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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若干基础地质问题的思考及建议 

戴传固，张 慧，陈建书，张嘉玮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由于近年来基础地质与矿产地质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新资料的发现、研究程度 

的不足，尤其是成矿地质背景研究的缺失，导致贵州基础地质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和缺憾。结 

合生产科研实践，初步梳理了部分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研究的基础地质问题，对贵州省梵净 

山、从江地区普通花岗岩砾石和花岗岩化底砾岩转石的发现及地质意义，贵州前陆背景下的浅 

层滑脱构造、黔中隆起及不同构造旋回期控岩控相古断裂等构造问题，黔东清虚洞期台地边缘 

藻礁与铅锌矿成矿、石英脉型和蚀变岩型金矿时空耦合、板内超基性岩体与金刚石成矿，黔中西 

部陡山沱一灯影期盆地迁移和磷矿成矿，西南低温成矿域和罗甸软玉成矿大地构造背景等一系 

列基础地质问题进行了介绍，提出了初步认识、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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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贵州位于华南板块之扬子陆块与江南复合造 

山带的过渡区，发育新元古代至新生代地层，新元 

古界梵净山时期梵净山群、四堡群为巨厚的陆源 

碎屑复理石，夹细碧岩一角斑岩和火山碎屑岩组 

合；新元古界下江时期板溪群、下江群、丹洲群由 

浅变质的海相砂页岩、凝灰岩及少量碳酸盐岩组 

成；南华系主要为河湖相及冰川滨浅海相杂砾质 

岩和砂泥岩；震旦系至下古生界以滨浅海相、台地 

相碳酸盐岩为主夹碎屑岩，向东以斜坡一盆地相 

陆源碎屑岩为主夹碳酸盐岩；上古生界至三叠系 

为台地相、台盆相碳酸盐岩、碎屑岩，夹少量火山 

碎屑岩组合；晚三叠世晚期及侏罗纪地层主要为 

大型内陆盆地河湖相砂泥岩沉积；上白垩统及以 

上地层均为山间盆地相砂砾岩沉积。岩浆活动以 

新元古代最为强烈，岩石类型多样，超基性、基性、 

中酸性岩石均可见及。强烈的造山运动有武陵运 

动、广西运动和燕山运动，部分区域出现了低绿片 

岩相区域变质作用。 

根据贵州及邻区地层及重要构造运动界面， 

自下而上可划分出武陵构造旋回期、雪峰一加里 

东构造旋回期、海西一印支一燕山构造旋 回期和 

喜马拉雅(新)构造旋回期，经历了洋陆转换阶段 

和板内活动阶段两个发展、演化历程。贵州主体 

尤其是东部受江南造山带的发展、演化所控制，在 

武陵期位于江南造山带内带，雪峰一加里东期位 

于江南造山带 内(黎平 以东)、外带 (黎平一凯 

里)、前陆带(凯里以西)，海西一印支一燕山期位 

于江南造山带前陆，喜马拉雅及新构造活动期位 

于华南板块陆内隆升位置，反映出区域上不同构 

造旋回期其沉积盆地、造山带中心在平面上具有 

从西向东逐渐迁移、逐渐变新的地质演化特点。 

而贵州西部在晚古生代以来位于哀牢山(或越 

北)造山带前陆(海西一印支一燕山期)一华南板 

块陆内隆升(喜马拉雅及新构造活动期)等位置， 

反映出特提斯构造域的构造活动对贵州的远程 

影响 J̈。 

在贵州近百年 的地质调查研究历程 中，经 

历了几代贵州地质人的不懈努力，特别是上世 

纪 50年代开始系统开展的 1：20万区域地质调 

查，以及在此基础上 1987年编制出版的第一代 

《贵州省区域地质志》成果极大地提高了贵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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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思路 

