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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层控卡林型金矿成矿物质来源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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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林型金矿最早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内华达州发现，到目前为止，其历史储量、资源量、产量总和占所有

金矿的 4%，年产金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9%（Frimmel，2008）。与其他类型金矿床相比，其特点主要为：金颗粒呈

显微-次显微级，不可见，矿石成浸染状，主要赋存与碳酸盐岩建造中。卡林型金矿理论于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

传入我国后，相继在陕西、贵州和湖南等地均有发现（刘东升，1985）。目前，我国卡林型金矿主要分布在陕甘

川及滇黔贵两个区域，其中，黔西南作为我国最早发现卡林型金矿地区，是滇黔桂“金三角”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夏勇等，2009）。黔西南地区卡林型金矿床就其产状、形态和构造控制可分为断控型和层控两大类型，层控金

矿主要有：水银洞、戈塘、泥堡、太平洞等金矿床，此类矿床在矿体形态、控矿构造、赋矿地层等多方面既具有

共同性，又具有其各自的特点。前人对该地区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但是对于矿床成因模式、成矿物质来源等方

面还没有明确的定论。  
对于滇黔桂地区卡林型金矿矿质来源的研究前人通过流体包裹体及同位素等手段做了大量研究。例如，2000

年苏文超等人从成矿流体锶同位素与矿源层的耦合关系，研究了滇黔桂地区几个卡林型金矿流体包裹体、脉石矿

物及赋矿围岩的锶同位素组成，认为滇黔桂地区产于三叠系地层中的卡林型金矿的成矿物质可能不主要是赋矿围

岩直接提供的。对于碳、氢、氧同位素的研究也表明，成矿流体可能为深源流体与地层建造水及大气降水的混合

热流体（朱赖民等，1998）。此外，研究过程中人们认为大厂层是该地区金、锑等矿产的重要含矿层，它在卡林

型金矿成矿过程中的作用仍不明确。目前人们就卡林型金矿的矿质来源主要总结出以下两种观点：一是矿质主要

来自于地幔或地壳深部的岩浆活动，二是赋矿地层即矿源层，矿床具有典型的层控特征。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就滇黔桂地区的卡林型金矿床提出了三种可能的矿源层，分别是：①与峨眉山地幔

柱活动有关的玄武岩、凝灰岩；②矿源层即赋矿地层—龙潭组煤系地层；③产于茅口组和龙潭组之间不整合界面附

近的大厂层。本文选取三个对应的层控卡林型金矿为例，对其主要的容矿地层与矿质来源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水

银洞、戈塘、泥堡三个金矿床其矿体均成层状、似层状、透镜状主要产出于中上二叠统沉积间断面的构造蚀变体和

上二叠统地层中，受背斜控矿明显。水银洞金矿的容矿地层有两种，分别为龙潭组煤系地层及构造蚀变体，其岩性

主要为粉砂岩、粘土岩、生物碎屑灰岩及煤线组合等；戈塘金矿的矿体主要产出于中二叠统茅口组与上二叠统龙潭

组之间构造蚀变体中，主要岩性为硅化角砾岩、硅化粘土岩等一套硅质蚀变岩石；泥堡金矿则位于峨眉山玄武岩分

布区的边缘地带，矿体主要产出于上二叠统峨眉山玄武岩组（P3β）底部凝灰岩及 P3β与大厂层（P3dc）的层间滑脱

构造带中，赋矿岩性主要为凝灰岩。 
分别对三个矿床的主要含矿岩性采样并与峨眉山玄武岩进行对比，稀土元素配分模式曲线均为右倾斜的轻稀

土富集型，δEu 与 δCe 均显示弱的负异常；且轻稀土元素地球化学行为与峨眉山玄武岩有较好的相似性，表明

其沉积物源可能有峨眉山玄武岩喷发物质的参与。同时，ΣREE-La/Yb 投图发现，大部分数据点均落于钙质泥岩

区内，少数泥堡、水银洞金矿的数据点落于靠近碱性玄武岩的钙质泥岩范围内，表明该区成矿过程中有深部流体

的参与。此外，在水银洞、戈塘、泥堡金矿中均发现金红石颗粒与含砷黄铁矿共生的现象，同样表明其成矿过程

中可能受到该地区基性玄武岩的影响。由此得知，此三个层控卡林型金矿成矿过程中，其矿质来源可能不只是赋

矿地层，还有深部流体的参与。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将以模拟实验的手段对此做进一步论证。 
滇黔桂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找矿前景良好，对成矿物质来源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矿床成因及成矿演化过

程，并为进一步寻找新的金矿点及其与之相关的金属矿床提供有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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