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月

$%&’()*，!"##
矿 床 地 质

+,-./012.3$4,54
第6"卷 第7期

8’9:6" -’:7

文章编号："!7;<=#">（!"##）"7<";#7<#6

印支晚期冲断<褶皱活动在黔西南中部卡林型金矿

成矿中的作用

———以地震勘探资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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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震勘探资料对黔西南中部卡林型金矿赋存层位上二叠统龙潭组煤系地层、东吴不整合面和广西不

整合面显示良好。该地区卡林型金矿主要受古隆起和冲断<褶皱构造的双重控制。根据卡林型金矿在冲断<褶皱构

造中的位置，可以将其划分为!类，即断层控制型金矿和断层伴生型金矿。在断层控制型金矿床中，断层“上陡下

缓”，为低角度逆冲断层，断层上盘常发育不对称背斜，断层向下在上二叠统龙潭组煤系地层、“大厂层”凝灰岩和东

吴运动形成的不整合面间滑脱，并造成地层明显增厚，金矿体产于低角度逆冲断层中，在浅部为脉状矿体，在深部渐

变为缓倾斜穿层矿体。断层伴生型金矿床发育于由高角度断层引起的层间滑动带中，呈似层状。印支晚期华南古

特提斯洋的相继闭合是形成北西向和北东向两组主要冲断<褶皱构造的构造动力学背景。尽管前期古隆起对卡林型

金矿具有初始富集作用，但冲断<褶皱活动则是金矿形成的关键。地震勘探资料揭示，黔西南中部还存在找矿前景较

好的冲断<褶皱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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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MK%F9.LWK*’LV)L&GDE)]KFLM Ĉ*)FC’SI)’9’MRS’*-’LS)**’CT+)&F9/)T’C*%)TG4EF’YKLM6#!"""GDE)]KFLMGOEKLF_

?@,(/’5(

4)KTVK%*)S)%&K’LNF&F%’99)%&)NF%*’TT%)L&*F9T’C&E‘)T&)*LICKaE’CEFW)TE)NF9KME&’L%’F9V)FTC*)T’S
CZZ)*3)*VKFL1’LM&FLQ’*VF&K’LFT‘)99FT2’LM‘CFLNICFLMYKCL%’LS’*VK&K)TKLOF*9KL<&RZ)M’9NN)Z’TK&Tb
4)KTVK%Z*’SK9)TFLN*)MK’LF9M*FWK&REFW)F9T’KLNK%F&)N&EF&V’T&OF*9KL<&RZ)M’9NN)Z’TK&TF*)%’L&*’99)N(R(’&E
ZF9)’<CZ9KS&FLN&E*CT&<S’9NKL&EKTF*)Fb$L&E)(FTKT’S&E)T)KTVK%Z*’SK9)GM’9NN)Z’TK&T%FL()NKWKN)NKL&’&‘’
&RZ)TGLFV)9R&E*CT&<%’L&*’99)NFLN&E*CT&<F%%’VZFLK)NN)Z’TK&TF%%’*NKLM&’&E)Z’TK&K’L’S&E)’*)N)Z’TK&KL
&E)&E*CT&<S’9N()9&b,L&E*CT&<%’L&*’99)NN)Z’TK&TG&E)&E*CT&%EF*F%&)*Ka)N(RT&))Z9RNKZFLM9)TKL&E)TEF99’‘
ZF*&FLNTV’’&E9RNKZFLM9)TKL&E)N)Z&EN)&F%E)TKL&’%’F9V)FTC*)TG&CSSTFLN2’LM

"""""""""""""""""""""""""""""""""""""""""""""""""""""""""""""""

‘CCL%’LS’*VF(9)%’L&F%&b

! 本文得到全国危机矿山西南地区典型矿床成矿规律总结研究项目（项目编号：!"";??c6）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胡煜昭，男，#?>c年生，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沉积盆地资源、能源勘查和研究。.VFK9：ECRCaEF’#77!T’EC:%’V
收稿日期 !"#"<"><";；改回日期 !"##<"=<"c。张绮玲编辑。

 
 

 

 
 

 
 

 

