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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天柱寨脚重晶石矿大精查ꎬ在寨脚－甲木冲一带老堡组顶部发现顺层产出的火山

凝灰岩夹碳酸盐岩(灰岩)透镜ꎬ为重晶石海底喷流成因提供新的证据ꎮ 通过钻孔岩心和露头沉

积学特征观察ꎬ在重晶石矿床中见到丰富的滑塌构造、碎屑流构造和浊流构造ꎬ表明重晶石在喷

流口初步堆积后ꎬ受到同沉积地质营力如地震、风暴作用形成震积岩ꎬ沿着斜坡向沉积盆地中心

迁移并最终堆积成矿ꎬ形成大型、超大型的重晶石矿床ꎮ 因此ꎬ重晶石矿床成因类型为海底喷流

沉积矿床ꎬ建立斜坡水下重力流扇成矿模式ꎮ
[关键词]重晶石ꎻ地质特征ꎻ沉积盆地ꎻ成矿模式ꎻ天柱寨脚

[中图分类号]Ｐ６１９ ２５＋ 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９４３(２０２１)０２－０２２０－０９

１　 引言

天柱寨脚重晶石矿位于大河边重超大型晶石

矿床北缘ꎬ为其矿床的延伸部分ꎮ 对于天柱大河

边重晶石矿床受地学界广泛关注ꎬ长期以来研究

主要是对矿床成因、成矿物质来源、地球化学特征

及成矿背景等进行较多研究ꎬ研究者有:涂光炽ꎬ
１９８７ꎻ余洪云ꎬ１９８８ꎻ李文炎 等ꎬ１９９０ꎻ彭军 等ꎬ
１９９９ꎻ吴朝东 等ꎬ１９９９ꎻ方维萱 等ꎬ２００２ꎻ吴卫芳

等ꎬ２００９ꎻ夏菲 等ꎬ２００４ꎬ２００５ꎻ孙学通 等ꎬ２００５ꎻ
杨瑞东 等ꎬ２００７ꎻ魏怀瑞 等ꎬ２００９ꎻ杨义录ꎬ２０１０ꎻ
陈建书 等ꎬ２０１１ꎻ侯东壮 等ꎬ２０１４ꎬ２０１５ꎻ韩善楚

