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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贵州成矿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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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地球化学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很多矿产都产于不整合面及其附近，常见的有油气、金、铀、铅锌、铜、锑与铂族元素等，不整合面与成 

矿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作者认为，不整合面不仅是成矿热液运移的通道和储矿的空间，且是一种容易失稳 

的界面，在后期的构造活动演化过程中，常形成走向弯曲的拆离断层带和韧性与脆性变形并存的韧性剪切带， 

进而驱动矿液运移和沉淀。不整合面类型不同，矿体形态和产 出特征也不同，不整合面附近多形成一些中低 

温热液矿床。清墟洞组是贵州铅锌、汞和铀矿的重要赋矿层位，其原因是该地层成矿元素丰度较高，地层上部 

有透水性低的“地球化学障”，下部有与断裂相通的“矿源层”，一般都沿深大断裂发育的背斜轴部 出露。银厂 

坡矿床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与其附近的会泽的矿山厂、麒麟厂(超)大型铅锌矿床非常相似，预测其深部具有良好 

的找矿前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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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跨扬子地块和华南褶皱带两个一级构造 

单元，区内沉积岩非常发育，从中元古代至第四纪沉 

积物厚度在 3万米以上。岩浆 活动相对 较弱 ，但岩 

类齐全 ，超基性 岩、基 性岩 、中性岩 、酸性 岩均有 出 

露，分布零星。矿产以沉积和沉积改造型为主，如 

铁 、铝 、锰 、汞、锑 、铅锌 、金 、磷块岩 、重 晶石与煤 等。 

有关贵州省的区域地质演化和各种矿产的成矿特 

点，已有不同程度的专题研究，本文仅就几个与成矿 

有关而未见专门讨论的问题提出一点看法。 

1 不整合面附近 的找矿和成矿机制 

不整合面附近成矿在国内外都是一种比较常见 

的现象。不整合面对大油气田的形成与聚集的实例 

也不少，如美国东得克萨斯盆地、加拿大阿萨巴斯卡 

油气 田、我 国辽河油 田齐 家河 油气藏和塔里木盆地 

油 田等 。据已有的资料 ，塔里木盆地 至少有 5个不 

整合面控制的油气田[1]：志留系与奥陶系或前震旦 

系(T )；石炭系与下古生界或前震旦系(T )；二叠 

系上统一三叠系与二叠系下统或志留系 一泥盆系或 

前震旦系(T )；侏罗系与三叠 系或石炭 系一二叠 系 

或寒武系一奥陶系或震旦 系(T )；自垩 系与下伏地 

层(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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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于不整合面附近的金属矿 产的例子也很多。 

不整合脉型铀矿，如澳大利亚北部派因克里克地槽 

区三个铀储量 均超过 5000～50 000 t的贾 比卢卡 

(Jibiluka)、兰杰 (Ranger)和库恩加拉 (Koongarra) 

铀矿床都产于中、下元古界的不整合面内，铀矿化赋 

存于不整合面和其下部下元古界卡希尔组石墨片岩 

中．力Ⅱ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阿萨巴斯卡盆地内 6个 

铀矿床：伊格尔 ·波因特51 150 t U。O 储 量 (下 

同)、西加湖 (110 000 t)、麦克 阿瑟河 (77 000 t)、凯 

湖 (73 900 t)、拉 比 特 湖 (15 769 t)和 中西 湖 

(21 550 t)，均产于中、下元古界之间的不整合面附 

近 ]。澳大利亚的不整合脉型铀矿床中，除铀外 

还含有较高的铂族元素(主要为Pt与 Pd)。 

粗略地统计，国内有很多金属矿床(化)都赋存 

在不整合面或其上下盖层和基底地层 中，如浙江治 

岭头金一银多金属矿床 ]、云南滇西上芒岗大型金矿 

床 和云南东川r滥泥坪铜矿床 (图 1)，它们都分 

别产于侏罗系上统火山岩与下元古界八都群变质岩 

之间 、侏罗系勐嘎组 与二叠 系下统沙子坡组之间和 

震旦系陡山沱组与 昆阳群因 民一落雪组之 间的不整 

合面中。在贵州和广西、云南的接壤地区，古生代以 

来的各时代地层中都有很多不整合界面，并伴随有 
一 批矿床。如广西马雄锑金矿床赋存于泥盆系中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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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岗岭组与寒武系中统水口群的角度不整合面附 

