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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口盘坡钒矿产于寒武系下统九门冲组底部，矿体呈层状、似层状，矿石矿物主要成 

分有炭质、有机质、石英、白云母、绢云母、粘土矿物等。矿体严格受层位、沉积环境的控制，矿床 

成因为海相化学及生物化学沉积钒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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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江口盘坡钒矿床位于江 口县城南东平距 l5 

km处的盘坡一麻阳湾一带 ，辖属江 口县坝盘乡。 

地理坐标：东经 108。53 00r，， 108。56 00”，北纬 27。 

38 45”̂v 27。40 00”，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贵州地矿 

局108队对该区锰矿开展过面上普查工作，八十 

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103队对该区开展的区域 

化探扫面覆盖本区，2004--2005年，103地质队对 

江口县坝盘镇、桃映乡境内各钒矿开展商业性勘 

查项目评价时，对本钒矿作了矿点调查。 

2 区域地质背景 

区域大地构造位置地处扬子准地台黔北台隆 

遵义断拱贵阳复杂构造变形区次级的桃映一坝盘 

背斜的南西倾伏端，区内先后经历了武陵、雪峰、 

加里东、燕山和喜山多次构造运动。褶皱、断裂发 

育，总体构造线呈北东、北北东向，主要发育的断 

层有张屯断层、牛角山断层(见图 1)。区域内出 

露地层有蓟县系、青白口系、南华系、震旦系、寒武 

系、奥陶系及志留系、二叠系。 

3 矿床地质特征 

3．1 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有南华系上统南沱组；震旦 

系下统陡山沱组、上统留茶坡组；寒武系下统九门 

冲组、杷榔组及清虚洞组及第四系(见图2)。各 

地层单元由老至新简述如下： 

南沱组(Nh n)：为灰、灰绿色厚层块状含砾(冰碛) 

砂岩，夹粘土岩(显层理构造)。砾石大小不一，成分复 

杂，砾石呈棱角状、次棱角状 、浑圆状不规则分布 ，粒径 1 

～ 10 am，泥质胶结，该区未见底。厚度大于 200 m。 

陡山沱组(z d)：下部为灰一深灰色厚层状粉晶白云 

岩；中部为灰色薄层条带状 白云岩夹灰色页岩、粉砂质页 

岩；上部为黑色炭质页岩。25̂ v50 m，向北增厚。与下伏 

南沱组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留茶坡组(Z z)：下部为灰黑、深灰色薄层硅质岩、含 

炭质硅质岩；中部为灰黑色薄层硅质岩，间夹少量炭质页 

岩；上部为灰黑色薄层夹中层状硅质岩，问夹极薄层炭质 

页岩，局部含少量豆夹角状磷质结核。顶部见 0̂ v 50 crn 

厚的灰、灰黑色含磷硅质岩或硅质磷块岩。为磷矿产出 

层位。厚度 38～70 m。 

九门冲组(e，加 )分为两个岩性段： 

第一段(e，加 )：底部 5 m厚的深灰一黑色炭质页岩 

中含少量云母碎片及细线状黄铁矿或结核，为矿区钒矿 

的产出层位；下部为黑色炭质页岩、含粉砂质页岩，局部 

含磷质结核，偶夹少量薄层硅质岩；上部为深灰一黑色含 

炭质页岩、含粉砂质页岩。厚度 15～ 38 m。 

第二段(e，加 )：下部为黑色炭质页岩夹深灰色泥粉 

晶灰岩，灰岩呈层状、似层状 、透镜状、结核状产 出；上部 

为灰至深灰色薄至中层泥粉晶灰岩。上部灰岩自北向南 

逐渐变薄，其厚度变化大。厚度 30～40 m。 

变马冲组(e，b)分为两个岩性段 ： 

第一段(e，b )：深灰一黑色炭质页岩夹中层状含粉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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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粘土岩、少量薄层状浅灰色石英砂岩。厚度 55～ 

118 m。 

第二段(e b )为黑色炭质页岩与黄灰色粉砂质页岩 

互层夹灰色中厚层状长石石英砂岩、粉砂岩。厚度 69～ 

132 m。 

杷榔组(e P)：底部为黑色炭质页岩；下部为灰色粉 

砂质页岩；中部为灰、灰绿色粘土页岩、含白云质(灰质) 

