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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露头、钻井、钻孔剖面资料对鸡西盆地北部含煤条带中城子河组进行了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划分和对

比 ,共识别出 2 个长期、7 个中期、44 个短期基准面旋回。中 —长期基准面旋回由上升、下降两个半旋回构成对

称型结构 ,在不同剖面中对应标志明显 ;短期基准面旋回分为对称型和非对称型两种 ,自盆地中部至盆地边缘基

准面旋回个数递减。通过对各级别基准面旋回的分析 ,讨论了高分辨率层序与聚煤作用关系。长期基准面旋回

总体上制约了煤层的分布规律 ,完全对称型旋回和不完全对称型上升半旋回聚煤作用总体偏好 ,是找煤远景层

位 ;中 —短期基准面下降半旋回聚煤作用较好 ,是重要工业煤层的有利赋存部位。研究结果显示城子河组第 ①、

②、④、⑥个中期基准面旋回聚煤作用最好 ,是采煤及扩大远景找矿的首选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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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理论[ 1 ] 自创建以来 ,

以其全新的技术方法和显著的实际应用效果 ,

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 ,尤其是石油勘探家的

高度重视[ 2 ～ 4 ] ,在中国广泛分布的中新生代油

气盆地及含煤盆地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

功[ 5 ～ 9 ] ,并且已经证实该理论体系及技术方法 ,

相对 P. R. Wail 等 ( 1988 ) 沉积层序地层学及

Galloway 等 (1989) 成因层序地层学理论更适合

陆相盆地的层序地层学分析[ 5、8 ]

鸡西盆地是黑龙江东部中生代最重要的含

煤盆地之一 ,以往地质勘探工作对该盆地的岩

石地层、生物年代及煤层分布研究较详细 ,但对

盆地的成生演化、高精度地层划分对比、聚煤作

用分析等方面涉及很少 ,层序地层研究更是空

白。目前该盆地内已完成了大部分煤田勘探工

作 ,取得了丰富的钻孔 (井) 及露头资料 ,为层序

地层研究和盆地 (聚煤作用) 分析积累了大量基

础素材。笔者在鸡西地区从事 1 :25 万区调时 ,

对鸡西群进行了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划分和对

比 ,发现高分辨率层序与聚煤作用之间存在密

切的联系。本文在鸡西盆地北部含煤条带 (图

1) ,分别选择了露头、立井、钻孔岩性剖面对该

盆地内重要煤系地层城子河组进行了高分辨率

层序地层划分 ,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城子河组聚

煤作用 ,以便为今后在鸡西盆地进行高精度地

层划分对比和扩大找煤远景提供基础依据。

1 　地质概况

鸡西盆地位于中国东北前中生代佳木斯地

块之上 ,介于依舒断裂和敦密断裂之间 ,为一典

型断陷盆地 ,盆地内主要沉积了鸡西群含煤岩

系。城子河组是鸡西群中最重要的煤系地层 ,

相当于鸡西群中下部层位 ,对称分布于鸡西盆

地靠近盆缘一带 ,总体呈 N EE 向条带状展布 ,

厚度 400 ～ 850 m ,盆地中心位置厚度大于盆缘

位置厚度。底界呈平行不整合盖在鸡西群滴道

组之上 ,或直接超覆在盆地基底之上 ,顶部被鸡

西群穆棱组整合覆盖 (盆缘附近为平行不整合

接触) 。岩石组合以中细粒砂岩夹粉砂岩、泥

岩、煤层为主 ,其中发育煤层 10 ～ 40 层 ,可采

煤层 4 ～ 20 层 ,可采煤层厚 1 ～ 3 m ,煤层主要

分布于该组中下部。总体地层结构为退积型 ,

相当于断陷期二级层序湖侵体系域 ,组内产有

丰富的 Ruffordia Onychiop sis 植物群化石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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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伴生有海相双壳、腹足、沟鞭藻等化石 ,时代 为早白垩世凡兰吟晚期—巴列姆早期。

图 1 　鸡西盆地北部条带剖面、钻孔分布位置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the striped section and the drilling holes in the north of Jixi basin

2 　高分辨率层序划分

在鸡西盆地城子河组剖面中识别出 3 种可

以作为层序边界的构造—沉积界面 ,即区域性

平行不整合面及相当的整合面、盆内主要冲

刷—侵蚀间断面、冲刷面与煤层。该三种界面

在高分辨率层序划分中分别对应着长期基准面

旋回、中期基准面旋回、短期基准面旋回的界

面 ,其识别标志、成因及对应层序类型等见表 1。

表 1 　高分辨率层序特征

Table 1 　The features of the high resolution sequences

层序级别

①②③

基准面

旋回

① ②

旋回时限

(Ma)

