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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是我国卡林型金矿集中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主要分布在扬子地台边缘脆弱区。矿化主 

岩为细碎屑岩和不纯碳酸盐岩等，金矿床围岩蚀变 

主要有硅化、黄铁矿化、毒砂化、辉锑矿化、雄(雌)黄 

化、辰砂化、粘土化、碳酸盐化等。本区卡林型金矿 

床的热驱动力一直是悬而未解的问题，目前认为有 

三种热源：埋藏增温。构造热源，岩浆热源u J。本 

文拟通过黔西南地区区域热演化历史分析来探讨其 

成矿热源及传输。 

1 沉积盆地热演化的研究方法 

沉积盆地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盆地的热体制是 

动态变化的。盆地动态热体制的研究可归结为盆地 

热历史的重建或恢复。盆地内的沉积地层中有机质、 

矿物、流体等地质客体可以记录古地温及其演化历 

史，即利用古温标或古地温计来反演地层的热历史 

和盆地底部热流。目前主要利用镜质体反射率 

(R。)、镜质体反射率梯度、磷灰石裂变径迹、牙形石 

色变指数(CAI)、自生矿物(粘土矿物)组合、矿物温 

度计、流体包裹体测温、氧同位素(墙O)和柏 l，剪 值 

进行研究。其中镜质体反射率适用于有机质丰富的 

沉积盆地，磷灰石裂变径迹对碎屑岩地层古地温的 

测定较为有效，牙形石色变指数适用于古生物丰富 

的地层，自生矿物组合适用于较为年轻的盆地，流体 

包裹体应用较为广泛 ]。 

镜质体反射率利用有机质的热成熟度来反映它 

与温度及受热时间的关系，其关系式是Bsrker等建 

立的古地温公式：In[Ro_]=0．0078[ ]一1．2，式 

中Ro皿是有机质的平均反射率， 一 是最大埋藏温 

度 ]。本计算式的优点在于不用考虑时间因素。 

磷灰石裂变径迹、柏 l，剪 都是在热年代学基础上 

求温度[7 ]。牙形石色变指数是利用其蚀变颜色来 

反映温度，不同的颜色对应相应的温度 。 

2 典型矿床成矿年代与成矿温度 

本区卡林型金矿的赋矿层位主要是二叠纪一中 

三叠纪地层。岩性主要为粘土岩、粉砂岩、砂岩及不 

纯碳酸盐岩等(表 1)。金矿的成矿时代，通过石英 

裂变径迹法测年[引、Rb-Sr年龄【l们(表2)大致可以确 

定为82—114 Ma，相当于燕山晚期。 

本区金矿的成矿温度主要通过流体包裹体均一 

温度、有机质反射率测温获得(表3)。可以看出，成 工 

矿期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206—250"C)与有机质反 

射率温度值(153 234℃)较吻合。 

3 黔西南区域热演化 

黔西南地区属于右江盆地的一部分，右江盆地 

的演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由早期与特提斯构造域有 

关的北东一南西向拉张和后期与滨太平洋构造域有 

关的北西向挤压【l引。从 CAI温度分布曲线图及镜 

质体反射率温度曲线图可看出右江盆地在地质历史 

演化过程中呈现降温的特征。在贵州地区中下寒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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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黔西南金矿赋矿层位及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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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 矿化层位 容矿岩性 矿床 

三叠 
系中 
统 

三叠 
系下 
统 

三叠 
系上 
统 

许满组 粉砂岩、粘土岩 丫他 
边阳组 粘土岩、粉砂岩 烂泥沟 

紫云组 粘土岩、粉砂岩 板其 
夜郎组或飞仙关组 粘土岩、粉砂岩、不纯碳酸盐岩 紫木凼 

大隆组 钙质粘土岩 紫木凼 
长兴组 不纯碳酸盐岩 紫木凼 
龙谭组 粘土质角砾岩、硅化角砾岩 戈塘 

表2 烂泥沟、百地金矿成矿时代 

表3 典型矿床的成矿温度表 

注：①、②资料来源于文献[11]、[13] 

统、奥陶系、泥盆系底部、泥盆顶部一下石炭统、上二 

叠统、下三叠统古地温曲线图-l 中，在黔西南都 

有一个大致北西向和北东向的曲线所围成的古地温 

高异常区，向南延伸至广西，基本上以北东向的弥勒 
一 师宗和北西向的紫云一桠都大断裂为边界，且随 

地质历史演化逐渐向南(桂西北)缩小。在三叠纪时 

仅在册亨南部有一较小区域的300~C高古地温异常 

区，桂西北却有较大区域的300oC以上的高古地温 

异常区。从桂西北上二叠统合山组煤层最大镜煤反 

射率等值线及右江盆地下三叠统 CAI趋势等值线 

图 看出，黔西南、滇东南、桂西北基本沿右江盆地 

形成圈闭等值线，且高值区多在桂西北，这可能与桂 

西北在燕山期有较强的岩浆活动有关。 

4 讨 论 

从本区二叠纪、三叠纪地层古地温曲线图(图 

291 

1、2)上可看出，产于二叠纪地层中的金矿床主要分 

布在180～250~C区域内；而产于三叠纪地层中的主 

要分布在 160～25o℃区域内。如果以本区古地温梯 

度4℃／100 mlH 和最大沉积厚度计算，二叠纪、三叠 

纪地层的埋藏温度分别为184oC、160oC，与林清uIJ 

通过有机质反射率获得的温度150～240℃基本吻 

合。前人研究表明m J，金的最佳活化温度为220oC。 

因此认为本区二叠纪和三叠纪地层的埋深地热都不 

能提供足够的热驱动力。从本区金矿的均一温度得 

出的主要成矿温度是206～250~C，比二叠系、三叠系 

地层埋深温度分别高22～46℃、66～90℃，那么提供 

22 46℃、66 90℃的能量从何而来呢?黔西南航 

磁异常资料显示(图3)【l副本区深部可能存在较大的 

隐伏超基性岩基。在贞丰、册亨以东 12～32 ian范围 

内，出现数个等轴状长波航磁异常，单个面积最大达 

100 km2，异常区已出露燕山晚期(133 Ma，全岩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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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偏碱性超基性岩体群(如白层、阴河、杨家寨等)。 

从金矿成矿时代、矿床集中区地层古温度曲线呈辐 

射状分布的特征，推测在燕山期本区深部有大规模 

岩浆活动，其热能沿深大断裂及次级裂隙向上及周 

图l 黔西南上二叠统古地温分布图(1：500万) 

(据周希云1985修改) 

图3 南盘江地区航空磁测向上延拓10 km磁场图 

(转弓l自王砚耕1995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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