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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岩金矿集中分布于扬子地块和华夏陆块过渡带，即江南复合造山带内。按照二级构造单元可以分为兴

义隆起区贞丰—普安矿集区，发育有水银洞等特大型金矿床；右江裂谷-前陆盆地区册亨—望谟矿集区，以烂泥沟

等特大型金矿为代表；黔南坳陷区，又可分为都匀南北向隔槽式变形区及铜仁开阔复式褶皱变形区，前者发育有

三都—丹寨金矿带，后者发育有梵净山金矿带；榕江加里东褶皱区发育有天柱—锦屏—黎平金矿带。这些构造单

元内的岩金矿床从北向南，其赋矿层位呈现由老到新的变化，这是由于二级构造单元的划分依据是控盆控相断裂

及发育的地层和岩性。对各二级构造单元内岩金矿赋矿层下伏及上覆地层岩性的统计显示，矿体下伏岩性为碳酸

盐岩、砂岩、熔岩和变质岩等脆性岩类，它们经构造作用易发生碎裂化，能为热液流通提供有效通道；矿体上覆

岩性为厚度较大的粘土岩或泥质岩类，它们起盖层阻挡流体的作用。综合各类地质资料，本文认为贵州境内的岩

金矿床，其矿质来源于深部，含矿热液从深部向上运移，受渗透性差的岩层（盖层）阻隔，在其附近充填、交代

围岩，逐渐富集成矿。不同构造单元内岩金矿床赋矿层位的不同，是由于盖层的相对位置不同，即赋存于不同层

位的金矿不是垂向分布于同一矿区，而是侧向分布于不同矿区，这为进一步指导区域找矿提供了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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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ck gold deposits in Guizhou Province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a part of the transitional zone, called the 

Jiangnan composite orogenic belt, between the Yangtze and Cathaysia blocks. This part of the Jiangnan belt in Guizhou 

Province has been divided into four second-order tectonic units, including: 1) the Xingyi uplift area, in which the 

Zhenfeng-Pu’an metallogenic district  hosts the giant Shuiyindong Au deposit; 2) the Youjiang foreland basin, in which 

the Ceheng-Wangmo metallogenic district hosts the giant Lannigou Au deposit; 3) the Qiannan depression region 

comprising of the Duyun NS-trending trough deformation zone, containing the Sandu-Danzhai Au metallogenic belt, and 

the Tongren deformation zone of open compound folds, containing the Fanjinshan Au metallogenic belt; and 4)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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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gjiang Caledonian fold belt, hosting the Tianzhu-Jinping-Liping Au metallogenic belt. From north to south, ages of 

ore-hosting strata of those rock gold deposits in various second-order tectonic units are decreased. This is because the 

division of the second-order tectonic units is based on the basin- and phase-controlled fractures, strata, and lithology. The 

statistics of lithologies of Au-bearing underlying and overlying strata in the second-order tectonic units show that the 

underlying rocks of rock gold deposits are brittle rocks, such as carbonate, sandstone, lava, and metamorphic rocks, which 

are easily cracked by structural movement to provide effective channels for the transport of hydrothermal fluids, whereas 

the overlying rocks are thickly bedded claystone or mudstone, which acted  as a barrier for blocking fluids. Based on all 

kinds of previous geological data, we have proposed that the ore-forming materials of rock gold deposits in Guizhou 

Province could be sourced from deep crust, and the Au-bearing fluids were migrated from deep to shallow levels of crust 

where the ore-forming fluid then were trapped by the sealing layer of rocks (cap rocks) with poor permeability. This 

process caused the filling of the ore-forming fluids and alteration of wall rocks, and resulted in the Au enrichment and 

mineralization gradually. The Au-bearing strata in different second-order tectonic units are different due to relatively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 overlying rocks. This means that the rock gold deposits hosted in different layers are not 

vertically distributed in the same deposit area, but are distributed laterally in different deposit areas. This provides a new 

clue for further guiding the ore prospecting in the region. 

