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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滇池泥炭及其形成的古地理环境

张树夫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

提要 通过对云南滇池泥炭的考察和分析
,

闻述了滇池泥炭的基本特性和赋存特征 进而

讨论了滇池泥炭形成的古地理环境 它不仅在成炭理论上具有意义
,

而且对苦查和勘探泥炭资源方

面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滇池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泊
,

位于云南高原的中部
,

昆明市西南郊
,

海拔 滇

池也是昆明断陷盆地的沉降中心 盆地的全新统及现代沉积中有泥炭聚积
,

共下部更新统地层 出则

有褐煤赋存 因此
,

对全新世以来泥炭沼泽及其形成的古地理环 境的研究
,

不仅可 从一个侧面了解

滇池现代演变过程 以及成炭机理
,

而艺 为云南高原其
‘

之类似地 叮 寻找和勘探泥炭资源 亦有实际意

义
。

一
、

自然地理概况

滇池位于昆明盆地西侧
,

受盆地南北 向构造线控制
,

湖盆水体南北伸长达
,

东

西向较窄仅 一
,

面积约 滇池北端的东西 向障壁砂坝 海埂 将湖体分

隔成两部分 砂坝 以北是 沼泽 化湖湾
,

称 为草 海
,

面 积约
,

水较浅
,

最 深 约

砂坝以南则为湖泊主体
,

正名滇池
,

面积约 玩 滇池为接纳环湖水系搬运物

质的积水盆地
,

最大水深
,

为浅水湖 整个湖区
,

除数十至百余米的湖滨砂质沉积

环带外
,

大部分为浅湖泥质沉积区 图

湖西岸
,

由于分水岭紧临盆缘
,

人湖水系短小
,

主要为重力堆积发育区 而湖的北
、

东
、

南三面
,

分水岭较远一些
,

有二十余条常年河汇人
,

其中以盘龙江为最大
,

在盆地东

部形成冲积平原和湖滨三角洲
。

在气侯上
,

虽地处亚热带
,

但由于海拔较高
,

且受东南及西南季乒帕勺影响
,

气侯与同

纬度的其它地区有较大差异
,

为冬不寒冷
,

夏无酷热
,

干湿季分明的高原性季风气侯
。

年

均温
,

最冷月平均
,

“ ,

最热月均温
“

年平均降水量约 一

月为雨季
,

月至次年 月为干季 年平均湿度为
,

属半湿润气侯
。

滇池周围的植被属亚热带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带
。

由于长期以来人类活动的影响
,

目前

滇池的北部
、

东部及南部多为农 田
,

森林覆盖面积约
,

多保存在 山岭和寺庙附近
。

西 山保存 的植被 最好
,

主要有 青冈一油杉棍交林 州 砧 红 、

肠
妇

,

白 栋 和 油 杉 混 交 林 尤。 。、 ,

青 冈林
。。。 ,

云南松林 、 。 ,二
,

华 山松林 从 和

油杉林
,

沿湖边及水沟边长着旱冬瓜 双 抢。司
。

在石灰岩 山地生长有华 山松
,

松

风 草 伍 。。 人 二 汤 加
,

帚 状 鼠李 尺几。 。 、才 , 夕 ,

金 丝 桃 。

夕灌丛 沿滇池西岸 向南
,

过龙门后树木越来越稀少 另外
,

滇池周 围的一些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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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昆明盆地现代沉积环境图

几

刀功 ,

盆地周围剥蚀区

基岩剥线残丘

古湖积阶地

平原区山麓冲积锥

河流侵蚀谷地

冲积
、

湖积平原
、

三角洲平原 陆上部分

湖滨冲积扇

水下天然堤

泥炭沼泽

湖湾沼泽

湖滨砾石滩

湖滨粉
、

细砂

湖滨褐黄色粉砂质淤泥

巧 浅湖区褐黄色淤泥

螺
、

蚌介壳

表层湖流

览地
,

如笨竹寺等
,

保存了部分森林 值得提及的是在湖区和湖滨沼泽区生长着茂盛的水

生与湿水植物 据云南大学生物系 一 年的调查
,

滇池水生植物和湿生植物计有

种 属 余种
,

其中沉水植物 种
,

漂浮植物 种
,

根生浮叶植物 种
,

挺水植

物 种
,

湿生植物 种以上‘ 滇势的藻类有 门 属 种
,

其中绿藻
、

硅藻
、

蓝藻最

多 浮游植物数量在 一 个
。

不过由于滇池的污染
,

现今的水生植物与六

十年代相比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
,

不仅植被面积缩小了
,

而且水生植物群落类型也由原来

的 个减少到 个
,

故目前滇池的水生植物
、

水介质状况已不能反映原自然状况 ①
,

但

总的来讲在植物区系上是世界上一个特殊地域
,

种类繁多
,

区系复杂
,

特有种多
,

这些为

①曲仲湘
、

李恒
,

滇池植物群落和污染
,

劝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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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沼泽的发育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
,