④

界面成因

① ②

界面特征

①②

对应沉

积层序

①②④

对应岩

石地层

③

对应天文

周期

④

三级
长期基准

面旋回
2 ～ 5

同一构造旋回中 ,受构造活动强度

和沉积作用双重因素控制的侵蚀不

整合面及与之可对比的整合面

露头、岩芯中大型侵

蚀不整合面、整合面、

岩相超覆面

层序 段

太阳接近

小行星的

周期

四级
中期基准

面旋回
0. 4 ～ 1. 5

受气候和构造双重因素控制的沉积

间断面和与之可对比的整合界面

露头、岩芯中的主要

冲刷面、古土壤 (煤

层) 、洪泛面等

准层序组 亚 　段

地球轨道

长偏心率

周期

五级
短期基准

面旋回
0 . 1

受气候和沉积物供给量变化控制的

局部冲刷面、无沉积面及整合面

洪泛面、冲刷面、古土

壤 (煤层)
准层序 韵律层

地球轨道

短偏心率

周期

　　注 : ①彭军等 (2002) 、郑荣才等 (2003) ; ②罗立民 (1999)综合 Van Wagoner (1987) 、李思田 (1992) 划分方案 ; ③李增

学等 (2000)综合 Mail (1984) 、Brett (1990)划分方案 ; ④池秋鄂等 (2001)划分方案

　　城子河组顶、底界分别由平行不整合或整

合界面限定 ,构成了城子河组长期基准面旋回

的顶、底界 ,内部发育一个大型侵蚀—冲刷界

面 ,界面附近表现明显的岩相超覆 ,盆内可大范

围追踪 ,将整个城子河组分割成两个长期基准

面旋回 (图 2) 。在两个长期基准面旋回上升或

下降过程中 ,发育了多个具有次一级的 ,且有一

定区域可对比性的主要冲刷面、洪泛面及煤层

(图 2) ,代表了中期基准面旋回界面。第 1 个长

期基准面旋回内发育 1 个中期基准面旋回界

面 ,将该长期基准面旋回分割成两个中期基准

面旋回 ;第 2 个长期基准面旋回内发育 4 个中期

基准面旋回界面 ,将该长期基准面旋回分割成 5

个中期基准面旋回。每个中期基准面旋回内部

均发育多个规模较小的底冲刷面、岩相转换面

及欠补偿性煤层沉积等 ,代表了短期基准面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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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界面。中期基准面旋回内发育的短期基准面

旋回界面个数不完全相同 ,一般 1 个中期基准

面旋回多由 4 ～ 6 个短期基准面旋回组成 ,最

多发育 8 个 ,最少者 2 个。整个城子河组最多可

识别 44 个短期基准面旋回。

图 2 　城子河组( K1 )高分辨率层序基准面旋回划分和对比

Fig. 2 　Subdivision and correlation the base level cycle of the high resolution in the Chengzihe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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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分辨率层序特征