等ꎬ２０１４ꎻ刘灵 等ꎬ２０１５ꎬ２０１７ꎻ孙泽航 等ꎬ２０１５ꎻ
王富良 等ꎬ２０２０ꎮ 尽管前人研究成果较多ꎬ但是

对矿床地质特征、成矿作用与矿床模式的认识

不够ꎮ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ꎬ以贵州省天柱县

寨脚重晶石矿大精查为依托ꎬ通过收集天柱寨脚

重晶石矿床的含矿岩系特征、沉积学特征ꎬ进行含

矿岩系厚度和矿体厚度统计ꎬ分析控矿因素ꎬ建立

矿床模式ꎮ

２　 矿床地质特征

矿床位于扬子陆块东南缘ꎬ江南造山带西侧ꎮ
区域构造位于坪地－贡溪复式向斜南东翼ꎬ受其影

向发育冲坑向斜和麻栗背斜两条次级褶皱ꎬ以及

北东向、北北东向和断裂构造ꎮ 区内出露地层主

要为南华系南沱组、震旦系陡山沱组和老堡组、寒
武系九门冲组、变马冲组、杷榔组、乌训组、敖溪组

和车夫组(图 １)ꎮ

２ １　 赋矿地层及含矿岩系

区内重晶石矿赋存于震旦－寒武系老堡组(Ｚ２

１ ｌ)ꎮ 含矿岩系为黑色硅质岩、炭质页岩夹灰色

重晶石岩及碳酸盐岩ꎮ 其上部为黑色薄层硅质岩

夹黑色炭质(有机质)页岩夹灰岩透镜体ꎬ其顶为

含重晶石、磷质、硅质结核炭质页岩ꎬ称“上结核

层”ꎻ中部为灰色条纹状重晶石夹花斑状、块状重

晶石及含钙重晶石、炭质泥岩和灰岩透镜体ꎻ下部

为黑色薄至中层硅质岩夹少量炭质页岩ꎬ局部见重

０２２



图 １　 天柱寨脚重晶石矿床地质略图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Ｚｈａｉｊｉａｏ ｂａｒ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Ｔｉａｎｚｈｕ
１—夫组ꎬ２—敖溪组ꎬ３—乌训组ꎬ４—杷榔组ꎬ５—变马冲组ꎬ６—九门冲组ꎬ７—老堡组ꎬ８—震旦系下统陡山沱组ꎬ９—南沱组ꎬ１０—逆断层ꎬ
１１—正断层ꎬ１２—性质不明断层ꎬ１３—地质界线ꎬ１４—背斜ꎬ１５—向斜ꎬ１６—岩层产状ꎬ１７—重晶石矿层露头ꎬ１８—大地构造位置图ꎬ１９—研

究区地质图

晶石结核ꎬ即“下结核层”不稳定ꎮ 综合区内勘探

钻孔资料ꎬ含矿岩系剖面自上而下为:
上覆地层:寒武系下统九门冲组( ２ ｊｍ)灰黑

色含钙粉砂质泥岩ꎮ
－－－－－－－－－－－－－－－－－整合接触－－－－－－－－－－－－－－－－－

老堡组(Ｚ ｌ)(厚度 １ ６０ １２ ６６ ｍ)ꎮ

⑥黑色、灰黑色含重晶石结核薄层硅质岩夹炭质页

岩ꎬ习称“上结核层”ꎮ 厚度 ０ ３０ １ ４ ｍꎮ
⑤灰色、深灰色纹层状重晶石矿夹块状重晶石矿ꎬ为

区内主要重晶石矿

层ꎬ其中块状重晶石含较多方解石团块而呈“花斑

状”构造ꎮ 个别钻孔重晶石矿层夹炭质页岩及含重晶石细

晶灰岩ꎮ 厚度 ０ ３８ ４ ６２ ｍꎮ
④黑色、灰黑色薄层含重晶石结核硅质岩夹炭质页

岩ꎬ习称“下结核层”ꎮ 厚度 ０ ００ １ ０ ｍꎮ
③黑色薄－中层硅质岩夹炭质页岩ꎬ顶部为薄层硅质

岩与炭质页岩互层ꎬ 为主要钒矿层位ꎮ 厚度 ２ ４
１３ ６４ ｍꎮ

②黑色炭质泥岩夹少量薄层硅质岩ꎮ 厚度 ０ ５０
１ ９０ ｍꎮ

①灰黑色薄层含纹层状浸染状黄铁矿粉砂质泥岩夹

角砾状硅质岩ꎮ 厚度 ０ ００ ０ ２１ ｍꎮ
－－－－－－－－－－－－－－－－－整合接触－－－－－－－－－－－－－－－－－

下伏地层:震旦系陡山沱组(Ｚ１ｄｓ)灰色中厚层泥质白

云岩ꎮ

２ ２　 矿体规模、形态及产状

重晶石矿体分布于冲坑向斜的两翼ꎬ矿体走向

总体北东 ４５°(图 ２)ꎮ 南东翼的矿体倾向北西ꎬ倾
角一般 １０° ３０°ꎬ平均 ２０°ꎬ矿体走向长 １ ２００ ｍꎬ倾
向延伸宽 ５４０ ｍꎮ 最大厚度 ４ ６２ ｍꎬ最小厚度

０ ８４ ｍꎬ平均厚 ２ ８０ ｍꎬ以 Ｆ２ 断层为矿体边界ꎻ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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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翼矿体倾向南东ꎬ倾角一般 １０° １５°ꎬ平均 １２°ꎬ
矿体走向长 １ ６００ ｍꎬ倾向延伸宽 ４００ ｍꎬ最大厚度

３ ４５ ｍꎬ最小厚度 １ ２７ ｍꎬ平均厚度 ２ ３８ ｍꎬ以 Ｆ１

断层为矿体边界ꎮ

图 ２　 天柱寨脚重晶石矿床勘查 １５′ １５′号勘探线剖面图

Ｆｉｇ 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Ｎｏ １５′－１５′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 ｉｎ Ｚｈａｉｊｉａｏ Ｂａｒ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ａｎｚｈｕ
１—乌训组ꎻ２—耙郎组ꎻ３—变马冲组ꎻ４—九门冲组ꎻ５—老堡组ꎻ６—陡山沱组ꎻ７—南沱组ꎻ８—正断层及编号ꎻ９—逆断层及编号ꎻ１０—实测

