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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中地区铝土矿成矿时代探讨 

陈庆刚，陈 群，戴晓燕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 15地质大队，贵州 清镇 551400) 

[摘 要]通过对黔中区域铝土矿系层序结构特征、顶底板岩组和界面特征、岩相古地理特征等 

的对比分析，以及黔中隆起的演化对铝土矿成矿时代的影响，把黔 中区域铝土矿成矿时代统归 

为石炭 系下统，地层归属为石炭 系下统九架炉组 ，对划分依据进行 了论述。 

[关键词]九架炉组；铝土矿；黔中地区 

[中图分类号]P618．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43(2016)02-0101-07 

黔中地区铝土矿分布区域涵盖金沙、大方、织 

金、清镇、修文、龙里、瓮安、福泉、凯里等地，东西跨 

度长 190 km，南北宽 120 km，分布范围约 20 000 

km 。探明的各类资源储量近6．5亿吨，新编《贵州 

省矿产志》综合整理归并后，矿床(点)共59处，其 

中：大型矿床 3处，中型矿床 15处，小型矿床 23 

处，矿点 l8处。见图 l。 

图 1 黔中区域铝土矿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bauxite deposit in central Guizhou 

在以往工作中，对区内铝土矿系时代归属存 

在不同的划分，部分资料将东部凯里、福泉地区铝 

土矿系归为二叠系中统梁山组，也有资料将该区 

域铝土矿系归为石炭系下统九架炉组。为便于使 

用和对比，本次贵州省区域地质矿产志研编，根据 

铝土矿系层序结构特征、顶底板岩组和界面特征、 

岩相古地理特征等，把黔中区域铝土矿系成矿时 

代归属为石炭系下统九架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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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黔中地区铝土矿含矿系特征 

