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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广西平果铝土矿成因与

沉积相的关系

罗强

(西 南石 油学院 )

一 相平抹
、 若少 U ` .

毛口

被列为我国九大有色金属基地之一的广西平果铝土矿 (图 l )
,

以品位高
,

规模大著称
。

据

叫滇隆

起

民明 。 厂盘

怡澎矛丈
.

、 \

,

霖
j 南 {十一 L琳断裂

②埂娜一罗甸断裂

③弥私一 盘县断裂

注
,

凭样一 贵县断裂

⑤凭样一商宁断裂

⑥ 右i 飞̀断裂

图 l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①南丹一上琳断裂 ; ②封廷都一罗甸断裂 ; ③弥勒一盘县断裂 ;

④凭祥一贵县断裂 ; ⑤凭祥一官宁断裂 : 。 有江断裂 口 研究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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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日报 》一九八 /又年十一月报道
:

平果那豆
,

太平
,

教美三个矿区储量达一亿九千万吨
。

平

果铝土矿分为岩溶堆积型和原生沉积型
。

目前可被利用的是岩溶堆积型矿体
,

但其源矿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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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沉积型铝土矿
。

原生沉积型铝土矿 (本文仅讨论此类铝土矿
,

故简称铝土矿 )的成因已有学

者进行过研究
。

有人认为是浅海化学成因的
;有人认为与红土风化壳的发育和改造有关

; 还

有学者认为铝土矿的沉积与陆重娜境有关
。

无论娜种视点都泳认铝土矿成因与沉积相有关
。

所以
,

搞清铝土矿成因与沉积相的茱系办寸于探索铝土矿矿床的富集规律进而脂导找矿是十

分有意义的
。

二
、

矿体特征

平果铝土矿分布见图 2
。

矿体位于上二叠统合山组底部
,

覆于下二叠统茅口阶灰岩古风

化面之上
,

与茅 口阶地层假整合接触
。

铝土矿与粘土矿物
、

黄铁矿
、

煤层密切伴生
。

它 l(’ J的相

关系 (从下至上 )总的序列为
:

黄铁矿 (褐铁矿 )一铝土岩 (矿 )
,

煤层、 灰岩
。

铝土矿一般厚

0
,

2一 3 m
,

最大达 6一 7 m
。

矿层厚度与黄铁矿 (褐铁矿 )厚度呈反消涨关系
。

矿体规模
、

形态

等
,

严格受基底地形制约— 低凹带矿体较厚
,

凸起带矿体较薄
,

甚至缺失
。

铝土矿主要成分为一水硬铝石 ( lA
,

ao

~

互萝川 公二

·

H Zo )
,

标准 化学成分为 A 12 0 3 7 5%
、

}通2 0

15 %
,

次要成分为高岭石
、

玉髓
、

少量石英
、

火山岩屑等
。

铝土矿矿石结构多样
,

有土状

铝土矿
,

细状
、

豆状铝土矿 (图 3) 等
。

铝土矿层位固定
,

产在下二叠统茅 口

阶灰岩顶部古风化面上 ( 见图 峨)
。

三
、

平果地 区二叠纪岩相古地理

图 2 平果铝土矿分布图
、

本区位于南盘江地区东南
。

晚古生代
,

杭 9
.

2 iD st ibr ut 、 : 、 。、 , h。 、 以。 。 de 囚* st , , , >il lgj 别
。

由于东南古太平洋板块俯冲和西部古特提

斯洋壳的分裂产生了 N E 和 N W 向两组断

裂 (参见图 l )
。

由断裂长期继承发展形成了许多断垒和断堑
,

在断垒基础上形成了孤立碳酸

盐台地
.

断堑中形成台间海槽
。

平果地区从晚泥盆世至中三叠世发育了孤立碳酸盐台地沉积

沐系
。

二叠纪
.