及推测地层界线ꎻ１１—钻孔编号ꎻ１２—钻孔深度ꎻ１３—地层产状ꎻ１４—矿体

２ ３　 矿石特征

矿石矿物主要为重晶石ꎬ脉石矿物主要为方解

石、白云石、黄铁矿、炭质－粘土质和微量石英－玉
髓ꎮ 主要矿物重晶石呈它形－半自形粒状结构ꎬ在
矿石中主要以基底和裂隙两种形式赋存ꎬ其中基底

赋存约占 ８５％ꎬ裂隙充填式占 ２％ꎻ据岩矿观察ꎬ常
有两期结晶的重晶石矿物的生成顺序ꎬ即早期为结

晶粒度细的重晶石颗粒ꎻ晚期为结晶粒度较粗的重

晶石矿(图 ３ａ)ꎬ可能为后期热液蚀变重结晶产物ꎮ
方解石和白云石以内碎屑、孔隙、填隙和裂隙四种

形式赋存ꎬ矿物含量因矿石类型不同有差异ꎻ黄铁

矿和有机质主要以基底式赋存ꎬ含量 １％ ２％ꎮ
矿石 主 要 组 分 为 ＢａＳＯ４ꎬ 单 工 程 品 位 为

３２ ０６％ ９８ ０６％ꎬ平均品位为 ８５ ５８％ꎻ工程平

均品位为 ４８ ５３％ ９６ ５５％ꎬ平均品位 ８５ ５６％ꎻ
块段 平 均 品 位 ７８ ６４％ ８７ １７％ꎬ 平 均 品 位

８４ ９７％ꎮ 矿 石 有 害 组 分 有 含 ＳｉＯ２: ０ ４６％
１１ ２２％ꎬＡｌ２Ｏ３:０ １５％ ３ １８％ꎬＦｅ２Ｏ３:０ ４１％
３ ６９％ꎬ ＣａＯ: ０ ３９％ ２ ９４％ꎬ ＭｇＯ: ０ ２０％

２ ２０％ꎬ水溶盐:０ ４６％ ０ ７５％ꎮ 当矿石中 ＣａＯ、
ＳｉＯ２ 含量增高ꎬＢａＳＯ４ 品位则相对降低ꎮ

矿石结构有粒状结构、粉－细晶结构、藻砂屑

结构、碎裂结构及交代熔蚀结构等ꎮ 粒状结构主

要由不同粒度重晶石呈层偏集分布(图 ３ｂ) ꎻ粉－
细晶结构由重晶石、方解石矿物均匀分布ꎬ具重结

晶现象(图 ３ｃ)ꎻ藻砂屑结构由内碎屑和填隙物两

部分组成(图 ３ｄꎻ碎裂结构由碎块及填隙物两部

分组成ꎮ
矿石构造有条纹状、滑塌变形、块状、花斑状和

结核状等ꎮ 条纹状构造由重晶石的深灰色条纹与

灰黑色炭质有机质条纹互层(图 ３ｅ)ꎬ条纹宽 １
２ ｍｍꎮ少数 ４ ５ ｍｍꎬ多数层纹发生变形ꎻ滑塌变

形层理受重力滑塌作用ꎬ使原来纹层产生塑性流

动形成的一种构造特征(图 ３ｆ)ꎻ块状构造由重晶

石晶粒组成致密块状构造ꎻ花斑状构造由块状重

晶石碳酸盐化后被方解石、白云石充填或交代的

构造ꎬ矿石中的浅色斑块为重晶石的残余物ꎻ结核

状构造由饼状、透镜状重晶石赋于炭质页岩中形

成一种构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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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天柱寨脚重晶石矿床矿石典型结、构造特征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Ｎｏｄ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Ｂａｒ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Ｚｈａｉｊｉａｏ ｏｆ Ｔｉａｎｚｈｕ
ａ—两期结晶的重晶石ꎻｂ—藻砂屑结构ꎻｃ—花斑状结构ꎻｄ—半自形粒状结构ꎻｅ—纹层(条纹)层理构造ꎻｆ—滑塌褶皱变形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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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石类型主要有条纹状、块状、花斑状和结核