1．1 层序特征 

黔中地区铝土矿为一水硬铝石型铝土矿，含 

矿岩系为石炭系下统九架炉组，为一套粘土岩、铝 

土岩、铝土矿、铁质粘土岩、铁矿组合，局部夹煤 

线。厚0．5 m～55．0 m，厚度随基底古岩溶面的 

起伏而变化。因所处区域不同，含矿岩系组合特 

征和顶、底地层岩性存在差异。 

1⋯1 1 清镇一修文地区 

分布于清镇、修文、贵阳、织金、平坝地区，是 

黔中地区铝土矿分布产出最为集中的区域，分布 

有规模型铝土矿床 26个，猫场铝土矿床、燕垅铝 

土矿床、小山坝铝土矿床等大型超大型铝土矿床 

均分布于该区域。含矿系顶板岩组为石炭系下统 

摆佐组(C b)，底板岩组为寒武系中上统娄山关 

群(G ls)。 

摆佐组(C，b)，浅灰色块状中晶至粗晶白云岩，厚 0 m 

v̂ 110 m。 

一 ⋯ ⋯ ⋯ ⋯ 一 ⋯ 一 整 合一⋯ ⋯ -一-一 一⋯ 一 

九架炉含矿系(cd／)，按岩矿组合主要分为两个岩性 

段，即上部铝质岩段和下部铁质岩段，在猫场矿区顶部发 

育一粘土岩段。以猫场矿区为代表，其层序剖面如下： 

(1)粘土岩段：灰绿、杂色粘土岩，常含团块状、结核 

状、星散状黄铁矿，厚0～6．78 m。 

(2)铝质岩段：灰、灰白、深灰色碎屑状、致密状或土 

状铝土矿及铝土岩，常含砾屑，局部含团块状、星散状黄 

铁矿，厚 0 m～ 13．9 m。 

(3)铁质岩段：由紫红色铁质粘土岩、灰绿色暗绿色 

绿泥石粘土岩或杂色水云母粘土岩组成，夹透镜状、团块 

状、结核状及似层状赤铁矿，局部含菱铁矿及黄铁矿结核 

或团块 ，厚 0 nl～ 5．0 m。 

⋯ 一 ⋯ ⋯ 一 ⋯ ⋯ 一 不整合⋯ ⋯ ⋯ 一 一⋯ 一一 

娄山关群(e⋯ts)，为一套灰、浅灰红色中厚层细晶 

白云岩，厚度>160．23 m。 

1．1．2 龙里地区 

分布于龙里县草原乡一带，断裂构造不发育， 

岩层倾角平缓，地层平铺，常形成桌状山地形，铝 

土矿分布在桌状山平台20 m～60 m之下，矿体 

埋藏浅。含矿系顶板岩组为石炭系下统祥摆组， 

底板岩组有石炭系下统革老河组(C，g)、泥盆系 

上统者王组(D z)、高坡场组(D，g)。 

祥摆组(C )：薄至中厚层砂岩夹页岩，厚 22，、一 

64 m。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假整合一 ⋯ ⋯ ⋯ ⋯ ⋯  

九架炉含矿系(c )，分为三个岩性段，上部碎屑岩 

段、中部铝矿段、下部铁矿段。据《贵州省瓮安一龙里地 

区平寨向斜铝土矿整装勘查报告》，以TC(CY)05探槽为 

代表，其层序剖面如下： ＼ 

(1)灰、灰 白色铝质粘土岩、铝土岩、铝土矿，厚 

I．30 m。 

(2)灰白、灰黄色铝质粘土岩，见红色铁质浸染，厚 

2．00 m。 

⋯ ⋯ ⋯ 一一 -一⋯ 一一不整合一 ⋯ ～ 一 一 ⋯  

者王组(D，z)：厚层泥晶灰岩。 

1．1．3 瓮安一福泉地区 

分布于瓮安、福泉、开阳等地区，分布有开阳 

县赵家湾铝土矿、息烽县乌江铝土矿、瓮安县龙场 

坝铝土矿、瓮安县木引槽铝土矿、瓮安县岩门铝土 

矿、瓮安县杉树坳铝土矿、福泉市高洞铝土矿、福 

泉市曾子坡铝土矿。含矿系顶板岩组为二叠系中 

统梁山组(P Z)、栖霞组(P q)，底板岩组有泥盆 

系上统高坡场组(D，g)、奥陶系下统桐梓组 

(0，t)、寒武系中上统娄山关群(e 一 ／s)。 

栖霞组(P q)：深灰色、灰黑色有机质、泥质中厚一厚 

层状生物碎屑灰岩。 

⋯ ⋯ ⋯ 一 ⋯ ⋯ 一 一 整 合一 ⋯ ～ ⋯ ⋯ ⋯  

梁山组(P f)：黑色、灰黑色薄层炭质粘土岩夹劣质 

煤层 ，常见黄铁矿团粒或星点状黄铁矿层 ，局部地段夹 中 

厚层石英砂岩，厚 1．0～5．17 in。 
- - - ⋯ 一 一 ⋯ ⋯ 一 一 假整合一 ⋯ ⋯ ⋯ ⋯ 一  

九架炉含矿系(c )，据《贵州省瓮安一龙里地区铝 

土矿整装勘查汇总地质报告》，瓮安一福泉地区九架炉含 

矿系层序结构归纳如下 ： 

(1)浅灰 色、灰 白色 致 密状 粘 土 岩，厚 0．38～ 

6．38 m。 

(2)灰白色、浅灰色土状、半土状 、致密状、豆鲡状铝 

土矿，浅红色铁质碎屑状铝土矿，厚 0．82̂ v9．54 m。 

(3)灰白色、浅灰色铝质粘土岩，厚0．44～8．38 m。 

(4)褐红色、灰绿色铁质粘土岩，厚0～3．94 m。 

(5)灰绿色、浅绿色绿泥石粘土岩，厚0～3．96m。 

- - - ⋯ ⋯ 一 - - - - 一 一 一 一 假整合一 ⋯ ⋯ 一⋯ 一⋯ 一 

高坡场组(D，g)：褐红色、紫红色 

厚层铁质白云岩及浅灰至灰白色厚 

层白云岩夹灰绿色薄层粘土岩、泥质 

页岩或中层细砂岩。 

⋯ ⋯ 一 ⋯ ～ 一 一 一 假整合一---一--一一---一---一一 

桐梓组(0 t)：浅灰、灰白色薄至中厚层白云岩、白云 

质灰岩、生物屑灰岩、泥灰岩夹灰绿色、黄绿色砂页岩、粘 

土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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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一 ⋯ 一 一 假整合⋯ ---⋯ 一---⋯ 一一 

