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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沉积矿产丰富ꎬ沉积作用多样ꎬ沉积成矿条件复杂ꎮ 本文在系统分析总结贵州省

矿产赋矿层位和含矿建造的基础上ꎬ以板块构造学说为指导ꎬ对贵州省的沉积盆地进行分类ꎬ并
探讨各类沉积盆地与成矿的关系ꎬ这些成果对于开展贵州矿产成矿规律研究、实施新一轮找矿

突破战略行动等有指导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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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沉积盆地是地球内外动力和各圈层(岩石圈、
水圈、生物圈和大气圈)演变及其相互作用的自然

产物ꎬ是地球各圈层动态演化和各类动力相互作

用的天然记录器和自然史鉴录(刘池洋等ꎬ２０１５)ꎮ
据不完全的统计ꎬ地球历史上存在经后期改造和

矿业开发活动的盆地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９４％(刘
池洋等ꎬ２０１５)ꎬ可见其在地球科学研究ꎬ以及能

源、矿产勘查开发等领域的重要性ꎮ
迄今为止ꎬ以槽台学说、板块构造、基底性

质、地壳类型、沉积充填、构造古地理以及盆地动

力学等作为盆地分类依据ꎬ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工作ꎮ ２０ 世纪 ４０—５０ 年代的盆地分类主要以

槽台学说为指导ꎮ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板块构造

越来越受到重视ꎬ开始研究盆地成因机制与板块

构造的关系ꎬ并出现了许多以板块构造为基础的

沉积盆地分类体系ꎮ 在此之后ꎬ盆地分类继续得

到发展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从岩石圈动力学

角度进行盆地分类是人们看重的一种分类方案ꎮ
它主要考虑了板块或块体的边界系统的地球动

力学环境如伸展环境、挤压环境及剪切(伸展、

挤压)环境ꎮ 重点探讨了原生盆地分类与盆山耦

合类型ꎮ 刘池洋、琚宜文等分类的基础上ꎬ也将

岩石圈深部作用做为盆地分类原则的一个因素ꎬ
将盆地发育的区域构造动力环境分为 ６ 大类

(大洋和大陆板块内部ꎬ离散型、消减 、碰撞型、
转换型大陆(板块)边缘)ꎬ增加了天体撞击的特

殊型和后期改造的复合型 ２ 大类与之并列ꎻ将前

６ 大类构造动力环境中发育的沉积盆地分为 ４４
(亚)类ꎮ

本文对贵州主要沉积盆地进行分类ꎬ以及与

成矿的关系研究成果进行总结ꎬ这对探讨贵州沉

积成矿作用及其矿产分布规律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　 贵州沉积盆地的类型

沉积盆地分类是当今沉积学―大地构造学研

究的热点和前沿ꎬ它不仅涉及地球科学众多的领

域ꎬ而且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相当的难度ꎮ 本文

以板块构造学说为依据、参照多种方案ꎬ以王砚耕

(１９９４)、刘池洋等(２０１５)的分类为基础ꎬ结合贵

州实际ꎬ将贵州省新元古代 ８７０ Ｍａ 以来的沉积盆

地分为原型盆地和次生盆地两大类ꎬ以及 ９ 个亚

类(表 １ꎬ图 １)ꎮ

９２３



表 １　 贵州沉积盆地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地球动
力背景

划 分 依 据

板块位置 地壳类型 沉降动力 构造方式
盆地鼎盛期类型

实　 例
(矿产)

地
球
内
动
力

板块
内部

大陆地壳

构造应力 离散

地球热力 热对流

构造应力 汇聚

板块
边缘

陆壳—过渡壳

陆　 壳

过渡壳

构造应力

离散

汇聚

原
生
盆
地

陆内裂谷盆地 南华裂谷盆地(Ｍｎ)

陆内断陷盆地
紫云－水城断陷盆地
(重晶石、页岩气)

陆内坳陷盆地 四川盆地

陆内压陷盆地
加里东陆内
压陷盆地

被动大陆
边缘盆地

扬子被动陆缘盆地
(煤、Ｐ、页岩气)

周缘前陆盆地 南盘江前陆盆地

岛弧盆地 梵净山岛弧盆地

地　 球
外动力

板块
内部

陆　 壳 地表应力
溶蚀

侵蚀剥蚀

次生
盆地

喀斯特盆地 黔中－黔北喀斯特盆地(Ａｌ)
山前坳陷盆地 甲路山前坳陷盆地(Ｆｅ)

图 １　 主要沉积盆地类型及其空间关系图

(据王砚耕等ꎬ１９９４ꎬ修编)
Ｆｉｇ １　 Ｍａ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ａｓｉｎ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ｅｎｇꎬｅｔｃ １９９４)

