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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海西—燕山构造旋回期成矿地质背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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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在海西—燕山构造旋回期同时受东南侧江南复合造山带和西南侧特提斯域的发
展演化影响，从晚古生代开始发生陆内裂陷，三叠纪初转化为前陆盆地，燕山运动使贵州进入板

内造山阶段，形成前陆盆地典型褶皱样式侏罗山式褶皱和浅层滑脱构造等。其裂陷盆地和前陆

盆地控制了沉积型、喷流沉积型矿产资源的时空产出，代表性矿种有煤、锰、铝土矿、烃源岩及页

岩气等。而以金锑砷汞、铅锌、软玉等内生热液型、沉积改造型矿产明显受浅层滑脱构造、板内

岩浆岩控制。由于该时期贵州所处前陆盆地之构造位置，形成了贵州非常有特色的中低温成

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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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贵州大地构造位置位于扬子陆块与江南复合

造山带的过渡区［１］，发育新元古代至新生代地

层，它们形成于不同的沉积环境［２］、具有不同的

沉积组合及盆地类型。发育多种类型的岩浆岩、

变质岩，具有不同的岩浆岩组合和不同的变质相

带，它们均受控于不同的大地构造背景；存在多期

次构造运动，有武陵运动、广西运动和燕山运动，

据此划分出武陵构造旋回期、雪峰—加里东构造

旋回期、海西—燕山构造旋回期和喜马拉雅—新

构造旋回期［３］。贵州在武陵构造旋回期、雪峰—

加里东构造旋回期主要受江南造山带的发展、演

化所控制，从晚古生代开始（即海西—燕山构造

旋回期）贵州同时受控于东南侧江南造山带和西

南侧特提斯域的发展演化，而喜马拉雅—新构造

活动期更多地受西侧特提斯域的演化和青藏高原

隆升的影响与控制。受各构造旋回期的不同动力

学背景控制，形成了受控于沉积盆地演化的沉积

型、喷流沉积型矿产，受控于构造—岩浆活动的内

生矿产，同时尚存在沉积改造型和表生作用型矿

产，造就了贵州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由于贵州

在海西—燕山构造旋回期同时受东南侧江南造山

带和西南侧特提斯域的发展演化影响，所处前陆

盆地之大地构造位置，形成了贵州非常有特色的

中低温成矿域。

图１　贵州省大地构造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

①师宗—松桃—慈利—九江断裂带；②罗城—龙胜—桃江—景

德镇断裂带；③北海—萍乡—绍兴断裂带；④红河断裂带；⑤哀

牢山断裂带；⑥小江断裂带

·２８·



２　海西—燕山构造旋回期地质背景

２１　盆地类型及特征
海西—燕山构造旋回期（晚古生代—早白垩

世）地层在贵州发育广泛（表１），按其建造特征，

划分为磨拉石盆地、裂陷盆地及前陆盆地建造

组合。

磨拉石盆地：伴随广西运动的发生，首先出现

磨拉石盆地即底砾岩沉积建造，贵州在东南部三

都、荔波、从江地区表现明显，向西逐渐变化为含

砾砂岩、砂岩，从（成分、结构）成熟度及沉积作用

类型上反映出向西逐渐远离物源区。

表１　地层序列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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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陷盆地：贵州从晚古生代开始进入陆内裂
陷阶段，沉积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由之前的北东向

转变为北东、北西向，反映出贵州由之前受江南复

合造山带影响和控制转化为受江南复合造山带

（东侧）和特提斯构造域（西侧）共同影响和控制。

笔者认为峨眉山玄武岩活动喷发时期为裂陷盆地

最大裂陷期，属一盆地转换界面，即其下为盆地逐

渐扩张、发展时期；而其上至二叠纪末、三叠纪初

为盆地逐渐萎缩、消亡期，总体表现为向上变粗的

逆粒序沉积建造组合。其特定的成矿地质背景控

制了贵州西部金锑砷汞、铅锌矿、锰矿、煤矿及页

岩气的时空产出格局。

前陆盆地：随着裂陷背景向挤压背景转化，二

叠纪末、三叠纪初为一由裂陷盆地向前陆盆地的

转换界面，在贵州西部出现弧后前陆坳陷盆地，形

成了三叠系十分明显的台地—台缘—斜坡—盆地

沉积格局景观［４］［５］。同时，贵州也在该时期完成

了由海相转化为陆相的沉积历程（图２）。

图２　右江盆地演化示意图（据曾允孚，１９９５）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Ｙｏｕｊｉａｎｇｂａｓｉ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洋壳；２—火山岩；３—碳酸盐岩；４—硅质岩；５—泥质岩；６—