娄山关群(e⋯ )：浅灰色、灰色中至厚层白云岩、燧 

石白云岩及硅质白云岩。 

1．1．4 凯里一黄平地区 

分布于凯里、黄平地区，含矿系顶板岩组为二 

叠系中统梁山组(P Z)，底板岩组为泥盆系上统高 

坡场组(D )。 

梁山组(P：z)：灰黑色炭质粘土岩夹劣质煤层或煤 

线 ，下部为浅灰、灰黄色中厚层细至中粒石英砂岩，厚 1．2 

— 13 m。 

⋯ ⋯ - - - 一 一 ⋯ 一 一 假整合⋯ ⋯ ⋯ ⋯ ---一  

九架炉含矿系(C )，分为两个岩性段，即上部含铝 

土矿层和下部含铁层 ，据《贵州省凯里一黄平地 区铝土矿 

整装勘查总体报告》，凯里、黄平地区九架炉含矿系层序 

结构归纳如下 ： 

(1)含铝土矿层：灰、浅灰 、灰黄色铝土质粘土岩、铝 

土岩，含碎屑状、豆鲕状 、致密状铝土矿 ，厚 0～40 m。 

(2)含铁层：浅灰、浅红 、紫红色粘土岩、铁质粘土岩， 

含黄褐、棕红色结核状菱铁矿，厚 0～ 16 m。 

一 ～ 一 ～ ⋯ 一 一 一

f段整合⋯ ⋯ ⋯ ⋯ ⋯ ⋯  

高坡场组 (D，gP)：浅灰 、灰 白中厚层 白云岩夹灰岩、 

粉砂岩。 

经对比，黔中区域中西部铝土矿系底板为寒 

武系中上统娄山关群，向东过渡为奥陶系下统桐 

梓组、泥盆系上统高坡场组，龙里丰源地区有石炭 

系下统革老河组、泥盆系上统者王组、高坡场组， 

总体上从西向东有由老变新的趋势。 

铝土矿系顶板在中部清镇、修文地区为石炭 

系下统摆佐组，在龙里丰源地区为石炭系下统祥 

摆组，凯里、福泉、瓮安大部为二叠系中统梁山组， 

瓮安北部局部地段为二叠系中统栖霞组，从西向 

东也有由老变新的趋势。 

铝土矿系一般分为 2个岩性段，上部为铝质 

岩段、下部为铁质岩段，铝土矿产于铝质岩段中上 

部，在清镇修文地区顶部存在粘土岩段，在龙里地 

区、凯里地区部分区域下部铁质岩段不完整。各 

对应岩性段矿物组份、结构构造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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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黔中区域铝土矿含矿系柱状对比图 

Fig．2 Correlation histogram of bauxite—beating system in central Guizhou 

1一栖霞组；2一梁山组；3一祥摆组；4一摆佐组；5一九架炉组；6一革老河组；7一者王组；8一高坡场组；9一桐梓组；1O一娄山关群； 

11一灰岩；l2一白云岩；13一粘土岩；l4～炭质粘土岩；15一铝质粘土；16一铁质粘土；l7一砂岩；l8一铝土矿 

1．2 矿石结构构造与组份特征 

1．2．1 清镇一修文地区 

以猫场铝土矿区为代表，矿石结构有晶粒结 

构、碎屑结构、鲕状结构、凝胶结构；矿石构造有土 

状构造、块状构造、层状构造、斜交层理、粒序层 

理、胶状构造、网状构造。 

铝土矿的矿物组成主要为一水硬铝石，其次 

为少量高岭石，次要矿物有水云母、绿泥石、赤铁 

矿、褐铁矿、菱铁矿、黄铁矿、电气石等。其中一水 

硬铝石含量 50％，、一95％，在土状铝土矿和碎屑状 

铝土矿中含量较高，在致密状铝土矿中含量稍低； 

高岭石含量 1％～20％，水云母含量 1％～15％，铁 

矿物含量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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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龙里地区 

