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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州省成矿区带的划分方案

陶　 平，陈建书１，陈启飞１，王常微１，２

（１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８１；２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

［摘　 要］本文在系统总结贵州省最新地质矿产研究成果，进行全省构造单元修订及进一步划

分基础上，以多矿种区域成矿条件及区域成矿规律最新认识为依据，对全省三级成矿区带进行

了修订，提出了四级及更次级别成矿区带划分方案。 贵州省归属于滨（西）太平洋成矿域的扬

子成矿省和华南成矿省，进一步划分为 ４ 个三级成矿单元、６ 个四级成矿单元、１２ 个亚四级成矿

单元。 各级成矿单元的成矿地质条件、控矿因素、成矿作用及其产物各具特色。 该划分方案对

贵州省成矿规律研究及找矿工作部署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成矿单元；成矿区（带）；区域成矿规律；构造单元；贵州

［中图分类号］Ｐ６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９４３（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７１－１０

　 　 成矿区带，又称成矿单元，是具丰富矿产资源

及其潜力的成矿地质单元。 综合区域成矿背景及

多矿种成矿规律和控矿因素，科学系统划分全国

及其各省成矿区带，是研究总结区域成矿规律和

进行矿产资源预测评价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也是

科学部署地质找矿工作的基础。 这类成矿区带划

分又称综合成矿区带划分，有别于单矿种成矿区

带划分及各类矿集区的圈定（王登红，２０１４）、也
有别于全国重要固体矿产重点成矿区带划分（肖
克炎等，２０１６）。

系统进行贵州省成矿区带划分，首次见于中

国主要成矿区（带）研究项目（Ｋ１ ４－２－１）成果的

组成部分《贵州省区域矿床成矿系列与成矿规

律》（冯学仕等，２００４），在陈毓川等中国成矿区带

划分方案中四个三级成矿区带的基础上，结合贵

州省实际进一步划分了 １１ 个四级和 １０ 个五级成

矿区带。 第二次见于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

成果的组成部分《贵州省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

报告》（贵州省地质调查院，２０１２），在《中国成矿

区带划分方案》 （徐志刚等，２００８）所划分 ４ 个三

级成矿区带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 １４ 个四级成矿

区带和 ５４ 个五级成矿区。

本文新开展的贵州省成矿区带划分，以中

国矿产地质志项目的子项目“中国矿产地质志

·贵州卷”为依托，根据该项目办公室要求，在
系统总结最新地质矿产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多

矿种区域成矿条件及区域成矿规律最新认识为

依据，进行四级及更次级别成矿区带划分，并对

原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划定的三级成矿

区带进行部分修订，以满足将来矿产地质研究

及找矿需要，同时符合子项目研编技术要求和

全国汇总技术要求。

１　 成矿区带划分方案

１ １　 划分成矿区带的基础———大地

构造分区

　 　 大地构造分区是开展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划
分成矿区带的重要基础，因此本文在划分成矿区

带之前，首先进行了大地构造单元的划分（图 １、
表 １）。

贵州省处于扬子陆块区（一级构造单元）的

上扬子陆块（二级构造单元），其南部与华夏陆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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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并受其影响。 三级构造单元分为四个，即：川
中中生代前陆盆地（Ⅲ２）、鄂渝湘黔前陆褶断带

（Ⅲ３）、江南加里东造山带（Ⅲ４）和南盘江－右江

印支造山带（Ⅲ５）。 四级构造单元及其构造变形

区的划分意见详见图 １、表 １。 其中，三级以上构

造单元基本遵循了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划

分意见，但其个别名称略有修改。 四级构造单元

为本文提出的划分方案，主要是针对在贵州境内

分布面积较大的鄂渝湘黔前陆褶断带（Ⅲ３），以
黔北隆起（Ｄ－Ｐ １）与黔南坳陷（Ｄ－Ｐ １）为界进行了

四级构造单元划分，该界限两侧沉积地质、构造地

质及矿产地质（尤其是贵州优势沉积矿产分布）
具有明显差异。 在四级构造单元划分基础上，本
文尝试进行了构造变形区划分，划分依据主要是

地质构造方向、褶皱组合型式和各种地质作用

（包含成矿作用）特征的明显差异。

１ ２　 成矿区带划分及命名原则

（１）原则上，同一大地构造单元划为同一成

矿单元，并以建造－构造环境及其相关成矿作用

影响范围作为确定成矿单元边界的依据，一、二、
三级构造单元尤其如此。

图 １　 贵州构造单元及构造变形区划分

Ｆｉｇ １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１—三级构造单元界线及编号；２—四级构造单元界线及编号；３—构造变形区界限及编号；４ ～ ７—均为三级构造单元。 一级构造单元：
Ｙｚ—扬子陆块，Ｈｘ—华夏陆块。 二级构造单元：ＳＹｚ—上扬子陆块，ＸＹｚ—下扬子陆块；三级构造单元：Ⅲ２ 川中中生代前陆盆地；Ⅲ３ 鄂湘

渝黔前陆褶皱冲断带；Ⅲ４ 江南加里东造山带；Ⅲ５ 南盘江－右江印支造山带；Ⅲ１ 上扬子北缘活动带；Ⅲ６—康滇隆褶带。 四级构造单元

及构造变形区编号及名称详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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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贵州构造单元及构造变形区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一级 二级 三　 级 四　 级 构 造 变 形 区