近 ；云南老寨湾金矿受泥盆系下统坡脚组 与奥陶系 

下统松冲组之间的不整合面控制；富宁革档金矿产 

于泥盆系下统坡脚组与寒武系上统唐家坝组之间的 

角度不整合面中口 ；黔东北梵净山穹状背斜的北、 

西、南三面，在上元古界下江群与中元古界梵净山群 

的角度不整合面的上下顶底板 中，产有 以金盏坪金 

矿点为代表的 8个金矿床(点)[8 ；安龙戈塘金矿沿 

二叠 系上统龙潭组与二叠系中统茅 口组之间的岩溶 

不整合面分布 (图 2)，贞丰水银洞金矿和普安泥 

堡金矿亦是在靠近二叠系中、上统不整合面上部的 

龙潭煤系中；云南砚山的垮溪金矿[7 产于三叠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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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洗马塘组与二叠 系下、中统栖霞 一茅 口组 之间的 

不整合面中。以及广西那坡县果提金矿(泥盆系底 

部郁江组)、隆林县隆或金矿(石炭系底部鹿寨组)、 

隆林大坪金矿与坝后金矿及崇左六坤金矿(上二叠 

统合山组底部)、崇左板利金矿(下三叠统罗楼组底 

部)、田林高龙金矿和乐业弯里金矿(中三叠统百蓬 

组底部)【】 、广东长坑金银矿(下石炭统梓门桥组与 

上三叠统小坪组之间)_】 、湖南常宁康家湾铅锌金 

矿 (侏罗系与二叠系之间的不整合 面)[】引、云南楚雄 

盆地砂岩型铜矿(不整合面上部的白垩系中)_1 和 

新疆伊犁盆地的 511、5l2与 5l3砂岩型铀矿(中下 

侏罗系的水西沟组中)_】 等。 

矿体 

图 1 滥泥坪铜矿勘探线剖面图(13线) 

Fig．1 Section of exploration line(No．1 3)in the Lanniping copper deposit 

(1)石灰岩；(2)强硅化角砾化灰岩(含矿层)；(3)金矿体；(4)碳质页岩；(5)粘土岩；P1 ril茅 口组，Pz1 龙潭组第一段 

图 2 戈塘金矿床 3—3勘探线剖面 

Fig． 2 Section of exploration line 3-3 in the Getang gold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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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及其邻区，从晚元古代到第四纪的地层中， 