火山碎屑岩；７—碎屑岩

２２　岩浆岩组合
该构造旋回期岩浆岩组合为峨眉山玄武岩及

其与之相关的次火山相辉绿岩，我们认为属陆内

裂陷盆地最大裂陷期的产物，为盆地转换界面的

物质表现，形成于大陆板块内部裂陷背景，为“大

厂式”金矿、玄武岩型铜矿与岩浆热液蚀变的罗

甸软玉成矿提供了基础地质背景。

２３　燕山运动及变形
燕山运动是贵州地区最为重要和强烈的一次

构造运动，奠定了贵州现今主要地质构造面貌的

基础。角度不整合界面在上白垩统与下覆地层之

间，在习水—威宁一线之北西地区该构造运动逐

渐减弱，地层上表现为上、下白垩统之间由角度不

整合渐变为假整合或整合接触关系。

燕山运动使武陵构造旋回期、雪峰—加里东

构造旋回期的部分构造形迹遭受叠加、改造而成

为该期构造成分，形成了典型的侏罗山式褶皱和

日尔曼式褶皱，同时断裂活动也十分强烈，形成近

南北走向断面东倾的逆冲断层和北西向逆冲断

层、平行走滑断层及浅层滑脱构造，构造变形具有

由南向北逐渐减弱之趋势，平面上出现隔槽式褶

皱—隔档式褶皱—穹盆构造区的逐渐过渡。其

中，浅层滑脱构造对黔西南金矿的叠加、改造和成

矿关系密切。

我们认为该时期贵州同时受东、西方向构造

域的共同影响，而把贵州置于其造山带前陆带位

置。东部构造活动的中心位置可能位于北海—萍

乡—绍兴一带，是华南陆块板内活动阶段陆内造

山作用的具体体现，形成江南复合造山带之燕山

期板内造山带（即南亚带）；而西部主要受特提斯

域地质构造演化的影响，该时期构造活动的中心

位置可能位于哀牢山（或越北）一带，贵州地区独

特的构造形迹、岩石建造特征及盆地演化是二造

山构造活动共同控制的具体体现。

３　海西—燕山构造旋回期主要
成矿作用

３１　裂陷盆地的控矿作用
３１１　铝土矿

以通过遵义的北东东向分界线为界，其南铝

土矿的含矿岩系为下石炭统九架炉组，分界线以

北务（川）—正（安）—道（真）地区铝土矿的含矿

岩系为中二叠统梁山组（大竹园组）（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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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构造旋回期与主要成矿作用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ｙｃｌｅ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ｍａ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年代地层 构造运动 构造阶段 岩浆活动 盆地类型 动力学背景