矿石结构有鲕粒结构、碎屑结构、砾屑结构； 

矿石构造以块状构造为主，次为条带状构造、土 

状一半土状构造。 

铝土矿石的矿物组成以铝矿物为主，其次为 

水云母，少量碳质及其他矿物。其中一水硬水铝 

石含量 40％，一水软铝石含量 30％，碳质含量 

<5％，其它矿物有黄铁矿、赤铁矿、锐钛矿、褐铁 

矿、磁铁矿、绿泥石及少量针铁矿、白云母等。 

1．2．3 瓮安一福泉地区 

矿石具微一泥晶级它型粒状结构、泥晶豆鲕 

粒结构、碎屑结构；矿石构造主要为块状、土状、半 

土状构造、斑点状构造。 

矿石的矿物组成以铝矿物为主，次为硅矿物、 

铁矿物、其他矿物。其中铝矿物主要为一水硬铝， 
一 般含量为 60％～ 90％，一水软铝石含量一般 

30％，硅矿物有高岭石，含量一般在 10％～25％， 

以及少量石英，铁矿物、硫化物含量<1％。 

1．2．4 凯里一黄平地区 

矿石结构主要有它形粒状结构、半 自形一 自 

形结构、隐晶一微晶结构、胶状结构、豆鲡状结构 

及碎屑状结构；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层纹状 

构造、孔隙状构造、豆状、鲕状构造、土状构造、斑 

点状构造等。 

矿石的矿物组成以铝矿物为主，次为硅矿物、 

铁矿物，少量其他矿物。含铝矿物主要为一水硬 

铝石，少量一水软铝石，硅矿物主要有高岭石、石 

英，铁矿物主要有菱铁矿、赤铁矿、黄铁矿，其他矿 

物有主要有方解石、锆石等。 

从以上对比可见，黔中区域铝土矿自西向东， 

从清镇、织金到凯里地区，虽所处区域不同，顶底 

板岩组不同，含矿系层序结构存在一定差异，但矿 

石物质组成相同，均以铝矿物为主，其次为硅矿 

物，含少量铁矿物和其他矿物，局部地区含碳质； 

结构构造相同，矿石结构均以豆鲕状结构及碎屑 

状结构为主，矿石构造以块状构造为主，次有土状 

构造、条带状构造、层纹状构造等。 

1．3 铝土矿系顶底界面特征 

清镇一修文地区铝土矿含矿系顶板岩组为石 

炭系下统摆佐组(C b)，呈整合接触关系，底板岩 

组为寒武系中上统娄山关群(e 如)，呈不整合接 

触关系，顶底界面清晰。 

龙里地区含矿系顶板岩组为石炭系下统祥摆 

组，呈假整合接触关系，底板岩组有石炭系下统革 

老河组(C。g)、泥盆系上统者王组(D，z)、高坡场 

组(D g)，呈不整合接触关系，顶底界面清晰。 

黔中区域东部凯里地区、瓮安、福泉地区，包 

括北西金沙地区，铝土矿含矿系与上覆梁山组砂 

岩、炭质粘土岩含煤层接触，或与栖霞组灰岩接 

触，但两者颜色不同、物质组份不同、结构构造不 

同、物质来源不同，界线清晰，宜作为不同地层单 

元，以铝土矿系顶部粘土岩或铝土岩与炭质粘土 

岩、煤层或砂岩的界面分开，呈假整合接触关系。 

含矿系底板地层有泥盆系上统高坡场组(D，g)、 

奥陶系下统桐梓组(0 t)、寒武系中上统娄山关 

群(e 一 )，均呈假整合接触，界面清晰。该区含 

矿系顶底层序如下： 

梁山组(P：Z)：黑色、灰黑色薄层炭质粘土岩 

夹劣质煤层，部分地段夹中厚层石英砂岩。 
一 ⋯ 一 ⋯ ⋯ 一 ⋯ 一 假整合一一 ～ 一⋯ ⋯ 一 一 

九架炉含矿系(c )顶部，浅灰、灰白色粘土岩、铝土 

岩或铝土矿。 
⋯ ⋯ ⋯ 一 一 ⋯ 一 一 假整合⋯ ⋯ ⋯ ⋯ ⋯ 一  

高坡场组(D，g)：褐红色、紫红色厚层铁质白云岩及 

浅灰至灰白色厚层白云岩夹灰绿色薄层粘土岩、泥质页 

岩或中层细砂岩。 

- - - 一 ～ 一 ⋯ 一 ⋯ 一 假整合⋯ ⋯ ⋯ ⋯ ⋯ ⋯  

桐梓组(O．t)：浅灰、灰白色薄至中厚层白云岩、白云 

质灰岩、生物屑灰岩、泥灰岩夹灰绿色、黄绿色砂页岩、粘 

土岩。 
⋯ ⋯ ⋯ ⋯ 一 ⋯ 假整合⋯ ⋯ ⋯ ⋯ ⋯ ⋯  

娄山关群(e：
一 ，
lS)：浅灰色 、灰色中至厚层 白云岩、燧 

石白云岩及硅质白云岩。 

1．4 成矿物质来源与成矿作用 