Keywords:  rock gold deposit;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controlling factor; ore-controlling lithologic association; ore 

prospecting model; Guizhou province 

在大地构造位置上，贵州处于扬子板块西南缘及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过渡带上[1]（图 1）。贵州岩

金矿床十分发育，主要集中分布于黔东南和黔西南地区，少数分布于黔南和黔中[1] （图 1）。黔东南地

区岩金矿床的开采历史悠久，具史料记载可以追溯到 1000 多年前；黔西南是我国最早发现微细浸染型

（称为卡林型）金矿床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在新的成矿理论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找矿突破，新探明

的金矿储量达到数百吨[2]。贵州省境内的岩金矿经历多年的勘查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3-11]，目前对

矿床地质、矿床地球化学及年代学、金的赋存状态、成矿流体特征以及成矿规律等都有了很好的认识

和总结 [12-15]。然而，以往工作侧重于对单个矿床或矿区的详细解剖，对全省岩金矿床系统的总结工作

较少。此外，对省内岩金矿床平面分布规律研究较多，而对垂向上分布规律的认识不足，对控制这些

岩金矿床纵、横向分布规律的因素，分析的更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省岩金矿床的进一步找矿

突破。本文在系统收集前人勘查和研究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全省岩金矿床平面和剖面上的分布规律

及其控制因素的系统深入分析，试图为认识省内岩金矿床各矿集区的区域成矿规律及指导深部找矿预

测提供新的线索。 

1  贵州区域地质构造单元的划分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地质志之贵州志对贵州区域地质构造单元的划分[1]，贵州境内包括上扬子地块

和江南复合造山带 2 个构造单元。构造单元的划分依据主要是控盆控相断裂，结合深部隐伏断裂带和

地表地层出露、变形特点。其中江南复合造山带[1]又可以划分出兴义隆起区、右江裂谷-前陆盆地区、

黔南坳陷区和榕江加里东褶皱区四个次级构造单元（图 1）。 

2  贵州岩金矿床的平面构造单元分布规律 

贵州省内已发现的岩金矿主要分布于盘县—贵阳—梵净山北一线以南，即江南复合造山带内，分别

与江南造山带的 4 个次级构造单位对应（图 1）。兴义隆起区内已发现水银洞、泥堡、架底等若干岩金

矿床，构成贞丰—普安金矿集区；右江裂谷-前陆盆地区形成以烂泥沟金矿为代表的册亨—望谟矿集区；

黔南坳陷区分为都匀南北向隔槽式变形区及铜仁开阔复式褶皱变形区，前者发育有三都—丹寨金矿带，

后者发育有梵净山金矿带；榕江加里东褶皱区发育有天柱—锦屏—黎平金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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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贵州省构造分区及金矿分布图(据贵州区域地质志[1]修改) 

Fig. 1. Maps for tectonic uni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ock gold deposits in Guizhou Province. 

3  贵州岩金矿垂向分布规律及上覆、下伏地层岩性特征 

3.1 赋矿层位的垂向规律及容矿岩性 

贵州省岩金矿虽然赋存于不同时代地层中，但总体有规律可循，从北至南，赋矿地层时代由老

变新[16-21]。梵净山地区为青白口系梵净山群；天柱—锦屏—黎平矿地区为青白口系下江群；三都—丹寨

地区为寒武系—奥陶系地层；贞丰—普安矿集区为二叠系地层；册亨—望谟矿集区为三叠系地层。各矿

区容矿岩石多样，但同一矿区容矿岩性相对一致。梵净山地区为蚀变辉绿岩、细碧岩、蚀变含砾杂砂

岩、粉砂质板岩、千枚状绢云母板岩；天柱—锦屏—黎平地区为变余凝灰岩、变余沉凝灰岩、变余砂岩、

变余粉砂岩和含砾砂岩和板岩；三都—丹寨地区为薄-微层泥质碳酸盐岩、层纹状灰岩、泥灰岩、含有

机质硅质岩、片理化的硅质泥岩、粉砂岩、钙质粉砂岩、粘土质页岩，以及白云角砾岩、含泥质白云

岩角砾岩；贞丰—普安矿集区：盘县—带容矿岩性主要为玄武质火山碎屑岩、少量熔岩、粘土岩，贞

丰—带容矿岩性主要为不纯碳酸盐岩，其次为细碎屑岩；册亨—望谟矿集区容矿岩性以砂岩、粘土岩

及其过渡岩石为主。 

3.2 上覆、下伏地层及岩性特征 

1）梵净山地区：所发现的岩金矿床几乎都赋存于青白口系梵净山群与下江群之角度不整合界面附

近的变质岩中[4]，已发现罗家湾、金厂、金盏坪等近十个金矿床（点）（图 2）。以北部的松桃罗家湾金

矿和南部的江口金盏坪金矿为例，矿床在构造上处于梵净山穹窿北东倾伏端，矿体主要分布于不整合

面上盘甲路组层间石英脉、蚀变断裂带及不整合面下伏的次级断裂中的石英脉体内。赋矿地层上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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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为下江系甲路组、新寨组，甲路组岩性主要为含大理岩小透镜体的千枚状绢云板或绢云板岩，新寨