(1)以含矿岩系顶板为参照系，底板地层的 

差异恢复其古地理格局，即老地层出露位区隆升 

幅度高剥蚀强反映古地势高、相对较新地层出露 

位区隆升幅度低剥蚀弱反映古地势低。 

(2)在古地势低的位区，含矿岩系沉积厚度 

大，铝土矿经过水体搬运再次富集形成品质良好 

之矿石，水动力强的位区出现鲕状结构、水动力弱 

的位区出现致密结构；而在古地势高的位区，含矿 

岩系沉积厚度相对小，岩石原地风化未经水体搬 

运而形成土状结构之铝土矿。 

3．2 技术路线 

借鉴构造解析方法先分别对含矿岩系底板、 

含矿岩系、矿体进行对比研究，明确其时空分布规 

律，在此基础上对三者叠加进行相关性比较研究。 

4 贵州前陆背景下的浅层滑脱 

构造研究 

贵州前陆盆地背景下的侏罗山隔槽式褶皱多 

南北向展布，是贵州燕山期构造运动之典型代表， 

纵向上浅层滑脱构造是其主要表现形式，近年来 

许多地方的深部钻探资料揭示一定深度后其地质 

构造面貌与地表构造格局差异明显E 5 3。 

(2)系统收集和整理深部钻孔资料，在准确 

的地层对比基础上构建其剖面地质构造格架。 

(3)准确判别区域性滑脱层及其上下层位之 

间的位移矢量，推测浅表矿产至深部可能的变化 

趋势，圈定深部找矿靶区。 

5 不同构造旋 回期控岩控相古 

断裂研究 

贵州沉积岩广布，不同构造旋回期发育不同 

类型之沉积盆地，特别是在雪峰一加里东构造旋 

回期和印支一燕山构造旋回期早期裂陷背景下形 

成的裂陷(谷)盆地均受控于地垒一地堑组合之 

控岩控相古断裂_6 (图 3)，同时它们也是地壳深 

部物质喷流上升之通道，与沉积型、喷流沉积型及 

沉积改造型矿产关系十分密切。 

5．1 研究思路 

(1)黔东地区雪峰一加里东构造旋回期成锰 

盆地明显受控于地垒一地堑组合之控岩控相古断 

裂，但同样背景下的重晶石矿(铅锌)、镍钼矾多 

金属等控矿盆地与古构造之关系尚无系统研究 

成果。 

(2)黔西地区印支一燕山构造旋回期北西向 

裂陷槽控岩控相古断裂展布及组合特征尚不明 

晰，与铅锌矿之关系更无系统研究成果。 

4．1 研究思路 5．2 技术路线 

(1)在线状紧闭的槽状向斜部位，地层产状 

陡，陡倾压性逆断层发育，常造成地层的重复增 

厚，在浅层滑脱构造中更多地扮演断坡之角色；在 

开阔平缓之背斜部位，地层产状平缓，低角度正断 

层发育，常造成地层的缺失减薄，在浅层滑脱构造 

中更多地扮演断坪之角色。 

(2)地表所填绘之地质构造面貌与深部地层 

构造格架存在明显差异，浅表面貌受控于深部之 

断坪一断坡构成的滑脱构造。 

(3)浅层滑脱构造形成较晚为燕山期，对前 

期矿产资源具有破坏、叠加效应，无疑将拓展前燕 

山期成矿区带的深部找矿空间。 

4．2 技术路线 

(1)加强地球物理剖面特别是二维地震剖面 

资料收集与研究，结合地质剖面提高其解译精度。 

(1)在地表精准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多年来 

钻孔控制的古断裂两侧的地层、岩相对比，确定古 

断裂的存在、规模及其组合特征。 

(2)通过控矿盆地、矿物组合、蚀变类型、成 

矿温度、矿质来源等方面综合研究与古断裂之时 

空关系 

6 黔东清虚洞期台地边缘藻礁 

与铅锌矿成矿关系及其找矿潜力 

贵州东部清虚洞期台地边缘藻礁滩与铅锌矿 

成矿关系密切 7 3，区域上与湖南花垣大型铅锌矿 

成矿地质背景类同，其沉积格局是从西北至东南 

台地潮坪相白云岩组合一台地边缘碳酸盐藻礁 

滩一台盆相碎屑岩(图4)，铅锌矿化普遍反映该 

区域具有十分良好的找矿潜力，但尚未实现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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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贵州省推测隐伏断裂构造分布图 

Fig．3 Structural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concealed fracture in Guizhou 