平果孤立碳酸盐台地沉积体系包括台地中心相
,

台地边缘相
,

斜坡一台间海槽

才日
。

早二叠世
:

台地 内都太
3升

、

新厅
、

壮烈
、

贡川等地栖霞期发育了一套生物碎屑灰岩沉积
,

为正常开阔海
。

贡川一带地势相对较高
、

水浅
,

发育了藻类
。

茅 口期
,

整个台地海水变浅
,

形

成大量亮晶生物碎屑灰岩
,

为一高能生物滩环境
。

台地南部边缘果化
,

北部海城
,

榜抒
、

黎明
、

州好
,

东部坡造
、

西部思林
,

栖霞期发育了一套亮晶生物碎屑灰岩沉积
,

生物门类达十几个
,

生屑丰度高达 71 %
,

为一高能生物滩环境
。

茅 口期
,

上述地区发育了海绵礁 及礁前角砾灰

岩
。

显然
,

在早二叠世台地边缘地势高于台地
一

内部
。

台地之东
,

灵塘
、

灵马 ;
台地西北义好 ,西

南印茶等地
.

早二叠世均发育了一套 含放射虫
、

菊石
、

海绵骨针的深水硅质岩沉积
,

并夹有许

多碳酸盐岩重力流沉积物— 角砾灰岩
。

需要指出的是
:

榜坪
、

州坪 (贡川台区 )与海城 (太平台区 )之间存在一受断裂控制的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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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槽
.

此断槽存在的证据

是
:

1) 沿断槽方向
,

正是北

西向断裂带方向
,

且内有

张性断裂分布
,
2) 海城与

榜好
、

州抒均发育的台缘

生物礁遥相呼应
; 3) 沿断

槽方向有辉绿岩体分布
,

4) 断槽两侧台区沉积特征

有差异
,

贡川台区沉积物

结构较太平台区粗 . 5) 断
·

槽两 侧台区发展趋势不

同
,

东北侧贡川台区早三

图 3 平果太平铝土矿 灿粒超微结构 叠世 己沉陷
,

接受陆源碎

曰 8
·

3 U I ,` a m j c 厂sO , ` u c , u r e of oo jds f : Om
, h e T a

咖
n g 比。 i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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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屑沉积
,

断槽西南太平台

inP g gu
。

区一直延续到中三叠世早

期仍发育了灰岩沉积
。

贡

)l }台区和太平台区组成了平果孤立碳酸盐台地
。

据以上台地中心相
,

台地边缘相和台间海槽相的分析及展布
,

我们作出早二叠世平果地

区岩相古地理略图 (图 5)

早二叠世末
,

受东昊运动影响台地露出水面
,

遭受长期风化剥蚀
。

台地边缘生物礁则逐

渐向外扩展
,

使得台地范围
“

扩大
” 。

晚二叠世
,

海水再次侵入台地
。

早期在台地中心形成铝土矿
;
台地边缘海绵礁则继续发

育
。

生物礁外侧向海槽下垮塌
,

同时内侧则向台地内加积
,

所以在作登等剖面可见风化壳层

上又为海绵礁灰岩
。

晚期
,

由于海水加深在台地中心和边缘分别发育了一套静水条件下的含

健石泥晶灰岩
,

含生屑泥品灰岩
。

台间海槽相区 (灵塘
、

灵马等 )继承了早二叠世的深水环境
,

发育了泥岩
,

含放射虫
、

菊石之硅质岩
。

总之
,

晚二叠世古地理格局与早二叠世是相近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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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平果台地
、

槽盆相剖

面图

1
、

生屑灰岩

3
、

铝土岩

2
、

角砾灰岩

4
、

煤系

6
、

藻

iF .8

7 、

硅质岩

5
、

海绵

8
、

粒序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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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平果地区早二经世岩

相古地理路图
1
、

生物翩 2
、

台地相碳魏盐岩

3
、

植盆相硅质岩 4
、

角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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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平果地区晚二叠世岩

相古地理略图
1
、

铝土矿 2
、

角砾岩 3
、

硅质

岩 4
、

煤系 5
、

碎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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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La t e 氏mr 运 n , d im e n -

宜a r y f a c l e s
an d aP la e o s oe g r a -

p h y i n ht e
P切朋 u o ar ae

l 二 比 u

对 d e p泊 i , 子 2 0 b r e`
一

。 . 。 , 3 ~
s山 c e o .国

侧灿
,

、

4 留

c侧目 m倪” u t e , ; 5 吕 c la 日t加

r o ( ks
.