粘土岩；上部为灰绿色、黄绿色钙质页岩夹薄层泥灰岩、 

薄层粉砂质灰岩。厚度大于 200 1'I1。 

清虚洞组(G．q)：为灰色至深灰色厚层至块状生物屑 

灰岩、白云岩、生物屑灰岩夹少量深灰色炭质页岩。厚度 

大于 200 m。 

第四系(Q)：为残坡积、冲击洪积物。主要分布于沟 

谷及缓坡地带。主要为粘土、亚粘土、砂 、砾、碎石等组 

成 ，结构松散。厚度 0～ 20 m。 

3．2 构造概况 

矿区由于经历了雪峰、燕山等多期构造运 

动_2]，褶皱、断裂构造较为发育，其展布特征为： 

一 是以北北东一南南西向的褶皱为主，二是发育 

有与区域构造格架相吻合的北北东向断层。 

3．2．1 褶皱 

干溪坳背斜：轴向呈北北东向，其东翼沿核部 

向东延伸 3 km内未见断层破坏，地层出露较连 

续，地层倾角变化不大，倾角 5。～15。。西翼沿核 

部向西延伸约 1 km被老圆沟(F1)断层错断，地 

层倾角变化较大，倾角 11。一53。。 

竹山向斜：轴向呈 NE向，向北东延伸被竹山 

断层错移。北西翼地层倾角变化为 l1。～ 37。。 

南东翼沿轴部向东约 150 m被老圆沟断层错断， 

地层出露不完整，地层倾角变化为 27。～66。，整 

体表现为北西翼缓，南东翼陡。 

3．2．2 断裂 

老圆沟断层：走向呈北北东向，倾向南东，倾 

角 65。～70。，两翼地层为均分布为寒武系，垂直 

断距大于 100 m。 

竹山断层：走向呈北北东向，倾向南东，倾角 

70—75。，两翼地层为均分布为寒武系，垂直断距 

大于50 m。为逆断层。 

3．3 含矿岩性特征 

矿区寒武系呈北东一南西向分布，为一套厚 

度不大、岩性较为稳定的碎屑一胶体 一化学沉积 

岩，矿层赋存于下寒武统九门冲组底部，该地层由 

底到顶依次为： 

下伏地层为留茶坡组黑色薄层硅质岩，层间 

夹极薄层炭质页岩。顶部为黑色薄一中层硅质磷 

块岩，局部为含球状磷质结核，该层为本区主要磷 

矿层，总体呈透镜状变化。 

(1)黑色炭质页岩，上部为块状，下部为鳞片 

状构造，为主要钒矿层位(即下层矿)，V：0 含量 

0．55％ v̂ 0．97％，有板状及鳞片状两种矿石 自然 

类型，底部常含有数厘米之眼球状磷质结核层。 

厚度 0．5～一2．5 m。 

(2)灰黄、土黄色粘土岩，含炭质页岩、硅质 

岩等碎块角砾，局部见皮壳状褐铁矿。该层分布 

不稳定，推测为层间断裂破碎带与炭质页岩的风 

化物所形成。厚度 0．5～1 m。 

(3)黑色炭质页岩，块状构造。含少量星散 

状黄铁矿，石英细脉较发育，并含有细片状白云 

母。厚度0．5～2．1 In。 

(4)黑色炭质页岩、鳞片状结构，节理发育， 

风化后大部份为鳞片状。V O 含量<0．50％，为 

次要钒矿层位(即上层矿)分布稳定。厚度 0．7～ 

2．0 m。 

(5)黑色炭质页岩，泥质结构、块状构造，含 

细粒(线状)黄铁矿。厚度 0．5～2．5 m。 

上覆地层 ：为紫灰一黑色含粉砂质页岩夹黑 

色炭质页岩。 

4 矿体形态及矿石结构特征 

4．1 矿体形态 

钒矿体产于留茶坡组黑色硅质磷块岩之上， 

下寒武统九门冲组底部5 m范围内黑色炭质页岩 

(含钒炭质页岩)之中，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其 

矿体的产出形态：为层状、似层状、板状，以层状为 

主(见图 3)。 

4．2 含矿体特征 

该矿床因地形切割原因分为2个矿体，即分 

别分布于干溪坳背斜的东西两翼，根据取样分析 

结果，各个矿体的矿层厚度、矿石品位均能满足工 

业指标要求，具体指标见表 1、表 2。 

东矿段位于矿区的东部，矿体走向近南北向， 

倾向近正东，倾角 5ôv 15。，矿体出露标高 325，、一 

491．28 na。矿层沿走向延伸长约 2 500 m，宽在 

50—850 m。矿层厚度在0．72～2．48 m，平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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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m。V2O5含量在 0．59％～0．88％，V2O5平 