推测隐伏高等级断裂及其编号；①吼滩断裂；②羊磴一遵3~-32城断裂；③木黄一贵阳一普安断裂；④玉屏一施硐一三都断裂； 

⑤纳雍一开阳断裂；⑥垭都一紫云断裂；⑦水城一望谟断裂；⑧龙宫一贞丰断裂；⑨泥凼断裂；⑩杨拱断裂 

的突破，应进一步加强基础地质研究，为实现找矿 

突破提供技术支撑。 

6．1 研究思路 

(1)由于贵州东部清虚洞期处于华南裂谷盆 

地次级裂陷最大转换界面牛蹄塘期之后盆地次级 

裂陷萎缩期，平面上其沉积相带由西北向东南 
一

迁移。 

(2)纵向剖面上造成后期台地潮坪相白云岩 

组合上覆于早期台地边缘碳酸盐藻礁滩之上。 

(3)高度重视铅锌矿成矿与碳酸盐藻礁滩及 

其该位区断裂改造之密切关系。 

6．2 技术路线 

(1)通过面上调查和剖面控制进行沉积岩相 

划分，同时验证铅锌矿成矿与之密切关联性。 

(2)在台地潮坪相白云岩分布区之下可以寻 

找到早期的与铅锌成矿密切的台地边缘碳酸盐藻 

礁滩，特别是有铅锌矿化细脉发育的白云岩分布 

区尤其是应特别关注之重点隐伏矿靶区(图5)。 

7 黔东金矿及其找矿潜力研究 

黔东金矿点多面广，开采历史悠久，产出于黔 

东地区新元古代浅变质岩区，矿床类型可分为石 

英脉型、蚀变岩型、细碎屑岩一碳酸盐岩中微细浸 

染型以及表生砂金等 引。 

7．1 研究思路 

(1)黔东金矿应同时存在石英脉型和蚀变岩 

型金矿，据部分专家介绍在天柱蒙乡金矿山地表 

为石英脉型金矿，而在地下700 m深处则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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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黔东寒武纪第二世都匀晚期岩相古地理及铅锌、汞矿床(点)分布图 

Fig．4 Lithofacies paleogeographical and distribution map oflead and mercury ore at Late Duyunian in Second Epoch of Cambrian 

1一含膏白云岩、灰岩组合；2一白云岩组合；3一白云岩、灰岩组合；4一鲕粒灰岩、藻屑灰岩组合；5一灰岩、砾屑灰岩组合； 

6一灰岩、页岩组合；7一泥岩、炭质泥岩组合；8一滩点；9一开阔台地相一局限台地相；10一台地边缘相；11一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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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黔东地区寒武纪第二世清虚洞期沉积岩相与成矿模式图 

(据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03队资料修编) 

Fig．5 Sedimentary lithofacies and metallogenic mode of Qingxudong period，secondary Cambrian in east Guizhou 

1一白云岩；2～藻灰岩；3～鲕粒灰岩；4一砂屑灰岩；5一砾屑灰岩 ； 

6一铅锌矿体；7一泥晶灰岩；8一泥灰岩；9～角砾岩；l0一碳质泥岩；1l一含碳硅质泥岩；12一相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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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变岩型金矿，说明二者在空间分布上逐渐过渡。 