１—大陆地壳ꎻ２—海洋地壳ꎻ３—岩浆上涌方向ꎻ４—离散方向ꎻ５—俯冲方向ꎻ６—海平面ꎻ７—贵州已识别的盆地

２ １　 原生盆地

原生盆地主要指由地球内动力 (应力和热

力)作用下沉降而形成的盆地ꎬ它是贵州沉积盆地

最主要的类型ꎮ 依据盆地所处的板块位置、地壳

类型ꎬ分别将离散型分为大陆板块内部和大陆板

块边缘两类ꎻ再根据盆地发展鼎盛时期的构造应

力作用方式不同ꎬ划分为陆内裂谷盆地和陆内断

陷盆地亚类ꎮ 汇聚型盆地按所处的板块的位置、
地壳类型及构造应力作用方式ꎬ分为大陆板块内

部陆内压陷盆地、大陆板块边缘的被动大陆边缘

盆地和周缘前陆盆地ꎬ以及主动大陆边缘岛弧盆

地等(表 １)ꎮ

２ ２　 次生盆地

次生盆地主要是地球外动力在地表形成的负

向地貌或低洼地带ꎬ成为陆源物质沉积的场所或

大型空间ꎬ按其外营力作用方式分为以溶蚀作用

为主的喀斯特盆地和以剥蚀侵蚀作用为主的山前

坳陷盆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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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沉积盆地与成矿

３ １　 原生盆地与成矿

贵州与沉积成矿关系密切或矿产资源丰富的

以下几种原生盆地类型ꎮ
３ １ １　 陆内裂陷盆地

包括陆内裂谷盆地和陆内断陷盆地两亚类ꎮ
(１)陆内裂谷盆地:在贵州该类盆地是指武陵

(四堡)造山作用形成的华南超大陆裂解ꎬ新元古代

８２０ ６３５ Ｍａ 时期形成的南华裂谷ꎮ 盆地充填序

列自下而上为丹洲群 /下江群 /板溪群变质硅质陆

源碎屑岩、火山碎屑岩及少量的火山岩ꎬ南华纪长

安组―富禄组或两界河组、铁丝坳组、大塘坡组和

南沱组硅质陆源碎屑及含锰碳泥沉积ꎮ 其中ꎬ贵州

松桃地区南华纪裂谷盆地充填层序ꎬ是由两界河组

至大塘坡组第一段为向上粒度变细ꎬ向上水体变深

的正粒序ꎻ第二段至南沱组则相反ꎬ为向上变粗ꎬ向
上增厚的逆粒序ꎮ 大塘坡组含锰岩系为地堑式裂

谷盆地产物(图 ２)ꎮ 该盆地是气渗漏喷溢锰矿(周
琦等ꎬ２０１３ꎻ２０１８)成矿的重要构造条件ꎮ

图 ２　 南华裂谷武陵次级裂谷盆地结构与构造古地理图

(周琦等ꎬ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Ｆｉｇ 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Ｗｕｌｉ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ｒｉｆｔ 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Ｎａｎｈｕａ ｒｉｆｔ ｖａｌｌｅｙ (ａｆｔｅｒ Ｚｈｏｕ Ｑｉꎬｅｔｃ ２０１６ꎬ２０１７)

１—大塘坡组第二段ꎻ２—大塘坡组第一段(含锰岩系)ꎻ３—铁丝坳组ꎻ４—两界河组ꎻ５—板溪群ꎻ６—同沉积断层ꎻ７—锰矿体

　 　 (２)陆内断陷盆地:在贵州该类盆地是指在加

里东期陆－陆碰撞造山形成的大陆地壳上ꎬ由于张

裂作用出现高位地垒碳酸盐台地和低位地堑泥炭

质碳酸盐盆地ꎮ 即由陆地向海洋方向依次出现边

缘台地、台缘斜坡、深水盆地、盆缘斜坡、孤立台地

构成的台—盆相间沉积格局ꎮ 中泥盆世—早石炭

世紫云—水城低位地堑式断陷盆地充填层序ꎬ自
下而上由火烘组、榴江组(原称“响水洞组”ꎬ下
同)、代化组、睦化组、打屋坝组、南丹组下部碳酸

盐岩、硅质岩、炭质泥页岩和有机质泥晶灰岩构

成ꎮ 晚泥盆世榴江组的乐纪式重晶石(紫云－镇
宁一带因晚古生代发生裂陷作用形成地堑式裂陷

盆地及其同沉积断裂ꎬ地幔深源物质沿断裂带上

升并注入裂陷盆地成矿)和早石炭世打屋坝组页

岩气即是此低位地堑盆地的产物ꎮ
除上述海相断陷盆地外ꎬ在贵州还有陆相断

陷盆地ꎮ 它们是发育在大陆板块内部ꎬ为造山期

后伸展阶段张性断裂作用的产物ꎮ 其规模一般较

小ꎬ堆积物组分因地而异ꎬ厚度较大ꎮ 如晚白垩世

箕状断陷盆地即是此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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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２　 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贵州此类盆地主要发育于大陆地壳陆架上ꎮ
目前ꎬ识别出的有震旦纪—早志留世早期被动大

