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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地区
“
大厂层

’

她质特征及区域成矿热动力学意义

—主要以卡林型金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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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林型金矿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热液金矿类型
，

它的形成可能与特定地质环境有关
，

这种环境控制

卡林型金矿的时空分布
。

而在黔西南地区
，

位于上

二叠统
，

产于 ��� 和 ���之间的具有特殊地质特征

层状地质体 �称
“
大厂层，’� ，

可能对区域上矿产的

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

特别是区域上金 �锑 �等矿

床的形成
。

� “
大厂层

”
的地质特征

“
大厂层

”
为具有特征的灰色中

一

薄层强硅化灰

岩及角砾状粘土岩
、

粉砂岩的地质体
，

也叫蚀变体

�����
。

它是产于 ��� 和 ���之间不整合界面附近

的一套 由区域性构造作用形成并经热液蚀变的构

造蚀变岩石
，

普遍具有硅化
、

黄铁矿化
、

萤石化
、

雄 �雌�黄化
、

锑矿化
、

金矿化等
，

与下伏地层和

上覆地层皆呈构造不整合接触
。

“
大厂层

”
的顶部界线多不固定

，

而厚度变化也

较大
，

厚 �������
�

�� �
。

在黔西南
“
大厂层

”
中

，

存

在不同程度的 ��
、
��

、
��

、

��等元素的异常
，

甚

至形成多种重要的矿产
，

如卡林型金矿
、

辉锑矿
、

汞矿等
。

� 成矿热动力学

同位素研究显示
，

黔西南地区卡林型金矿成矿

物质具有深部来源的特征
，

成矿流体将深部成矿物

质搬运到地壳浅部适当的位置成矿
。

流体包裹体研

究表明
，

黔西南卡林型金矿具有深源超压流体成矿

特点
，

这可能反映一种区域复杂的壳慢强烈的相互

作用的地球动力学过程
。

与美国西部地区的卡林型

金矿进行比较
，

在我国黔西南地区
，

成矿地球动力

学背景与美国西部极为相似
。

美国西部卡林型金矿

集中区
，
��������等������提出

，

在 ��一�� �� 期

间发生的岩浆作用
、

张性构造以及集中于内华达大

盆地中的金成矿作用与黄石古热点的演化之间存

在成因联系
，

而黄石热点可能是一个起源于核慢边

界的地慢柱
，

核慢边界被认为是一个异常富集金及

与金矿伴生的中度亲铁元素���
、
��和 ���的地区

，

来自这一地区的流体可以将金搬运到上地壳
。

而在

我国卡林型金矿的两大集中区
，

均处于峨眉地慢柱

活动区域
，

这种时间和空间的祸合
，

说明我国卡林

型金矿可能与峨眉地慢柱的活动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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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形成卡林型金矿的成矿流体并非由岩浆结晶

分异而成的
“
岩浆期后热液

” ，

而更可能是从地慢柱

中直接分离出来的
，

或者是被地慢柱加热的各种地

下水
，

当然也可能是两种甚至是多种流体的混合
。

地

慢柱在与地壳发生壳慢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

成矿流体
，

沿深大断裂上涌并在次级构造位置成

矿
，

造成区域 ��
、

��
、
��

、

�� 等成矿元素的异常
，

而在我国黔西南地区特有的
“
大厂层

”
可能在成矿流

体的运移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

它可能作为黔西

南地区含矿热液局部侧向远距离运移的通道
，

将含

矿热液引向地壳浅部次级构造位置沉淀
、

富集
，

其

本身也是该地区重要的赋矿层位
。

研究表明
，

区域上壳慢相互作用形成了有利于

深部成矿流体运移的深大断裂和有利于矿质沉淀

富集的次级构造
。

高压和富挥发份促使成矿流体从

深部迁移至控矿背斜核部
，

由于断层的作用挥发份

的快速逃逸
，

压力骤降
，

促使流体快速卸载
，

形成

金的快速沉淀
。

考虑到卡林型金矿广泛发育于层状

碳酸盐岩中
，
�� 等������提出了层控卡林型金矿深

部成矿作用地球化学过程
�

含铁碳酸盐溶解 �去碳

酸盐化�释放 ��、 溶解的 ����硫化物化与 �� 沉淀

富集、 碳酸盐脉的形成 ，

从微观角度
，

讨论了卡林

型金矿成矿机制问题
。

总之
，

黔西南地区卡林型金矿的形成可能具有

特殊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

而该区特征的
“
大厂层

”
可

能作为卡林型金矿形成过程中物质和能量运移的

通道
，

为区域上壳慢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提供有利的

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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