至少存在有 16个不整合界面 ：①板溪群／下江群／丹 

洲群与梵净山群／四堡群；②震旦 系与下 江群／板溪 

群 ；③震旦系中陡山沱组与澄江组 ；④南沱组与澄江 

组；⑤奥陶系中统中的假整合；⑥志留系与奥陶系； 

⑦泥盆系与志留系；⑧石炭系与泥盆系 ；⑨二叠系与 

志留系；⑩二叠系与石炭系；⑩二叠系上下统之间； 

⑩三叠系中上统之间；⑩侏罗系与三叠系上统；⑩侏 

罗系中统与下统；⑩白垩系的内部及其与下伏地层； 

⑩第三系和第四系与下伏地层。 

一 般认为，矿床之所以产于不整合面及其附近， 

是因为不整合面是一种容易失稳的界面，它在后期 

的构造活动演化过程中，容易发生挤压滑动、破碎， 

并造成一些张性裂隙，有利于成矿溶液的进入、流动 

和矿质沉淀，是良好的导矿构造和储矿场所。但有 

些现象仍值得深入探讨：①不是每个不整合面都有 

矿床(化)产出；②产于不整合面附近的矿床一般规 

模相对较大 ，品位较富。如云南滥泥坪铜矿 ，矿石铜 

平均含量在 2 以上，而该区因民组、落雪组中的铜 

的品位一般都小于 1 ，多在 0．7 左右。澳大利 

亚贾比卢卡和库恩加拉两个不整合脉型铀矿的铀品 

位为 0．3 ～1．0 (U。O。)，远 比我 国铀的工业 品 

位(0．05 )高得多；③受不整合面控制的矿化种类 

主要是金矿和铀矿 ，其次是铜 、铅 、锌 、锑 、铂族 元素 

等；④产于不整合面上的矿床元素组合和该区其它 

类型矿床的相似，滇黔桂接壤地区和湘黔交界地区 

主要是金 (锑等)；云南东川地区都是铜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研究后初步认为： 

①不整合面附近或与不整合面连通的地质体成矿元 

素丰度高。如产有多个超大型不整合脉型铀矿床的 

北澳派因克里克地槽区的太古代基底纳纳姆布杂岩 

体中的片麻岩含有晶质铀矿副矿物，岩石平均铀含 

量达 9×10 (地壳丰度的 3倍以上)。加拿大凯湖 

不整合脉型超大型铀矿床的早元古代基底的新鲜片 

麻岩 ，U。o 平 均含量达 13×10 。云南 昆阳群与 

震旦系之间在东川和江川地区都有角度不整合 ，而 

只有东川地区的不整合才有铜矿床，其原因是东川 

地区的不整合面下面为昆阳群的铜矿层位因民组和 

落雪组，而江城地区不整合面下面的昆阳群却是铜 

含量低的昆阳群美党组；②不整合面中虽然断裂发 

育 ，却不是呈一条简单直线 (折线)式的断层 ，而是沿 

不整合面分布的、走向弯曲的拆离断层带、韧性剪切 

带，在不整合面中韧性和脆性变形是并存的。因此， 

在构造活动时，构造作用驱动矿液运移和沉淀；③不 

整合面一般展布范围较大，有利于成矿溶液的长距 

离运移。因为不整合面普遍具有区域性特点，是呈 

面型发生在一个较大的区域 内。如 Bethke等人认 

为，北美 Ilinois盆地中西部储层中的石油是来源于 

100 km 以外的盆地最南端 ；④类型和性质不同的不 

整合面对成矿的影响是不同的。通常，角度不整合 

型矿床的矿体形态、产状相对比较复杂，矿化常延伸 

到不整合面的上下顶底板中，如北澳贾 比卢卡和兰 

杰铀矿与加拿大不整合脉型铀矿床，铀矿体除产于 

不整合面中外，底板下元古界的岩石中都产有很多 

的铀矿体 。云南东川地区的滥泥坪铜矿不整合面上 

部顶板的震旦系陡山沱组碳酸盐岩石和下部昆阳群 

地层中都有工业 铜矿化。同样 ，云南革档金矿 的不 

整合面上部顶板泥盆系下统坡脚组和底板寒武系上 

统的灰岩中都有 金矿 化。广西 的马雄锑金矿 ，其不 

整合面上部 顶板的泥盆系中统东岗岭组灰岩中产有 

很多辉锑矿一石英脉 。黔东北金盏 坪金矿点 的不整 

合面上部顶板下江群甲路组碎屑岩和不整合面下部 

梵净山群回香坪组层状辉绿岩中都有含金石英脉； 

而平行不整合或假整合型矿床的矿体形态相对比较 