成矿作用

沉积、喷流沉积及

沉积改造型
内生型

第四系

新近系

古近系

白垩系

侏罗系

三叠系

二叠系

石炭系

泥盆系

喜马拉雅—

新构造旋回

期

燕山

运动

海西—燕山

构造旋回期

煌斑岩

大陆溢流玄

武岩

偏碱性玄

武岩

山间盆地

磨拉石

盆地

前陆盆地

大陆裂

谷盆地

磨拉石

盆地

陆

内

造

山

隆升

挤压

裂陷

含铜砂岩、油页岩、

菱铁矿

含铜砂岩、油页岩、

石膏、炼镁白云岩、煤

煤及煤层气、铜、铝土矿、

锰、铁

煤、铝土矿、页岩气

铅、锌、重晶石

金、锑、砷、汞

罗甸软玉

雪峰—加里东构造旋回期

　　九架炉组铁铝矿岩系下部为铁矿岩系，上部为
铝矿岩系。下伏地层在乌江之南的清镇、修文、开

阳、息烽等黔中地区，多为寒武系清虚洞组—娄山

关组，显示与超覆之上的含矿岩系之间，具有相当

漫长的风化沉积成矿作用时间，成矿条件最为优

越；而在乌江之北的遵义地区，下伏地层多为奥陶

系桐梓组、红花园组及志留系，成矿条件稍逊一些。

铝土矿多呈层状透镜体产出，单个矿体长 ２０
３０００ｍ，一般５００ １５００ｍ，厚０１３ ２９０９ｍ，
一般２ ５ｍ。矿石矿物组分主要是一水硬铝石。

梁山组含矿岩系下部为灰、灰绿、紫红色粘土

岩、含黄铁矿粘土岩及绿泥石粘土岩、绿泥石岩，

偶夹赤铁矿或菱铁矿透镜体、扁豆体和结核；中—

上部为灰、灰黄色半土状铝土矿、碎屑状铝土矿、

铝土岩，偶见灰色鲕状铝土矿、灰绿色绿泥石铝土

矿及灰色致密状铝土矿、粘土岩等，粘土矿物主要

是伊利石，总厚０７８ １３２０ｍ。含矿岩系与下
伏地层均呈平行不整合接触，下伏地层为下志留

统韩家店组或上石炭统黄龙组。矿体呈层状、似

层状产出，长多为数百至数千米，宽数百至千余

米，厚０６７ ５５０ｍ，矿石矿物组分主要是一水
硬铝石。在梁山组含铝岩系中，伴生钪、锂、镓稀

散金属矿产，其资源分布广，具有较好的找矿前

景，构成黔北—渝南钪、锂、镓成矿富集区。

它们均属古风化壳沉积型铝土矿，在该时期

裂陷背景下扬子陆块长期隆起提供了较理想的成

矿地质背景，同时，雪峰—加里东构造旋回期前陆

隆起格局对其成矿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控制。

３１２　铜矿
已发现产于峨眉山玄武岩中的铜矿，赋矿岩

石有如下三种：其一赋矿岩石为玄武质熔岩，分布

在纳雍周边地区；其二赋矿岩石为玄武质火山角

砾—凝灰岩，主要分布在威宁地区；其三赋矿岩石

为沉积岩，以关岭县丙坝铜矿床、普定县补堆场、

凉水井等矿床为代表。属火山热液活动和火山沉

积作用形成铜矿化或矿源层，之后再经热液活动

局部富集，形成通常是品位高但变化大、规模小的

矿床（点）［８］。为裂陷盆地最大裂陷期火山活动

成矿作用产物。

３１３　软玉
产出与罗甸地区的软玉为近年来新发现矿

产，主要分布于贵州罗甸县南部红水河镇、罗妥乡

及罗捆乡，现发现有官古、峨劳、罗捆等矿点，产于

辉绿岩与下—中二叠统四大寨组的接触带内（图

３）。辉绿岩呈似层状岩床产出，与围岩形成宽窄
不一（几十米—几米）的接触变质带（大理岩化

带），加之二氧化硅气液流体活动，在接触变质带

内局部次生蚀变形成透闪石岩（即罗甸软玉）［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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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贵州罗甸官古罗甸玉矿点剖面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ＬｕｏｄｉａｎｊａｄｅｉｎＧｕａｎｇｕｏｆＬｕｏｄｉａｎ，Ｇｕｉｚｈｏｕ

