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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庆武隆-南川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其主要含矿层位为下二叠统梁山组, 通过对重庆地区已有铝土矿地质

资料的分析, 笔者总结了该地区铝土矿产出的地质特征, 为今后铝土矿的找矿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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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铝土矿资源丰富,目前已探明储量超过数

亿吨。近年来,随着铝土矿找矿及勘查工作的深入,

在武隆 、南川等地新发现了多处大中型矿床 。通过

对重庆市已有铝土矿资料的分析, 总结了重庆武隆-

南川地区铝土矿地质特征,为今后铝土矿的找矿工

作提供依据 。

1　含矿岩系特征

下二叠统梁山组为区内铝土矿之赋矿层位,厚

2 ～ 15m,一般 7 ～ 8m, 呈假整合超覆于下志留统韩

家店组粉砂质页岩之上,为一套含铁 、硅 、铝质岩系 。

其岩性特征为:
上覆地层:下二叠统栖霞组 (P

1
q) 深灰色中厚层状粉屑生物

微晶灰岩夹灰黑色薄中厚层状沥青质生物屑灰岩

整　　合

下二叠统梁山组 (P1l)

5.黑色炭质页岩, 不稳定 0.1 ～ 2.34m

4.灰色 /浅灰色绿泥石粘土岩 、高岭石铝土岩 0 ～ 3.0m

3.灰色 /灰白色致密块状砂砾屑土 (豆 )状铝

土矿 0 ～ 3.01m

2.浅灰色 /深灰色绿泥石铝土岩 0 ～ 1.40m

1.灰色 /灰绿色绿泥石粘土岩 0 ～ 2.55m

下伏地层:下志留统 粉砂质页岩

矿体位于含矿岩系中上部,呈似层状 、透镜状或

豆荚状,就含矿岩系与矿体相互关系而言,其厚度及

富集程度与基底古地形有关, 即基底古地形为凹地

时,残留灰岩少,含矿岩系则厚, 基底古地形为凸起

时,情况则相反 。

2　构造特征

重庆武隆 、南川大地构造为七曜山深断裂带以

东,上扬子台拗川东南陷褶金佛山穹褶束与武隆凹

褶束之挠部,是近上扬子台陷古生代的拗陷中心,在

特定的大地构造环境, 成生了一系列有规律呈带状

分布的褶皱群以及伴生断裂。总体走向与四川盆地

边缘趋于一致,呈北北东向展布,褶皱构造在一定深

度减弱 (图 1) 。

2.1　北东 -北北东向组

北东 -北北东向组是主要构造形迹, 延伸远, 范

围广,而且方向比较稳定,直接控制含矿岩系的展布

形态 。以褶皱为主,轴向北20°～ 45°东, 轴线延长几

米到数十公里不等。背斜核部地层为寒武系 、奥陶

系,两翼多为二叠纪至三叠纪地层;向斜核部为侏罗

纪至三叠纪地层, 两翼为志留纪至二叠纪地层 。褶

皱轴面大多数呈北西向倾斜, 两翼倾角一般不等,多

呈东陡西缓不对称型褶皱。从西到东有龙骨溪背

斜 、金佛山向斜 、长坝向斜 、老厂坪背斜 、武隆向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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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武隆-南川地区构造纲要图

Fig1　SketchshowingmainstructuralformsinWulong-Nanchuanregion

斜等。江口背斜 、普子向斜 、郁山背斜, 以及次级赵

家坝背

与该组褶皱伴生的断裂走向与褶皱轴向近于一

致,倾向南东或北西, 倾角 38°～ 80°不等。正逆皆

有 。断距相差悬殊,数十米至数百米不等 。但对铝

土矿体影响不大 。

2.1　近南北向组

该组构造不甚发育。仅局部分布,但形迹显著,

有横跨北北东向构造或与其形成联合弧形构造现

象 。仍以褶皱为主, 除洛龙背斜延伸长达数十公里

外,其余多为短轴背向斜, 如接龙场背斜 、羊角背斜 、

车盘向斜 、九井向斜等 。其组成地层与北北东向组

一致。

2.2　北北西组

该组构造在区内极不发育, 仅见大矸坝斜冲断

层北段 。该断裂亦是区域四级构造金佛山穹褶束与

武隆凹褶束分界线, 于南川川洞湾处将含矿岩系断

开,上盘 (东侧 )相对南移, 由于该断层的影响, 在南

川吴家湾派生出若干次级构造, 导致矿体薄化且不

连续 。

3　找矿方向

经过多年对铝土矿勘查实践和归纳总结,直接 、

间接的找矿标志有地层层位 、岩性 、构造 、地貌 、古地

理 、植被 、地下水等标志 。

( 1)层位标志:下二叠统梁山组 (P1l)是其主要

赋矿层位,因其成因与侵蚀间断面有关,地层缺失是

重要的找矿标志。

( 2)古地理标志:间断地层沉积时的古地理应

是低纬度,热带或亚热带潮湿多雨气候 。

( 3)岩性标志:铝土矿赋存于一套含铝 、铁 、煤 、

粘土岩建造中 。

( 4)构造标志:铝土矿床分布在向斜轴部及其

近向斜轴的翼部和向斜的扬起端。

( 5)地貌标志:二叠纪地层以碳酸盐岩为主, 含

矿岩系下伏地层多为下志留统的粉砂质页岩, 铝土

矿产出部位在地貌上常是陡崖与平缓斜坡转折部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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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地下水标志:在含矿岩系和其顶 、底部有泉

水出露地段,地下水流经通道常是铝土矿,特别是富

矿体赋存地段。

( 7)植被标志:铝土矿大面积出露区, 其上生长

的植被往往以灌木丛为主 。

4　结　论

重庆武隆-南川地区铝土矿的产出严格受地层

控制,在分布上受构造影响,因此,对铝土矿的找矿

与勘查应重点从下二叠统梁山组与构造研究着手,

方能有所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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