组岩性为板岩、千枚岩、变质粉-细砂岩组成；下伏地层为梵净山群肖家河组，岩性主要为变质辉绿岩，

变质细砂岩、绢云板岩。江口金盏坪金矿在构造上处于梵净山穹状背斜北西次级大罗背斜南西倾没端。

矿脉赋存于下江群与梵净山群之间的不整合界面附近。赋矿地层主要为梵净山群回香坪组辉绿岩和下

江系甲路组底部含砾砂质板岩、砂质板岩。赋矿地层上覆地层岩性为下江系甲路组，岩性为含砾砂质

板岩、砂质板岩；下伏地层为梵净山群回香坪组，岩性主要为变质辉绿岩、变质砂岩、粉砂质绢云板

岩。梵净山金矿带各矿床（点）虽然赋矿层位不同，但上覆、下伏地层岩性却非常相似，即上覆地层

岩性主要为板岩；下伏岩性主要为变质砂岩、变质辉绿岩。 

 
1-板溪群; 2-下江群; 3-下江群新寨组; 4-下江群甲路组; 5-梵净山群; 6-梵净山群回香坪组第二段; 7-梵净山群回香坪组第一段; 8-梵净

山群肖家河组; 9-砂质板岩; 10-粉砂质板岩、粉砂岩; 11-辉绿岩; 12-含金石英脉; 13-产状; 14-相变线; 15-角度不整合地层界线; 16-地

层界线; 17-背斜轴线; 18-向斜轴线; 19-张性断裂; 20-性质不明断层层; 21-金矿床(点) 

图 2  梵净山地区金矿分布及典型矿床地质略图（据贵州区域地质志[1]和贵州东部金矿[4]修改） 

Fig. 2. Distribution of rock gold deposits in the Fanjinshan region and geological maps for typical Au deposits. 

2）天柱—锦屏—黎平地区：天柱—锦屏—黎平金矿带可分为石英脉型及蚀变岩型，已发现 50 多处

金矿(点)。赋矿地层有青白口系再瓦组、清水江组、隆里组和南华系长安组，岩性主要为变质碎屑岩。

相关地质特征以锦屏平秋金矿床和黎平水口金坑矿点为例（图 3）： 

锦屏平秋金矿床赋矿地层主要为再瓦组第 1 段中的粉砂质板岩、变余砂岩、千枚岩和第 2 段中的

砂质板岩、板岩、变余砂岩。赋矿地层上覆地层为再瓦组第 3 段，岩性为薄至中厚层粉砂质绢云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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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安组第二段; 2-长安组第一段; 3-洪洲组; 4-平略组; 5-清水江组; 6-再瓦组; 7-背斜轴; 8-断层; 9-地质界线; 10-硅化蚀变带; 

11-剪切带; 12-产状; 13-石英脉; 14-金矿床(点) 

图 3  天柱－锦屏－黎平地区典型矿床地质略图(据贵州东部金矿[4]修改) 

Fig. 3. Geological sketch maps for typical Au deposits from the Tianzhu-Jinping-Liping region. 

