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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及邻区两类赋金层序与沉积环境
. 』

王 砚 耕

(贵州省地质矿产局 )

贵州省西南部及其毗邻的广西西北部和云南东南部
,

广泛分布着晚古生代和三叠纪地

层
,

它们系受海平面升降控制形成的复杂成因单元
。

该区的上二叠统至下三叠统 (下部 ) 和

中三登统 (中下部 ) 是黔桂滇
“
金三角

”

微细粒浸染型金矿两个最重要的赋矿层位
,

对其

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地层学意义
,

而且对普查找矿也有实用价值
。

本文将简要论述该区的

区域地质背景
,

阐述两个赋金层序的基本特征
,

并进行沉积环境分析
。

一
、

区域地质背景

黔西南
、

桂西北和滇东南
,

位于我国西南部
,

跨扬子地块和右江中生代褶皱带
;
濒临

特提斯
一

喜马拉雅与滨太平洋两个巨型构造带的衔接部位
;
是挟持在师宗一弥勒与紫云一娅

都区域性大断裂之间的一个三角地带 (图 l )
。

.

该区地层主要为海相晚古生代和三叠纪碳酸盐地层和陆晾碎屑地层
,

以及少量火 山碎

屑地层
,

厚 刁0 0 0一 S 0 0 0m
,

属特提斯
一

杨子地层区
。

火山活动不强烈
,

仅该区北西隅有大陆

溢流拉斑玄武岩 (峨媚山玄武岩 )
,

以及海西期岩床状镁铁岩 (辉绿岩 ) 和印支
一

燕 山期的偏

碱性超镁铁岩侵位
。

有关资料表明
,

地壳的热状态较强
,

沉积盆地发育在高热流值区
,

为

海底或水下水热 ( 热液 ) 系统的形成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
,

造山期后该区 又是一个地热异

常区
。

深部地质与地球物理资料证明
,

现今的表层与深层构造不一
,

它显然是一种表皮构

造
.

其构造样式多样
,

不同方向的构造线交错叠置
,

构成复杂多姿的构造图象
,

其中以北

西和东西向褶皱
、

断裂最为醒目
,

是一种典型的褶皱推覆构造
,

属多层次滑脱体系地壳浅

层次的表现
。

不同的地层组分和叠置关系
,

不仅是构造变形的物性条件
,

同时也是进行层

序地层学讨论的基础
。

二
、

赋金层序

黔西南
、

桂西北和滇东南是一个重要的金矿成矿远景区 (带 )
。

通过近几年的矿产勘查

O 本文的主要观点已在 《淤西南地质与成矿作川学术讨论会》 l万〔读 ( 19 9 0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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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黔西南及邻区区域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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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发现数量众多的金矿床
、

矿点和矿化点
。

尽管赋矿地层时代和层位均多
,

但具工业

意义或远景大的金矿床
,

则产在一定层位的岩层内
。

在扬子地块边缘
,

主要集中在上二叠

统至下三叠统下部的细屑沉积地层中
;
右江褶皱带则多产在中三叠统下部陆源碎屑沉积岩

系内
。

参照层序地层学的原理
,

以顶部和底部的不整合或与不整合有关的整合面为界
,

划

分为龙头山和赖子山两个特殊的赋金层序
。

1
.

龙头山层序

指平行不整合 (假整合 ) 于下二叠统茅 口组石灰岩之上
、

下伏于上三叠统赖石科组进

积沉积面 (下超面 )’ 之间的一套连续的海相沉积序列
。

分布在杨子地块西南边缘
,

以贵州

兴仁
、

安龙和贞丰三县交界龙头山一带发育完整
,

在其周围又分布着几个金矿床
,

并可能

延至云南的富源等地
。

这个序列 自下而上由硅质岩一含煤陆源细碎屑岩一陆源细碎屑岩与

石灰岩一石灰岩~ 颗粒灰岩 /隐藻白云岩一泥质灰岩
、

灰岩~ 含锰灰岩
、

泥晶灰岩组成
,

构

成海进一海退~ 海进的沉积序列 (图 2 )
。

据贵州的资料
,

具工业价值的微细粒浸染型金矿

床
,

无一例外地都赋存于该序列下部
,

即上二叠统至下三叠统下部的硅质岩和细陆源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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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中
。

这些容矿岩石不仅粒度细
,

而且含有相当丰富的有机质
。

上述岩石的物性特征为金

的 (后期 ) 热液成矿作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2
.

赖子山层序

指二叠纪礁灰岩间断面 (假整合面 ) 之上
、

上三叠统黑苗湾段加积沉积面 (上超面 ) 之

下的一套连续的海相沉积序列
。

此层序除分布在贵州赖子山区
,

南盘江流域的册亨
、

兴义

等地外
,

广布于右江盆地
,

还见于广西西北部的凤山
、

乐业和凌云等县
。

两省 ( 区 ) 所见

微细浸染型金矿的容矿岩石特征和层位与赖子山东缘相同
,

是黔桂滇
“

金三角
”
很重要的

赋金层序
。

这个层序自下而上 由砾屑灰岩 (灰岩角砾岩 )
、

灰岩~ 泥晶灰岩及砾屑灰岩、 粘

土岩+ 粉砂岩 (含细屑浊积岩 ) ~ 杂砂岩 + 粘土岩一泥质灰岩 + 钙质灰岩组成
,

构成海进

一海退的一套沉积序列 (图 3 )
。

现有勘查资料表明
,

贵州和广西有工业价值或有远景的微

细浸染型金矿主要产于赖子山层序的中三叠统中
、

下部细屑沉积岩 (含细屑浊积岩 ) 中
。

这

个层位的容矿岩石以陆源细屑岩 (粉砂岩 ) 为主
,

颜色暗
、

含有丰富的薄壳型双壳类和菊

石等
,

有机质含量也高
,

是含金热液成矿的有利岩性和岩性组合
。

三
、

沉积环境初析

前述两个赋金层序
,

系受海平面升降控制的沉积成因单元
,

其岩性特征是判别相环境

的标志
。

因此
,

有可能对主要赋金层位的沉积环境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

1
.