Ｙｚ
扬

子

陆

块

区

ＳＹｚ
上

扬

子

陆

块

Ⅲ２ 川中中生代前陆盆地

Ⅲ３ 鄂湘渝黔前陆褶皱冲断带

Ⅲ４ 江南加里东造山带

Ⅲ５ 南盘江－右江印支造山带

Ⅲ２－１ 川中中古代前陆盆地南缘

Ⅲ３－１ 黔北隆起（Ｄ－Ｐ１）

Ⅲ３－２ 黔南坳陷（Ｄ－Ｐ１）

Ⅲ４－１ 江南加里东造山带西段

Ⅲ５－１ 南盘江－右江印支造山带西北缘

Ⅲ２－１ａ 赤水－习水北东东向变形区

Ⅲ３－１ａ 毕节－桐梓北东向变形区

Ⅲ３－１ｂ 务川－开阳北北东向变形区

Ⅲ３－１ｃ 松桃－福泉北东向变形区

Ⅲ３－２ａ 威宁－六枝北西向变形区

Ⅲ３－２ｂ 赫章－修文北东东向变形区

Ⅲ３－２ｃ 长顺－丹寨南北向变形区

Ⅲ４－１ａ 雷山－榕江北北东向变形区

Ⅲ４－１ｂ 天柱－黎平北东向变形区

Ⅲ４－１ｃ 从江－融水北北东向变形区

Ⅲ５－１ａ 普安－贞丰北东及北西向变形区

Ⅲ５－１ｂ 册亨－罗甸东西向及北西向变形区

图 ２　 贵州成矿单元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ｕｎｉ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１—三级成矿单元；２—四级成矿单元；３—四级成矿带的亚带；Ⅲ７４ 四川盆地 Ｆｅ－Ｃｕ－Ａｕ－石油－天然气－石膏－钙芒硝－石盐－煤和煤层气

成矿区；Ⅲ７７ 鄂渝湘黔前陆褶断冲断带西段 Ｐｂ－Ｚｎ－Ｃｕ－Ａｇ－Ｆｅ－Ｍｎ－Ｈｇ－Ｓｂ－磷－铝土矿－硫铁矿－煤－煤层气－页岩气成矿带；Ⅲ７８ 江南

加里东造山带西段 Ｓｎ－Ｗ－Ａｕ－Ｓｂ－Ｃｕ－重晶石－滑石成矿带；Ⅲ８８ 南盘江－右江印支造山带 Ａｕ－Ｓｂ－Ｈｇ－Ａｇ－Ｍｎ－水晶－石膏成矿区。 成矿

亚带名称及编号详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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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贵州成矿单元划分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ｕｎｉ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一级 二级 三　 　 级 四　 　 级