黔中区域自西向东从志留纪到晚泥盆世逐渐 

抬升为陆，经过长时期、大规模的稳定风化作用， 

形成了分布面积广、具一定厚度和规模的含三水 

铝石红土风化壳物质，为九架炉期铝土矿的沉积 

成矿提供了成矿物质来源；另一方面，准溶原上发 

育有大小、深浅不同，形态各异的岩溶负地形，随 

着早石炭世时期的海侵作用，溶原上分布的岩溶 

负地形演变成浅水湖泊群，为铝土矿的沉积成矿 

提供了沉积场所。 

在准溶原上堆积保存的含三水铝石风化红土 

在以流水冲刷为主的搬运营力作用下逐渐运移到 

浅水湖泊区沉积下来。并经后期压实、脱水、成岩 

作用和多期次构造改造，形成现代景观的一水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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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铝土矿床。 

1．5 古地理环境 

黔中地区自西向东，自清镇织金到凯里黄平 

地区，从志留纪到晚泥盆世逐渐抬升为陆，至早石 

炭世时期，由于海侵作用，在清镇、织金、修文区域 

演化成淡化泻湖区，地处凯里海湾区的凯里、黄 

平、福泉局部区域也演化形成泻湖区，龙里丰源地 

区演化形成局部泻湖环境 ，准溶原区岩溶负地形 

地逐渐演化为浅水湖泊群，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准 

溶原区红土物质在地表迳流的冲刷、搬运作用下， 

被搬运至浅水湖泊逐渐沉积下来，沉积环境属滨 

湖相，浅湖亚相。其水体环境为宁静环境时而受 

到强烈的风暴作用而出现短暂的高能动荡环境， 

由于海水不是连续供应而主要以淡水为主，属淡 

化泻湖水体。 

图3 黔中地区早石炭世古地理略图 

Fig．3 Palaeogeographical map of early Carboniferous in central Guizhou 

1一古陆(古溶原)；2一泻湖区；3一潮问带；4一黔中地区铝土矿分布范围 

1．6 黔中隆起对黔中区域铝土矿 

成矿时代的影响 

震旦纪至石炭纪时期，黔中隆起经历了发 

生一发展一消亡的过程，并对区内铝土矿 的成 

矿作用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震旦纪时期，黔中 

隆起开始水下隆起发展，以浅淮一潮坪环境砾、 

砂屑磷块岩分布范围为标志，主要位于现今开 

阳一瓮安一带；晚寒武世至早奥陶世时期，黔中 

隆起逐渐上升为陆，并由西向东依次上升，分布 

范围主要为织金东部、清镇、修文、贵阳西部地 

区，并向东延伸至龙里、瓮安福泉、凯里黄平地 

区；晚志留世时期，黔中隆起活动达到顶峰，随 

着上扬子古陆的升起而变成后者的组成部分， 

成为古陆；其后经过长期(泥盆系一石炭系)的 

风化剥蚀被夷平 ，晚石炭世至二叠世时期，由于 

海侵作用，其上普遍被石炭系下统摆佐组或二 

叠系中统梁山组所覆盖，至此，黔中隆起对黔中 

及周边沉积古地理格架的控制作用彻底消失， 

标志黔中隆起演化的彻底结束。 

黔中隆起为陆后的中心区位于织金一清镇一 

修文一带，该区自奥陶纪时期就已隆起为陆，自黔 

中往外围，地层从寒武系一奥陶系一志留系依次 

后退展布，说明自黔中隆起中心往外推移扩大，隆 

起成陆的时间逐渐后延，遭受风化侵蚀的时间亦 

逐渐后延。因此自清镇、修文往东至凯里、黄平～ 

带铝土矿成矿时代逐渐更新，下伏基底地层亦逐 

渐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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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古气候环境 

