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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凯里地区铝土矿是产于碳酸盐岩侵蚀面上的一水硬铝石型沉积矿床。 该区域在地质历
史时期,经历了多次地壳运动的复杂演变。 铝土矿产于上泥盆统高坡场组(D3gp)白云岩侵蚀面上,含矿
层位为中二叠统梁山组(P2 l)。 在阐述了该区铝土矿的成矿地质背景和矿床地质特征的基础上,对本区
铝土矿床形成过程中的主要控矿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该形成过程可大体分为物质形成阶段、沉积和保
存阶段和次生富集阶段三个阶段。 其中,物质形成阶段主要的控矿因素为风化作用、古气候、水文地质
作用、古地貌和生物作用;沉积和保存阶段主要的控矿因素为海侵作用和岩溶;次生富集阶段主要的控
矿因素为水文地质作用和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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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摇 引言
贵州是铝土矿资源大省,目前探明和保有的铝

资源量近 4 亿 t,约占全国总量的 16% ,居全国第二
位(武国辉等,2006,2008)。 凯里地区是贵州省近
年重点勘查的又一铝土矿产区,现初步探明一处中
大型矿床,多个中小型矿床。 通过对该区铝土矿床
的控矿因素研究,对于进一步寻找更大规模的铝土
矿资源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摇 成矿地质背景
凯里地区位于贵州省东部,大地构造位置处于

扬子准地台黔北台隆遵义断拱的贵阳复杂构造变形

区。 出露地层及岩性有:寒武系娄山关群白云岩;奥
陶系下统石灰岩、白云岩;志留系翁项群石英砂岩、
粘土岩;泥盆系上统高坡场组白云岩;二叠系中统梁
山组含矿岩系、栖霞组-茅口组灰岩(图 1)。

区内构造总体呈 NE向。 断层有 NNE向、近 SN

向及 NE向三组;褶皱属黄平复式向斜南段,主要有
大泡木向斜、鱼洞向斜和苦李井向斜,分别控制着含
矿岩系的展布。

该区域在地质历史时期,经历了多次地壳运动
的复杂演变。 寒武纪至泥盆纪地壳运动虽有反复,
但以沉降运动为主,长期接受海侵;早石炭世开始上
升为陆,接受风化剥蚀准平原化;至海西运动晚期的
中二叠世梁山期,该区又缓慢下降发生海侵,形成局
限的海域接受沉积;晚三叠世以后地壳持续上升成
陆,再次经历长期的风化剥蚀至今。

2摇 矿床地质特征
2. 1摇 含矿岩系时代及特征

凯里地区铝土矿的含矿岩系为中二叠统梁山组

(P2 l),铝土矿赋存于梁山组底部古岩溶风化面上的
沉积岩层中,下伏地层为上泥盆统高坡场组白云岩,
上覆地层为二叠系栖霞组灰岩。
摇 摇 二叠系中统梁山组(P2 l)可分为三小层:底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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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凯里地区地质略图(据贵州省有色局六总队(2004)修改)淤

Fig. 1摇 Geological map of the Kaili region (after Geological Brigade No. 6 of Guizhou Bureau of Non-
ferrous Metals Geology and Exploration, 2004)

1-中二叠统栖霞组和茅口组灰岩;2-上泥盆统白云岩;3-志留系翁项群石英砂岩、粘土岩;4-奥陶系下统石
灰岩、白云岩;5-寒武系白云岩;6-逆断层;7-正断层;8-褶皱;9-含矿岩系;10-地质界线

1-limestone of Middle Permian Qixia and Maokou Formation; 2-dolomite of Upper Devonian; 3-quartz sandstone and
clay rock of Silurian Wengxiang Formation; 4-Syncline limestone and dolomite of Lower Ordovician;5-dolomite of

Cambrian; 6-reverse fault; 7-normal fault; 8-fold; 9-ore-bearing rock series; 10-geologic boundary

