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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北地区梅树村期磷矿找矿潜力探究

杨光亮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贵州地质勘查院,贵阳

 

550003)

摘要: 震旦纪 寒武纪扬子陆块进入稳定发展时期,扬子地台周边深大断裂的活动及扬子地台内

部大断裂的活动,使地台内部形成数个隆起和断陷。黔西北地区位于扬子地台西南缘,早寒武世

含磷岩系以浅水碳酸盐岩含磷岩系为主。通过对研究区及周边含磷岩系剖面对比分析,黔西北地

区在梅树村期大部处于潮上、潮间至潮下过渡环境,局部可能处于生物碎屑滩边缘部位,是磷块岩

沉积的有利场所。受后期构造运动影响,黔西北地区下寒武统梅树村期含磷岩系的埋深总体由北

西向南东方向逐渐变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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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磷矿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及工业原材料,对国家

粮食安全、化工、新能源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

值。贵州省是我国重要的磷矿产区之一,磷矿勘查

工作主要分布在开阳 瓮福、织金 清镇一带,其它地

区未开展较深入的研究和找矿工作。近年来,滇东

滇东北一带磷矿取得重大突破[1,2],而相邻的黔西北

地区是否存在类似云南羊场磷矿的超大型隐伏磷矿

床亟待探究。
包括贵州在内的扬子地区在晚震旦世陡山沱期

和早寒武世梅树村期具备极佳的形成磷矿的古构

造、古地理、古气候条件,磷质来源丰富[3],具备形成

大型磷矿聚集区的先决条件。本次通过对黔西北及

周边地区梅树村期含磷岩系特征的对比分析,探讨

该地区磷矿沉积环境及找矿潜力,为贵州省新一轮

战略找矿行动寻找新的磷矿资源有利靶区、圈定磷

矿资源优选区块提供依据。

1 区域地质背景

沉积型磷块岩的形成多与陆架区域沉积盆地相

关。这些沉积盆地是在同生构造作用与海水脉动作

用双重作用下形成的,也有部分是在陆缘变形作用

及造海运动下形成,磷块岩在这些盆地中分布并不

均匀,它们往往在一些次级的同生沉降盆地或沉积

洼地(凹陷)中巨量堆积[3]。
黔西北地区位于扬子地台西南缘。晋宁运动奠

定了扬子地区基本格架,震旦纪 寒武纪扬子陆块进

入稳定发展时期,扬子地台周边深大断裂的活动及

扬子地台内部大断裂的活动,使地台内部形成数个

隆起和断陷[34],主要分布有雷波凹陷、东川 会泽凹

陷、昆明凹陷、长宁 镇雄凹陷和大方 织金凹陷等

(图1)。这些凹陷带整体具有“南北成行,东西成

带”的特征,即由南至北横向成行分布、由西至东纵

向成带分布。在这些凹陷带中,均沉积了磷并形成

数个磷矿矿集区,如雷波凹陷中川西南 绥江 永善

昭通成磷区、东川会泽凹陷中的巧家 会泽 武定成

磷区、昆明凹陷中的安宁 华宁 曲靖成磷区、大方织

金凹陷中沉积了织金 清镇成磷区,近两年新发现的

镇雄羊场磷矿也处于长宁 镇雄凹陷内。

2 上扬子区梅树村期岩相古地理

早寒武世时期的上扬子板块位于约北纬10°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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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及相邻地区寒武系梅树村期凹陷带分布图(据文献[5],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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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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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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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surroundings