简单，基本上是沿不整合面展布，如贵州的戈塘金矿 

(图 2)、云南砚山垮溪金矿，矿体只呈层带状沿(或 

平行)不整合面产出，因此又被称为“层带型”矿床。 

2 应重视清墟洞组的基础研究 

寒武系下统顶部的清墟洞组广泛分布于贵州境 

内遵义 一织金 、沿河 一瓮安和江 口一都匀三个 地层 

小区中、北部 ，并向北北东方向延伸至重庆市东南和 

湘西北地区(图 3)。其下面的寒武系下统从下到上 

为牛蹄塘组、明心寺组和金顶山组或杷榔组 ，它 

们主要由一套细碎屑岩组成，只有到金顶山组顶部 

才 出现有少量的不纯灰岩。清墟 洞组基 本上全为碳 

酸盐岩石，其中白云质成分明显增高，形成了大量的 

白云质灰岩 、白云岩 ，构成早寒武世沉积韵律层 的顶 

部。清墟洞组上部 为寒武 系中统 下部 的高台组／陡 

坡寺组 ，下部为层位稳定 的、透水性差的钙质页岩 、 

白云质粉砂岩和泥质 白云岩 ，厚度约 2～70 rn。 

已有资料表明，清墟洞组地层中产出的矿产较 

多 ，如务川木油厂超大型汞矿 、松桃 嗅脑铅锌矿 、 

开阳 白马洞大型铀汞矿 、都匀牛角塘富镉铅锌矿 、铜 

仁穿(川)洞铀矿点和湖南花垣铅锌矿等都产于清墟 

洞组，均属于沉积改造成因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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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扬子区：I ．威宁 宣威小区，I 2．遵义一织金小区，I 3．沿河一瓮安小区； 

Ⅱ．过渡区：Ⅱ ．江口一都匀小区，Ⅱ2．台江一丹寨小区；Ⅱ3．玉屏一凤凰小区；Ⅲ．江南区 

图 3 贵州寒武系分区图 

Fig．3 Distribution of Cambrian in Guizhou 

清墟洞组的成矿有利条件是 ： 

(1)地层层位有利 。清墟洞组主要为 白云质灰 

岩、白云岩 ，底部有灰岩和钙质 、泥粉砂岩。地层 中 

普遍含有藻类化石和较高的炭质，相变明显。岩石 

中常见有鲕状、豹皮状和虫孔构造，系浅海高能环境 

的产物。其中成矿元素丰度较高，见有矿化 ，如白马 

洞矿床西面的第一条山沟中，在正常沉积的清墟洞 

组地层中，作者曾见有一层厚度约 20 cm、含球状方 

铅矿和黄铁矿的矿化层 。球状方铅矿大都产于虫洞 

中，球体的直径一般为 0．6 mm，黄铁矿的 S全为 

正值。方铅矿与黄铁矿均系沉积成因。因此清墟洞 

组的沉积环境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 

(2)矿化与断裂构造关系密切。矿床旁侧都有 

多次活动的区域性大断裂，控制矿床分布范围，矿床 

内层间断裂(破碎带)和次级断裂发育，矿体产于大 

断裂旁侧的次级断裂和层间破碎带中。围岩蚀变主 

要有硅化 、细粒黄铁矿化 (在 白马洞和穿洞又称“黑 

色蚀变”)、碳酸盐化和粘土化等低温蚀变。 

(3)有利 的地层层序位 置和岩性组合。矿化产 

于一个沉积韵律层顶部 、构造破碎发育 的白云质岩 

石(为主)中，具有成矿物质沉淀 的良好空 间。其上 

是透水性差的寒武系中统 高台组 的细碎屑岩 (页岩 

和粉砂岩)、泥质白云岩，这套岩石对清墟洞组的成 

矿起着地球化学障的作用。这在贵州境内及邻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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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如产于寒武 系清墟洞组地层 中的务 