铁层、中部含铝土矿层和上部含煤(炭质)层 (图
2),含铁层与含铝土矿层厚度变化大、互为消长关
系。 底部含铁层(P2 l1)由紫(褐)红色粘土页岩、铝
土页岩夹结核状菱铁矿层组成,厚度 0 ~ 16 m之间;
中部含铝矿层(P2 l2)由铝土岩、铝土页岩夹碎屑岩
以及豆鲕状、半土状、土状、致密块状铝土矿组成,厚
度在 0 ~ 40m 之间;上部含煤(炭质)层(P2 l3)由褐
黑色劣煤、炭质页岩和石英砂岩组成,混杂少量铝土
矿、岩石碎屑等,土质松散,粘性较差,厚度在 1. 2 ~
13m之间。
2. 2摇 矿体产出特征

矿体分布主要受向斜构造控制,含矿岩系呈半
椭圆形出露,与下伏地层呈假整合接触。 矿体形态
简单,平面上露头呈带状、长条状、不规则状;剖面上

呈层状、似层状、扁豆状、透镜状、漏斗状等,产状与
岩层产状一致,倾角 10毅 ~ 15毅。 单个矿体长几十至
5000 余米,宽几十至 900 余米,矿体平均厚度在
0郾 90 ~ 17. 80m之间,一般为 2 ~ 3m。 铝土矿体的厚
度与含矿岩系的厚度呈正相关关系( r = 0. 88),亦与
含铝岩组的厚度呈正相关关系( r = 0. 91) (董家龙,
2004)。 矿体厚度变化较大,由 0. 5 ~ 40m 不等,受
基底古侵蚀面形态的影响,一般凹下地段矿层厚度
大,凸起地段厚度小甚至尖灭,各成矿区均见有少量
分布于碳酸盐岩溶斗或溶沟中的厚度大的矿段。
2. 3摇 矿石特征
2. 3. 1摇 矿石类型及组成

区内有两种不同工业类型铝土矿矿石:一水硬
铝石低硫低铁铝矿石和一水硬铝石低硫高铁铝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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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凯里地区铝土矿含矿岩系柱状图
Fig. 2摇 Column diagram of bauxite-bearing rock series

in the Kaili area

石。 一水硬铝石低硫低铁铝土矿:一般为豆鲕状、土
状、碎屑状和致密状结构,是区内主要矿石类型,根据
Al2O3 含量和 A/ S值,主要属芋级矿。 一水硬铝石低硫
高铁铝土矿:鱼洞矿区主要分布在 1号矿体、4号矿体
和 5号矿体,占矿石总量约 7%;苦李井矿区高铁铝土
矿占总量的 22%,高铁铝土矿一般为豆粒块状矿石,矿
石中 Al2O3 含量一般 43% ~60%,SiO2 含量一般为 8%
~18%,Fe2O3 含量在 16% ~27%之间;A/ S 值 2郾 32 ~
6郾 60,平均 4郾 3左右,此类矿石质量较差。

矿石的组成矿物以一水硬铝石为主,占 50% ~
90% ;其次是高岭石、水云母等粘土矿物,占 5% ~
30% ;菱铁矿、赤铁矿、黄铁矿等铁矿物含量较少;锆
石、金红石等重矿物含量微。
2郾 3郾 2摇 矿石结构构造

铝土矿石结构主要有隐晶-微晶结构、胶状结
构、它形粒状结构、半自形-自形结构等;矿石构造
以豆鲕状构造和碎屑状构造为主,其次为致密状构
造和土状构造,其中以土状铝土矿质量为最好,A / S
大于 10,豆鲕状和碎屑状铝土矿质量中等,A / S 为 5
~ 8,致密状铝土矿质量较差,A / S为 2 ~ 5。

2郾 3郾 3摇 矿石的化学组成
矿石中含有 Al、Si、Fe、Ca、Mg、K、Na、Ti、V、Be、

Ga、S、Mn、Cr、Zr、Cu、Sn、Pb、Zn、Ni、B、Li 等 20 余种
元素,以 A12O3、SiO2、Fe2O3、TiO2 及烧失量为主,5
种组分之和 > 90% 。 其中 Al2O3 为 46郾 06% ~
78郾 84% , 平 均 为 63郾 91% ; SiO2 为 1郾 04% ~
24郾 60% , 平 均 为 10郾 68% ; Fe2O3 为 0郾 80% ~
23郾 48% ,平均为 5郾 72% ;TiO2 为 1郾 44% ~ 4郾 73% ,
平均为 2郾 81% ;烧失量一般在 13% ~ 15%之间,变
化不大;铝硅比 2郾 2 ~ 59郾 8,平均为 6郾 0。