哪
,

翻
2

目
3

曰
4

目
5

四
、

沉积相对铝土矿形成的控制

早二叠世末
,

台地大部分遭受风化
,

剥蚀
,

从而形成富含铁铝物质的红土风化壳
,

台缘生

物礁仍然发育 (向外扩展 )
。

台间海槽则由于水较深未露出水面
,

故早
、

晚二叠世为连续 沉

积
。

晚二叠世
,

再次发生海侵
,

海水淹没了台地
,

台地边缘的松散风化物质可向台地内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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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外海槽搬运
.

台缘生物礁向内收缩
,

故海城等地可见礁的连续发育
,

在榜好可见风化面上

的礁灰岩发育
。

由于礁的
.

发育速度远远大于正常悬浮沉积速度
,

使得台地边缘高于台地中

心
。

早期
,

海水中相对富含腐植酸及无机酸类
,

由于台地边缘阻隔
,

台内海水流动性不大
,

形

成一强还原环境
。

在这种环境中
,

红土化的铝硅酸盐进一步分解
,

加上海水带来的少量铁铝

物质
,

在 p H > 7 时
,

首先形成一些黄铁矿
。

随着高岭石脱硅
,

当出现铝大于硅 的中性一弱碱

性环境
,

即形成铝土页岩和铝土矿
。

以后
,

由于海水变浅 (或横向上地形起伏造成的 )形成类

似子浅水滩坪环境
,

由于有机质 (腐殖质 )增多而形成煤系
。

这样
,

从下到上就构成铁
一

铝
一

煤

序列
。

微环境的差异在横向上可形成铝
、

铁
、

煤的渐变
,

如近台地边缘海水变浅煤层增多
、

增

厚
。

黄铁矿含量的多少与铝土矿层的厚度成消涨关系正反映了微环境的变化
。

应当指出
,

台

地内部的地形由于岩溶地貌也是凹凸不平的
,

铝土矿在沉积过程中
,

在水浅能高处形成细

状
,

豆状结构
,

在低凹处形成反映水能较弱的土状结构
。

表 1 研究区二叠纪
、

早三盛世古沮度

T a b le 1 P a l a e o t e m pe
r a t u r

es in ht e s t u d y a r
ea d ur i n g t h e

eP r m 坦 n a n d aE
r ly rT i别洛 I c

} 标本号 } 年代
,

!
6 , , e P o a

’

1
。 ,` o %

。

I
T

O

e
1

2
·

}
3 0

,
4

8 4
一
l

P I .

T 一。

4
.

4 7

一 0
.

2 0

一 .3

一 .7

l 5

9 6

3 1
.

8 4

5 7
.

8 6

1 3 4
.

0 4

1 2 2
·

1 7

z 价

> 12 0 为海相

古地理学研究得出
,

二叠纪广西一带位于赤道附近
,

气候炎热
。

从平果太平下二叠统
,

下

三叠统岩石同位素分析所得的古温度
,

亦可证实 (表 l )
。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
,

风暴是经常产

生的
。

笔者在平果太平
、

贡川等剖面二叠系
,

下三叠统岩石中均发现了完好的风暴序列
。

事

实上
,

铝土矿沉积后也受到了风暴流改造
。

笔者在太平
、

那豆 (感桑 )两矿区发现了发育很好

的由铝矿细粒形成的粒序层理和流动构造
。

铝土矿中粒序层理的发现否定了
“
我国古风化壳

型沉积铝土矿矿层厚 2一巧m
,

呈厚层块状
,

无水体中沉积结构
、

构造
,

例如矿 层中无层理
,

交错层
,

波痕等水体中常见的沉积构造
。

无机械分异作用… …
”