１—辉绿岩；２—大理岩；３—层状玉石；４—条带状、透镜状玉石；５—地层产状；６—采样点及编号；７—二叠系四大寨组；

８—第四系堆积物

　　透闪石岩多顺层产出，单层厚一般 １０ ４０
ｃｍ，薄的小于１ｃｍ，同时可见透闪石岩穿层细脉，
透闪石岩中不完全蚀变而残存透闪石化大理岩、

透闪石化大理岩中也有透闪石岩团块，二者呈渐

变过渡接触，无明显接触界面。由于其分布面积

大，接触变质带分布稳定，成矿地质条件相似，其

资源潜力较大。属裂陷盆地最大裂陷期次火山活

动成矿作用产物。

３１４　煤矿及煤层气
贵州是我国南方的产煤大省，聚煤时期多发

生在海西—燕山构造旋回期，含煤岩系为下石炭

统祥摆组、中二叠统梁山组和上二叠统宣威组、龙

潭组、合山组。而上二叠统含煤岩系是贵州主要

的聚煤期，形成的煤矿遍及贵州广大地区，除浅海

台地边缘及后期剥蚀区无煤外，全省大部分地区

均有分布。由于成煤环境不同，形成了陆相宣威

组、海陆交互相龙潭组和浅海相合山组三种含煤

岩系类型，尤以海陆交互相龙潭组为最好。

宣威组：分布于赫章六曲至盘县夹马石一线

以西地区。属泛滥平原、沼泽、河流及湖泊环境的

陆相含煤碎屑岩建造，由粘土岩、砂质粘土岩、玄

武岩屑砂岩、粉砂岩、菱铁矿和煤交替组成，夹紫

红色凝灰岩、凝灰质粘土岩，含煤 １－７０余层
（线）。

龙潭组：分布于兴义雄武、兴仁、晴隆至六盘

水曹家营、赫章六曲一带及毕节－安顺片区及遵
义－正安片区的广大地域，分布面积广、含煤性
好，是贵州境内的富煤及煤层气层位，以六盘水地

区为典型，构成最佳富煤带。含煤岩系属海陆交

互相沉积建造，由砂岩、粉砂岩、钙质砂岩、砂质粘

土岩、粘土岩、铝土质粘土岩、炭质粘土岩、凝灰质

粘土岩、钙质粘土岩、燧石灰岩，泥灰岩及煤层等

组成。含煤４－４８余层（线）。
合山组：零星分布于贵阳、荔波、务川及天柱

等地，由含燧石泥晶灰岩及生物碎屑灰岩为主，夹

硅质岩、粘土岩、碳质粘土岩及０－４层煤（线），一
般有可采煤１－３层。晚二叠世聚煤盆地，为一西
高东低的缓倾斜聚煤坳陷盆地，形成了浅海台地

碳酸盐岩型含煤沉积区、滨海过渡带碎屑岩含煤

沉积区和陆源陆相碎屑岩含煤沉积区。六盘水富

煤带位于滨海过渡带碎屑岩含煤沉积区，且处于

水城—紫云和垭都两条北西向断裂带间的地堑式

断陷盆地中。属裂陷背景下盆地开始萎缩阶段成

矿作用产物。

３１５　金锑砷汞成矿系列
分布于滇黔桂金三角主要地域黔西南的金矿

床（点），普遍伴有锑、砷、汞等成矿元素而构成金

锑砷汞成矿系列，部分矿床（点）还伴有萤石、铊

等矿产。各矿床（点）的成矿组分主次不尽相同，

多以金为主，也有的以锑或汞或萤石为主［１０］。成

矿组分主要是金、锑、砷、汞，形成的矿床包括晴隆

大厂地区的锑、金、萤石矿，灰家堡背斜地区的紫

木凼、水银洞、太平洞金矿，滥木厂汞铊矿等，以及

戈塘穹窿、雄武背斜、莲花山背斜和泥堡等地的金

矿，规模多为大、中型乃至超大型。

赋矿地层有峨眉山玄武岩、龙潭组—下三叠

统等地层，具多层性，含矿岩石包括淬碎角砾状玄

武质熔岩、玄武质沉凝灰岩—凝灰质粘土岩、正常

沉积细屑岩、不纯碳酸盐岩等，岩石普遍遭受呈层

状展布的硅化蚀变。属裂陷背景下的喷流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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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型成矿作用，成矿组分以金、锑、砷、汞组合为