川I汞矿和 白马洞铀汞矿 ，其顶部都是寒 

武系中统透水性差的高台组钙质页岩和 

粉砂岩；万山汞矿区的杉木董矿床，含矿 

层 (共三层)顶部上覆的 ∈2为含泥质较 

高的深灰色泥质 白云岩；湖南锡 矿山锑 

矿被隔挡在泥盆系上统锡矿 山组长龙界 

页岩之下 ；云南木利 大型锑矿 的上覆地 

层为透水性差 的黑色页岩 ；产于震旦 系 

顶部灯影组 白云岩 中的(云南)金沙厂铅 

锌矿，其盖层为寒武系下统的页岩。显 

然，上覆含泥质很高、透水性差的岩石对 

成矿流体起了“隔水”或“地球化学障”的 

作用。 

(4)剖面内有稳定 的矿源层 。普遍 

认为 ，寒武系下统牛蹄塘组 的黑色页岩 

是 富含 U、Ag、Se、PGE、V、Mo、Hg等 

多种成矿元素 的矿 源层 ，与清墟洞组 处 

于同一沉积旋 回底部 。区域性大断裂把 

牛蹄塘组和清墟洞组 连通起来 ，从牛蹄塘组与深部 

地质体活化出来的成矿物质沿区域性大断裂迁移到 

清墟洞组中，在“地球化学障”的作用下沉淀成矿。 

3 威宁银厂坡银多金属矿床银的成矿 

和找矿潜力 

银厂坡银多金属矿床位于威宁县城西南，为一 

中型银矿床。与云南省的会泽铅锌矿隔江(牛栏江) 

相望。矿床产于呈北北东走向(与地层走向大体一 

致)、南东东倾 向的银厂坡逆掩断层上盘 的石炭 系下 

统摆佐组 白云岩 中。矿化顺层展布 ，整体受 地层和 

断裂构造控制 。围岩 蚀变 主要为碳 酸盐 化和弱硅 

化 。矿石成分简单 ，矿石矿物主要为方铅矿 ，其次有 

闪锌矿、黄铁矿 、黄铜矿及锌、铁、铜和铅的氧化带矿 

物 ，及少量银矿物 ，如 螺硫银矿 、银黝铜 矿 、自然 

银、硫锑铜银矿 、角银 矿和银铁 矾等 】。矿 石化学 

成分 主要为 Pb、Cu，其 次为 Zn、Fe、Mn、As、Sb和 

Ag等 ，原生矿石和氧化矿 石中 Ag的含量都在 200 

g／t左右 ，前者稍微高一点 。 

银厂坡矿床与矿山厂和麒麟厂两个矿床的地质 

特征和控矿因素非常相似 (表 1)，只是铅锌 比值 、 

氧化锰含量和控制的矿化 深度 不 同，结合这三个矿 

床在地理上相距很近的特点(平距小于 2000 m)，可 

认为它们有相似 的成因和矿化规律 。矿山厂和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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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实际上是一个矿床，目前已统称为会泽铅锌矿，其 

铅+锌储量在 200万 t以上(有人认为达 450万 t)。 

矿床储量的扩大，依赖于矿化向深部延伸。推测银 

厂坡矿床的矿化有可能向深部延伸，曾有一个钻孔 

在 1680 In发现有铅锌矿化。因此，银厂坡矿床的 

深部是有找矿潜力的。 

表 1 黔西北与滇东北几个铅锌矿床地质特征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s of Pb-Zn deposits in northwestern Guizhou and northeastern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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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M ineralization in Guizhou 

LI Chao—yang，LIU Yu—ping，YE-Lin，PI Dao—hui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 550002，China 

Abstract：It is worth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rdant surface and ore formation．At or near discordant 

surfaces，there are many kinds of mineral deposits，such as oil and gas，Au，U ，Pb-Zn，Cu，Sb，and PGE．They 

are usually of meso-epithermal origin and have different shapes of or~body and different occurrenee features．The 

Qingxudong 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host for Pb—Zn，Hg and U ore deposits，which generally distribute along anti— 

clinal axes with deep faults．The Yinchangpo deposit has similar geological and goe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to the 

Kuangshanchang and Qilinchang super large Pb-Zn deposits in Huize and thus has a good prospect of exploration in 

the deep parts of the deposit． 

Key words：Guizhou；discordant surface；Qingxudong formation；Yinchangpo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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