状ꎮ 条纹矿石一般出现在矿层下部和上部ꎬ以它

形－半自形粒状结构为主ꎬ具层纹、条纹构造ꎻ块状

矿石主要赋存于矿层中部ꎬ以碎裂状、砂屑结构为

主ꎬ局部见于矿层下部ꎻ花斑状矿石位于矿层中

部ꎬ以交代溶蚀结构为主ꎬ具孔隙、溶隙构造ꎻ结核

状矿石主要位于矿层顶板或底板ꎬ以它形－半自形

粒状结构和条柱状结构ꎮ
后期围岩蚀变主要见碳酸盐化、重结晶及泥

炭化等ꎮ 碳酸盐化:主要表现为方解石和白云石ꎬ
在矿石中常见方解石、白云石呈细脉、网脉充填ꎮ
矿石以花斑状矿石为主ꎬ氧化呈溶孔状及斑状构

造ꎮ 重结晶:矿石重结晶表现为重晶石晶粒变大ꎬ

主要呈板状及放射状晶体ꎮ 泥炭化:在矿石中常

见黑色有机质、炭质包裹体和泥质条带ꎬ矿石以条

带状矿石为主ꎬ导致矿石品位普遍偏低ꎮ

３　 沉积盆地特征

３ １　 含矿岩系厚度变化规律

根据寨脚矿区及其临近矿区含矿岩系分布情

况ꎮ 区内含矿岩系厚度最厚 １１ ７６ ｍꎬ最薄１ ６ ｍꎬ
形成一个近东西向瘤状块体(图 ４)ꎬ中间厚边缘

薄ꎬ可能在含矿岩系沉积成岩阶段该区域有一个东

西向的盆地ꎬ盆地中心位于寨脚－高吊之间ꎮ

图 ４　 寨脚重晶石矿床含矿岩系厚度等值线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Ｚｈａｉｊｉａｏ ｂａｒ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１—逆断层ꎻ２—含矿岩系厚度等值线ꎻ３—见矿钻孔及编号ꎻ４—含矿岩系厚度(ｍ)ꎻ５—矿体路头线

　 　 区内含矿岩系厚度及岩性特征变化规律表现

为ꎬ即矿区中部厚度较大ꎬ岩性组合齐全ꎬ其下部

为黑色薄层硅质岩夹炭质页岩ꎬ中部为层纹状、块
状、花斑状重晶石ꎬ一般块状矿石厚度较多ꎻ上部

为黑色炭质页岩夹重晶石、磷质、硅质结核ꎻ在矿

区南西部厚度 １ ６０ ８ ９１ ｍꎬ岩性组合下部为黑

色硅质岩夹少量炭质页岩ꎻ中部层纹状重晶石夹

花斑状重晶石ꎬ一般纹层状石矿石较多ꎻ上部为黑

色炭质页岩夹重晶石、磷质及硅质结核ꎬ结核顺层

分布ꎻ矿区北东部厚度 ２ ９ ５ ４７ ｍꎬ岩性组合下

部为黑色硅质岩夹白云岩透镜体ꎻ中部为纹层状

重晶石夹硅质岩及碳酸盐岩ꎻ上部为黑色炭质页

岩夹重晶石、磷质、硅质结核ꎬ结核顺层分布ꎮ

３ ２　 矿体厚度变化规律

根据矿区及邻区钻孔统计矿体厚度在 ０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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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６２ ｍ 之间ꎬ绘制矿体等值线图ꎬ其等值线形