特征。

３１６　铅锌矿
铅锌矿矿床（点）的分布集中在北西向水

城—紫云与垭都同沉积断裂带之间的断陷盆地

内，以及沿北北东向石门坎、南北向乌图河等同沉

积断裂带发育的台沟内。含矿地层从泥盆系至中

二叠统，岩性以碳酸盐岩为主，尤以摆佐组白云岩

居多［１１］。

刘幼平［６］通过川滇黔层控型铅锌矿成矿特

征的研究认为北西向水城—紫云和垭都同沉积断

裂带活动，控制了石炭系铅锌矿源层的分布。矿

体形态既有受层间构造带控制顺层产出的似层

状、透镜状，也有受断裂构造控制穿层产出的脉

状、不规则状。依构造环境等矿床特征判断，似为

海底喷流沉积成矿。产于贵定半边街泥盆纪地层

中的铅锌矿，也被认为属喷流沉积作用成矿（陈

国勇等［７］）。它们属陆内裂陷背景下成矿作用的

产物。

３１７　烃源岩及页岩气
石炭系打屋坝组，二叠系栖霞组、龙潭组为其

产出的重要层位［１２］。烃源岩为炭质泥岩、含炭质

灰岩，厚度较稳定，处在高成熟阶段，以凝析油和

生气为主，为好烃源岩。属陆内裂陷背景下成矿

作用的产物。

另外，独山县半坡大型锑矿床，产于下泥盆统

丹林组，成因类型似属沉积—热液改造、叠加矿

床。镇宁县乐纪重晶石矿床［１３］，产于上泥盆统榴

江组，成因类型似属喷流沉积矿床。遵义地区锰

矿，含矿岩系为中二叠统茅口组第二段，岩性主要

为锰矿层及与之相伴的“白泥塘层”薄层状硅质

岩，受同沉积断裂沉陷带控制，矿床成因类型似属

“喷流沉积型”。它们均属陆内裂陷背景下成矿

作用的产物。

３２　前陆盆地的控矿作用
贵阳、福泉等地早三叠世大冶组下部薄层灰

岩与页岩的过渡部位有油页岩产出。分布在盘

县、水城、威宁、赫章、毕节等地，产于下三叠统飞

仙关组的含铜砂岩型铜矿和主要分布在仁怀、习

水、金沙、大方等地区，产于侏罗系的含铜砂岩。

三叠系嘉陵江组第四段、关岭组第一段，是贵州主

要产石膏地层。中三叠统杨柳井组白云岩是贵州

冶镁白云岩的重要层位。它们均属前陆盆地背景

下成矿作用的产物。

３３　板内造山背景下的控矿作用
该背景下主要表现为对层控铅锌矿、汞矿和

金锑砷汞矿的构造热液改造定型，主要是对沉积

作用、喷流沉积作用和准同生沉积作用形成的矿

源层进行构造热液改造，使其进一步富集成矿。

贵州在海西—燕山构造旋回期，受华南板块

陆内造山和特提斯域的共同影响，江南造山带和

哀牢山造山带同时控制了贵州的地质构造演化，

使其处于它们前陆盆地位置，广泛发育浅层滑脱

构造。该类型构造是一种典型的薄皮构造，由于

地壳岩石具有不同的能干性，便产生各种等级的

滑脱层，构成复杂的滑脱体系，伴生一系列褶皱和

次级断裂，典型样式呈台阶式，由断坪和断坡组

成。它们对层控铅锌矿、金锑砷汞矿控制作用十

分明显，造就了贵州中低温成矿地质背景。

４　结论

４１　海西—燕山构造旋回期，贵州在该时期同时
受东南侧江南造山带和西南侧特提斯域的发展演

化影响，从晚古生代开始发生陆内裂陷，三叠纪初

转化为前陆盆地，岩浆活动表现为峨眉山玄武岩

的喷发，燕山运动使贵州进入板内造山阶段，形成

前陆盆地典型褶皱样式侏罗山式褶皱和浅层滑脱

构造等。

４２　裂陷盆地和前陆盆地控制了沉积型、喷流沉
积型矿产，代表性矿种有煤、锰、铝土矿、烃源岩、

页岩气及重晶石等，同时也控制了金锑砷汞、铅锌

等矿源层的形成。而以金锑砷汞、铅锌等内生热

液矿产明显受浅层滑脱构造，罗甸地区产出的软

玉受板内岩浆活动控制。由于该时期贵州所处前

陆盆地之构造位置，形成了贵州非常有特色的中

低温成矿域。

致谢：本文得到审稿专家的悉心指导，在此表

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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