滨
（西）
太
平
洋
成
矿
域

Ⅱ－１５
扬子成
矿省Ⅱ
－１５ｂ 上
扬子成
矿亚省

Ⅱ－１６
华南成
矿省

Ⅲ７４ 四川盆地 Ｆｅ－Ｃｕ－Ａｕ－石
油－天然气－石膏－钙芒硝－石
盐－煤和煤层气成矿区

Ⅲ７７ 鄂渝湘黔前陆褶断冲断
带西段 Ｐｂ－Ｚｎ－Ｃｕ－Ａｇ－Ｆｅ－Ｍｎ
－Ｈｇ－Ｓｂ－磷－铝土矿－硫铁矿－
煤－煤层气－页岩气成矿带

Ⅲ７８ 江南加里东造山带 Ｓｎ－Ｗ
－Ａｕ－Ｓｂ－Ｆｅ－Ｍｎ－Ｃｕ－重晶石－
滑石成矿带

Ⅲ８８ 南盘江－右江印支造山带
Ａｕ－Ｓｂ－Ｈｇ－Ａｇ－Ｍｎ－水晶－石
膏成矿区

Ⅲ７４－ １ 四川盆地南缘
天然气－－煤－煤层气－
硫铁矿－Ｃｕ－Ｆｅ 成矿带

Ⅲ７７－１ 黔北隆起 Ｍｎ－
Ｈｇ－铝土矿－磷－煤－煤
层气－页岩气－Ｎｉ－Ｍｏ－
－Ｐｂ－Ｚｎ 成矿带

Ⅲ７７－２ 黔南坳陷 铝土
矿－磷－硫铁矿－Ｈｇ－Ｓｂ
－Ａｕ－ Ｐｂ－Ｚｎ－重晶石－
煤－煤层气 －页岩气成
矿带

Ⅲ７８－ １ 江南加里东造
山带西段重晶石－Ａｕ－
Ｓｂ－Ｐｂ－ Ｚｎ－Ｃｕ－Ｗ－Ｓｎ
成矿带

Ⅲ８８－１ 南盘江－右江印
支造山带北部 Ａｕ－Ｓｂ－
Ｈｇ－Ｔｌ－ Ｕ－重晶石－萤
石－煤－煤层气－页岩气
－Ｍｎ－软玉－水晶成矿带

Ⅲ７４－１ａ 赤水－习水天然气－Ｃｕ－Ｆｅ 成矿
亚带

Ⅲ７７－１ａ 毕节－桐梓 Ｍｎ－Ｎｉ－Ｍｏ－Ｐｂ－Ｚｎ
－Ｃｕ－硫铁矿－磷－铝土矿－煤－煤层气－
页岩气成矿亚带

Ⅲ７７－１ｂ 务川－开阳铝土矿－磷－ Ｈｇ－萤
石－重晶石－硫铁矿－煤－煤层气－页岩
气成矿亚带

Ⅲ７７－１ｃ 松桃－福泉 Ｍｎ－Ｈｇ－铝－磷－Ｐｂ
－Ｚｎ －Ｖ－ －煤－页岩气－Ｗ－Ｓｎ－Ｃｕ－Ｎｂ－
Ｔａ－Ａｕ 成矿亚带

Ⅲ７７－２ａ 威宁－六枝煤－煤层气－页岩气
－Ｐｂ－Ｚｎ－ Ｆｅ－Ｍｎ－ Ａｇ－Ｃｕ－三稀－成矿
亚带

Ⅲ７７－２ｂ 赫章－修文铝土矿－磷－Ｐｂ－Ｚｎ
－Ｎｉ－Ｍｏ－Ｆｅ 成矿亚带

Ⅲ７７－２ｃ 长顺－丹寨 Ｈｇ－Ｓｂ－Ａｕ－ Ｐｂ－Ｚｎ
－磷－硫铁矿－重晶石－煤成矿亚带

Ⅲ７８－１ａ 雷山－榕江 Ｓｂ－Ｐｂ－Ｚｎ－Ｖ 成矿
亚带

Ⅲ７８－１ｂ 天柱－黎平重晶石－Ａｕ－Ｍｎ－水
晶成矿亚带

Ⅲ７８－１ｃ 从江－融水 Ｃｕ－Ａｕ－Ａｇ－Ｗ－Ｓｎ
成矿亚带

Ⅲ８８－１ａ 普安－贞丰 Ａｕ－Ｓｂ－Ｈｇ－Ｔｌ－煤－
煤层气－页岩气－重晶石－萤石成矿亚带

Ⅲ８８－１ｂ 册亨－罗甸 Ａｕ－Ｓｂ－Ｈｇ－萤石－
软玉－水晶成矿亚带

　 　 （２）成矿区带从高向低依次为：一级即成矿

域，大致对应于全球构造域，受控于统一的全球

古大洋动力学体系；二级即成矿省及亚省，其区

域成矿作用是经几个或一个大地构造－岩浆旋

回的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发育有特定的矿化

类型；成矿物质的富集受地壳物质不均匀性的

控制，赋存的矿床类型明显受多级或多序次构

造的控制；三级即成矿区或成矿带，是在成矿省

内一定地壳演化阶段形成独特的一种或多种矿

化集中分布区，成矿受控于某一构造－岩浆带、
岩相带、区域构造或变质作用；四级即成矿亚

带，在同一大地构造背景下大致受同一区域成

矿作用控制的矿田分布区，或者虽然目前没有

已知矿床，但有大量成矿信息的区域；五级即矿

田，为四级成矿单元内的矿床（点）集中分布区，
或最小预测区的集中分布区。

（３）同一地质事件及成矿作用影响区域原

则上划为同一区带，因此成矿区带常与矿床成

矿系列相对应。 例如，对于热液矿产，同一控矿

构造及其成矿作用分区可划分为同一区带；对
于沉积矿产，同一沉积成矿环境可划为同一成

矿区带。
（４）其它原则：①划分一级至四级成矿区带

时应覆盖全省，而划分五级成矿区带时不覆盖全

省，是根据已知矿产点集中分布区、找矿远景区及

其控矿因素等综合圈定；②以成矿地质背景为基

础，适度结合地球物理场、地球化学场、卫星及航

空影象等资料相互印证，修订成矿区带的边界；③
成矿区带的命名原则，是选择可代表该成矿单元

主要成矿作用的重要矿种和优势矿种参与命名，
并根据几何形状的不同分别称为“成矿区”或“成
矿带”，但不用“矿集区”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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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成矿区带划分结果

据徐志刚等（２００８）划分意见，结合新认识，
经项目组成员多次讨论，最终确定贵州省成矿区

带划分方案（详见图 ２、表 ２）？ 其中涉及几个问

题需说明如下。
几点重要说明：
（１）据徐志刚等（２００８）划分方案，贵州尽管

二级构造单元均归属于上扬子陆块，但二级成矿

单元分属于扬子成矿省和华南成矿省（对比表 １
与表 ２），这导致了二级成矿单元与二级构造单元

不完全对应。 究其原因，王登红等（２０１４）认为，
即Ⅲ８８ 南盘江－右江印支造山带 Ａｕ－Ｓｂ－Ｈｇ－Ｔｌ－
Ａｇ－水晶－石膏成矿区，虽然大地构造位置属于上

扬子陆块东南缘，但在矿产资源方面尤其是内生

矿产资源却更多地体现了华南成矿省的特点。 此

外，王砚耕（１９９５）曾提出贵州的南盘江地区受控

于特提斯和濒太平洋构造两大地球动力学背景，
并跨越了扬子陆块与右江造山带两个构造单元，
大致以图 １ 中Ⅲ５－１ａ 与Ⅲ５－１ｂ 分界线为界，其
南部为右江造山带北缘，北部为扬子陆块西南缘，
因此其成矿地质条件及成矿作用也分别反映了两

个构造单元的特色，这实际映证了将黔西南南部

地区划为华南成矿省的合理性。
（２）既然以Ⅲ５－１ａ 与Ⅲ５－１ｂ 分界线为界，其

南、北两侧的成矿背景分别具有右江造山带与扬

子陆块特征，成矿特征分别具有华南成矿省和上

扬子成矿省特征。 但是，为便于全国矿产地质志

项目汇总，须与中国矿产地质志项目办公室划定

的三级单元划分方案保持一致，故本次暂不以此

分界线划分三级构造单元和三级成矿单元。
（３）三级构造单元及成矿单元原则上应与中

国矿产地质志项目办公室划分方案一致，但考虑

近年来贵州地区成矿条件、成矿作用及其产物研

究的新认识或新成果，对部分单元名称略有改变。

２　 成矿区带分述

２ １　 扬子成矿省与华南成矿省

扬子成矿省 （Ⅱ － １５） 与华南成矿省 （Ⅱ －
１６），因分别隶属于大型克拉通（地台）与造山系

而划分为不同的成矿省。
扬子成矿省，其成矿构造背景，一是与扬子地

块盖层沉积环境密切相关，二是与陆内拉张或大

陆边缘裂谷带关系密切。 其贵州部分，属于上扬

子成矿亚省，自南华纪以来都为相对隆起区。 基

底为古元古界－新太古界早期的扬子克拉通，与
上覆地层之间呈高角度不整合接触。 南华系主要

为陆相，震旦纪到中三叠世基本均为浅海台地相

沉积，其后逐渐为陆相沉积。 构造运动剧烈，在贵

州境内经历了武陵运动、广西运动、印支运动、燕
山运动、喜马拉雅运动等 ４ 次较大的构造运动，相
应的构造层分别是武陵构造层（Ｑｂ２）、扬子（雪
峰）－加里东构造层（Ｑｂ３ －Ｓ１）、海西－印支构造层