北纬15°之间,处于东冈瓦纳大陆的北部近边缘地

区[6]。在早寒武世,由于冈瓦纳大陆的持续断裂,
导致了世界的大规模海侵,且水体深度往南向和

东南方向加深[6]。研究认为,早寒武时期的扬子

板块由西北至东南方向依次为被动大陆架边缘、
斜坡以及深海盆地。对比分析后认为黔西北地区

在早寒武时期主体为浅大陆架,中部地区含部分

深大陆架[78]。
扬子区早寒武世时期岩相古地理环境比较复

杂,沉积相类型和沉积建造多种多样。云南梅树村

期含磷岩系地层主要有筇竹寺组,梅树村组大海段、
中谊村段和小歪头山段;贵州此时期含磷岩系复杂

多样,分别为灯影组大岩段、戈仲伍组、桃子冲组下

段、牛蹄塘组、留茶坡组顶部等[9]。苏奎等(2009)认
为中上扬子地台梅树村期主要发育古陆、细碎屑岩

滨岸、碎屑岩陆棚、碳酸盐岩台地、硅质岩和页岩—
硅质岩半深海—深海古地理单元[10]。中上扬子地

台碳酸盐岩台地广泛发育,占据了大部分地区,其沉

积主要为中、厚层浅灰色、灰色泥粉晶白云岩、灰泥

石灰岩等,有些地区沉积白云质磷块岩。这个台地

整体表现为低能,普遍缺乏浅滩等高能环境沉积;局
部有风暴沉积的、厚度仅十几厘米的砾屑石灰岩或

白云岩;水体不深,以潮坪广泛发育为特征。台地边

缘地区,海侵及上升洋导致磷块岩沉积,使梅树村阶

成为中国重要的磷矿富集层位[10]。扬子地台西区

碳酸盐台地上近岸潮坪是磷矿有利沉积场所,其中

潮间 潮下环境磷质岩和磷质碳酸盐岩层是工业磷

矿床和高品位磷矿的沉积的最佳场所。而在康滇古

构造隆起带和川黔碳酸盐浅水台地(或水下高地)之
间SN向古断裂构造控制的相对凹陷带,构成了最

有利磷矿沉积的大型成磷盆地[11]。

3 贵州梅树村期含磷岩系特征

通过综合对比四川西南部、云南东 东北部以及

贵州省内寒武系梅树村期含磷岩系,认为该时期含

磷岩系可分为2个沉积阶段:下组合(早期)和上组

合(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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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组合:以四川西南地区的麦地坪组、云南东

东北地 区 梅 树 村 组 以 及 贵 州 的 戈 仲 伍 组 为 代

表,主要沉积的是一套白云岩、磷块岩和硅质岩,
是多 数 工 业 磷 矿 床 的 主 要 含 磷 岩 组,厚 5~
40

 

m。
上组合:四川、云南的筇竹寺组底部、渔户村组

的上部与贵州的筇竹寺底部、牛蹄塘组底部、渣拉沟

组底部、灯影组顶部和老堡组顶部(包括原留茶坡

组)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主要沉积的是一套粉砂

岩、黏土岩、页岩、碳质页岩等,在其底部沉积一套磷

质结核,沉积很不稳定,厚60~90
 

m。

图2 黔西北及邻区早寒武世梅树村期含磷岩系柱状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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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早寒武世含磷岩系以浅水碳酸盐岩含磷岩