岩，夹中厚层变余砂岩；下伏地层为番召组中厚层至块状变质粉砂岩、变质细砂岩与薄至中厚层板岩

不等厚互层，以变质粉-细砂岩为主。 

黎平水口金坑矿点赋矿地层为洪洲组附近的剪切构造蚀变带内，容矿岩石主要为粉砂质板岩、粉

砂质绢云母板岩，以及长安组

第 1 段变余含砾砂岩、含砾细

砂岩。赋矿地层上覆地层为长

安组第 2 段，岩性为厚层块状

粉砂质板岩、绢云母板岩组

成；下伏地层洞村组，岩性为

变质粉-细砂岩。平秋金矿与

金坑矿点虽然赋矿层位不同，

但上覆岩性均以板岩为主，而

下伏岩性则都以砂岩为主。 

3）三都—丹寨金矿带：

三都—丹寨金矿带赋存于碎

屑岩-碳酸盐岩中的微细浸染

型金矿床，已发现有扬武、羊

浪、丹寨、四相厂、高排、排

庭、平寨、苗龙金矿床（点）。

金矿赋存于震旦系老堡组白

云岩之上、奥陶系下统同高组

页岩之下的一套含陆源碎屑

的碳酸盐岩、碎屑岩为主的层

序。以丹寨排庭金矿为典型矿

床（图 4），排庭金矿赋矿层

位为都柳江组下部和乌训组，

 
1-都柳江组第三段；2-都柳江组第二段；3-都柳江组第三段；4-乌训组第二段；5-乌训组第一段；

6-变马冲组；7-九门冲组；8-逆断层；9-性质不明断层；10-地质界线；11-金矿(化)体；12 产状 

图 4  丹寨排庭金矿地质略图(据范二川[16]修改) 

Fig. 4. Geological sketch map for the Paiting Au deposit in the Danzha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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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九门冲组、变马冲组，有利岩性为泥灰岩、粉砂质泥岩、含炭质泥灰岩、泥质白云岩和泥灰岩。

上覆地层为都柳江组第 2 段较厚的页岩、粘土岩；下伏地层岩性为老堡组白云岩、震旦系陡山沱组灰

岩和泥灰岩、下江系隆里组浅变质碎屑岩。 

4）普安—贞丰矿集区、册亨—望谟矿集区：普安—贞丰、册亨—望谟矿集区是滇黔桂“金三角”