陆边缘盆地和晚二叠世—早三叠世被动大陆边缘

盆地ꎮ
３ １ ２ １　 震旦纪—早志留世早期被动大陆边缘

盆地

震旦纪—早志留世早期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是

在南华陆内裂谷盆地的基础上ꎬ于扬子陆块边缘

不均一沉降形成的盆地ꎮ 其充填层序包括震旦

纪、寒武纪、奥陶纪和早志留世初期的两大沉积体

系(即碳酸盐岩沉积体系和硅质陆源碎屑岩沉积

体系)构成ꎮ
该盆地的碳酸盐岩沉积体系包括边缘台地和

孤立台地、以及陆棚或缓坡沉积四种类型ꎮ 有障

壁的、潮汐作用碳酸盐台地是沉积成矿有利场所ꎬ
此类盆地是早震旦世开阳式磷矿、瓮福式磷矿和

寒武纪纽芬兰世新华式磷矿成矿的重要条件ꎮ
该盆地硅质陆源碎屑岩沉积体系ꎬ特别是陆

棚相细陆屑岩、富含有机质的烃源岩ꎬ如牛蹄塘组

黑色页岩、龙马溪组黑色页岩是页岩气的有利层

段ꎬ该类盆地是页岩气形成不可缺或的条件ꎮ
３ １ ２ ２ 　 晚二叠世—早三叠世被动大陆边缘

盆地

晚二叠世—早三叠世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是在

陆内断陷盆地基础上ꎬ由于峨眉地幔柱作用ꎬ于上

扬子陆块西南部形成的被动大陆边缘盆地ꎮ 包括

晚二叠世上扬子陆块东南滨岸带聚煤盆地和浅海

碳酸盐台地ꎬ以及早三叠世的上扬子缓坡碳酸盐

台地和浅海钙硅泥盆地ꎮ 盆地的充填层序自下而

上是总体变浅的海退沉积序列ꎮ 沉积分异不明

显ꎮ 该类盆地在贵州有工业价值的矿产是晚二叠

世煤及其煤层气ꎮ
３ １ ３　 周缘前陆盆地

此类盆地位于扬子陆块中南边缘ꎬ是中三叠

世印支(越北)陆块向北东方向的扬子陆块仰冲

形成的周缘前陆盆地(图 ３)ꎮ 其充填层序由中三

叠世和晚三叠世早期的硅质陆源碎屑浊积岩构

成ꎬ总体为向上变浅的层序ꎮ 该盆地在贵州目前

未发现有工业价值的沉积矿产ꎮ

图 ３　 三叠纪右江周缘前陆盆地

(据王砚耕等资料ꎬ１９９２ꎬ１９９４ꎬ修编)
Ｆｉｇ ３　 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Ｙｏｕｊｉａｎｇ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ｅｎｇꎬｅｔｃ １９９２ꎬ１９９４)

１—硅质陆源碎屑沉积ꎻ２—碳酸盐沉积ꎻ３—大陆地壳ꎻ４—抑冲带

３ １ ４ 岛弧盆地

此类盆地位于大陆板块边缘与海洋板块过渡

地壳(图 ４)ꎮ 在贵州仅有新元古代(８７０ ８２０
Ｍａ)古江南岛弧盆地ꎬ以梵净山群 /四堡群火山―

沉积岩系为代表ꎮ 其充填层序自下而上为硅质陆

源碎屑岩―枕状玄武岩夹细碎屑岩—硅质陆源碎

屑岩ꎮ 其类型与西太平洋型的岛弧盆地相似ꎬ包
括岛弧及其边缘海ꎮ 此类盆地在贵州目前未发现

有工业价值的重要沉积矿产ꎮ

３ １ ５　 陆内压陷盆地

此类盆地发育在华南大陆板块内部ꎬ加里东

期华夏陆块与扬子板块陆内碰撞造山形成的一种

盆地类型ꎮ 它是在前期被动大陆边缘盆地发育的

基础上ꎬ由于陆―陆碰撞作用形成的ꎬ在贵州以早

志留世晚期沉积为代表ꎬ韩家店组及其相当的层

位即属此类盆地充填物ꎮ 在此类盆地中至今未发

现有工业价值的重要矿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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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岛弧盆地