均品位为0．77％。矿体呈层状展布，产状与顶底 

板围岩一致，矿体厚度变化趋势呈地表向深部 

变薄。 

西矿段位于矿区西部，含矿岩系出露较齐全， 

矿体连续性性好，矿体走向近南北向，倾向近正 

西，倾角 12。～35。，矿体出露标高 330～474 m。 

矿层沿走向延伸长约2 000 m，宽在 50～350 m。 

矿层 厚度在 0．72～ 3．30 m，平均厚 1．93 m。 

V O5含量在 0．55％---0．97％，V2O5平均品位为 

0．80％。矿体呈层状展布，产状与顶底板围岩一 

致，矿体厚度变化趋势呈地表向深部变薄。 

4。3 矿石质量 

(1)矿物成分 

主要矿物组合为碎屑物质、黏土矿物、炭质及 

沸石；少量矿物有钙钒榴石、磷灰石、锆石、电气 

石、锐钛矿等重矿物以及黄铁矿、沥青、铜铀云母、 

沸石等 J。 

(2)矿石的化学组分 

矿石的主要化学成分为 SiO 和 A1：O，，有机 

质总量一般为 3．24％～ 10％，其次为 TFe1．85％"- 

3．25％，绝大部分 V O 含量均在 1．2％左右。伴 

生元素有 Mo、Ag、Cu、TiO2、P2O5、As、Ni、Co，其中 

M0一般从0．005％～0．325％不等；Ag一般为5．5 

x10咱～ 18
． 5×10～，平均为 12．4×l0一；As一般为 

37．42~10 ～69．37×10一，平均为 52．93×10～； 

TiO2一般为 0．14％～0．38％；Cu一般为0．002％ 

～0．03％；Ni一般为0．002％～0．012％；Co一般 

为0．002％～0．004％[4 3。 

(3)赋存状态 

经光薄片镜下鉴定，未见到钒的独立矿物，经 

对矿石进行了重液离心分离、扩散分离及浸取试 

验说明钒主要以类质同象存于矿物中[5]。 

(4)品位 

矿体赋存于九门冲组下部的炭质页岩的底 

部，下伏含磷硅质岩之上；钒矿体走向呈北东一南 

西向展布，总体钒矿体赋存于地表浅部的品位较 

深部要富。该区钒矿单件样品V O 品位为0．50 

～1．33％，均值0．78％，变化系数 22．44％，属贫钒 

矿石。 

(5)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矿石类型为炭质页岩型矿石， 

故矿石结构主要为显微鳞片变晶结构，也见有显 

微变晶结构、残余砂状结构、纤状变晶一粒状变晶 

结构、变余泥质结构、斑晶结构等。 

矿石构造：最主要的构造为层状构造，次有斑 

点状构造、瘤状构造、块状构造、平行构造、绕行或 

称揉皱构造、片状构造等。尚有土状构造、多孔状 

构造、粉末状构造等。 

4．4 伴生有用有益组分 

(1)从各分析结果，本区与钒矿共生的有益 

元素 Mo含量低，所取样品品位均低于工业要求 

(0．06％) 。 

(2)伴生磷矿位于留茶坡组顶部，黑色薄层 

状硅质岩顶部，呈薄层状、似层状、透镜状，矿石类 

型以粘板岩型磷块岩为主。 

4．5 找矿标志 

(1)层位标志：钒矿体严格受地层层位控制， 

即必须是在下寒武统九门冲组底部黑层中才有钒 

矿的富集。 

(2)岩性标志：矿层底板为黑色硅质磷块岩， 

顶板为黑色炭质页岩。 

(3)岩相标志：浅海陆棚相。 

5 矿床成因分析 

新元古代末期一早寒武纪是泛大陆的解体时 

期，造成扬子海域地壳以及大陆内部强烈的拉张 

和火山作用，构造活动频发(刘光昭等，2008)，沿 

深大断裂带活动的热水溶液和陆源碎屑物等(梁 

有彬等，1995；李有禹，1997；鲍正襄等，2001；易发 

成等，2004)向新形成的断陷盆地、斜坡及陆棚 

(李忠雄等，2004；张伦尉等，2007；马莉燕等， 

2OLO)等地段扩散，在缺氧的环境下，形成了不同 

岩性组合的黑色岩系(张仕容，1987；舒多友等， 

2OLO)，为矿床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特别是 

由陆源带来的钒、镍、钼等金属离子在海水、生物 

等综合作用下(李胜荣等，1995；张应文等，2008) 

发生迁移、富集，以及化学作用等，在还原环境中 

(肖加飞等，2006)形成了钒矿床。 

含钒岩系具有明显的水平层理、泥质结构，粉 

砂质泥质结构，薄层(页理)状构造，与上覆地层 