3摇 控矿因素
凯里地区铝土矿是产于碳酸盐岩侵蚀面上的一

水硬铝石型沉积矿床(刘平,2001;王翠芝等,2005;
翟东兴等,2002)。 铝土矿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构造、风化、气候、流体、地貌、生物等因素均在其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本区铝土矿床的研究,该
过程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物质形成阶段、沉积和保
存阶段和次生富集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控制
因素。 其中以构造作用最为重要,地壳运动在整个
铝土矿床的形成过程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

该区在早石炭世以前地壳运动以沉降为主,沉
积了大量的陆源碎屑物质和碳酸盐物质,特别是在
泥盆纪时期,该区沉积演化的总趋势是由滨海陆源
碎屑沉积向碳酸盐沉积转变,最后在晚泥盆世为碳
酸盐岩所代替,为后期进行风化作用形成铝土物质
提供了基础;从早石炭世时期开始,稳定的造陆运动
使该区由海洋环境抬升为古陆,使本区在整个石炭
纪和早二叠世时期处于风化剥蚀阶段,长时间的沉
积间断和风化作用形成了大量的铝土物质;进入中
二叠世,发生了大规模的海侵,形成滨海、潮坪、沼
泽—泻湖环境,铝土物质沉积,同时上覆岩层沉积后
伏于铝土矿层之上;晚三叠世开始,凯里地区隆起,
地壳再次抬升,经过后期的多次构造运动,铝土矿层
逐渐抬升,为后期的改造优化创造了条件(表 1)。
3. 1摇 铝质源岩分析

铝土矿矿床是以一种在大气条件下多阶段、多
因素形成的原地残积、堆积或异地迁移堆积的铝土
矿矿床,它的形成机理是相当复杂的 (刘长龄,
2005)。 通过对凯里地区铝土矿成矿地质背景、含
矿岩系剖面及钛率的研究,认为其物质来源是以基
底的碳酸盐岩的风化残余物质为主,少量为硅酸盐
岩,铝土物质经短距离搬运,就近沉积-堆积在附近
的岩溶洼地中,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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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凯里地区地壳运动的演化
Table 1摇 Evolution of crustal movement in the Kaili area

地质时代 地壳运动 基本特征 铝土矿形成阶段

至今
丨

晚三叠世
上升

上覆岩层遭受风
化剥蚀,铝土矿进
行次生富集作用。

次生富集阶段

中三叠世
丨

中二叠世梁山期
沉降

铝土物质沉积,并
为上覆沉积岩层
所覆盖。

沉积和保存阶
段

早二叠世
丨

早石炭世
上升

处于风化剥蚀阶
段,长时间的沉积
间断和风化作用
形成了大量的铝
土物质。

物质形成阶段

泥盆纪 沉降

由滨海陆源碎屑
沉积向碳酸盐沉
积转变,沉积了大
量的陆源碎屑物
质和碳酸盐物质。

志留纪
丨

寒武纪
沉降为主

奥陶纪末到志留
纪初的一次明显
的地壳抬升运动,
造成上下地层的
缺失和假整合接
触关系。

摇 摇
(1) 通过对贵州现代碳酸盐岩红色风化壳的研

究发现(朱立军等,2004;李景阳等,2004),在白云
岩红色风化壳表层土壤中 Al2O3 的含量可达到

20郾 99% ~ 34. 56% 。 而石炭世时期,贵州所处纬度
比现代更接近赤道,气候环境更加有利于碳酸盐岩
的红土化和铝质的富集。 刘平(2001)通过研究认
为,“贵州绝大部分铝土矿基底是白云岩,泥页岩数

量甚少,在有利气候条件下,经钙红土化作用,碳酸
盐岩同样可以形成铝土矿的成矿母质-红土风化
壳冶。

(2) 本区铝土矿床的产出严格受泥盆系分布区
的控制,区内及周围二叠纪以前沉积的地层除寒武
系下统和志留系中下统为页岩外,其余均为碳酸盐
岩(贵州省地矿局,1997)。 泥盆纪末石炭纪初开始
的紫云运动,使本区整体平稳上升,此后一直至中二
叠世的长达 60Ma 年中接受风化剥蚀,当时并无铝
硅酸盐类的古陆存在,在中二叠世时依然还是被泥
盆系碳酸盐岩所覆盖的剥蚀区。