的结论 (廖仕范 19 86 )
。

这种

细粒构成的风暴岩粒序在本 区下二叠统
、

下三叠统地层中亦有发现
。

通过对编状铝土矿的粒

度分析 ( 图 7 )
,

发现其搬运机制类似于浊流
。

事实上
,

强烈的具环状水流和均流的风暴流将

铝土矿搅动起来向低洼处搬运时
,

在一些情况下由于重力作用可形成由紊流支撑的浊流 (其

与
“

真正
”

的浊流是有 区别的 )
。

由于搬运过程的存在
,

所以使铝土矿的厚度受风化面地形控

制
,

即低凹处厚
,

凸起处薄或缺失
。

总之
,

铝土矿的形成环境 (浅水 )决定了它篓受到水流
,

术

其是风暴流的改造
。

由地层岩相 图 (见图 d )
,

我们不难发现铝土矿的分布受沉积相控制 `铝土矿冥分布在台

地相
,

且 只在台地中心相
。 “

碳酸盐岩有利于把分解出的 5心
,

带走
,

也能促使铝质点聚集沉

淀而成铝土矿
” (李启津 」9 8 。 )

。

世界上几乎所有铝土矿都产在碳酸盐古风化面上
。

在孤立碳

酸盐台地上
,

台地边缘风化物质在海侵中被搬运破坏
,

这样台地边缘相缺乏铝土矿形成和保

存条件
。

海槽相区缺乏铝土矿形成的基础— 古风化面功口之其物化条件不适应
,

故也不能

形成铝土矿
。

由上述分析
,

笔者认 为广西境内上
、

下二叠统之间为连续沉积的灰岩区 (宜山县迁江组
p , )

、

石英砂岩区 (都安县拉烈 )
、

硅质岩区 (平果灵塘
、

灵马 )都没有铝土矿产出的可能
。

平果铝土矿成矿模式见图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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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果铝土矿物源浅析

一些学者曾对铝土矿的物源进行过研究
。

万兵 ( 19 80 )认为铝土矿的铝铁钦等物质主要

来自近距离的大叻山平原
。

曹信禹 ( 1 98 1 )根据茅 口阶灰岩部分化学样品的分析结果
,

提出形

成朝土矿的物源为茅 口阶灰岩形成的古风化壳
。

.

据西南石油学院碳酸岩研究室 ( 1 9 8 2) 对滇黔桂晚二叠世沉积相及火山碎屑岩的研究
,

晚二处世整个南盘江地区火山活动
,

岩浆活动十分强烈
,

并有强烈的火 山灰流形成
。

上二叠

统中一些凝灰岩
,

岩浆岩 1A
2 o :

含量可高达 17
.

5%
,

而一些灰岩层 (如南抒 lP
一 ,

) 1A 2o :

含量仅

d
.

06 % (万兵
,

1 9 8 0 )
。

笔者认为火山 (岩浆 )活动也是铝土矿物源之一
。

火山喷发过程中产生

的含 1A
2o :
较高的火山热液

,

它们弥散在海水中
,

在碳酸盐台地遇着适宜的物化条件即可沉

淀下来
。

平果铝土矿中发现的火山岩岩屑 (图 9) 说明了火山物质的掺入
。

结论

t
、

广西平果铝土矿受沉积相控制
,

其仅分布在孤立碳酸岩台地中心相
。

2
、

平果铝土矿在成因上
,

机械碎屑作用占很重要的地位
,

风暴作用使铝土矿有一个搬运

聚集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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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平果太平铝土矿中的

火山岩岩屑 刁x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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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火山热液是十呆影土「物得之一

。

4
、

今后铝土矿勘探重点应在周围的碳酸盐台地中心相
。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侯方浩教授的热情指导和 帮助
,

并得到了陆廷青
、

潘亚嘉同志的帮

助
,

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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