Absent Image
File: 0



!"#$%&’()*#’%(#+$,’+%’-%./,00&*/,1("#"%12312-%’’4’,0567,’+,*#4,+3#/,00&*31("#("*&/(31("#8#31’35#
$,*931("#/"%’’,-:%*(%1+31’,-)%12’#/(*%(%)+3//#0(312/"%:#31("#+#:("6!"#("*&/()%00,9:%13#+2,’+,*#/
#;3/(3131(#*’%.#*)2’3+312/(*&0(&*#/0%&/#+4."32")%12’#$%&’(/31("#$,*9,$/(*%(,3+,*#4,+3#/6<=)%1+<>)
(*#1+312("*&/()$,’+?,1#/-#*#$,*9#+/&00#//38#’.+&*312("#0’,/&*#,$@%’#,)!#("./A0#%131B,&("C"31%31
’%(#D1+,/313%1#:,0"6!"#("*&/()$,’+312-%/("#5#.$%0(,*$,*931#*%’3?%(3,1E%’(",&2"("#:%’#,)&:’3$(#;#*(#+
%1313(3%’’.#1*30"9#1(,$2,’+6B#3/930+%(%%’/,/",-("%(("#*#%*#/,9#("*&/()$,’+//393’%*(,("#/(*&0(&*#
?,1#31:’%0#/-"#*#C%*’31)(.:#2,’++#:,/3(/-#*#+3/0,8#*#+E-"30"%*#$%8,*%4’#,*#):*,/:#0(312%*#%/6

!"#$%&’()2#,’,2.EC%*’31)(.:#2,’++#:,/3(E("*&/()$,’+/(*&0(&*#E:%’#,)&:’3$(E0#1(*%’/,&("-#/(#*1
7&3?",&

黔西南地区是世界上重要的卡林型金矿分布

区，其中以水银洞（FF(；B&#(%’G，HIIJ）和烂泥沟

（HII(；@#(#*/#(%’G，HIIK）金矿床规模最大。黔西

南存在H套赋金层位，其一为癞子山赋金层序，分布

于黔西南东部和南部，含矿地层为三叠系复理石建

造，以烂泥沟金矿为代表；其二为龙头山赋金层序，

分布于黔西南中部，含矿地层为上二叠统“大厂层”