成一个近东西瘤状块体(图 ５)ꎬ矿体中间厚边缘

薄ꎬ中心位于寨脚－高吊之间ꎬ与含矿岩系厚度分

布规律接近吻合ꎬ重晶石矿沉积厚度与沉积盆地

古地貌地形关系密切ꎬ可能为近东西向接近沉积

盆中心的矿体厚度变大ꎮ

图 ５　 寨脚重晶石矿床矿体厚度等值线图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Ｚｈａｉｊｉａｏ ｂａｒ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１—逆断层ꎻ２—矿体厚度等值线ꎻ３—见矿钻孔及编号ꎻ４—坑道ꎻ５—采样点ꎻ６—矿体厚度(ｍ)ꎻ７—矿体露头线

３ ３　 矿石类型及品位变化规律

根据矿石结构构造ꎬ矿石自然类型可划分为

条带(纹)状、块状、花斑状、结核状重晶石矿等ꎮ
其中矿区主要为条带(纹)状重晶石ꎬ钻孔中大部

分均有分布ꎻ次为花斑状ꎬ分布相对较少ꎻ再次为

块状ꎬ结核状最少ꎮ
条带状重晶石ꎬＢａＳＯ４ 含量最低为 ４７ ７８％ꎬ

最高为 ９３ ７０％ꎬ一般 ７０％ ９０％左右矿ꎬ矿石密

度 ２ ９４ ４ ３８ ｇ / ｃｍ３ꎮ 块状重晶石矿ꎬＢａＳＯ４ 含

量一般 ７６ １０％ ８８ １８％之间ꎬ重晶石矿密度一

般 ４ ２ ４ ３ ｇ / ｃｍ３ꎮ 花斑状重晶石矿ꎬＢａＳＯ４ 含

量一般 ３３ ７０％ ８０ ４０％之间ꎬ为灰色块状重晶

石矿因后期充填有白色方解石细脉或小团块而

成ꎬ矿石密度相对较小ꎮ 结核状重晶石矿ꎬＢａＳＯ４

含量一般 ３２ ８０％ ４９ ８４％之间ꎬ有两种结核产

出形式ꎬ一种是矿体内夹有硅质结核ꎬ色较深ꎬ密
度相对小ꎬ但硬度较大ꎬ品位较低ꎻ另一种是主矿

体之上、下且紧贴主矿体的结核状重晶石矿ꎬ多为

粘土质包围ꎬ矿石密度相对小ꎮ
根据各类型重晶石中 ＢａＳＯ４ 含量分析ꎬ条带

状及块状重晶石品位较好且稳定ꎬ花斑状重晶石

因混合有 ＣａＣＯ３而品位不稳定ꎬ结核状重晶石因

混合有 ＳｉＯ２ 以及其他粘土矿物而品位低ꎮ

４　 矿床成因分析

目前ꎬ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料认为ꎬ天柱大河边

５２２第 ２ 期　 　 　 　 　 　 　 　 　 罗邦良ꎬ等:贵州天柱寨脚重晶石成矿地质特征及成矿模式



重晶石矿床属海底喷流成因(杨瑞东 等ꎬ２００７)ꎮ
２０２０ 年在新晃县贡溪镇上田村甲木冲一带

的老堡组含矿岩系上部发现喷流成因的灰岩沉

积ꎬ灰岩呈透镜状、结核状产于层状硅质岩中(图
６)ꎮ 岩屑灰岩透镜由碎屑、填隙物和少量石英、铁
质组成ꎬ碎屑成分复杂ꎬ以凝灰质为主 (含量

２０％)ꎬ岩屑灰岩角砾具硅化、碳酸盐化ꎬ呈棱角、
次棱角状ꎬ填隙物为方解石(含量 ７７％)ꎬ岩石具

羽状喷流构造和硅质岩碎块(图 ７ａ)、碎屑结构和

角砾状构造(图 ７ｂ)ꎬ可能为海底火山喷流形成的

产物ꎮ 与邻区贡溪碧林一带老堡组发现火山凝灰

岩层特征(彭军 等ꎬ１９９９)相似ꎬ反映了区内重晶

石形成与海底喷发作用有关ꎬ从而为重晶石喷发

(液)成矿提供新证据ꎮ

５　 成矿模式

在震旦－寒武世时期ꎬ天柱县寨脚地区处于斜

坡环境ꎬ同时海水中存在大量微生物作用形成的

ＳＯ４－２(硫主要来源于海水或海底硫化物烟囱)ꎬ
此时在斜坡带上发生同沉积断裂ꎬ深部含钡流体

(热液)沿着同生断裂喷发至盆地ꎬ与盆地中的大

量 ＳＯ４
－２结合形成重晶石颗粒(成矿环境为封闭半

封闭系统ꎬ钡在氧化还原界面附近与丰富的硫酸

根化合形成硫酸钡)ꎮ 在重力作用下重晶石颗粒

在喷流口附近沉积形成厚矿体ꎬ并且在远端低凹

处仍然形成较厚的矿体(图 ７)ꎮ

图 ６　 贡溪镇甲木冲露头地质及灰岩喷流沉积特征

Ｆｉｇ ６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ＪｉａｍｕｃｈｏｎｇꎬＧｏｎｇｘｉ Ｔｏｗｎ

图 ７　 喷流成因灰岩的宏观与微观特征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ｏｆ Ｊｅ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羽状构造ꎻｂ—碎屑结构和角砾状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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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寨脚重晶石矿床成矿模式

Ｆｉｇ 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ｂａｒ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Ｚｈａｉｊｉａｏ
１—白云岩ꎻ２—硅质岩ꎻ３—含 Ｂａ２＋颗粒ꎻ４—重晶石矿体

６　 结论

(１)通过天柱大河边重晶石矿床调查研究ꎬ在
天柱大河边重晶石矿床北段寨脚－甲木冲一带老

堡组顶部发现顺层产出的火山凝灰岩夹岩屑灰岩