重要的组成部分。金矿赋存于二叠系—三叠系。该区二叠系中统及之下地层变化不大，岩性较单一，

主要为灰岩，夹少量粘土岩及砂岩。二叠系中统之上地层横向变化大，岩性组合存在较大差异。盘县

—普安一带分布有峨眉山玄武岩，主要为玄武质火山碎屑岩夹陆源碎屑岩及煤层，之上为龙潭组碎屑

岩及煤层，三叠系下统为飞仙关组碎屑岩，金矿分布于峨眉山玄武岩组陆源碎屑岩下部；贞丰—带峨

眉山玄武岩尖灭，仅见少量凝灰岩，之上为龙潭组碎屑岩夹生物灰岩，三叠系下统为夜郎组碎屑岩夹

灰岩，金矿主要赋存于龙潭组的生物碎屑灰岩中。册亨—带二叠系上统相变为灰岩，三叠系中下统为

碎屑岩夹泥质灰岩、中上统主要为碎屑岩，金矿赋存于三叠系中下统砂岩中。虽然赋矿层位不同，但

赋矿地层上覆岩性均主要为粘土岩，而下伏岩性则主要为灰岩（图 5）。 

4  主要控制因素分析 

4.1 构 造 

前已述及，贵州省内已发现的岩金矿床全部分布于江南复合造山带内（图 1），其 4 个次级构造单

元控制着 4 个主要成矿区（带）的分布，矿床的分布与主体构造方向一致，集中分布于构造单元内背

斜近核部或主要断裂带，矿体的展布受次一级构造体系的控制。 

1）三都—丹寨、梵净山金成矿带：梵净山地区金矿位于梵净山穹状背斜的北西翼，金矿床(点)沿

构造穹窿滑脱构造带分布，矿体在空间上受次级背斜或次级断裂及其破碎带、节理裂隙控制。三都—

丹寨地区主要发育断裂构造，断裂主要有南北向和北东向 2 组，南北向断层一般规模较大，控制着区

内金矿带的展布。北东向断层相对规模较小，为主要的赋矿构造。北北东向主干断裂与北西向断裂的

交叉与复合部位控制了矿床和矿体的分布。 

2）天柱—锦屏—黎平金成矿带：天柱—锦屏—黎平地区主体构造线方向为北东向（北部—中部）

－北北东向(南部)，主要以北东向和北东向 2 组断裂斜交复合，以及东西向断裂构成若干菱形块段，这

此构造交汇部位是有利的成矿部位。 

3）册亨—望谟矿集区：册亨东西向紧闭褶皱变形区分布有板其金矿、丫他金矿，板其金矿位于纳

板穹窿长轴方向大致平行的断裂带中；丫他金矿床位于巧马复式背斜上，矿体受纵向挤压、扭压性断

层控制；豆芽井金矿点位于大观背斜南西倾伏端，矿体主要受近南北向断裂控制；烂泥沟超大型矿床

位于赖子山背斜东翼之鼻状凸起部位，多条大致平行展布的轴向高角度挤压逆冲断层为重要的控矿断

裂构造。 

4）贞丰—普安矿集区：位于兴义隆起区，分布有莲花山背斜、雄武背斜、泥堡背斜、碧痕营穹状

背斜、灰家堡背斜，均有金矿产出。莲花山背斜轴向北东，南东翼沿背斜轴向分布有众多的矿床（点），

其中大麦地中型、架底大型金矿床是近年发现，虽然构造总体方向呈北东向，但矿床内矿体展布方向

为近东西向，可能受隐伏的东西向次级构造控制；雄武背斜目前发现有张家湾子、小补衣等金矿点，

位于背斜轴部；泥堡背斜轴向北北东，金矿床分布于南翼，南翼平行于背斜轴向的逆冲断层控制了主

矿体的分布；灰家堡背斜分布有紫木凼特大型矿床、水银洞超大型矿床及众多小型矿床及矿点，矿体

分布于背斜轴附近。 

4.2  岩 性 

根据前面所述，梵净山、天柱—锦屏—黎平一带的岩金矿床，其上覆地层岩性为变质细砂岩、变

质粉砂岩、变质凝灰岩、绢云板岩、粘土岩，而下伏地层岩性为变质砂岩、粉砂岩、粉砂质绢云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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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苗湾组; 2-杨柳井组; 3-关岭组; 4-边阳组; 5-许满组; 6-永宁镇组; 7-安顺组; 8-飞仙关组; 9-夜郎组; 10-罗楼组; 11-长兴-大隆组; 

12 龙潭组; 13-吴家坪; 14-峨眉山玄武岩组; 15-猴子关组; 16-茅口组; 17-栖霞组; 18-梁山组; 19-马平组; 20-黄龙组; 21-摆佐组; 22-大

塘组; 23-岩关组; 24-代化组; 25-桑郎组; 26-火烘组; 27-粘土岩; 28-粘土质粉砂岩; 29-砂岩; 30-硅质岩; 31-钙质粉砂岩; 32-石英砂

岩; 33-灰岩; 34-泥灰岩; 35-生物灰岩; 36-燧石灰岩; 37-礁灰岩; 38-含白云质团块灰岩; 39-白云岩; 40-白云质灰岩; 41-玄武质火山碎

屑岩; 42-侵入岩; 43-煤层; 44-赋金层位; 45 超大型金矿; 46-大型金矿; 47-中小型金矿 

图 5  黔西南金矿赋矿地层及容矿岩性对比图 

Fig. 5. Comparison of ore-hosting strata and ore-bearing rocks in the southwest part of Guizhou Province, China. 

变质层状基-超基性岩；三都—丹寨地区上覆地层岩性为页岩、粉砂岩，而下伏地层为变余含长石砂岩、

变余石英砂岩、板岩、白云岩；贞丰—普安矿集区、册亨—望谟矿集区上覆地层岩性为粘土岩、粉砂

岩、页岩，下伏地层岩性皆为灰岩。综上，本文认为上覆地层为厚度较大的粘土岩或泥质岩类，一般

连续厚度大于 100 m，能阻挡深部热液上升，起盖层作用；下伏地层，不管是什么时代，岩性总体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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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岩、砂岩、熔岩、变质岩等脆性岩类，或夹较薄的粘土岩类，经构造作用易发生碎裂化，具有相