(据地球科学大辞典编委会ꎬ２００６)
Ｆｉｇ ４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ｒｃ ｂａｓ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ꎬ２００６)

１—大陆壳ꎻ２—增生楔ꎻ３—花岗岩ꎻ４—硅质陆源碎屑岩ꎻ５—俯冲方向

３ １ ６　 陆内坳陷盆地

陆内坳陷盆地位于大陆板块内部ꎬ由于热力作

用发生沉降而形成的陆内浅表坳陷ꎬ盆地的充填物

为陆相硅质陆源碎屑ꎬ厚度较大ꎬ面积较广ꎬ盆地的

形态似碗形ꎮ 中生代四川盆地即属此类ꎮ 盆地充

填晚三叠世晚期、特别是侏罗—白垩纪红层ꎮ 贵州

赤水、习水位于该盆地的边缘ꎮ 该盆地属上叠盖层ꎬ
是二桥组的天然气和页岩气的生成的重要条件ꎮ

３ ２　 次生盆地与成矿

次生盆地是指在地球外动力作用下ꎬ在地壳

表层形成的负向空间ꎮ 它的形成与构造应力无

关ꎬ而是地壳表生带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溶蚀和侵

蚀剥蚀、或重力作用的结果ꎮ 目前在贵州识别出

与沉积成矿相关的有两种次生盆地ꎬ即喀斯特盆

地和山前坳陷盆地ꎮ
３ ２ １　 喀斯特盆地

喀斯特盆地发育在大陆地壳内部ꎬ是可溶性

岩石———碳酸盐岩在低纬度热带雨林气候条件

下ꎬ经溶蚀作用形成的喀斯特准平原ꎮ 这类负向

地貌是以碳酸盐岩为沉积底盘喀斯特盆地ꎬ在贵

州主要有早石炭世黔中—黔北喀斯特盆地ꎬ充填

了以九架炉组含铝岩系ꎮ 由于盆地底盘喀斯特地

貌复杂、起伏较大ꎬ致使堆积于盆地中的矿体形态

和厚度均有变化(图 ５)ꎮ 从而说明这类地貌型喀

斯特盆地是控制铝土矿成矿的重要因素ꎮ

图 ５　 贵州省播州地区盆地底盘喀斯特负地貌对铝土矿形态控制图

(据贵州省地质矿产局 １０６ 地质大队ꎬ１９９０ 资料修编)
Ｆｉｇ ５　 Ｓｈａｐ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ｂａｕｘｉｔｅ ｂｙ ｋａｒｓ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ｏｆ ｂａｓｉｎ ｂｅｄ ｉｎ Ｂｏｚｈｏｕ ａｒｅａ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Ｎｏ １０６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ꎬ１９９０)
１—第四系ꎻ２—中二叠统栖霞组ꎻ３—下石炭统九架炉组ꎻ４—下奥陶系桐梓组二段ꎻ５—下奥陶系桐梓组一段ꎻ６—寒武系娄山关组ꎻ７—粘土

岩ꎻ８—页岩ꎻ９—白云岩ꎻ１０—铝土矿ꎻ１１—地层界线ꎻ１２—断层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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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山前坳陷盆地

山前坳陷盆地发育在山系的外侧ꎬ是造山后

由于地壳的不稳定性ꎬ以及强烈的侵蚀剥蚀作用ꎬ
在山系与平地之间出现的相对凹陷区域ꎬ属地貌

型盆地ꎮ 此类盆地在贵州仅识别出新元古代下江

群 /板溪群 /丹洲群底部甲路组下部砂砾岩层ꎬ它
代表武陵造山期后的山前坳陷磨拉石堆积ꎮ 该盆

地有铁矿产出ꎮ

４　 结论

本文对贵州主要沉积盆地进行了分类ꎬ并分

别叙述了它们与成矿的关系ꎮ 沉积盆地是对沉积

成矿有决定性控制作用的宏观条件的基础上ꎬ人
们可以对发生在不同沉积盆地中的沉积成矿条件

进行具体分析ꎬ为总结成矿规律提供基础支撑ꎮ
但是ꎬ地球之大、盆地之众、类型之多、特征之

杂、改造之烈ꎬ使任何一个盆地分类方案从问世之

日起就处于进行时和检验中ꎬ不仅没有最终结论ꎬ
而且在前进和检验中不断被修正ꎬ某些类型随时

被剔除或加入(刘池洋等ꎬ２０１５)ꎮ

[编者注]本文为王砚耕先生生前研编贵州矿产

地质志的研究成果ꎬ由贵州矿产地质志研编团队、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正高级工程师陈启飞整理(文

字、插图)完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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