呈整合接触关系，未发现有岩浆作用的迹象和产 

物，无围岩蚀变现象 ，均为典型的沉积成因特征。 

寒武纪早期，由于研究区处于滨海相环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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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源为主的物源形成了富含 V、Ni、Mo等元素次 

之的地球化学场。其中，含 V载体有海水、浮游 

藻类、陆源泥质等。后因大规模的海浸作用，使该 

区沉积相从滨海相演变成了深水陆棚相，在相对 

封闭缺氧、水体宁静的还原环境下，以 V为主在 

有用金属元素发生化学变化：来源于陆源氧化性 

水体中的部分 V以钒酸根离子(H VO 一)形式吸 

附于Mn或Fe的氢氧化物细颗粒而沉淀，在缺氧 

环境下，钒酸根离子被还原成带正电的半径很小 

的氧钒(VO 一)，形成有机络合物或水合物沉淀 

(Van et a1．，1985)。在深水陆棚相区，来 自于海 

水中的钒及浮游藻类生物吸收的钒，在此陆棚地 

带、还原环境下得以大量沉淀，通过成岩作用，在 

泥质转化为伊利石(即水云母)时，钒进入伊利石 

晶格中置换铝而形成类质同象，藻类死亡演变为 

黑色碳质类，形成黑色碳质泥岩、页岩。后期虽进 

入浅水陆棚阶段，也形成了含碳质的页岩、泥岩等 

组合，但有用组分相对减少，未沉淀富集达到工业 

指标要求  ̈。 

6 结语 

依据对该矿床地质特征的描述，以及对本区 

的工程取样化验结果进行充分分析研究，同时通 

过对该矿床的成矿成因进行了分析发现： 

(1)江口盘坡钒矿床的工程取样单件样品 

V O 含量最高为0．97％，说明该矿床为贫钒矿石 

类型。 

(2)通过工程取样化验分析表明，该钒矿床 

V O 含量在空间上没有明显变化，但通过分析结 

果及工程的展布情况说明该矿床矿体的厚度存在 

呈向深部变薄趋势。 

(3)从沉积岩性、矿床地质特征及矿石矿物 

组份及元素组合等研究表明，在该矿床相邻地区 

只要下寒武统九门冲组底部黑色页岩完整存在， 

均有可能找到新的钒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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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sis Analyses of Panpo 

Vanadium Deposit in Jiangkou 

ZHANG Tai—fu，XⅢ Xing—you，ZHANG W u—lin 

(103 Geological ，Guizhou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Exploration&Development， 

Tongren 554300，Guizhou，China) 

[Abstract] Panpo vanadium deposit located in the low Jiumenchong formation of lower Cambrian，the ore— 

body is stratiform or stratiform  like，the minerals include carbon，organic matter，quartz，muscovite，sericite，clay 

mineral and SO on．The orebody is controlled by position，sedimentary environment，the deposit genesis is sea 

facies chemical and sedimentary chemical sedimentary vanadium deposit． 

[Key words] Vanadium deposit；Geologic characteristics；Deposit gene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