龙头山层序 主要的含金层位是上二叠统至下三叠统下部
,

岩石地层单位为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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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龙潭组
、

长兴组 /大隆组和
“

夜郎组
”

(下部 )
。

岩性及其组合特征见图 2
。

根据上二叠统岩石沉积相的标志
、

区域分布和空间配置
,

其沉积环境如 图 妞 所示
。 ·

以

戈塘和紫木由等矿床为代表的微细粒浸染型金矿
,

主要产在潮坪一泻湖陆源碎屑沉积环境

中
。

晚二叠世时
,

这些地区处于碎屑海岸相变剧烈地带
,

即玄武岩尖灭 区附近的龙潭相区

(含长兴相区 ) 与汪家寨相区的过渡地带
。

是一种物理和化学条件比较特殊的沉积环境
,

有

利于金沉淀作用的进行
,

可能是微量金的早期沉积阶段
。

早三叠世早期
,

地壳相对稳定
,

裂陷作用不强
,

沉积盆地的分异不明显
,

扬子地块西

南缘的兴仁
、

贞丰一带连 同望漠等地构成碳酸盐缓坡的古地理格局 (图 」b )
。

紫木由至者相

一带
,

属潮坪一泻湖环境
。

潮坪为细粒陆源碎屑和钙屑的混合沉积场所
。

就岩石地层而言
,

紫木幽等地处于飞仙关相
、

夜郎相和大冶相三者的相变过渡部位
。

这是一种特殊的沉积环

境
,

也有利早期沉积阶段的金的沉淀
。

2
.

赖子山层序 主要的含金层位为中三叠统新宛组中下部
。

黔西南地区在中三叠世安

尼锡克期的沉积格局
,

是在早三叠世奥伦尼克期碳酸盐缓坡变陡的基础上
,

进一步分化
,

发

展
,

台地边缘隆起加剧
,

形成镶边碳酸盐台地模式 (图 5 )
。

台缘滩不断加积并向外迁移
,

使

斜坡变陡
。

由于构造作用触发
,

在斜坡上出现重力流的多种类型沉积
。

赖子 山层序的含金

层位正处在下斜坡的细屑沉积和重力流堆积 (含浊流 ) 中
。

就地层岩性而言
,

新宛组位于

青岩组
、

许满组的相变地带
,

是一种特殊的地层相
。

也许正是地球化学的矛盾带
,

有利于

微量分散金在这种环境中的沉淀
。

现将上述两层序的主要相环境标志综合于表 l
。

其沉积环境及其盆地的演化
,

都与二益

纪至三叠纪古特提斯洋的发生
、

发展和消亡密切相关
。

也就是说
,

在沉积盆地演化到被动

陆缘
,

特别是裂陷阶段
,

来自地壳深处海底或水下热液中的金元素可能在上述环境中沉淀
。

这就是该类型金矿成矿作用早期阶段所特有的沉积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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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龙头山和赖子山层序沉积环境比较

aT 悦 e I C劝m侧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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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t 叮
e n v l or n m e n st I n th e L o n g . o u s h a n a n d 比 lz助

a n s e q u e n

.

访访咬卜廷廷
龙头山层序序 赖子山层序序

主主要斌金地层层 上二丑统一 F三处统 卜部部 中三丑统
「
!

, 下部部

岩岩性或组合合 钙质细碎肩岩
,

含火山质硅质岩岩 纽l卜11探碎 J召岩 (含浊积转 )))

有有机质含量量 中等等 较多多

古古生物生态态 底栖型型 浮游型 (主 )))

垂垂向相序序 向 L变细
、

变薄薄 向 !几变粗
、

琳厚厚

主主要沉积作用用 潮汐作声UUU
.

亚力流沉积作 , IJJJ

相相环境境 潮坪一污湖湖 F斜坡坡

四
、

结论与意义

综上所述
,

可得 出如下基本结论
:

1
.

黔西南与毗邻的桂西北和滇西南
,

跨扬子地块与右江褶皱带这一特殊大地构造背

景
,

决定了本区区域地质特征和地壳的热状态
,

同时也控制着该区沉积作用
。

2
.

本区赋含微细浸染型金的地层分为龙头山和赖子 山两个序列
。

龙头山序列分布在扬

子地块边缘
,

主要含金层位是上二叠统至下三叠统下部
;
赖子山序列则出露于右江褶皱带

,

最重要的含金地层层位是中三叠统中下部
。

它们的主要容矿岩石都是细陆源碎屑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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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龙头 LIJ 层序和赖子 山层序的主要含金地层的沉积环境
,

分别是潮坪一泻湖和下斜

坡
。

其形成与古特斯洋的离散发展阶段息息相关
。

本文利用了贵州省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

105 地质大队和 1 17 地质大队的部分

未刊资料
,

工作中还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 区调队绘图组精心清绘图件

。

在此致 以衷心

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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