系为主,该岩系零星出露于贵州省西部织金戈仲伍、
大院、五指山、毛稗冲以及北部金沙岳家寨、习水大

岩等地,属灯影期碳酸盐台地消亡后残存发育的磷

质生物碎屑滩及其相关沉积。由于古地理位置和微

环境的差异,含磷岩系具体可分为4种类型[9]:位处

磷质生物碎屑滩的戈仲伍型、磷质生物碎屑滩滩缘

的金沙型、磷质生物碎屑滩滩前滑塌的毛稗冲型以

及滩后含磷澙湖的大院型。其中,以磷质生物碎屑

滩的戈仲伍型含磷岩系发育最好,构成贵州早寒武

世早期规模最大的磷矿床;而磷质生物碎屑滩滩缘

的金沙型及滩前滑塌的毛稗冲型磷矿的规模虽然不

大,但已为地方所利用。
通过对织金新华磷矿戈仲伍组、清镇牛蹄塘组

下段(原桃子冲组)和金沙岩孔、习水河坝、丹寨南

皋、铜仁坝黄牛蹄塘组各成磷区含磷岩系进行剖

面对比分析(图2),含磷层位为戈仲武组和牛蹄塘

组下部(原桃子冲组),由1~2层矿组成,主要为

致密状磷块岩、条带状磷块岩、生物碎屑状磷块岩

和鲕状磷块岩,可划分为白云岩 磷块岩、白云岩

磷块岩 硅质岩和磷块岩 硅质岩3种组合。矿层

一般厚度1~26.89
 

m,平均约8.42
 

m,北东部矿

层厚度大,约20
 

m;品位12%~35.40%,平均品

位21.56%。

4 黔西北磷块岩的可能性分析

紧邻研究区(直距约25
 

km)的羊场磷矿区是近

几年新发现的隐伏矿床,以羊场磷矿为基准,通过收

集到的研究区及周边深井资料,穿过研究区直至剖

面出露,按不同方向的共6条剖面对黔西北早寒武

世沉积相进行对比分析(图3、图4)。
(1)从镇雄羊场经研究区内银厂坡剖面再至华

宁(图4a),以银厂坡附近为界,往北至羊场,水体逐

渐加深,往南至白龙潭水体也是逐渐加深的。银厂

坡沉积的白云岩中含磷,为含磷白云岩,之上沉积的

是钙质砂岩,在该剖面的南部白云岩中未含磷,而白

云岩之上直接沉积了砂岩,而这一套砂岩中沉积了

一层5
 

m厚的磷块岩,由此说明,在威宁银厂坡一

带可能存在水下高地或孤岛。整体来看,云南昆明

至威宁一带,为一个大的聚磷盆地,盆地中心可能位

于东川一带。往北,威宁至羊场一带,水体是逐渐加

深的,羊场地区沉积的钙质砂屑磷块岩,在其底部沉

积有硅质岩,由此推断,镇雄羊场磷矿区的沉积环境

为潮间 潮下高能带。因此,威宁至羊场一带应存在

潮上带、潮间带至潮间高能带环境,而这样的环境

下,又是磷块岩沉积的有利场所,由此,威宁银厂坡

往北至羊场一带,很有可能沉积磷。
(2)羊场 董地乡 织金五指山及羊场 方深1井

清镇桃子冲剖面(图4b、图4d):从董地乡地热井、
方深1井的工程剖面来看,在硅质白云岩、白云岩之

上沉积碳质页岩,并在碳质页岩的底部沉积有透镜

状的灰岩、白云岩和粉砂岩,说明董地乡 方深1井

一线水体相对较深,不利于磷块岩沉积。但五指山

董地乡可、董地乡 羊场一线北侧和方深1井至羊场

间水体逐渐变浅,则有利于磷质沉积。
(3)羊场往南东至织金七棵树 纳雍四角田,往

东至织金戈仲伍 毛稗冲 清镇桃子冲附近(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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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黔西北及邻区寒武系梅树村期含磷岩系剖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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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在织金七棵树、纳雍四角田,含磷白云岩之上直接沉

积一套碳质泥岩、砂质泥岩,往东至戈仲伍一带,沉
积了两层磷矿层,两矿层之间夹有白云岩,含磷岩系

之上直接沉积一套碳质泥岩,由此推断,织金七棵树

和纳雍四角田附近的水体相较戈仲伍要浅。至毛稗

冲附近,沉积的磷块岩为硅质磷块岩,且夹硅质岩,
相较戈仲伍的生物碎屑磷块岩和白云岩,推断毛稗

冲附近水体加深,为潮间 潮下环境,织金七棵树、纳
雍四角田附近为潮上环境;同时,在清镇桃子冲附

近,底部为硅质岩与磷块岩互层,其上沉积了一层鲕

状磷块岩,且矿层厚度均较薄,说明其水体更深,可
能为潮下低能环境,且塌积作用特征明显,可能处于

台地边缘地带。也就是说,从织金七棵树、纳雍四角

田往北西至镇雄羊场,其间同样存在潮上、潮间至潮

下过渡环境,为磷块岩有利沉积环境。
(4)镇雄羊场至岩孔、习水一带(图4e、图4f),

羊场下寒武统梅树村组中谊村段(∈2m3)中磷矿层

平均厚度有39.85
 

m。在金沙岩孔一带,下寒武统

筇竹寺组中磷矿层厚度有0~1
 

m,为生物碎屑滩缘

沉积[12];习水河坝一带,磷矿层厚的可达2
 

m左右,
含磷岩系底部为灰黑色白云质砂屑磷块岩,含丰富

的小壳嘞化石及浅色粉晶白云岩条带及小团块,表
明该地地区梅树村之初可能处于生物碎屑滩边缘部

位。从岩相古地理分析,羊场至岩孔、习水一带磷矿

层应属逐渐尖灭。

5 区域构造对含磷岩系埋深的影响

经过8个期次的构造作用,特别是黔桂期、燕山

和喜马拉雅期构造运动,使黔西北地区褶皱、断裂非

常发育。褶皱大体走向 NE、NNE,仅西部有少数

NW向分布,普遍呈隔槽式[11]。受构造运动影响,
黔西北地区下寒武统含磷岩系的埋深总体由北西向

南东方向逐渐变浅。其中,在毕节 仁怀 桐梓 新站

一线为最深,达到6000
 

m左右,在习水地区达到黔

西北地区埋深最大值,向西南方向逐渐减小到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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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川西南、滇东 东北及贵州省寒武系梅树村期含磷岩系柱状对比图