二 滇池泥炭及其赋存特征

昆明盆地的古泥炭 埋藏的 和现代泥炭 表露的 主要分布于滇他湖疚及其三角洲

地带 其形成又与滇池的环境演变有直接或间接的联 系
、

故称为滇池泥炭
。

据近几年来的

最新调查结果
,

滇池泥炭的泥炭地面积约 余万平方公里
,

泥炭储量一干余万吨
、

主要

表 滇池泥炭理化性质分析结果表

迁 纽 由 。。 王眺 。 各。 、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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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名

—
一刁一 —

一
、 一

采采 样样 纤维维 水分 灰分分 挥发分分 发热量厂卡 克 腐植酸 全硫硫 。 , 碳 氮氮

地地 点点 含 水浸值 分析样 ‘干燥样 可燃体 千澡样 可粥体 可燃休休、、 干燥样样
」 ,,

可
’只 、、

⋯⋯⋯⋯⋯⋯⋯⋯
可燃体体体体

草草 海海 石 之。书 ,, 点 乃 宁 吸 飞’

〕〕

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海海 埂埂
, , · · 一

方 ‘ 石 乃 名斗 ‘ 鲜鲜

参参 孔孔
一一 万

‘ ,

哪一 , ’’ 。 月月,,,,,,, ￡

晋晋 宁宁
’

⋯ 丁丁 ‘ “ “ ” ,
·

, 盯 一一
’

平平均值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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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煤科院西安分院测试 、

为低位型的草本泥炭 据理化性质分析测试结果 表
,

本区属于中分解
、

中灰分
、

热值

较高
、

含硫量低的泥炭 ① 其中以草海
、

海埂的泥炭质量最好
。

由于滇池泥炭富 含有饥

质
,

高含腐殖酸
,

且各种营养元素也较丰富 因而在工农医诸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
,

成为

该区宝贵的自然资源

滇池泥炭有较明显的赋存特征

泥炭主要集中分布在滇池的北岸和南岸的湖滨及湖滨三角洲地带
。

北岸 自西向东 由

草海
、

海埂
、

六甲三部分组成 南岸 自西往东 由古城 晋宁县城东 南和晋城的新街至团

山一带组成 图 北岸泥决储量多于南岸
,

约占泥炭总储量的 北岸的泥炭又多

集中分布于草海地区
,

占北岸总储量的 所以
,

滇池泥炭储量丰富
、

质量较佳的主

要分布在滇池北岸

从水系上看
,

在赋存泥炭的湖滨及其三角洲地带
,

又主要集中分布于南北纵向河流

的湖湾或间湾地区 如北岸主要集中分布在盘龙江三角洲
,

那里鸟爪状三角洲的湖湾成间

湾地区是滇池泥炭中炭层厚
、

储量大
、

质量好且以表露为主的泥炭地
。

南岸亦主要分布于

晋宁大河等南北纵向河流三角洲的突出朵叶体两侧的湖湾区
,

炭层厚约 一

滇池泥炭的赋存状态属表露型或埋藏型 其中表露的现代泥炭主要分布于滇池北岸

的草海
、

海埂一带
,

尤其草海一带
,

分布面积达
,

泥炭层厚一般达 一
,

最厚为
、

南岸晋宁地区的湖滨地带有零星分布 埋藏泥炭埋深约 一

垂 向上
,

泥炭层的厚度变化特点是 滇池北岸厚
、

南岸薄 北岸由西 向东厚度递

减
,

如草海
,

泥炭层最厚达
,

至海埂最厚为 。
,

到六 甲一带递减到 玩 左

①中国泥炭应用分类协作组 中国泥炭应用分类方案
,

《全国第二次泥炭学术会议论文集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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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亦表现 出西 侧相对 比东侧增厚的趋 向
,

最厚在晋宁县兴旺乡达 左右
。

演科 参
深度
夏

,

沈

泥 泥 粉 细

炭 砂 砂

变

凡尔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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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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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飞动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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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口 口 图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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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