互连通的有效孔隙，能为热液流通提供有效的通道。无论是断控型还是层控型岩金矿床，都符合这一

岩性组合规律。因此，岩性组合控制省内岩金矿床在不同层位的分布，即只要满足这一岩性组合条件，

岩金矿床可以在任何层位定位。 

4.3  岩浆岩 

贵州境内岩浆岩的分布面积不大，主体为集中分布于西部的峨眉山玄武岩，其次为南部的辉绿岩，

以及零星分布的超基性、基性、中酸性岩。以往工作对岩浆岩与贵州岩金矿床的关系有不同认识：1）

岩浆活动提供了部分物质来源[22-24]；2）金矿化与火成岩没有明显、直接的联系[25]，只是起着提供热源

的作用；3）认为大部分岩金矿床受地幔柱的控制[26]。从贵州省岩浆岩与金矿床分布图（图 6）上看，

省内岩金矿床的分布确实与岩浆岩的出露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除峨眉山玄武岩分布的边缘盘县一带

发现金矿外，西部大面积分布峨眉山玄武岩的区域并没有发现金矿床。但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岩金

矿床分布的附近都有岩体出露或通过地球物理资料推断有隐伏岩体存在[27]。特别是隐伏的岩体与岩金

矿床是否存有成因关系？笔者认为贵州省内的岩金矿床明显受构造和特定的岩性组合控制，是构造-岩

性-流体耦合作用的产物，其中流体很可能与岩浆活动有关。 

 

图 6  贵州省岩浆岩与金矿床分布图(据贵州省区域地质志[1])  

Fig. 6. Distribution of rock Au deposits and magmatic rocks in Guizhou Province, China. 



 

第 6 期 吴小红，等. 贵州省岩金矿床的分布特征与控制因素 645 

5  成矿模式及找矿方向 

贵州省内的岩金矿床虽然赋存于不同时代地层中，但均受到构造-热事件和特定岩性组合的制约，

很可能属于一个成矿系统。与深部岩浆活动有关的含矿热液经断裂、节理或岩石本身相通的孔隙向上

运移，遇到不渗透的盖层（粘土岩类或断层泥）阻隔，逐渐富集成矿（图 7）。 

 
1-下三叠统; 2-中三叠统; 3-下三叠统; 4-上二叠统; 5-中下二叠统; 6-石炭系; 7-泥盆系; 8-志留系; 9-奥陶系; 10-寒武系; 11-震旦系; 12-南华

系; 13-青白口系; 14-青白口系下江时期; 15-青白口系梵净山/四堡时期; 16-粘土岩; 17-粉砂岩; 18-玄武质熔岩; 19-玄武质火山碎屑岩; 20-灰

岩; 21-白云岩; 22-砂质板岩;  23-金矿体; 24-地质界线; 25-断层; 26-含矿流体运移方向; 27-推测深大断层 

图 7  贵州省岩金矿成矿模式简图 

Fig. 7. Metallogenic model for rock Au deposits in Guizhou Province, China. 

成矿主要要素及其作用如下： 

1）深部流体：与岩浆活动有关的流体，能携带大量的成矿物质，特别是金，是区域大规模成矿的

关键，地表或盆地流体很难搬运巨量的金等成矿元素。 

2）运移通道：区域性构造和下伏脆性岩石破裂形成的裂隙为深部流体向上迁移提供了良好的通道，

区域构造是大规模成矿流体运移的主要通道，而脆性岩石中裂隙是成矿流体排泄的重要途径。 

3）特定岩性组合：赋矿地层中的特定岩石组合，能为固定金及其它成矿元素提供矿化剂、还原剂

等地球化学障的作用。 

4）阻挡热液上升的盖层：为厚度较大的泥质岩类，能阻挡成矿流体聚集于赋矿地层中，利于形成

大矿、富矿。 

5）背斜+断裂构造往往是矿体的具体赋存位置，是主要的导矿-圈闭构造。 

综上，本文认为贵州已发现的岩金矿床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规律性，首先受江南复合造山带的控

制，而次级级构造单元控制着平面上金矿床的分布；垂向上赋存于不同的层位，从北向南赋矿地层时

代由老变新。赋存于不同时代地层中的金矿不是垂向分布，而是侧向分布关系。因此，在已知矿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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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深部找矿，应重点关注矿区已知的赋矿层位侧向延伸的区域，而对空白区域找矿，应开展立体填图，

重点分析区域地层岩性相变规律及纵向岩性组合特征，确定本次工作厘定的特定岩性组合层位，在岩

浆活动、构造有利部位找矿。 

致 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刘建中研究员的精心指导，在此表示由衷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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