据贵州省地质矿产局科研所秦典夕等(1987 

年资料)，在黔北铝土矿中测得古地磁位置是北 

纬8．2度，属赤道热带地区。黔中地区古地磁位 

置应小于该值，同属赤道热带地区，邻近古海洋， 

气温高，潮湿多雨，温差小，有利于碳酸盐岩的溶 

蚀风化，有利于红土风化壳的形成。 

2 黔中区域铝土矿系层位归属 

的分岐 

通过以往大量的地质勘查和科研工作，根据 

铝土矿含矿系顶底板岩组层位、含矿系结构构造 

特征、古地理环境，黔中区域中西部清镇、织金、修 

文、龙里丰源地区铝土矿系已按习惯划分为石炭 

系下统九架炉组，且九架炉组具有穿时性属性。 

在瓮安、福泉、凯里地区，由于铝土矿系顶底 

板岩组较西部更新，部分资料把铝土矿系划归二 

叠系中统梁山组，同时也有部分资料把该区域铝 

土矿系仍归为石炭系下统九架炉组，不同的认识 

和划分对资料的使用造成了不便。 

3 石炭系下统九架炉组的划分 

依据 

如图 l所示，黔中区域自西向东，铝土矿含矿 

系层序结构相似，分为上部铝质岩段和下部铁质 

岩段，各对应岩性段矿物组份、结构构造相同。 

黔中区域 自西向东，铝土矿含矿系底板地层 

由寒武系中上统娄山关群演变为泥盆系上统高坡 

场组(或石炭系下统革老河组、泥盆系上统者王 

组、奥陶系下统桐梓组)。显示早石炭世前，黔中 

区域基底抬升时间顺序变化，西部抬升早，自晚寒 

武世开始隆起为陆，并在早石炭世时期随着海侵 

作用部分区域演化为泻湖沼泽，东部凯里地区至 

晚泥盆世再次抬升为陆，早石炭世时期随着海侵 

作用发展为凯里海湾区，部分区域演化为泻湖 

沼泽。 

顶板地层由石炭系下统摆佐组演变为二叠系 

中统梁山组、栖霞组，显示早石炭世九架炉组沉积 

形成后，黔中区域接受上覆盖层稳定沉积的时间 

顺序变化，西部早，自早石炭世时期即沉积形成了 

白云岩、砂岩、粘土岩盖层，而东部较晚，至中二叠 

世时期方稳定沉积砂岩、炭质粘土岩夹煤层、灰岩 

盖层。但顶板地层的更新系盖层物质沉积期古地 

理环境的演变所致，不能证明铝土矿含矿系沉积 

时期相应变晚，或与盖层物质系同一时期沉积 

产物 

铝土矿是在特定的地史环境中，在特定的古 

气候、古地理条件下沉积形成的矿床。其成矿作 

用与含矿系基底的古地理演化密切相关，也与特 

定时期的古气象条件相关。一般地看，某一地史 

时期的古气象条件及其演化变迁具有一定的专属 

性，在同一地域不同地史时期完全复制的可能性 

小。因此推断黔中区域铝土矿系同一时期的产 

物，以统一划归石炭系下统九架炉组为宜。 

4 结论 

综合分析，区内铝土矿含矿系层序结构相似， 

矿物组份相同，矿石结构构造类型相同，系同一时 

期、相同的古地磁、古气象条件、古地理环境下，相 

似的物质来源和相同的成矿作用下沉积形成的产 

物，受黔中隆起演化最后阶段上升为陆接受长时 

间的风化作用，提供风化壳物源沉积就位地质大 

事件统一时空控制。 

黔中地区铝土矿(含矿系)为早石炭世时期 

古红土风化壳为物源，浅湖滨河流三角洲沉积成 

岩作用而成，铝土矿含矿系统一划归石炭系下统 

九架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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