(3) 含矿岩系剖面是铝土矿形成过程的客观记
录。 凯里地区铝土矿的基底地层岩性为白云岩,部
分钻孔发现在古侵蚀面附近有碳酸盐岩呈泥状,为
风化残余物质,含矿岩系由下而上其岩石系列为含
铁粘土岩或高铁铝土岩、铝土岩、铝土矿、炭质层。
根据 Al2O3 测试结果(表 2),白云岩风化后 Al2O3

的含量比未风化白云岩提高几倍以上,上面的粘土
岩、铝土岩,其 Al2O3 含量又提高了数倍,而在铝土
矿中的含量可达到 50% ~ 70%以上。 表明碳酸盐
岩在长期化学风化作用下,铝质得到富集,再经铝土
化作用,完全可以富集成铝土矿(吴国炎等,1996;
袁跃清,2005)。

(4) 据贵州铝土矿床基岩(碳酸盐岩)古钛率
研究成果(李启津等,1996),其古钛率为 27. 9 ~
29郾 9,如表 2 所示,本区基底白云岩钛率为 21. 67,
铝土矿钛率为 22. 35 ~ 29. 16,与基底白云岩的钛率
相接近,表明基底白云岩是本区古风化壳的原岩。

表 2摇 凯里地区铝土矿柱状剖面分析结果表(据贵州省有色局六总队,2004)
Table 2摇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the bauxite deposit in the Kaili area(after Geological

Brigade No. 6 of Guizhou Bureau of Non-ferrous Metals Geology and Exploration, 2004)

地层代号 岩性
化学成分(% )

Al2O3 SiO2 Fe2O3 TiO2 烧失量
A / S 钛率

P2 l3 炭质层

P2 l2
土状铝土矿 67. 05 9. 03 4. 46 3. 00 15. 22 7. 43 22. 35

豆鲕状铝土矿 57. 74 14. 73 5. 55 1. 98 16. 35 3. 92 29. 16

铝土岩 32. 60 41. 17 4. 07 1. 58 14. 29 0. 79 20. 63

P2 l1 含铁粘土岩或高铁铝土岩 25. 67 31. 89 18. 70 1. 16 17. 54 0. 80 22. 13

风化残余物质 36. 39 38. 36 3. 93 1. 36 16. 54 0. 95 26. 76

D3gp
风化白云岩 5. 78 7. 61 1. 17 0. 25 0. 76 23. 12

白云岩 0. 65 2. 62 0. 28 0. 03 0. 25 2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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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摇 物质形成阶段控矿因素
该阶段主要发生在石炭纪(C)和早二叠世(P1)

时期。 凯里地区自早石炭世开始上升为陆,至中二
叠世梁山期接受海侵,沉积间断和风化剥蚀时间约
60Ma年,在空间和时间上为铝土物质的形成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
3. 2. 1摇 风化作用

铝土矿的形成需要进行风化作用,形成古风化
壳铝土物质。 凯里地区早期的地壳运动沉积了大量
的陆源碎屑物质和碳酸盐物质,为后期进行风化作
用提供了条件;进入石炭世,本区地壳抬升,直至中
二叠世梁山期海侵的发生,之前沉积的碳酸盐岩遭
受长达约 60Ma年的风化剥蚀。 在长时间的风化作
用过程中,同时进行着物理风化作用和化学风化作
用,使得地表碳酸盐岩中包括 Na、Ca、Mg 及 Si 等元
素流失。 刘宝珺(1980)认为当风化作用进行到最
后阶段-铝铁土阶段-红土型风化作用阶段,铝硅酸
盐矿物被彻底分解,全部可移动元素都被带走,主要
剩下铁和铝的氧化物及一部分二氧化硅,形成富含
铝质、硅质、铁质的红土型风化壳,铝质得到了初步
富集,为铝土矿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来源。
3. 2. 2摇 古气候

古气候是铝土矿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现代铝
土矿主要形成于热带雨林地区,这是由热带雨林气
候决定的。 铝土物质的形成是在高温多雨的条件下
发生的,高温可以使化学风化的速度加快,而充沛的
大气降水能够使风化作用形成的化合物被持续带