Fig.4 Map
 

showing
 

correction
 

of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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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spho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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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outhwest
 

Sichuan
 

province,
 

east northeast
 

Yunnan
 

province
 

and
 

Guizhou
 

province
a.羊场 银厂坡 金牛厂 白龙潭剖面;b.羊场 董地乡 织金五指山剖面;

c.羊场 纳雍四角田 织金七棵树 戈仲伍 毛稗冲 清镇桃子冲剖面;d.羊场 方深1井 清镇桃子冲剖面;

e.羊场 金沙岩孔 余庆小腮 镇远火石洞剖面;f.羊场 习水河坝 习水润南剖面

图5 黔西北地震测线解译剖面图[14]

Fig.5 Seismic
 

interpretation
 

profile
 

of
 

Northwest
 

Guizhou
 

province

m左右。但受褶皱、断裂作用,含磷岩系地层局部

埋深差异较大,在狭窄向斜区,地层倾角较大、埋深

大,而在宽缓背斜区,地层倾角相对较小、埋深小[13]

(图5);埋深同样受断层控制,尤其在同沉积断层的

下降盘,埋藏深度明显较大,黔中隆起的西南边界垭

都 紫云断裂,为一走向NW、切割基底的同沉积断

裂,断层断距约600
 

m,约束了断层两侧奥陶纪以来

的地层沉积,并使断层上盘含磷岩系地层埋深加大

(图4c)。

6 结语

(1)梅树村阶是中国重要的磷矿富集层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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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地台西区碳酸盐台地上近岸潮坪是磷矿有利沉积

场所,其中潮间 潮下带是成磷作用的最佳沉积环

境,古断裂构造控制的相对凹陷带是最佳的聚磷

场所。
(2)黔西北地区在梅树村期大部分处于潮上带、

潮间带至潮间高能带环境,是磷块岩沉积的有利场

所,含磷层位为戈仲武组和牛蹄塘组下部(原桃子冲

组),具有寻找大型磷矿的潜力,但由于后期盖层覆

盖,含磷岩系埋藏较深。
(3)受构造运动影响,黔西北地区下寒武统含磷

岩系的埋深总体由北西向南东方向逐渐变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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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nian-Cambrian
 

period
 

was
 

a
 

stable
 

development
 

stage
 

in
 

Yangtze
 

block.
 

Deep
 

faults
 

in
 

surrounding
 

of
 

the
 

block
 

and
 

in
 

the
 

block
 

resulted
 

development
 

of
 

several
 

uplifts
 

and
 

fault
 

depressions.
 

The
 

area
 

of
 

Northwest
 

Guizhou
 

province
 

is
 

located
 

on
 

the
 

northwest
 

margin
 

of
 

the
 

block
 

and
 

shallow
 

wa-
ter

 

deposited
 

phophorous-bearing
 

carbonte
 

rock
 

sequence
 

was
 

developed
 

during
 

Early
 

Cambrian
 

Epoch
 

in
 

the
 

area.
 

Analysis
 

and
 

correction
 

of
 

sections
 

of
 

phosphorous-bearing
 

sequence
 

in
 

the
 

block
 

to
 

those
 

in
 

sur-
roundings

 

show
 

that
 

during
 

Meishucun
 

stage
 

the
 

sequence
 

were
 

generally
 

deposited
 

in
 

the
 

upper
 

tidal
 

and
 

inter
 

tidal
 

traditional
 

environments.
 

Such
 

environments
 

are
 

favorable
 

for
 

deposit
 

ion
 

of
 

phosphorous
 

se-
quence.

 

Under
 

influence
 

of
 

later
 

tectonic
 

movement
 

the
 

phosphorous-bearing
 

sequence
 

of
 

Meishucun
 

stage
 

of
 

Lower
 

Cambrian
 

Series
 

in
 

Northwest
 

Guizhou
 

province
 

tends
 

to
 

be
 

buried
 

shallower
 

from
 

NW
 

to
 

SE
 

di-
rection.
Key

 

Words: phosphorous
 

rock
 

sequence;
 

Meishucun
 

stage;
 

ore
 

prospecting
 

potential;
 

northwest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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