(2)推测其成矿时代相同(加里东末期)，矿 

物组合、蚀变类型、成矿温度等纵向上、横向上的 

逐渐变化反映出其矿源同源。 

(3)受控于该地区发育的变质核杂岩构造， 

即石英脉型金矿受控于顺层之次级层间滑动面及 

其派生之切层的次级裂隙，也可能表现为断坡一 

断坪组合；蚀变岩型金矿可能受控于深部之滑脱 

带及其派生之切层的次级裂隙，同样也可能以断 

坡一断坪组合面貌出现。 

(4)蚀变岩型金矿相对石英脉型金矿而言具 

有规模大且较稳定之特点，无疑是寻找和研究的 

重点。 

7．2 技术路线 

(1)对天柱蒙乡金矿进行系统的典型矿床研 

究，开展矿物组合、蚀变类型、物质来源及成矿温 

度、同位素等方面研究。 

(2)查明石英脉型金矿向蚀变岩型金矿空间 

分布及逐渐变化之规律，建立成矿模型。 

(3)根据成矿模型反向推演，从面上已知石 

英脉型金矿推测向蚀变岩型金矿之变化趋势，对 

面上进行有利区圈定进而确定找矿靶区。 

8 黔东板内超基性岩体与金刚 

石成矿 

贵州东部地区与金刚石密切相关的板内超基 

性岩大多数人认为属钾镁煌斑岩【9]，根据该地区 

各流域出土之金刚石特征及其类型、镇远马坪和 

辽宁瓦房店含原生金刚石之岩体特征之对比、以 

及近期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01地质大队 

在镇远县马坪地区地表新发现 5个钾镁煌斑岩岩 

体，显示该区域金刚石找矿潜力巨大。 

8．1 研究思路 

(1)金刚石出土量大类型多，反映出黔东地 

区为其重要的原产地，同时也反映出其来源广泛， 

即控矿岩体类型多分布广，基本判断是尚有大量 

含矿岩体未被发现。 

(2)岩体基性程度越高成矿越有利，而且岩 

体抗风化的能力越弱，在贵州温湿的气候条件下 

现在能见到的均已土壤(蓝土)化。 

(3)必须有形成金刚石的物质条件，即岩体 

具碳酸岩化。 

(4)是应具备岩体温度、压力急剧变化之条 

件，隐爆是其表现形式，而隐爆要求岩体具有较高 

气液含量，即岩体一定具隐爆角砾构造或斑状结 

构，而且斑晶与基质结晶程度差异性越大对成矿 

越有利，寻找具有上述特点之岩体则为下一步找 

矿之关键。 

8．2 技术路线 

(1)对前人资料进行系统研究，特别重视各 

岩体之成分(副矿物)、结构(斑状结构)、构造(角 

砾状构造)及其它们在横向和纵向上的有规律变 

化，力图圈定可能存在的岩管分布区。 

(2)从现有资料反映金刚石成矿时代多为加 

里东期，即广西造山运动之后的板内活动阶段，我 

们在剥离燕山期构造活动影响而恢复加里东期构 

造格局的基础上，按照金刚石成矿的温度、压力要 

求，我们认为其找矿方向应该向黔东南前寒武系 

下江群地层分布区转移，而且前人资料反映的可 

能与金刚石成矿关系密切的碳酸岩脉、高压环境 

下形成的炭化硅矿物(重砂资料)均产出于下江 

群分布区域。 

(3)在岩体较小物探方法效果不佳 的情况 

下，摈弃原通过云母寻找岩体之方法，利用自然重 

砂资料圈定靶区的基础上，在坡残积土分布区运 

用土壤地球化学方法进行面积性控制，可望找到 

新的超基性岩体，进而为金刚石找矿突破创造 

条件。 

9 黔中西部陡山沱一灯影成磷 

期盆地迁移和成矿关系及其找矿 

潜力 

陡山沱一灯影期是贵州十分重要的成磷期， 

其磷矿品质优良而且资源规模巨大 。最近，贵 

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 15地质大队在瓮安县 

白岩地区探获超大型磷矿，新增总资源量 295 

855．58万吨，显示贵州中西部具有十分良好的磷 

矿成矿与找矿潜力，应进一步加强基础地质研究， 

实现找矿的更大突破。 

9．1 研究思路 、 

(1)贵州中西部陡山沱一灯影期成磷事件是 

在华南裂谷盆地次级裂陷最大转换界面牛蹄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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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盆地次级裂陷发展期之产物，加之磷矿与台 