火山角砾岩和龙潭组煤系地层，主要金矿床有水银

洞、紫木凼和戈塘等（王砚耕等，LJJM）。

关于黔西南卡林型金矿成因的认识存在较大的

争议。一些研究者根据金矿床分布于逆冲断层之

中，矿体及其围岩发育大量的小型构造如小型逆断

层、小型不对称褶皱和与挤压有关的构造岩等现象，

以及在构造带中随着变形程度的增加金元素有明显

的富集趋势，认为本区卡林型金矿的形成与逆冲推

覆构造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毛健全等，LJJI；王砚耕

等，LJJM；何 丰 胜 等，LJJK；杜 定 全，LJJJ；陶 平 等，

HIIH；胡斌等，HIIM；@#(#*/#(%’G，HIIK；付芝康等，

HIIN）；另一些研究者认为黔西南地区在燕山期构造

环境由挤压转化为拉张，区内发生了幔源超基性岩

浆侵入，携带有O&、O/等成矿元素及富含CAH、B、P、

CQ和B3AH等矿化剂的深源流体沿着深大断裂上升

进入地壳，当成矿热液上移至与深大断裂沟通的次

级构造如切层断层和层间破碎带时，大气降水加入

而形成卡林型金矿床（刘显凡等，LJJR；朱赖民等，

LJJK；P%12#(%’G，HIIN；B&#(%’G，HIIJ）；也有研究

者认为黔西南卡林型金矿床在沉积)成岩期（晚二叠

世）就已经成矿（刘建明，HIII），矿体主要呈层状和

似层 状（陶 平 等，HIIF；刘 建 中 等，HIIR；夏 勇 等，

HIIJ），层序不整合界面及其相应的低水位体系域控

制了金矿床矿体的展布（杨科伍，LJJH；王立亭等，

LJJM；王立全等，LJJN）。

地震勘探主要利用声波对地下地质体进行探

测，特别适用于板状地质体发育的地区，能够为金属

矿床研究和勘探提供丰富的信息（梁光河等，HIIL；

吕庆田等，HIIM；=3’’3%9#(%’G，HILI；C",::312#(
%’G，HILI；P%&*##(%’G，HILL）。黔西南地区是中国

南方海相地层油气勘探的重要领域之一，不少地区

都进行过地震勘探，其中O)OS地震线西起晴隆县城

南，东至贞丰县者相镇南，T)TS地震线西起兴仁县潘

家庄镇南，东至安龙县兴隆镇，它们穿过了黔西南中

部重要的含金构造带。在偏移地震剖面上，二叠系

煤系地层和三叠系碎屑岩区、早古生代末的广西运

动和早二叠世末的东吴运动形成的不整合面（分别

简称为广西面和东吴面）反射波组清晰，同时也显示

出黔西南中部控金构造具有明显的冲断)褶皱构造

特征。本文采用地震勘探资料，首次在更大范围（成

矿带尺度）和更大深度（盆地尺度）上探讨黔西南中

部卡林型金矿的深部构造特征，这对本区卡林型金

矿的成矿研究和找矿勘探具有意义。

L 区域地质背景

黔西南中部四周为断层所围限，其南界为猪场)
上寨断层，北界为董岗断层，西界为马场断层，东界

为坡坪断层（图L）。震旦纪—寒武纪，黔西南地区是

扬子地 块 的 一 部 分（刘 宝 王君 等，LJJM；马 永 生 等，

HIIU）；奥陶纪至志留纪初，受郁南运动和广西运动

的影响，本区发生褶皱作用，形成前陆冲断带（廖宗

庭等，HIIF）；泥盆纪—早二叠世黔西南处于被动大

陆边缘裂陷盆地阶段（吴应林等，LJJI；秦建华等，

LJJR；刘特民等，HIIL；杜远生等，HIIJ）；晚二叠世—

中三叠世黔西南处于裂谷盆地或右江再生地槽阶段

（柳淮之，LJJM；秦建华等，LJJR；章正军等，LJJK）；晚

三叠世—侏罗纪早期处于陆内前陆盆地（牟传龙等，

LJJI；秦建华等，LJJR；章正军等，LJJK）和冲断)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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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黔西南区域地质构造略图（根据王砚耕等，!""#资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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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毛 健 全 等；!""=；王 砚 耕 等，!""#；吴 根 耀，

>==!）；中生代至古近纪黔西南地区缓慢抬升、剥蚀

（赵孟军等，>==?），同时发生了伸展构造变形与塌

陷，形成了一些小型断陷盆地如潘家庄、罐子窑、普

安和碧痕营等，也形成一些超基性岩体（胡瑞忠等，

!""@；方维萱等，>==A）；新近纪，由于印度板块与欧

亚板 块 的 急 剧 碰 撞（王 二 七 等，>==!；王 成 善 等，

>=="），黔西南进入急剧抬升阶段（赵孟军等，>==?）。

黔西南中部地层总体倾角平缓，出露地层较少，

最老的地层为下二叠统茅口组（B!!），最新地层为

中三叠统。主要含矿层位与岩石组合包括：茅口组

之上“大厂层（B>"）”硅化火山角砾岩、凝灰岩、沉凝

灰岩；上二叠统龙潭组（B>#）、长兴组（B>$）砂岩、粉

砂岩及不纯碳酸盐岩；下三叠统夜郎组（C!%）碳酸盐

岩。

该区最为醒目的构造形迹是北东向与北西向冲

断1褶皱构造的复合，它们在地表形成形状各异的

“结构岩体”（王砚耕等，!""#）。北西向构造自南而

北依次为猪场1上寨、大丫口、兴仁、贞丰、大山1者相

和新屯等A排断层1褶皱带，这些断层1褶皱带的主构

造面倾向南西，在大山1者相构造带已经发现水银

洞、紫木凼等大型金矿。北东向和北北东向断层1褶

皱带主构造面倾向以北西和北西西为主，也有南东

倾向，主要构造带有马场、戈塘、永宁镇等多条断层1
褶皱带等，其中在马场、戈塘等构造带已发现了金

矿。

黔西南中部缺失上二叠统峨眉山玄武岩，但发

育爆发相火山角砾岩和凝灰岩（陶平等，>==>；刘建

中等，>==A）。偏碱性超基性岩体主要分布于坡坪断

层东西两盘的白层、鲁容和杨家寨等地（王砚耕等，

!""#），但在卡林型金矿中还未发现超基性岩体，在

D1DE、F1FE两条地震剖面中也未发现侵入岩的反射。

?!G第H=卷 第@期 胡煜昭等：印支晚期冲断1褶皱活动在黔西南中部卡林型金矿成矿中的作用

 
 