3 . 1 　短期基准面旋回层序特征

短期基准面旋回由成因上相联系的单一岩

相或多个岩相构成的岩石地层单元加界面组

成 ,相当于 Vail (1987) 层序地层学中的准层序

及岩石地层中的韵律层[ 4 ～ 9 ] ,在天文周期中对

应着地球轨道短偏心率周期 ,层序的时间周期

为 0 . 1 Ma (据短偏心率周期与短期基准面旋回

对应厘定) [ 5 ] 。短期基准面旋回是划分高分辨

率层序地层的成因地层单元和层序分析的基

础[ 10 ] 。通过岩心、露头剖面的研究 ,在城子河组

中识别出 2 类短期基准面旋回结构类型。

3 . 1 . 1 　非对称性短期基准面旋回

根据所处二分时间单元部位不同 ,可将城

子河组残缺的短期基准面旋回分为向上变深和

向上变浅两种类型。向上变深型非对称旋回主

要分布在城子河组的底部及中上部 ,约占短期

基准面旋回总数的 20 %。主要以保存上升半旋

回沉积记录为特点 ,层序底界面为冲刷面或整

合面 ,向上发育变细的沉积序列 ,显示向上水体

变深的基准面上升半旋回结构。下降半旋回表

现为沉积的被冲刷缺失或无沉积间断 ,下降半

旋回沉积物通过侵蚀冲刷作用被带走 ,反映了

水动力较强的动荡环境。该类基准面旋回在城

子河组的下部及中上部的厚度所占比例较大 ,

说明城子河组早期和中晚期以水动力较强的浅

水环境沉积为主。

向上变浅型非对称旋回在城子河组中出现

极少 ,主要以保存下降半旋回沉积记录为特征 ,

上升半旋回主要表现无沉积间断面和水进冲刷

面 ,并以此作为整个层序的底界 ,向上发育变粗

型沉积序列 ,显示向上水体变浅的基准面下降

半旋回结构 ,该类基准面旋回代表了距物源区

较近、供给量逐渐增大的沉积特点。

3 . 1 . 2 　对称型短期基准面旋回

该类旋回基准面上升和下降半旋回的沉积

记录都有保存 ,基本为完整的基准面旋回 ,顶、

底多以小型冲刷面及整合面为界。此类层序在

城子河组短期基准面旋回总数中所占比例近

80 %。其形成主要与高可容纳空间背景下的基

准面上升幅度较大而下降幅度较小 ,以及沉积

速率始终处在小于可容纳空间增长率的状态有

关[ 8 ] 。层序内由退积 →加积 (进积) 作用形成由

粗变细又变粗的对称沉积序列 ,由退积 →加积

(进积) 转换面为对称轴或湖泛面 ,将层序分隔

为上升与下降 2 个半旋回 ,具备二分时间单元

分界线的特点。依据上升和下降半旋回所保存

的地层厚度可进一步划分为上升半旋回大于下

降半旋回、下降半旋回大于上升半旋回和上升

与下降两个半旋回近于相等三种对称型基准面

旋回 (图 2) 。

3 . 2 　中期基准面旋回

中期基准面旋回是通过对短期基准面旋回

层序叠加样式的分析和中期基准面旋回层序界

面综合确定[ 5 ,11 ] 。城子河组的中期基准面旋回

由 4 ～ 6 个、个别 2 个或多达 7 ～ 8 个具进积、

退积和加积结构的非对称型、对称型短期基准

面旋回按一定的排列方式叠置而成 ,厚度数十

米至上百米 ,时间跨度 0 . 2 ～ 0 . 8 Ma ,平均为

0 . 67 Ma (依据短期基准面旋回时限累加推算) ,

相当于 P. R. Wail 的准层序组、岩石地层的亚段

和天文周期中长偏心率周期的时限[ 5 ～ 9 ] 。

城子河组中期基准面旋回层序均由对称型

基准面上升、下降两个半旋回组成 ,对称性表现

很好 ,显示了相对均衡的中期基准面升、降变化

特点。其中第 ①、③、⑤、⑥个中期基准面上升

半旋回厚度大于下降半旋回厚度 ,显示湖侵到

湖退的转换速度较快 ,以保存上升半旋回沉积

记录为主 ;其余中期基准面旋回的上升、下降半

旋回厚度基本相同 ,表明由湖侵到湖退的转换

速度较慢 ,上升和下降旋回沉积记录均保存较

好 ;个别基准面上升、下降半旋回在横向上具有

对称性发生变化的特征 ,即在一个地方上升、下

降半旋回厚度相近 ,向两侧延伸 ,上升或下降半

旋回厚度不断增大或减小 ,形成上升半旋回厚

度大于或小于下降半旋回 ,说明中期基准面旋

回受局部构造作用影响也较明显。中期基准面

旋回顶、底多由较明显的冲刷面及岩相叠覆界

面限定 ,层序内多由退积 (加积) →进积 (加积)

型短期基准面旋回叠置形成由粗变细复变粗的

对称型沉积序列 ,其结构样式与短期基准面旋

回特点相似 ,但其反映的是盆地内较明显的湖

侵→湖退沉积 ,在盆地范围内叠加样式稳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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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基准面旋回的变化。