（Ｄ１－Ｔ２）、燕山构造层（Ｔ３－Ｋ２）、喜山构造层（Ｅ１－
Ｑ２）等 ５ 个。 其中，关于亚构造层在贵州境内的

划分，武陵构造层分为江南主动陆缘盆地亚构造

层（Ｑｂ２），扬子（雪峰） －加里东构造层分为南华

陆内裂谷盆地亚构造层（Ｑｂ３－ Ｎｈ３）、被动大陆边

缘盆地亚构造层（Ｚ１ －Ｏ３）、陆内前陆盆地亚构造

层（Ｓ１），海西－印支构造层分为海西陆内裂陷盆

地亚构造层（Ｄ１ －Ｐ ２）、印支－陆陆碰撞构造亚层

（Ｐ ３－Ｔ２），燕山构造层分为陆内坳陷盆地亚构造

层（Ｔ３－Ｋ１）、陆内断陷盆地亚构造层（Ｋ２），喜山

构造层分为喜山Ⅰ断陷盆地亚构造层（Ｅ１ －Ｅ３）、
喜山Ⅱ隆升山地亚构造层（Ｎ１－Ｑ２）。 各期构造运

动及其地质作用迥异（潘桂棠等 ２００９；贵州省地

质调查院，２０１７；陈毓川，２００７）。 深大断裂发育，
常具多期活动特点。 浅部构造多为侏罗山式褶

皱、薄皮构造。 岩浆岩主要是晚古生代大陆溢流

拉斑玄武岩的广泛分布，其它时期形成的岩浆岩

分布较为零星。 因此，成矿作用以沉积成矿和浅

成低－中温热液成矿作用为主，兼有岩浆作用及

变质作用的影响，而直接的岩浆成矿作用、变质成

矿作用较少。
华南成矿省是一个在古、中元古代陆壳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加里东褶皱区。 在贵州境内分布于

黔西南地区，其构造运动及其构造层与相邻的扬

子成矿省大致相同。 各时期岩浆活动频繁，以中

生代中酸性岩浆活动最为强烈，反映了滨西太平

洋大陆边缘活动带性质。 成矿作用复杂多样，矿
床类型众多，并以岩浆成矿作用、变质成矿作用成

因矿床较多为特色。 黔西南地区，尽管其大地构

造位置处于上扬子陆块东南缘，但矿产资源尤其

是内生矿产资源主要形成于燕山期，其低温型锑

矿、铅锌矿、汞矿等与华南成矿省其它钨锡铅锌矿

具相似性，更多体现了华南成矿省特点，因此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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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成矿省（王登红等，２０１４；潘桂棠等，２００９）。

２ ２　 四川盆地 Ｆｅ－Ｃｕ－Ａｕ－石油－天
然气－石膏－钙芒硝－石盐－煤和煤层

气成矿区（Ⅲ７４）

　 　 该三级成矿单元对应的三级构造单元为川中

中生代前陆盆地（Ⅲ２）。 其四级成矿单元，即四

川盆地南缘天然气－－煤－煤层气－硫铁矿－Ｃｕ－Ｆｅ
成矿带（Ⅲ７４－１），对应的四级构造单元为川中中

古代前陆盆地南缘（Ⅲ２－１）。 其基底是硬化程度

很高的早前寒武纪结晶岩系，盖层为中生代侏

罗—白垩纪陆相地层。 浅层构造变形比较微弱，
岩层产状平缓，层间关系基本协调。

该带在贵州境内划分为一个成矿亚带，即赤

水－习水天然气－Ｃｕ－Ｆｅ 成矿亚带（Ⅲ７４－１ａ），对
应于赤水－习水北东东向变形区（Ⅲ２－１ａ）。 断裂

构造不甚发育，褶皱作用较弱，为宽缓褶皱组合。
地层主要为上三叠统上部至白垩纪内陆河湖相陆

源碎屑岩。 因此，矿产较为单调，除产于两套油气

藏生储盖组合（Ｔ３ －Ｊ１ 陆相、Ｐ ２ －Ｔ２ 海相）中的天

然气外，尚见少数铜、铁矿点。

２ ３　 鄂渝湘黔前陆褶断冲断带西段

Ｐｂ－Ｚｎ－Ｃｕ－Ａｇ－Ｆｅ－Ｍｎ－Ｈｇ－Ｓｂ－磷－
铝土矿－硫铁矿－煤－煤层气－页岩气

成矿带 （Ⅲ７７）

　 　 该三级成矿带，覆盖了贵州大部分区域，对应

的三级构造单元为鄂湘渝黔前陆褶皱冲断带（Ⅲ
３）。 其基底为前寒武纪结晶岩系，盖层由新元古

代—显生代地层组成。 浅层构造为典型的前陆褶

皱—冲断带，构成侏罗山式褶皱组合型式，细分隔

槽式、类隔槽式、隔挡式等褶皱组合样式，以隔槽

式最为发育。 因多期构造作用而发育较多叠加褶

皱。 大型断裂多与大型褶皱构造共同构成典型的

褶皱－推覆构造。 从南东至北西，褶皱、断裂强度

均减弱，卷入地层亦逐渐变新，褶皱组合样式变化

规律为隔槽式→类隔槽式→疏密波式→箱状褶

皱，逆冲断层减少或规模变小，逐渐为高角度正断

层替代［８］。 新元古界为海相陆源碎屑岩、含火

山碎屑沉积岩及少量陆相碎屑岩；古生界至上三

叠统下部主要为海相碳酸盐岩，夹少量陆相、海陆

交互相碎屑岩；上三叠统中部至新近级为陆相泥

质碎屑岩。
因此，该三级成矿带外生、内生矿产都极为丰

富，多达数十种，并汇聚了贵州省多数重要或优势

矿产资源。 外生矿产如磷、铝、锰、煤、煤层气、页
岩气、硫铁矿等，内生矿产如汞、锑、铅锌矿等，具
较强的时空分布规律。
２ ３ １　 黔北隆起 Ｍｎ－Ｈｇ－铝土矿－磷－煤－煤层