透镜的沉积组合ꎬ凝灰岩具火山结构ꎬ岩屑灰岩透

镜具碎屑结构和角砾状构造ꎬ可能为海底火山喷

发(气)形成的产物ꎬ为重晶石矿床的喷流成因提

供新证据ꎮ
(２)在重晶石矿床中见到丰富的滑塌构造、碎

屑流构造和浊流构造ꎬ表明重晶石在喷流口初步

堆积后ꎬ受某种同沉积地质营力如地震作用形成

震积岩ꎬ沿着斜坡向沉积盆地中心迁移并最终堆

积定位ꎬ形成超大规模的重晶石矿床ꎮ 重晶石矿

的成因类型属于海底喷流沉积矿床ꎬ区内重晶石

形成可能经历过水下重力流的改造、运移和二次

堆积的成矿作用过程ꎮ
(３)天柱重晶石矿同赋存于震旦－寒武系老

堡组中上部ꎬ含矿岩系由黑色硅质岩、炭质页岩及

重晶石组成ꎮ 矿石类型有块状、花斑状、层纹状和

结核状等ꎮ 通过调查发现重晶石矿层中的韵律层

理、冲刷构造、变形层理、、滑塌褶皱、书斜构造和

震裂角砾岩等沉积构造非常发育ꎮ 初步分析认为

重晶石成矿地质环境属于斜坡环境ꎮ 钡颗粒原始

沉积层的移动－堆积作用过程与当时水下重力流

扇相有关ꎮ

(４)寨脚地区含矿岩系及矿体厚度等值线表

明ꎬ震旦－寒武系时期区内存在一东西向盆地ꎬ其
与加里东期断层呈 ６０ 度夹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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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ｌｅｎｓ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ｏｂａ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ｉｊｉａｏ－Ｊｉａｍｕ￣
ｃｈｏｎｇ ａｒｅａꎬ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ｒｉｔｅ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ｊｅ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ｃ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ｒｏｐ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ｓｌ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ꎬｃｌａｓｔｉｃ ｆｌｏ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ｓｅ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ｒ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ꎬ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ｒｉｔｅｓ ａ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ｓｙ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ｎｔｓ Ｓｅｉｓｍｉｔｅ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ｍｓ ｍｉｇｒａｔ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ｌａｒｇｅ ｂａｒ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ｙｐｅ ｏｆ ｂａｒ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ｓ ａ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ｊｅ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ꎬａｎｄ ａ ｓｌｏｐ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ｆｌｏｗ ｆａ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ａｒｉｔｅꎻ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ꎻ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ａｓｉｎꎻ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ｍｏｄｅｌꎻＴｉａｎｚｈｕｚｈａｉｊｉ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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