走,铝质得以富集。 古地磁测量结果表明(王俊达
等,1998;廖士范,1999),贵州在石炭纪时处于南纬
8毅 ~ 14毅,属于热带地区,该时期凯里地区气候炎热
潮湿、日照时间较长,非常有利于碳酸盐岩风化成土
作用的进行,形成了一定厚度的古风化壳,为后期铝
土矿床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铝土物质。
3. 2. 3摇 水文地质作用

研究表明,现代红土型铝土矿主要发育于热带
雨林地区,矿体主要产出在地势相对较高的山丘顶
部,这与充足的大气降水和良好的排泄条件有关。
石炭纪时期,凯里地区为赤道附近热带雨林地区,呈
现为略高于海平面的碳酸盐岩夷平面状态,岩溶洼
地发育,降雨量较高且排水系统发达,有利于当时的
红土化作用进行,并导致成矿物质的聚集。 根据现
有工作研究发现,凯里铝土矿富矿体主要赋存在岩
溶洼斗中,这与上述原因是密切相关的。

3. 2. 4摇 古地貌
该因素主要是通过影响风化作用、水文地质作

用从而对铝土物质的形成产生影响。 强烈切割的陡
峻高山地形由于物理风化作用而不利于风化壳和风

化矿床的形成,平原洼地水流不畅,也不利于风化矿
床的形成;高差不大的山区丘陵地形对风化矿床形
成最为有利,它能保证降水渗透到潜水面并由侵蚀
基准造成有利的排水条件使之发生积极地化学风化

作用(袁见齐等,1979)。 石炭纪时期,凯里地区碳
酸盐岩地层产状近似水平,经过长期的风化剥蚀,形
成碳酸盐岩夷平面地貌,有利于铝土物质的形成。
3. 2. 5摇 生物作用

石炭纪是地球陆地上首次出现大规模森林的地

质历史时期,是地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成煤期(王
鸿祯等,1980)。 凯里地区铝土矿和煤、炭质页岩具
有密切的空间关系,鱼洞矿区、苦李井矿区和铁厂沟
矿区的梁山组上段炭质页岩广泛出现,部分矿体出
现铝土矿和炭质页岩交互出现的情况,这些都表明
本区在当时植被发育。 植物为了生长需要吸收相对
较多的硅质,而其根系和腐殖物产生的局部还原环
境还可以导致铁的流失;植被能够阻止地表水的强
烈蒸发,同时地表植物和落叶可以阻滞地表水的快
速流动,加强下渗作用,有利于化学风化作用的进
行。
3. 3摇 沉积和保存阶段控矿因素

该阶段主要发生在中二叠世(P2)至中三叠世
(T2)时期。 其中中二叠世梁山期为铝土物质的沉
积时期,之后继续进行的沉积作用保证了铝土矿床
能够保存至今。
3. 3. 1摇 海侵作用

进入中二叠世,凯里地区以海侵为特征,其对铝
土矿的控制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一直在大气
条件下遭受风化作用而形成的铝土物质,逐渐被海
水淹没,并就近沉积形成铝土矿床,在水深较浅,水
动力较强的区域可沉积碎屑状和豆鲕状铝土矿,而
在水深较深,水动力较弱的区域则沉积致密状铝土
矿;另一方面,在铝土物质沉积后,海侵作用仍然继
续,相继沉积了栖霞组灰岩、茅口组灰岩等岩层,直
到晚三叠世海侵结束,含矿岩系为上覆沉积岩层所
覆盖,从而没有因为后期的地壳抬升遭受强烈侵蚀、
剥蚀和搬运,才可能形成现今一定规模的铝土矿床
(体)。
3. 3. 2摇 岩溶

凯里地区铝土矿形成于泥盆系上统高坡场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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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岩的古风化侵蚀面上,该风化侵蚀面上岩溶地
貌发育,主要有岩溶洼斗、岩溶洼地、溶洞等。 该区
铝土矿主要赋存于岩溶地貌的洼地洼斗中,且矿体
的厚度、品位和岩溶洼地洼斗的深度有明显的关系。
赋存在地势高差较大的岩溶洼斗中的铝土矿体厚度