气－页岩气－Ｎｉ－Ｍｏ－－Ｐｂ－Ｚｎ 成矿带（Ⅲ７７－１）
该四级成矿单元对应的四级构造单元为黔北

隆起（Ｄ－Ｐ １） （Ⅲ３－１）。 褶皱组合样式主要为北

东向及北北东向隔槽式褶皱组合，断裂构造主要

发育于紧闭褶皱区。 岩浆岩、变质岩主要见于梵

净山地区。 出露地层有新元古界海相陆源碎屑岩

及含火山碎屑沉积岩、古生界至上三叠统下部海

相碳酸盐岩夹陆相泥质碎屑岩、上三叠统上部至

侏罗系陆相泥质碎屑岩。 因此，矿产资源极为丰

富，外生矿产主要为产于新元古界－古生界的沉

积型磷、铝、锰等贵州优势矿产，产于二叠系与含

煤沉积建造有关的煤、煤层气、硫铁矿，产于古生

界与黑层有关的镍钼钒矿、页岩气等，产于古生界

与低温热液成矿作用有关的汞、铅锌、萤石、重晶

石、水晶等，以及产于各地层中与沉积作用有关的

多种工业岩石类非金属矿产。
（１）毕节－桐梓 Ｍｎ－Ｎｉ－Ｍｏ－Ｐｂ－Ｚｎ－Ｃｕ－硫铁

矿－磷－铝土矿－煤－煤层气－页岩气成矿亚带（Ⅲ
７７－１ａ）：对应于毕节－桐梓北东向变形区（Ⅲ３－
１ａ）。 构造方向以北东向为主，北东东向次之。
褶皱组合样式以北东向隔槽式褶皱组合（由一系

列平行线状延伸的紧闭向斜和开阔平缓背斜相间

排列而成）为主，间有一些穹窿构造，变形强烈，
但断层不甚发育。 出露地层从震旦系至第四系均

有。 因此以外生矿产为主，产出了中二叠统茅口

组与海底喷流沉积作用有关的锰矿，上二叠统龙

潭组与含煤沉积作用相关的煤、硫铁矿、铁、高岭

土等，陡山沱组、牛蹄塘组、湄潭组和龙马溪组中

与黑色岩系相关的磷矿、镍钼多金属矿、页岩气

等，与上三叠统至中侏罗统砂岩地层次生硫化物

成矿作用相关的砂岩铜矿，以及与北东向褶断带

低温热液作用有关的铅锌矿等。
（２）务川－开阳铝土矿－磷－ Ｈｇ－萤石－重晶

石－硫铁矿－煤－煤层气－页岩气成矿亚带（Ⅲ７７－
１ｂ）：对应于务川－开阳北北东向变形区（Ⅲ３－
１ｂ）。 构造方向以北北东向为主，南北向次之。
褶皱组合样式以隔槽式褶皱为主，为典型的侏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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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式褶皱组合型式。 断裂主要发育于北部紧密褶

皱区。 广泛分布古生代至中生代地层，次为元古

代和新生代地层。 因此，以外生矿产为主，低温热

液型矿产为次。 外生矿产主要是以沉积作用为主

形成的铝、磷、锰矿、煤、硫、页岩气、石膏等及多种

工业岩石类非金属矿产。 其中，铝土矿产于下石

炭统和下二叠统，磷矿产于下震旦统和下寒武统，
是贵州铝、磷矿主产区；锰矿产于西部中二叠统茅

口组；页岩气赋存于上古生界栖霞组、石牛栏组、
五峰—龙马溪组和宝塔组中。 内生矿产有产于寒

武系碳酸盐岩中与低温热液作用相关的汞矿（主
要）、重晶石、萤石和铅锌矿等。

（３）松桃－福泉 Ｍｎ－Ｈｇ－铝－磷－Ｐｂ－Ｚｎ －Ｖ－
－煤－页岩气－Ｗ－Ｓｎ－Ｃｕ－Ｎｂ－Ｔａ－Ａｕ 成矿亚带（Ⅲ
７７－１ｃ）：对应于松桃－福泉北东向变形区（Ⅲ３－
１ｃ）。 构造方向以北东向为主，向南部转北北东

向。 褶皱组合样式为隔槽式褶皱组合，是侏罗山

式褶皱组合型式的典型区域。 发育有近东西向构

造并控制了晚古生代偏碱性超基性岩的产出。 地

层主要为古生界，以海相碳酸盐岩发育为特征。
矿产资源较为丰富。 内生矿产主要产出与低温热

液作用相关的汞矿、铅锌矿、萤石、重晶石等。 其

中，汞矿以古生代碳酸盐岩中低温热液型汞矿最

有特色，为贵州汞矿主产区之一。 外生矿产主要

有沉积型锰矿、磷矿、钼钒矿，另有多种工业岩石

类非金属矿产广泛分布。 其中，锰矿是我国最重

要的锰资源基地，已探明多个大型、超大型锰矿

床，探明资源总量超过 ６ 亿吨，总资源潜力超过

１０ 亿吨，其锰矿成矿区、带、亚带分别受控于南华

纪大塘坡期南华裂谷盆地及其次级、更次级裂谷

盆地，锰矿床受控于更次级的断陷（地堑）盆地，
是锰质和古天然气沿南华纪早期同沉积断层上升

形成的沉积型锰矿（周琦等，２０１６）。
需说明的是，该亚带内的梵净山区，是一个大

型穹状背斜，是由新元古界变质岩及岩浆岩构成

的隆起区。 出露新元古界梵净山群与板溪群，二
者之间为角度不整合接触。 发现少量内生矿产，
为与新元古代幔源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岩浆熔