3 . 3 　长期基准面旋回

长期基准面旋回以三级构造层序的不整合

及整合面为界 ,由多个中期基准面旋回层序叠

加组成 ,在盆地范围内具有较大规模的完整湖

侵→湖退旋回沉积层序 ,沉积厚度一般在 200

～ 600 m ,时间跨度 1 . 3 ～ 3 . 1 Ma (据中、短期

基准面旋回时限累加推算) ,与 P. R. Vail 的三

级层序、岩石地层的段及天文周期中太阳接近

小行星的周期时间基本相当[ 5 ～ 9 ] ,说明长期基

准面旋回兼受区域构造和天文周期影响下的气

候旋回共同制约。

城子河组中的第 1 个长期基准面旋回表现

为上升半旋回厚度基本等于下降半旋回的近完

全的对称型 ,反映了湖侵幅度与速度由高到低

的脉动式递减和湖退幅度由低到高递增的特

点 ,湖侵到湖退的转换速度相对较慢 ,上升和下

降半旋回的沉积记录均保存很好 ,表明城子河

组早期的最大湖侵作用和湖退作用程度应基本

接近。

第 2 个长期基准面旋回表现为上升半旋回

厚度大于下降半旋回的不完全对称型 ,反映了

由湖侵到湖退的转换速度较快、幅度大 ,以保存

长期基准面上升半旋回的沉积记录为主 ,下降

半旋回顶部有较强的侵蚀作用的特点 ,说明城

子河组中晚期最大湖侵作用程度强于湖退沉积

作用。

城子河组的 2 个长期基准面上升半旋回所

包函的中期基准面旋回以上升半旋回沉积厚度

大于下降半旋回为特征 ,而下降半旋回所包函

的中期基准面旋回以上升半旋回厚度小于或等

于下降半旋回为特征 ,总体上具有长期基准面

上升过程中其内中期基准面也保持着上升状

态 ,而下降过程中其内中期基准面也保持着总

体下降或上升与下降程度基本相同的特点。

4 　高分辨率层序的对比

城子河组长期基准面旋回的分界面为盆地

范围内的不整合或与之对应的整合界面 ,属区

域上等时性界面 ,界面所分割的长期基准面旋

回的叠加样式在不同剖面中具很好的可对比性

(图 2) ,其内部反映最大湖泛面的半旋回转折点

在不同剖面中表现为凝缩的厚层泥岩及煤层沉

积 ,在鸡西盆地北部含煤条带沉积序列中有很

好的识别标志和对应关系 ,另外长期基准面旋

回控制的煤层分布在不同剖面中具有明显的对

比关系 ,第 1 个长期基准面旋回的下降半旋回

中发育有同期海侵形成的海相化石层是长期基

准面旋回横向等时对比的重要标志。总体来

看 ,城子河组两个长期基准面旋回的界面、叠加

样式、海相化石、含煤性在鸡西盆地北部条带中

分别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和统一性 ,表明城子河

组在这一地区沉积作用和形成时间具有同步

性。从长期基准面旋回厚度对比上看 ,自盆地

中心位置 (城子河) 向盆地边缘 (黑台) 横向厚度

依次递减 ,且整体岩石粒度逐渐变粗。

中期基准面旋回的界面、半旋回转折点、含

煤性和化石层在长期基准面旋回框架内 ,具有

很好的对应关系 (图 2) ,显示了受相同气候环境

控制的沉积特点 ,部分旋回的对称性及含煤性

在横向上受局部构造影响有一定变化 ,且沉积

厚度也具有不稳定性 ,但总体上仍表现由盆地

中部向盆缘依次减小的特点。短期基准面旋回

在中期基准面旋回内总体上具有较好的对比

性 ,不同剖面中叠加样式、湖泛面和旋回个数具

有较明显的相似性和可对比性 (图 2) 。受物源

供给和局部冲刷侵蚀作用影响 ,局部基准面旋

回缺失上升或下降半旋回 ,有的地段甚至缺失

整个旋回 ,呈现出自盆地中部向边缘 (横向) 基

准面旋回个数略有递减的特点 ,在中期旋回内

最多达 3 个短期基准面旋回 ,导致盆地中部短

期基准面旋回对应盆地边缘的短期基准面旋回

的界面。受基准面旋回缺失影响 ,短期基准面

控制的煤层和化石层对比性有所降低 ,但短期

基准面上升与下降半旋回转折点在不同剖面的

中期基准面旋回内作为等时对比的优先条件仍

较明显。

5 　高分辨率层序与聚煤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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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补给量

以及迅速埋藏等条件[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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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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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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而可容纳