大、品位高,水平方向延伸有限,苦李井矿区矿体多
为此种类型;在地势平坦的洼地中,矿体厚度小,走
向及倾向延伸大,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矿石质
量相对较差;而在地势较高处,梁山组含矿岩系厚度
变薄,甚至消失而无铝土矿出现。 岩溶地貌对铝土
矿的保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铝土矿成矿富集
的主要场所。
3. 4摇 次生富集阶段控矿因素

该阶段主要发生在晚三叠世(T3)至今。 经过
上述两个阶段后,铝土物质虽然已经沉积成岩,但是
相当一部分由于品位低而不能称之为铝土矿,还必
须经过进一步的优化。 后期,铝土矿石质量的变优
主要是通过次生富集作用实现的,具有矿石上富下
贫、浅富深贫的规律。 次生富集作用发生的主要内
部因素是 Al2O3 和 SiO2 两种氧化物地球化学性质

的不同;而主要的外部因素则是水的流动性。
3. 4. 1摇 水文地质作用

温同想(1996)提出“水是次生富集过程中最重
要因素冶,认为在 pH抑7. 7 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作用
下,含矿岩系中首先是大部分 CaO 被淋失,然后是
SiO2 被淋失,Al则不易活动而保留下来,富集成矿。
从水文地质角度讲,大部分工业富矿体位于地下水
潜水面附近,比如矿区内所探明露采矿体均位于侵
蚀基准面之上,在鱼洞矿区西侧,有平路河、泡木河,
水面标高 700m,低于矿体标高 150 ~ 200m,有利于
地下水的排泄和次生富集作用的进行。
3. 4. 2摇 断裂

断裂构造对矿体的富集和矿石质量的提高起着
积极的作用。 断层除了能够将部分含矿岩系抬升至
地表附近,有利于次生富集作用的发生外,其本身就
是一良好的通道,有利于大气水的渗透和地下水的
排泄,加速对矿体本身的淋滤,便于铝土矿体的氧化
富集,使得矿区深部可以出现质量较好的铝土矿石。
沿断裂带两侧的见矿钻孔中矿石铝硅比值高于周围

的钻孔,常形成局部富矿,这是因为地下水通过导水
破碎带对矿体反复进行冲刷溶蚀,SiO2 被大量带出

所致。

4摇 结论
(1) 凯里地区铝土矿是产于碳酸盐岩侵蚀面上

的一水硬铝石型沉积矿床,其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过程,构造、风化、气候、流体、地貌、生物等因素均
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前期研究,本文将该
过程大体分为物质形成阶段、沉积和保存阶段和次
生富集阶段三个阶段。

(2) 众多因素中,地壳运动在铝土矿床形成的
整个过程中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三个阶段发
生的前提条件。 在物质形成阶段,主要的控矿因素
为风化作用、古气候、水文地质作用、古地貌和生物
作用;在沉积和保存阶段,主要的控矿因素为海侵作
用和岩溶;在次生富集阶段,主要的控矿因素为水文
地质作用和断裂。

致谢摇 文中部分基础资料引用了贵州省有色金
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六总队多年的找矿成果,在
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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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controlling Factors of the Bauxite Deposits in the Kaili Area, Guizhou Province

LI Chuan-ban1,2, LIU You-ping3, WU Guo-hui3, HAN Run-sheng1,2, CAI Xian-de1, MA Rui1

(1.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Yunnan摇 650093;
2. South-West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Centre for Nonferrous Metals Resources, Kunming,Yunnan摇 650093;

3. Guizhou Bureau of Non-ferrous Metals Geology and Exploration, Guiyang,Guizhou摇 550005)

Abstract:The bauxite deposit in the Kaili area is of the sedimentary type which formed on the eroded surface of carbonate. This area underwent many
times of crustal movement during the geological history. Bauxite ores occur on the dolomite eroded surface of the Upper Devonian Gaopochang Formation,
and ore-controlling strata are middle Permian Liangshan formation. Based on geologic and ore-forming background and bauxite deposit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area,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main ore-controlling factors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roces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e material forming phase, the deposition and preservation phase and the secondary enrichment phase. The primary ore-controlling factors are
weathering, paleo-climate, hydrogeology, paleo-landform, and biology for the first phase, marine transgressions and karst for the second phase, and
hydrogeology and faulting for the third phase, respectively.

Key words:Bauxite, ore-controlling factors,Kaili area,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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