 

 
 

 
 

 



! 主要金矿床（带）冲断"褶皱构造特

征

黔西南中部卡林型金矿床位于冲断"褶皱带之

中，其分布与冲断"褶皱构造带走向一致，在矿石及

围岩中构造现象如构造角砾岩、片理化带和小型逆

冲断层等十分发育，说明卡林型金矿明显地受冲断"
褶皱构造的控制，成矿作用与冲断"褶皱活动关系十

分密切。在地震剖面上，按照金矿体在冲断"褶皱构

造中的位置可将矿床分为!类：断层控制型，如灰家

堡矿田和大丫口金矿；断层伴生型，如泥堡金矿、戈

塘金矿。前者产于低角度逆冲断层中，控制金矿床

的主要逆冲断层具有“上陡下缓”的特点，上部倾角

一般#$!%$&，往下近于水平，褶皱两翼不对称，靠近

逆断层一翼，地层倾角较陡，远离主断层一翼地层倾

角较缓，矿体形态与断层几何学特征有关，也具有

“上陡下缓”的特征，上部为脉状矿体，下部为低角度

穿层矿体。后者发育于高角度逆冲断层活动时产生

的层间破碎带中，矿体为似层状，而在高角度逆冲断

层中目前还未发现矿体。

!’" 灰家堡金矿田

灰家堡金矿田位于大山"者相断层"褶皱带中，在

()*+长范围内，自西向东分布了老王寨、紫木凼、

太平洞、大坝田、杨家山、滥木厂、水银洞、赵家坪、雄

黄岩、普子垄、皂凡山和背阴坡等(#个金矿床，其中

紫木凼、太平洞为大型金矿，水银洞为超大型金矿

（杜定全，(,,,；刘建中等，!$$-）。

."./号地震线从大山"者相断层"褶皱带东端（者

相镇南）通过。在偏移地震剖面上，大山"者相断层

（断层"）十分清楚，断层倾向南西，倾角在浅部较

陡，往深部变得十分平缓，并在东吴不整合面中滑

脱。地震剖面揭示，在深部大山"者相断层上下盘煤

系地层厚度显著增加，大约是原始地层厚度的!倍，

这应该是由于大山"者相断层的逆冲作用所导致，是

强大的应力作用的反映（图!0）。由于下三叠统夜郎

组（1(!）灰岩厚度较大，不能形成有效的波阻抗差，

因此在地震剖面反射较差，未能显示出灰家堡背斜。

紫木凼金矿床具有明显的构造控制特征，金矿

形态主要受“上陡下缓”低角度逆冲断层的控制，脉

状矿体位于浅部，在矿体及围岩中构造岩十分发育，

可划分为碎裂岩"节理密集带、磨砾岩"剪切旋转带和

断层泥"局部压溶带等#个带（王砚耕等，(,,%；杜定

全，(,,,）。似层状矿体位于深部平缓的逆断层中，

在含矿围岩中，小型构造如节理、小褶曲、构造角砾

岩也十分发育（王砚耕等，(,,%；陶平等，!$$!）。在

紫木凼金矿$号勘探线上，大山"者相断层（前人文

献为2(，亦即本文断层"）倾向南西，这与地震线上

该断层的特征一致。但在紫木凼金矿#!号勘探线，

主断层被解释为2-断层，倾向北东，而2(断层被解

释是次要断层（王砚耕等，(,,%）。从紫木凼金矿#!
号勘探线北段地表有明显褶皱而中部构造变形相对

较弱的事实看，2(断层（即断层"）似乎应为主要断

层，该断层向南倾角变缓，在煤系地层中顺层滑脱，

而2-断层则是次要断层，是大山"者相断层的反冲

断层（图!3）。

水银洞金矿床位于灰家堡背斜核部，矿体呈层

状和似层状，有的研究者认为其是层控矿床（刘建中

等，!$$-）。但有人发现，水银洞金矿床由上二叠统

“大厂层”和龙潭组构成的矿石和围岩中发育小型低

角度逆断层、牵引褶皱和层间破碎带（胡斌等，!$$%）

等挤压性构造。大山"者相断层位于水银洞金矿床

以北，但在纳秧矿段可见向北东倾向的逆冲断层及