空间、水位的变化及沉积物供给、古气候情况与

基准面升降变化之间有着密切的成因联系 ,因

此通过高分辨率基准面旋回的研究进行盆地聚

煤作用分析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

5 . 1 　长期基准面旋回与聚煤作用

长期基准面旋回反映的是盆地范围内大规

模的湖侵 →湖退成因和长期基准面变化特征 ,

因此它总体上控制了湖盆聚煤作用的形成机

制。城子河组第 1 个长期基准面旋回表现为上

升和下降半旋回厚度基本相等的完全对称型 ,

显示了湖侵向湖退转换速度较慢。其中基准面

上升半旋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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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 ;下降

半旋回中水体处于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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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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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该长期基准面上升和

下降半旋回均有较好的聚煤条件 ,发育工业煤

层。

第 2 个长期基准面旋回表现为上升半旋回

远大于下降半旋回的不完全对称型 ,显示了湖

侵→湖退的转换速度快 ,以湖侵沉积保存为主。

上升半旋回水位处于不断上升阶段、水量充足、

气候潮湿、可容纳空间增长速度大于沉积速度、

物源供给偏小、沉积作用时间长 ,利于植物长时

间大量生存 ,脉动式湖侵砂体的推进和不断升

高的水位能及时埋藏植物遗体 ,形成还原环境 ,

为聚煤作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因此上升半旋回

总体聚煤作用偏好 ,发育多层可供开采的工业

煤层 ;相反 ,下降半旋回水位不断下降、沉积速

度大于可容纳空间增长速率、物源供给量大、水

体萎缩、气候逐渐变干旱、沉积作用时间短 ,不

利于植物长时间生存 ,同时由于冲刷、侵蚀作用

较强 ,植物遗体不易保存 ,因而该阶段聚煤作用

较差 ,仅在半旋回转折点 (最大湖泛面) 偏上位

置发育有质地较差的薄煤层。

5 . 2 　中期基准面旋回与聚煤作用

中期基准面旋回代表盆地次一级的湖侵 →

湖退沉积 ,受局部构造影响明显 ,因此它制约着

具体含煤段的生长和发育。城子河组第 ①、②

个中期基准面上升半旋回表现为湖侵脉动幅度

小、频率高、可容纳空间增长速度大于沉积速

率、物源供给逐渐减小、沉积作用时间长、水位

增高使气候不断变潮湿等特点 ,利于植物大量

生长和保存 ,聚煤作用好 ,工业煤层集中发育 ;

下降半旋回表现沉积时间短、物源供给大、水体

萎缩、沉积作用快而水动力强等特点 ,不利于植

物大量生长和保存 ,聚煤作用差 ,只有少许质地

较差薄煤层。第 ④、⑥个中期基准面下降半旋

回表现为湖退脉动幅度小、频率高、湖退转化沉

积作用慢、水量较充足、气候较潮湿、物源供给

增大速度慢、沉积水动力弱 ,利于植物长时间大

量生长和保存 ,聚煤作用好 ,有较多工业煤层集

中发育 ;上升半旋回因湖退脉动频率低、幅度

大、水动力强、物源供给大、沉积作用快而强 ,造

煤植物不宜长时间生长和保存 ,聚煤作用差 ,仅

零星分布有薄煤层。第 ③、⑤、⑦个中期基准面

旋回的湖侵→湖退的脉动幅度大、频率低、可容

纳空间增长速率与沉积速率均较大 ,沉积物粒

度偏粗 ,显示水位浅、水动力强的特点 ,造煤植

物不宜长时间生长、植物遗体多被冲刷、侵蚀

掉 ,聚煤作用差 ,仅在局部构造缓和地段有薄煤

层发育。

5 . 3 　短期基准面旋回与聚煤作用

短期基准面旋回代表盆地内最小规模的湖

侵→湖退沉积作用 ,它控制了具体的煤层的形

成和分布。城子河组向上变深非对称型短期基

准面旋回多表现水动力强、沉积速度快、物源较

充分等特点 ,无法为植物长期生存提供稳定条

件 ,而且短期基准面旋回之间冲刷、侵蚀作用

强 ,植物遗体多被冲淡 ,因此该种基准面旋回聚

煤作用最差 ,基本不发育煤层。向上变浅非对

称型基准面旋回主要表现为物源供给偏大、水

位偏低、沉积速率大于可容纳空间增长速率等

特征 ,因此该种短期基准面旋回聚煤作用也较

差 ,仅局部发育煤线沉积。对称型短期基准面

旋回发育有较完整的湖侵 →湖退沉积 ,早期湖

侵作用使得水位不断抬升、气候变得潮湿、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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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粗变细沉积物供给为其后的植物生长和泥炭