离型铜镍矿床和高温热液铜砷矿，以及与雪峰期

壳源（Ｓ 型）花岗岩有关气成高温热液铌钽矿、钨
锡铜矿、钨锡矿，沿梵净山群与板溪群之间滑脱构

造带变质碎屑岩及辉绿岩产出的石英脉型金矿

等，矿床规模较小。 此外，尚产出少量与沉积作

用、变质作用或岩浆作用相关的工业岩石、工业矿

物及宝玉石等非金属矿产。
２ ３ ２　 黔南坳陷 铝土矿－磷－硫铁矿－Ｈｇ－Ｓｂ－
Ａｕ－ Ｐｂ－Ｚｎ－重晶石－煤－煤层气－页岩气成矿带

（Ⅲ７７－２）
该四级成矿带对应于黔南坳陷（Ｄ－Ｐ １） （Ⅲ３

－２）。 构造方向由西向东分别以北西向、北东东

向、南北向为主。 褶皱组合样式主要为隔槽式

（在中东部尤为典型），但其中部有隔档式，西部

间有日耳曼式特征（变形较弱的穹盆构造组合）。
断裂带主要发育于紧闭向斜区，多为逆冲断层、平
行走滑断层。 而在开阔平缓的背斜区则发育少量

正断层和平行走滑断层。 构造及热液蚀变作用主

要发育于西部和东部，中部不发育。 出露地层主

要为上古生界及中生界，个别紧闭向斜中有新生

界。 因此，主要产出与沉积作用相关的铝土矿、
煤、煤层气、硫铁矿、页岩气及其它外生矿产，以及

与古生界岩石中低温热液作用相关的汞、锑、金、
铅锌矿等。

（１）威宁－六枝煤－煤层气－页岩气－Ｐｂ－Ｚｎ－
Ｆｅ－Ｍｎ－ Ａｇ－Ｃｕ－三稀－成矿亚带（Ⅲ７７－２ａ）：对
应于威宁－六枝北西向变形区（Ⅲ３－２ａ），构造方

向以北西向为主，兼有北东向。 地层主要为古生

界及中生界，峨眉山玄武岩组火山碎屑岩、玄武质

熔岩广泛分布，并有与玄武岩互为同质异相的辉

绿岩分布。 该亚带的东、西部构造发育情况区别

较大，在其东部发育一条北西向断裂带，俗称北西

向六盘水断裂带，由北西向威宁－水城－六枝断裂

带、垭都断裂带等共同构成的更大尺度北西向断

裂带，属北西向水城—紫云—南丹断裂带的北段，
起源于海西期北西向水城—紫云—南丹晚古生代

裂陷槽（在本区内称北西向六盘水裂陷槽（王尚

彦等，２００５））中的同生断裂带，在印支－燕山期多

变为压性断裂带，并形成紧闭隔档式褶皱。 而在

该亚带西部，则发育北东向与北西向交织而成的

穹盆构造组合区，由穹窿构造、构造盆地或开阔平

缓短轴背斜、向斜相间排列组合而成，断裂构造及

蚀变较弱。 为此，该亚带东、西部成矿作用及其矿

产差异较大（陶平等，２０１５）。 在东部的北西向断

裂带中，产出了与裂陷槽同生沉积作用及其后构

造热液作用等相关的铅锌银多金属（稀散）矿、铁
矿等，以及与龙潭期含煤沉积作用相关的煤、煤层

气、铁、硫铁矿等，与早石炭统打屋坝组黑层岩系

沉积作用相关的页岩气等；而在该亚带西部的穹

盆构造组合区中，则产出了与晚二叠世龙潭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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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交互相及陆相沉积作用相关的煤（为贵州煤矿