地边缘之藻礁滩生物成矿关系密切，从贵州福泉、 

瓮安向西至开阳再向西至织金一金沙～大方一 

带，空间上沉积相带从东向西逐渐迁移，时间上从 

陡山沱期逐渐变新至灯影期。 

(2)时间上的演化与空间上的迁移与盆地次 

级裂陷发展期高度吻合，若通过进一步的基础地 

质研究证实了上述认识，则在福泉、瓮安至开阳之 

间、特别是开阳至金沙之间的晚古生代地层覆盖 

区的构造高位区是寻找磷矿十分重要的靶区。 

(3)据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部门介绍，在大 

方地区开展油气勘查过程中，方井 1钻井钻达该 

层位发现磷矿层，但未见系统完整地质资料。 

9．2 技术路线 

(1)通过面上调查和剖面控制构建贵州中西 

部陡山沱一灯影期岩相古地理格局，及其沉积相 

带迁移之趋势与规律。 

(2)通过剖面上基本层序特别是加积型层序 

的段代寻找该时期台地边缘之位置。 

(3)在福泉、瓮安至开阳之间、特别是开阳至 

金沙之间的晚古生代地层覆盖区圈定构造高位 

区，开展工程验证工作。 

1 O 典型低 温成矿域 的大地构 

造背景研究 

贵州矿产资源具有两大特点，一是锰⋯ 、磷、 

煤、铝土矿、页岩气等优势沉积矿产主要受地史时 

期类型多样的沉积盆地的发展与演化控制；二是 

广泛分布以金、铅锌、锑、汞为代表的低温内生矿 

产，是世界上公认 的二个大 面积低温成矿域 

之一 [12,13 3。 

1 0．1 研究思路 

(1)区域成矿带的展布受控于所处之大地构 

造环境，即内生矿产成矿温度在造山带内带最高， 

向外带至前陆其成矿温度逐渐降低。 

(2)低温成矿域产出的大地构造位置主要为 

造山带之前陆。 

(3)贵州在地质演化历史时期中，雪峰—加 

里东构造旋回期在凯里一三都以西地区、印支一 

燕山构造旋回期的贵州全境均处于造山带前陆位 

置，具有典型特征之低温成矿域的发育是其必然 

结果。 

1 0．2 技术路线 

(1)首先通过地质方法、年龄测试确定代表 

性矿床之成矿时代。 

(2)在严格拆分和解析不同成矿期叠加的基 

础上，通过同一成矿期内矿物组合(颜色)、蚀变 

类型、包裹体及其横向、纵向上的有规律变化探讨 

其矿质来源、成矿温度，进而确定其成矿序列及 

谱系。 

(3)根据成矿序列划分的成矿区带叠加所处 

大地构造位置进行相关性比较研究。 

1 1 罗甸软玉成矿地质背景及其找 

矿方向 

罗甸软玉是贵州近年来发现的新矿种，其主 

要组成矿物为透闪石  ̈， ]。矿体呈似层状、透镜 

状、斑块状产出于辉绿岩与二叠系四大寨组碳酸 

盐岩之接触变质带内(图6)，具有量大质差之特 

点，但也有高品质矿石。 

图 6 罗甸县软玉矿地质简图 

(据贵州省地质调查院资料修编) 

Fig．6 Geologic sketch of Luodian jade mining area 

1一许满组 ；2一乐康组；3一领薅组；4一四大寨组；5一南丹组； 

6一睦化组与打屋坝组 ；7一五指山组；8一溜江组；9一火烘组 ； 

1O～辉绿岩；l1一玉石矿点；l2一玉石矿化点 

1 1．1 研究思路 

(1)软玉(透闪石)成矿与接触变质带的厚度 

及程度正相关，而且矿体产出位置与岩体接触面 

有一定距离，反映出软玉成矿与岩浆侵位时之气 

液活动强度正相关。 

(2)岩浆气液含量与岩体结构构造关系密 

切，即结构不均一、气孔杏仁发育的气液活动强， 

反之则弱。 

晡 赋瓯尉围 嘲圊 巴 

● 2 ， ● ， ● ， ● ， 柚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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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甸软玉与和田玉产出地质背景差异明 

显，属一种新的矿床类型，即构成透闪石的钙、镁 

来源不同，新疆和田玉(中酸性岩体与白云质灰 

岩)钙、镁均来源于围岩，而罗甸软玉(基性岩体 

与纯灰岩或硅质灰岩)钙、镁分别来源于岩体和 

围岩。 

(4)若围岩存在白云岩化，镁过量则出现石 

棉化进而形成石英猫眼，它们(透闪石、石棉、石 

英猫眼)应为同一成矿系列之不同部位的产物。 

1 1．2 技术路线 

(1)通过地质填图准确圈定接触变质带之 

范围。 

(2)通过岩体结构构造研究推测其侵位时的 

气液活动强度。 

(3)查明透闪石、石棉、石英猫眼在空间上的 

相互联系和变化。 

(4)综合圈定成矿有利区，在气液活动强烈 

之位区推测深部成矿有利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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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suggests about Some Guizhou Geological Problem 

DAI Chuan-gu，ZHANG Hui，CHEN Jian-shu，ZHANG Jia-wei 

(Guizhou Geological Survey，Guiyang 550018，Guizhou，China) 

[Abstract] Subject to the discordance between regional geology and ore geology，few new findings and re— 

searches，especially the lack of thegeological setting of metallogeny researches，there is still some issues to be 

solved about Guizhou Geology．This paper introduce the findings of the rock types and its significance from 

Fanjingshan and Congjiang regions and the tectonic problems including the shallow detachment structure in 

fore1
．

and setting，central Guizhou uplift and the rocks and facies controlled ancient faults in different tectonic 

cycle．Ore forming problems about the east Guizhou reef related Pb—Zn deposits，vein and alteration rock type 

Au deposits relationship，intraplate uhramafic rock and diamond deposits，the central—west Guizhou 

phosphorous deposit，low—temperature metallogenic domain in southwestern China and Luodian nephrite deposit 

were also been discussed．The primary understanding，thoughts and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base on previous 

works and studies have been provided． 

[Key words] Basal conglomerate；Geological setting of metallogeny；Central Guizhou lift；Detachment fault； 

Paleo—fau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