) (km /s ))) (1砚拭二G S M ))) (k g / em Z))) 二E x l ok g /c m Z
_____

拌 x 10 k g / e m ZZZ (中
.

)))))

222
。

1 000 9~ 4 666 0
.

3 8 ~ 0
.

7000 2 0000000000000 +++

222
。

2 666 3 ~ 3 000 1
.

2 0 ~ 1
.

8 000 1 1 ~ 2 000 4 b 乙乙 t}
.

4 777 0
.

4000 0
.

2 4444444

222
。

5 333 1 1~ 4 222 2
.

5 0 ~ 3
.

2 000 4 7 ~ 3 00000000000000 +++

222
.

5 888 4 7 ~ 2 6 666 3
。

6 0 ~ 4
。

3 000 3 1 ~ 7 9 韦韦韦韦韦韦韦

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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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3二 代表顺层理方向挤压洲试的

, 4
.

+ 因故尚未采样侧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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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淮南复向斜区内部构造地展剖面综合解释简图(经计算机正演模拟 )

1
.

△G
一△G O 三点圆滑数据 (△G O

:

十五点圆滑 ) ; 2
.

△G 正演结象点距 4k m

声
夕丫

一

、热

50弓1

�、、三的三�

两70 全逆
两了、记

2
洛、立迷

P 2 70

P2 55 尸2 巧

强少一270

二�-名�

P 单位
: g / c m ,

八公 LU

}P t . + P z l

明龙山

N 十Q 风深 l P t3 + Pzl N E 10
,

图 5 淮南复向斜区地质
一

地球物理综合模型

L △g 局部刹余场 (做徒手圆清 ) ; 2
.

拟合鲍
; 3

.

区域重力场

从重力场计算地下物质分布
,

即模拟地质体分布
,

存在构造多解性特点
。

本模型的建立

是在占有丰富材料基础上
,

从众多解释中选出合乎该研究区实际的解释
,

集中了笔者对淮南

复向斜区的认识
,

并用以指导该区煤与煤成气矿产勘查
。



第 3 期 沈修志等
:

淮南复向斜区地质
一

地球物理场特征及煤
、

煤成气靶区分析
·

2 41
·

3 煤
、

煤成气靶区分析

在分析大量前人资料基础上笔者认为淮南复向斜区广泛发育的褶皱和逆冲推覆构造
,

是华北板块
、

大别地体和扬子板块在印支一早燕山期间最后碰撞拼接结果所形成的
。

板块碰

撞拼接的结果
,

一方面形成横贯东西的大别
、

秦岭复合褶皱造 山带
; 另一方面在扬子板块北

缘产生了大规模的推覆构造
,

而在大别山北侧的信阳至舒城一线发育 A 型俯冲
,

并造成南

华北盆地周缘和内部大规模逆冲推覆构造 (图 6 )
.

淮南复向斜区逆冲推覆构造形成即是后

者的一部分
。

扬 f 板块
‘ , 卜场 厂t减 , {

一

‘““, “’“
‘”带

块 南 邢 钻地
,

除 淮 盆 地 川, 盆地

板北
l|十
、

卜
一福地.

盆一肥

⋯
弱

舜城 一11 .列龙 llJ

Z ‘)
一

I, F-

r r u . _

,, 夕 / / ./ M 乙

鳄夕丫子涟或扣
止

爹华拼狡不
尸

尹一

图 6 扬子一华北板块交接带逆冲推筱
一

滑脱构造模式图

显而易见
,

作为南华北盆地 内部的一部分—淮南复向斜区
,

不仅浅部复向斜内存在有

大量晚古生代石炭
、

二叠系丰富的煤炭资源
,

而且在复向斜四周被逆掩断层推覆构造掩盖下

的深部同样存在丰富的煤炭资源
,

后者正是 目前寻找和勘探开发的主要区域
。

因此不论遭受

后期断裂改造的东部定风 山区
,

还是西延断降的阜阳地 区
;北侧明龙山

一

上窑山推覆构造 下

盘及蚌埠地块
,

或是舜耕山
一

八公 山推覆构造南侧被寿县
一

老人仓断层断降掩覆的合肥盆地
,

都是十分有希望获得能源的远景区
。

淮南复向斜及其邻区古生界石炭
、

二叠系含煤岩系厚达 go om 以上
,

分布面积广
、

含煤

层数多 (达 46 层 )
,

煤层总厚 45
.

60 m
,

煤种牌号齐全
。

煤和煤系地层是形成煤成气的物质基

础
。

据笔者研究 (另见专文介绍)不论作为煤成气的气源岩
,

其有机质丰度
、

成熟度
、

类型等各

类有机地化指标
,

还是生
、

储
、

盖组合
、

圈闭类型等在本区都有较理想的有利条件
。

特别是推

覆构造掩覆下的下盘地段前景更好
。

故本研究区周邻深部是找煤和煤成气的主要靶区
。

(收稿 日期
:
1 9 9 0 年 8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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