主产区）、煤层气、硫铁矿、铁矿、高岭土等，与峨

眉山玄武岩喷发相关的锰、铜、铁、稀土矿等，以及

少量与褶断带低温热液作用有关的铁、铅、锌、银、
稀散金属矿、铜矿等，与各时代地层沉积作用相关

的各类工业岩石类非金属矿产。
（２）赫章－修文铝土矿－磷－Ｐｂ－Ｚｎ－Ｎｉ－Ｍｏ－

Ｆｅ 成矿亚带（Ⅲ７７－２ｂ）：对应于赫章－修文北东

东向变形区（Ⅲ３－２ｂ）。 构造方向以北东向为主，
次为北西向和北北东向。 褶皱组合样式主要为不

甚典型的隔档式，断层构造多发育于北东向背斜

区。 出露地层主要为新元古界上部至新生界。 以

外生矿产为主，主要产于中东部，为与震旦系、寒
武系沉积作用相关的磷－稀土矿，与牛蹄塘组黑

层相关的镍钼矿，与石炭系沉积－风化沉积作用

相关的铝土矿、硫铁矿，与龙潭组沉积作用相关的

煤、硫铁矿、铁矿。 内生矿产主要产于中西部，主
要为与北东向褶断带内的下古生界低温热液作用

形成的铅锌矿（主）、萤石、重晶石、水晶等。
（３）长顺－丹寨 Ｈｇ－Ｓｂ－Ａｕ－ Ｐｂ－Ｚｎ－磷－硫铁

矿－重晶石－煤成矿亚带（Ⅲ７７－２ｃ）：对应于长顺－
丹寨南北向变形区（Ⅲ３－２ｃ）。 构造线方向以近南

北向为主，次为北东向、近东西向。 褶皱组合样式

为隔槽式，尤其是中东部隔槽式褶皱组合较为典型

（由一系列平行线状延伸的紧闭向斜和开阔平缓背

斜相间排列而成的一组褶皱，横切面箱状褶皱特征

较为明显），而西部不甚典型且规模较小。 断裂构

造及其热液蚀变主要发育于东部地区，在凯里－丹
寨－三都南部一带断裂构造及热液蚀变等十分强

烈。 地层主要为古生界，少见中生界。 因此，东部

矿产较为丰富，内生矿产主要是与下古生界岩石中

低温热液作用有关的锑、金、汞、铅锌矿，外生矿产

主要有与古生代沉积作用相关的磷矿、铝土矿、硫
铁矿、铁矿等；中西部矿产以外生矿产为主，主要是

与沉积作用有关的煤矿、硫铁矿、铁矿、页岩气等，
内生矿产仅有少数与下古生界岩石中低温热液作

用相关的重晶石矿、铅锌矿、水晶等。

２ ４　 Ⅲ７８ 江南加里东造山带西段

Ｓｎ－Ｗ－Ａｕ－Ｓｂ－Ｆｅ－Ｍｎ－Ｃｕ－重晶石－
滑石成矿带（Ⅲ７８）

　 　 该三级成矿单元（Ⅲ７８） 对应于江南加里东

造山带（Ⅲ４），仅分布于黔东南。 在黔东南，其四

级成矿单元为江南加里东造山带西段重晶石－Ａｕ
－Ｓｂ－Ｐｂ－ Ｚｎ－Ｃｕ－Ｗ－Ｓｎ 成矿带（Ⅲ７８－１），对应

于江南加里东造山带西段（Ⅲ４－１），是黔东－湘西

加里东期褶皱带的组成部分。 由于晚古生代以来

褶皱隆起或整体上升为隆起区，长期遭受剥蚀，从
而导致新元古界大面积裸露，局部残留古生界。
新元古界主要是四堡群和下江群 ／丹洲群浅变质

的（火山）陆源碎屑岩系，它连同整合其上的早古

生界一并卷入北东向加里东期褶皱带。 断裂构造

主要有北东向和北北东向两组，局部发育过渡性

剪切带。 岩石均发生区域变质，局部有动力变质，
从江南部有热接触变质。 岩浆岩见于从江南部，
属九万大山前寒武纪隆起北缘及黔桂边境摩天岭

花岗岩北缘。 因此，本带既产出金、锑、铜、铅锌、
钨锡等内生矿产，又产出重晶石、钒矿、锰矿等外

生矿产。
江南加里东造山带西段重晶石－Ａｕ－Ｓｂ－Ｐｂ－

Ｚｎ－Ｃｕ－Ｗ－Ｓｎ 成矿带（Ⅲ７８－１）划分为以下三个

亚带：
（１）雷山－榕江 Ｓｂ－Ｐｂ－Ｚｎ－Ｖ 成矿亚带（Ⅲ７８

－１ａ）：对应于雷山－榕江北北东向变形区（Ⅲ４－
１ａ）。 发育北北东向褶皱及断裂构造，复背斜构

造发育，褶皱组合样式属于开阔型阿尔卑斯式褶

皱，雷山县西江、三都县都江一带见过渡性剪切

带。 地层主要为新元古代青白口系浅变质岩系，
局部有南华系至寒武系。 沉积矿产主要有与热水

喷流沉积有关的重晶石矿，其次为沉积型钒矿及

其它沉积型非金属矿产；内生矿产主要有与低温

热液作用相关的锑、铅锌、铜矿等。
（２）天柱－黎平 重晶石－Ａｕ－Ｍｎ－水晶成矿亚

带（Ⅲ７８－１ｂ）：对应于天柱－黎平北东向变形区

（Ⅲ４－１ｂ）。 总体上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复式背斜

（其核部为次一级的南加－平秋复式背斜，两翼分

别为一至两个次级复背斜），褶皱组合样式属于

开阔型－紧闭型阿尔卑斯式褶皱，以黎平以东地

区的复背斜相对紧闭。 断裂构造（陶平等，２０１３）
主要有早期东西向隐伏断裂、加里东期北东向断

裂以及印支－燕山期北北东向断裂三组，局部见

过渡性剪切带。 地层主要为新元古界下江群浅变

质岩，其上局部残留上古生界沉积岩。 矿产主要

有重晶石、金矿、锰矿、水晶等。 其中，重晶石主要

产出了大河边重晶石矿床，是我国最大的超大型

重晶石矿床，赋存于跨震旦系和寒武系的留茶坡

组黑色岩系中，属大陆斜坡上裂陷盆地中热水喷

·８７１·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１８ 年 ３５ 卷　 　



流沉积成矿，受北东向同沉积断裂带控制。 金矿

主要为石英脉型金矿，产于下江群浅变质岩中，与
加里东期低温热液成矿作用有关。 沉积型锰矿零

星分布大塘坡组黑色岩系中。
（３）从江－融水 Ｃｕ－Ａｕ－Ａｇ－Ｗ－Ｓｎ 成矿亚带

（Ⅲ７８－１ｃ）：对应于从江－融水北北东向变形区

（Ⅲ４－１ｃ），即宰便－高武穹窿（前人称吉羊穹隆）
及其影响区域，属九万大山前寒武纪隆起北缘。
构造变形极为强烈，在尧等至宰便一带四堡群中

发育北东向韧性剪切带和区域性滑脱构造变形系

统。 岩浆岩有元古代酸性侵入岩、基性－超基性

侵入岩及火山岩，以及少量古生代偏碱性超基性

岩侵入体。 地层主要为新元古界四堡岩群和丹州

群，均遭受区域变质（浅变质），部分遭受动力变

质和热接触变质。 因此，在岩浆岩体附近产出了

与雪峰期壳源超酸性花岗岩及其内外接触带有关

的高温热液钨锡矿、铜矿、大理石矿等，在浅变质

碎屑岩中产出与中低温热液作用有关的铜金银多

金属矿、金矿、铅锌矿等。 其中，铜金银多金属矿

床产于下江群甲路组浅变质岩中，受四堡岩群与

下江群之间区域滑脱构造带及其蚀变体控制。

２ ５　 南盘江－右江印支造山带 Ａｕ－
Ｓｂ－Ｈｇ－Ａｇ－Ｍｎ－水晶－石膏成矿区

（Ⅲ８８）

　 　 该三级成矿单元（Ⅲ８８）分布于黔西南，其四

级成矿单元划归为南盘江－右江印支造山带北部

Ａｕ－Ｓｂ－Ｈｇ－Ｔｌ－ Ｕ－重晶石－萤石－煤－煤层气－页
岩气－Ｍｎ－软玉－水晶成矿带（Ⅲ８８－１），对应的大

地构造单元分别为南盘江－右江印支造山带（Ⅲ
５）、南盘江－右江印支造山带西北缘（Ⅲ５－１），是
滇黔桂金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北西以师宗－
弥勒－盘县深大断裂为界，北东以水城—紫云—
南丹深大断裂为界，主要发育北东向、北西向两组