一 健

‘

土 入年
丁‘ 飞吕乏 】土 烤年

二
,

,

‘ 年

】

图 滇池北岸第四系泥炭对比图

】。

砂砾石 砂 粉砂 粉砂质粘上

泥 泥炭 褐煤 炭质泥

图 草海全新统泥炭沉积剖面

盆地的第四纪煤系地层中发现有褐煤至泥炭连续沉积的特征
。

如滇池北岸的滇科一

孔
,

第四 系地层厚近
,

泥炭与褐煤有 多层
,

在孔深 以上有三层 泥炭 图
,

以下则 为相间出现的软褐煤一褐煤一暗褐煤层 又如草海剖面
,

除更新统地层中有褐

煤赋存外
,

在 一 的全新统地层 中出现 层 泥炭 图
,

其 中 巧一
、

一

为较厚的优质泥炭外
,

其余则为 一代 的薄层泥炭
。

这类反映连续沉积煤系

地层 的钻孔
,

在滇池北岸多有揭示
,

而其褐煤至泥炭连续沉积的地质过程在国内外也并不

多见
。

三
、

滇池泥炭形成的古地理环境

泥炭之所以能形成和积累
,

首先必须有适宜的气侯条件
,

它不仅决定了造炭植物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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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而且也决定 了造炭物质的分解与积累的对 比效应
二

昆明盆地第四纪地层中
,

目前泥炭的最老年代为全新世早期
, ’ 年龄为 二

年 该层位在草海东北部湖滨处埋深约
,

向南至盘龙江人湖 口 处 埋深约 图
。

据 ‘ 年龄和抱粉分析
,

滇池泥炭形成时期大致 可分为两期
,

其气侯特征分别为 图

早全新世 距今 一 年左右
,

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后
,

气侯开始转

暖时期形成
。

泥炭层已揭露的最大厚度为
,

其 下是深灰
、

褐灰色泥 抱粉组合反映

了此期气侯属温凉偏干
,

图 滇他北岸 孔抱粉组合含量图

泥炭 泥 砂

·

据陈乐尧
、

龙瑞华分析

中全新世一现代 距今 年至现代
,

这期时间长
,

泥炭层厚度大
,

最大厚度

约 抱粉组合特征表明此期气侯比早全新世更为温暖

由此可见
、

滇池泥炭形成时期 的植被面貌和气侯与今 日昆明地 区大致相 同
。

也说明了

现今表露泥炭地的生存是与现代昆明地区的气侯条件相适应的

虽然有利的气侯条件是泥炭得 以形成和积累的基本保证
,

但还必须有相应的地貌条件

及其所派生的 良好的水文条件才能形成泥炭沼泽
,

才能决定泥炭层 的发育厚度和泥炭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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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前述的滇池泥炭的赋存特征
,