堆积提供了养料和稳定基础。但该时期由于 沉

积速度较快 ,物源供给大 ,不利植物生长 ,最高

湖泛之后 ,湿润的土壤露出水面 ,缓慢的湖退使

得盆地水量依旧充足 ,较低的物源供给为植物

大量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 ,缓慢的沉积速率和

较弱的水动力适宜造煤植物长期生长和保存 ,

因此该种短期基准面的下降半旋回聚煤作用普

遍好 ,是煤层的主要赋存部位。其中上升半旋

回小于或等于下降旋回的类型由于湖侵向湖退

转换速度慢、聚煤作用好 ;上升半旋回厚度大于

下降半旋回的类型因下降半旋回上部冲刷、侵

蚀作用强 ,使得沉积记录保存不全 ,煤层多缺

失。

5 . 4 　各级别基准面旋回聚煤作用关系

从图 2 中可见 ,短期基准面旋回的煤层分

布与中期、长期基准面旋回的煤层分布之间存

在着明显的规律性。在长期基准面旋回中聚煤

作用较好的半旋回内 ,中期基准面旋回和短期

基准面旋回的聚煤作用也相应较好 ,重要含煤

段和主要工业煤层均发育其内 ;而在长期基准

面旋回聚煤作用较差半旋回内 ,中期与短期基

准面旋回的聚煤作用较差 ,煤层零星分布 ,多以

劣质煤层和煤线发育为主。中期基准面旋回中

聚煤作用好的半旋回中 ,短期基准面旋回的聚

煤作用也好 ,往往连续成煤 ,且煤质好、规模大 ;

相反 ,在成煤较差的半旋回中 ,短期基准面旋回

成煤作用也差 ,煤层稀少、煤质差、规模小 ,工业

煤层不发育。由此可见 ,长期基准面旋回依次

制约着中期、短期基准面的成生演化和聚煤作

用 ,暗示了城子河组长期、中期、短期基准面旋

回之间不仅在成因上有密切关系 ,在聚煤作用

上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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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Resolution Sequence Stratigraphy Features and

Mechanism of the Coal Formation in the Chengzihe
Formation of Jixi Basin in Eastern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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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N o. 6 Geō ex ploration Team of Hei long j iang , J iam usi 154000)

Abstract :Based t he data of t he exp osures a nd t he drilling , t h rough t he high r̄esolution seque nce st ra2

t igrap hy subdivision a nd cor rela tion , tw o lonḡ te rm , seve n middle t̄e r m , f ort y f̄ our s hort t̄ e r m baseˉ

level cycle seque nces a re disti nguis he d i n t he Che ngzi he For mation of st rip ed c̄oali ng i n t he nort h of

J ixi basi n . The middle t̄e rm t o t he lonḡ te r m base l̄evel cycle seque nces app ea r t o sym met ry st ruct ures

bei ng ma de of t he two half c̄ycle of risi ng a nd f alli ng. A nd t he re a re obviously cor resp ondi ng ma r ks

i n t he dif f e re nt p rof iles . The short t̄e rm base l̄evel cycle seque nces a re divided i nt o tw o basic t yp es of

sym met ry a nd non s̄ym met ry , a nd t he num bers of base l̄evel cycles dec rease d p rogressively f rom t he

middle of t he basin t o t he edge . B y t he a nalyses of t he va rious base l̄evel cycle seque nces , t he relation

betwee n t he high r̄esolution seque nces a nd t he mec ha nis m coal f or mation is discussed. The lonḡ te rm

base l̄evel cycle seque nces rest ricted t he dist ribution of t he coal be ds e nti rely. The coal f ormation i n

t he e nti re sym met ry cycle a nd t he risi ng half c̄ycle in t he non ē nti re sym met ry cycle is ge ne rally good ,

w hich is t he lonḡ ra nge p rosp ecti ng coal laye r . A nd t he coal f or mation i n t he middle s̄ hort base l̄evel

wit h f alli ng half c̄ycle is bet te r , w hich is t he good p lace f or t he i mp orta nt i ndust ry coal beds . The

study shows t he mecha nis m of t he coal f or mation i n t he middle base l̄evel cycle of t he ①、②、④、⑥is

t he best one . These a re t he p ref e re ntial beds of coal cut ti ng a nd p rosp ecti ng.

Key words : Che ngzi he Formation ; high r̄esolution seque nce st ratigrap hy ; mecha nis m coal f or mation ;

J ix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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