其产生的相关褶皱（付芝康等，!$$4），可能是大山"
者相断层的反冲断层。结合上述地震资料，笔者认

为大山"者相断层已经延深至水银洞金矿床中，这与

紫木凼金矿床的构造格架（见图!）是十分相似的。

!’! 大丫口金矿

大丫口金矿点位于大丫口断层"褶皱带中，该断

褶带由大丫口断层和新寨背斜组成，长度!5*+，金

矿点位于新寨背斜南翼，大丫口断层（断层#）走向

近东西，倾向北，在地表断层倾角较陡，约为%5&。6"
6’地震线从大丫口金矿以东穿过，在地震线偏移剖

面上（图#），大丫口断层和新寨背斜显示较好。虽然

大丫口断层在地表倾角较陡，但往深部断层产状迅

速变缓，为一低角度逆冲断层，也正是由于大丫口断

层低角度的逆冲作用，使得新寨背斜北翼龙潭组煤

系地层厚度明显增加，造成新寨背斜两翼地层厚度

极端的不协调。

大丫口金矿矿化体位于大丫口断层破碎带中，

呈透镜状和不规则状，矿体中挤压性构造如小型逆

冲断层，断层角砾岩等也比较发育，断层带横剖面具

有良好的分带性，在断层带两侧为断层泥或者片理

化碎裂岩，在断层带中部为断层角砾岩（郝家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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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灰家堡矿田地质"地震对比图（右图据王砚耕，#$$%资料修改）

&’大山"者相断褶带地震偏移剖面解释；(’紫木凼金矿)!勘探线剖面；地震剖面图（&）左侧纵坐标为地震波双程旅行时间，

右侧纵坐标为深度

*+,’! -.+/0+12.3/4/,.565,+1&60&7589:.;4+<+&(&5,56==.75/+9（3+,:90&705=+8+.=&89.3>&?,.9&6’，#$$%）

&’@?9.373.9&9+5?0&758/.+/0+10+,3&9+5?7358+6.，A&/:&?"B:.C+&?,8&469.=856=(.69；(’D.565,+1&6/.19+5?&65?,E5’)!.C7653&9+5?

6+?.589:.B+04=&?,,56==.75/+9；9:.6.89/1&6.58/.+/0+10+,3&9+5?7358+6.+/9F5"F&G93&2.69+0.58/.+/0+1F&2.，9:.3+,:9/1&6.+/

9:.=.79:8350/438&1.

图) 大丫口金矿地震偏移剖面解释图

左侧纵坐标为地震波双程旅行时间，右侧纵坐标为深度

*+,’) @?9.373.9&9+5?0&758/.+/0+10+,3&9+5?7358+6.+?9:.A&G&H54,56==.75/+9
I:.6.89/1&6.58/.+/0+10+,3&9+5?7358+6.+/9F5"F&G93&2.69+0.58/.+/0+1F&2.，9:.3+,:9/1&6.+/9:.=.79:8350/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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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堡金矿