则主要取决于地质地貌及水文条件

昆明忿魂有 , 余条河流注 入滇池
,

因而在滇池周固建造 了不同规模
、

形态各异 的湖

宾三角洲
,

按河汽
、

沿岸湖流和波浪三种作用因素的相对强弱
,

湖滨三角洲大致可划分为

乌爪状 或指状 、 和朵状 吃或弧状 两种形态类型
,

其主要河流的水文及湖滨三角洲 的基

术特征详见表二

朵状三角洲主要分布于岸流和波浪作用强盛
,

河流作用较弱的滇池东岸 这类三角洲

前缘 比较平直或呈弧形
,

前缘席状砂带比较发育
,

如本区呈东西流向的马料河
,

洛龙河等

属之

鸟爪状三角洲在滇池南
、

北两岸较发育
,

这里岸流和波浪作用相对较弱
,

而河流作用

相对较强
,

所以三角洲分流或分流朵叶体向湖区深人
,

同时分流间或分流朵叶体两侧具有

向陆地方向凹进的湖湾 如盘龙江
、

宝象河 西 白沙河等属之
。

鸟爪状三角洲滨岸地形较复杂
,

其分流朵叶体能阻挡波浪和岸流对分流间湾地区的侵

袭
二

因此
,

有利于湿生植物的繁衍和泥炭聚积 而相反
,

朵状三角洲则缺乏上述分流间的

亚环境
,

不利泥炭沼泽发育
。

另处
,

两个三角洲之间的湖湾
,

相隔距离适当
,

也可形成 良

好的成炭环境
,

如西白沙河与盘龙江三角洲之间的大观楼湖湾

前已提及
,

滇池泥炭主要集中分布于滇池北岸
,

故有必要对滇池北岸即盘龙江三角洲

区泥炭层的发育和聚积作一分析

盘龙江是盆地中最大的纵向河 流域面积大
,

支流多
、

水量及含砂量大 人湖射流

强
,

再加上西南风驱动的湖浪及沿岸流作用
,

使何口 砂坝向西偏移
,

致使盘龙江三角洲叶

体呈南西向伸长
,

本来就为西缘断块山屏蔽了西南风的北端湖区
,

在三角洲叶体伸长后
,

形成了半封闭状的平静水体
。

水较浅
,

初期河流带人湖中和湖岸上冲刷下来的矿物质与水

中浮游生物一起沉人湖底
,

堆积了一层具有少量有机质的砂土与粘土层 植物开始大量繁

殖并形成环状的植物带
,

同时湖底沉积物变细并形成腐泥层 腐泥的不断加厚使湖水变

浅
,

使水生植物群落向沼泽植物群落演替
,

于是在腐泥之上堆积了泥炭
,

这样湖水更加变

浅
,

植物带依次向湖心推进
,

每个植物群落带一方面在植物死亡后转化为泥炭
,

垫高湖

底
,

一方面又为 自己准备着演替物
。

除了这样的周而复始
、

自下而上的泥炭堆积外
,

在水

较深的平静湖湾处
,

生长有漂浮植物
,

具根茎交织成网
,

使另一些植物就在它们的根茎网

上生长
,

随着吹落的浮土愈积愈多
,

植物生长就更茂盛
,

逐形成浮在水面的浮毯
,

并逐年

扩大增厚
,

渐向水中沉没 而死亡的植物残体从浮毯上脱落
,

沉人湖底
,

覆盖在腐泥层

上
,

天长 日久
,

湖底与浮毯间水层逐渐减少
,

最后终于连在一起 如此的 自上而下和 自下

而上的泥炭积累过程
,

使湖水不断变浅
,

植物群落不断演替
,

泥炭层得以增厚并且连成

片
,

这是典型的湖泊水体沼泽化成炭机理
。

但由于补给沼泽水源主要来 自地表径流
,

因此

维持了低位沼泽发育所需的富营养水介质条件 抑制了贫营养植被的发育
,

而一直持续着

低位泥炭沼泽化的进程

当三角洲处于建设期时
,

泥炭沼泽可能在分流间洼地
、

分流间湖湾
、

分流泛滥平原发

育 由于 区域构造运动或河道冲裂而引起的河道迁移
,

致使原三角洲朵叶体的废弃
,

引起

泥炭沼泽的横向迁移或终止
,

也可能给湖湾不断发育的泥炭沼泽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

如草

海 从图 么 图 , 中可见全新世以来三角洲体系中分流间湾和与其呈过渡状态的湖湾
、

分

流间洼地 区域泥炭沉积最 凰
,

如 孔 而湖滨及三角洲陆上平原亚相中泥炭层较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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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前述的滇池泥炭的赋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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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滨三角洲大致可划分为

乌爪状 或指状 、 和朵状 吃或弧状 两种形态类型
,

其主要河流的水文及湖滨三角洲 的基

术特征详见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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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天然湖泊遍布全国
,

据统计
,

面积在 以上的有 名 多个
,

总面积在 以

上
,

蓄水量约 亿 人工湖 水库 多座
,

总库容 余亿 ’。

这些湖泊和水库具

有丰富的资源 如能充分加以开发利用
,

必将为国民经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

若保护和利用不当
,

将会引起诸多矛盾
,

如水利与水产
、

水利与围垦
、

水产与围垦
、

污染与卫生
、

水产与污染等 同

时
,

湖泊本身也存在着湖盆淤积
、

湖岸崩坍
、

湖水污染
、

蒸发盐化和结冰
、

湖水风浪
、

增减水
、

湖

水富营养化等问题
。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与存在问题
,

必须掌握湖盆演变规律
、

湖中水文现象
、

湖水

理化性质和湖中水生物变化与分布情况 认识了湖泊的基本情况
,

才能充分地开发利用湖泊资源

有鉴于此
,

经过我所湖泊研究室诸同志的辛勤努力
,

对全国主要湖泊进行调查研究
,

整编辑成概

论
,

为开发利用湖泊水域
,

提供基本资料 是书之成
,

在国内湖泊学科尚属创举
,

以期对当前国民

经济建设
,

有所裨益

湖泊是湖盆
、

湖水和水 中所含物质 —矿物质
、

溶解质
、

有机质
、

水生物等组 下转第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