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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震旦纪陡山沱期磷矿的成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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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沉积磷矿主要形成于震旦纪陡山沱期和寒武纪梅树村期。其中陡山沱期磷矿主要分布在瓮福、

开阳、息烽、遵义松林等地区。目前，关于贵州陡山沱期磷矿的成矿作用在古地理环境、物质来源、

成矿机制及成矿模式等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1 成矿古地理 

南沱冰期后，扬子地台开始了大规模的海侵，贵州古地理格局总体自北西向南东由浅变深，即大

致以印江-余庆-福泉连线为界。北西主要为台地相沉积，以深灰色白云岩为主，夹灰、深灰色泥岩及

透镜状磷块岩，在开阳、福泉-瓮安等地发育台地边缘相，主要为灰色薄至中厚层隐藻磷块岩，夹隐藻

白云岩及砂岩；南东主要为斜坡-盆地相沉积，主要的岩石组合为以薄层炭质泥岩为主，夹薄-中厚层

泥质泥晶-微晶白云岩及灰绿色薄层泥岩，泥岩主要为水平层理，白云岩也具水平层理，且粒度细、层

次较薄。这些特点表明当时水体不太深、水动力较弱。 

2 成矿古环境 

南沱期冰川和其后的海侵作用对陡山沱期古环境有重要影响，冰川结束后，全球处于比较动荡的

阶段，风化剥蚀和氧化作用较强（郭庆军，2003），陡山沱期沉积古环境从下矿层的还原条件转变为上

矿层的氧化条件（Chen et al., 2003）；海侵活动导致的海平面波动造就了成矿物质沉淀聚集的场所,并
导致沉积环境变化。伴随海侵和海退，碱-酸可逆的过渡中弱碱性、弱酸性条件，有利于磷的沉积，瓮

安磷矿还反映了盐度较高、粘土质输入低的成矿环境（张叔茂，1984）。 

3 成矿物质来源 

陡山沱期磷矿物质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1）深部来源：地壳深部的磷物质通过海底火山喷发、

热水喷流输入海洋中（郭庆军等，2003）。从稀土元素来看，无论是组合特征还是轻重稀土比值，都与

邻区的同期海底喷发的凝灰岩非常相似，依据“相似同源”的原理，认为磷来源于海底火山喷发。（2）
陆源：陆源碎屑通过化学风化等作用被输入海洋。（3）生物有机质：生物体内的磷物质在死亡后被分

解成无机磷并沉淀下来，研究表明瓮安磷块岩中烃类主要来源于细菌和藻类（殷纯嘏，1997）。（4）上

升洋流：大量海侵引发的上升洋流作用将深海的物质、富磷质等养分的底层水携带至浅-滨海地区成矿。 

4 成矿机制 

贵州陡山沱期磷矿成矿机制主要有：（1）生物成矿作用。微生物对磷酸盐沉积主要表现在粘结作

用和磷化作用。藻类不断地吸收固定海水中分散的无机磷，伴随着生物的死亡和生物遗体堆积，磷物

质发生沉淀形成叠层石；另外，有机体内富集的磷可以与金属离子结合，形成微小的磷酸钙雏晶，经

过生长和汇集作用形成微晶磷块岩（郭庆军，2003）。（2）海相热水沉积作用。微量元素分析、碳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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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值、岩石提取物的芳香烃均反应了磷矿床形成时热水沉积作用的发生。（3）机械动力成矿作用。海

侵作用为工业型磷矿床的形成提供了初始动力，并造就了成磷场所，海平面间歇性波动使磷物质沉积

成矿。 

5 成矿模式 
结合成矿古地理环境、物质来源和成矿机制，目前学者对磷矿床成因提出“洋流上升成矿模式”，

深海物质通过洋流上涌，含磷海水进入浅水环境，经过海洋藻类生物化学聚沉及海水机械破碎搬运富

集，在有利场所（潮下海湾及浅滩）经沉积作用形成工业磷块岩矿床（张杰等，2006）。“洋流上升成

矿模式”的成功在于它指出了成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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