褶皱－断裂构造系统及其叠加褶皱。 岩浆岩主要

为晚二叠世大陆溢流玄武岩及其同时异相的辉绿

岩，另有侵位于中二叠统—中三叠统岩石的钙碱

性煌斑岩。 地层为泥盆系－二叠系台地相－盆地

相碳酸盐岩夹含煤碎屑岩、火山碎屑岩，下中三叠

系盆地相碎屑岩、台地相碳酸盐岩，上三叠统上

部—第四系陆相泥质碎屑岩、松散沉积物等。 因

此，内生矿产主要有低温热液成因的金、锑、萤石、
汞（铊）矿，次有铅锌矿、重晶石、水晶、冰洲石、钼

矿、软玉、砷矿等；外生矿产主要有与煤系地层有

关的煤、煤层气、硫铁矿，以及其它地层中多种工

业岩石类非金属矿产等，少见锰、石膏、铜、钼－铀
矿等。

南盘江－右江印支造山带北部 Ａｕ－Ｓｂ－Ｈｇ－Ｔｌ
－Ｕ－重晶石－萤石－煤－煤层气－页岩气－Ｍｎ－软玉

－水晶成矿带（Ⅲ８８－１）划分为以下两个亚带：
（１）普安－贞丰 Ａｕ－Ｓｂ－Ｈｇ－Ｔｌ－煤－煤层气－

页岩气－重晶石－萤石成矿亚带（Ⅲ８８－１ａ）：对应

于普安－贞丰北东及北西向变形区（Ⅲ５－１ａ）。 北

东向与北西向褶皱或褶断带相互叠加组合，平面

上强应变带与弱应变区相间排列，从而主要形成

穹窿－构造盆地、短轴背向斜组合。 北东向与北

西向两组断裂发育于海西期或更早，并在其后地

史时期都有活动，但主体构造格架形成于燕山期

（陶平等，２０１５）。 主要出露上古生界至中生界台

地相碳酸盐岩夹泥质碎屑岩地层，以及峨眉山玄

武岩组玄武熔岩及火山碎屑岩、火山碎屑沉积岩

等。 内生矿产主要是低温热液型矿产，计有金矿、
锑矿、萤石、汞（铊）等，次有铜、重晶石、水晶、砷
矿等。 外生矿产主要有与上二叠统含煤岩系沉积

有关的煤、煤层气、硫铁矿、铁矿等，以及与众多地

层中沉积作用有关的工业岩石类非金属矿产。
（２）册亨－罗甸 Ａｕ－Ｓｂ－Ｈｇ－萤石－软玉－水晶

成矿亚带（Ⅲ８８－１ｂ）：对应于册亨－罗甸东西向及

北西向变形区（Ⅲ５－１ｂ）。 其构造方向，在西部主

要为东西向，发育为东西向紧闭褶皱及少数构造

穹窿，以及少量近东西向或北东东向压性断裂；在
东部主要为北西向，发育为北西向紧闭褶断带，并
属于水城－紫云－南丹晚古生代北西向裂陷槽及

其同生断裂带的中段，有裂谷期辉绿岩岩床侵入。
内生矿产主要为低温热液型矿产，主要有金矿

（卡林型），次有锑、汞、萤石、冰洲石、水晶，以及

碳酸盐岩与辉绿岩接触带交代作用形成的软玉

等。 外生矿产主要有煤矿（上二叠统吴家坪组

中）、重晶石（泥盆系热水喷流沉积岩中）、页岩气

（打屋坝组黑色岩系中）及土型金矿等。

３　 相关情况说明

（１）本方案属多矿种综合成矿区带划分方

案，综合考虑了贵州多数矿种之时空分布规律及

受控因素，故与大地构造单元对应较好，适于指导

多矿种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及其区域找矿布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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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应用于矿床成矿系列、成矿谱系研究及区域找

矿。 而与之不同的单矿种成矿单元，往往是高级

别者与大地构造单元吻合较好，而低级别者与大

地构造单元吻合较差，尤其是沉积型矿产，这是由

各矿种成矿规律及控矿因素的个性决定的，因此

单矿种成矿单元划分方案更适宜指导单矿种成矿

规律研究及找矿工作。
（２）按本文划分方案，出现了某些同类型矿

床跨越综合成矿单元分布的现象，这是因为不同

矿产、不同矿床类型的控矿因素及时空分布规律

不同，尤其是内生矿产与外生矿产的控矿因素的

较大差异，导致综合成矿单元划分难于兼顾多矿

种空间分布所致。 这是多年来流行的原则———主

要依据构造因素划分大地构造单元和综合成矿单

元的原则难于圆满解决的问题。 对此类问题，本
文更多兼顾了其它因素。 例如，在鄂渝湘黔前陆

褶断带（Ⅲ３），更多考虑了沉积地质因素，以黔北

隆起（Ｄ－Ｐ１）与黔南坳陷（Ｄ－Ｐ１）为界划分了四

级构造单元和成矿单元，解决了贵州较多优势沉

积矿产跨带分布现象，更清晰揭示出它们的时空

分布规律。 但是，尚难做到全面兼顾各个矿种。
（３）同一地质事件及其成矿作用所形成的多

个矿种的组合，即矿床成矿系列，往往是成矿单元

划分的重要依据。 但由于“中国矿产地质志·贵

州卷”项目的矿床成矿系列研究尚属初期，故难

免对此因素考虑不足，尚待将来修订。
（４）贵州为沉积岩及沉积矿产王国，盛产种

类繁多的工业矿物、工业岩石类非金属矿产。 工

业矿物类矿产资源以磷矿、硫铁矿、重晶石为主要

矿种，其它如金刚石、冰洲石、水晶、长石、方解石、
硅灰石、滑石、石棉、砷矿物等为次要矿种，次要矿

种因其产出少、勘查研究程度低而未参与成矿区

带的划分命名。 工业岩石类矿产资源，指具工业

用途的石灰岩、白云岩、砂岩、页岩、粘土（岩）、辉
绿岩、花岗岩、大理岩、板岩等，因其广泛分布于多

个成矿区带，从而用以划分成矿区带的意义不大，
况且不属于重要矿产资源，所以本文有所忽略。

４　 结论

综上，本文以贵州省最新区域地质调查和矿

产勘查研究成果为基础，进行了全省三级构造单

元的修订，以及四级构造单元及其构造变形区的

划分。 在此基础上，以多矿种区域成矿条件及成

矿规律的认识为依据，对贵州省三级成矿单元进

行了修订，对四级及更次级别成矿单元进行了重

新划分。 贵州省归属于滨（西）太平洋成矿域的

扬子成矿省和华南成矿省，进一步划分为 ４ 个三

级成矿单元、６ 个四级成矿单元、１２ 个亚四级成矿

单元。 各级成矿单元的成矿地质条件、控矿因素、
成矿作用及其产物各具特色。 该划分方案对贵州

省成矿规律研究及找矿工作部署有一定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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