"#"$地震线从泥堡金矿床以北的潘家庄通过。

偏移剖面显示马场断层#褶皱带浅部与泥堡金矿床

勘探资料揭示的构造特征（王砚耕等，%&&’）相似。

在地震偏移剖面上，马场断层#褶皱带特征十分突

出，泥堡背斜后翼（北西翼）倾角突变（膝折带）。马

场断层（断层!）位于泥堡背斜前翼（南东翼），断层

倾向北西，由数个岩层残片组成，造成上二叠统煤系

地层中地震反射杂乱。虽然下二叠统及石炭系地层

的地震波反射较差，但依然可以看到马场断层引起

的断面波（图’），由此判断马场断层带总体倾角较

陡，为高角度逆冲断层，这与灰家堡金矿田（见图(）

和大丫口金矿点（见图)）所发育的低角度逆冲断层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戈塘金矿

戈塘金矿因也同样具有层状和似层状特征而被

认为是层控矿床，并受地层界面和岩性的控制（杨科

伍，%&&(；王立全等，%&&*）。上二叠统“大厂层”和龙

潭组煤系地层间层间滑动特征明显，褶皱发育（图

+,），同时在矿床围岩石中发育向南东倾向延深(")
-的小型逆冲断层、构造角砾岩和节理（王砚耕等，

%&&’；何丰胜等，%&&.），说明戈塘金矿与挤压性构造

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号地震线从戈塘金矿床通过，在地震线偏

移剖面上，戈塘背斜北西翼海马谷断层（断层#）为

一倾向南东的逆断层，断层倾角相对较陡。在戈塘

背斜南东翼，还存在一条倾角极缓、倾向南东的逆断

层，即上河坝断层（断层$）。海马谷断层造成煤系

地层被明显错断，上河坝断层造成煤系地层和大厂

层被明显错断和重复（图+/），正是由于这两条断层

的逆冲作用，使得戈塘背斜核部发生层间滑动。

) 冲断#褶皱构造的形成因素

冲断#褶皱构造为挤压性构造，这种挤压收缩动

力学系统是岩层内因（物质基础）和外因（外力驱动）

相互作用的结果，内因主要为岩石能干性，外因为造

山带向盆地方向的挤压收缩作用。

"!$ 滑脱层和滑脱面

能干性较差的岩层如煤层、石膏层、泥岩和凝灰

岩等均可作为冲断#褶皱构造的滑脱层，黔西南中部

上二叠统主要滑脱层有以下两类。

茅口组第四段中“大厂层”凝灰岩：典型的“大厂

层”分布于贵州大厂锑矿田至云南老厂锑矿一线，可

图’ 泥堡金矿地质#地震对比图（右图引自王砚耕等，%&&’；陶平等，(00(）

/!马场断褶带地震偏移剖面解释，左侧纵坐标为地震波双程旅行时间，右侧纵坐标为计算的深度；,!泥堡金矿剖面

123!’ 4526-278596:635;<;327/<-/=;>?@5A2,/;3;<BB5=;62?（923@?-/=-;B2>25B/>?59C/D35?/<!，%&&’/DBE/;5?/<!，

(00(）

/!FD?59=95?/?2;D-/=;>6526-27-239/?2;D=9;>2<5;>G/7@/D3?@9:6?#>;<B6?9:7?:95，E@5<5>?67/<5;>6526-27-239/?2;D=9;>2<526?H;#H/I?9/85<

?2-5;>6526-27H/85，?@5923@?67/<526?@5B5=?@>9;-6:9>/75；,!J5;<;327/<657?2;D;>?@5A2,/;3;<BB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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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戈塘金矿地质"地震对比图（右图引自王砚耕等，#$$%资料）

&’戈塘金矿地震偏移剖面解释；(’戈塘金矿二龙口)号勘探线剖面

*+,’! -.+/0+12.3/4/,.565,+1&60&7589:.;.9&<,,56==.75/+9（&89.3>&<,.9&6’，#$$%）

&’?<9.373.9&9+5<0&758/.+/0+10+,3&9+5<7358+6.589:.;.9&<,,56==.75/+9，9:.6.89/1&6.58/.+/0+10+,3&9+5<7358+6.+/9@5"@&A93&2.69+0.

8/.+/0+1@&2.，9:.3+,:9/1&6.+/9:.=.79:8350/438&1.；(’;.565,+1&6/.19+5<&65<,B5’).C7653&9+5<6+<.58D365<,E54+<9:.;.9&<,,56==.75/+9

分为)段，第一和第二段为不同砾径的凝灰质角砾

岩、角砾岩，岩石硅化强烈；第三段为凝灰岩。花鱼井

断层以西和青山镇断层以东，第一、二段很薄或缺失，

主要以凝灰岩为主，厚度$!%!0（陶平等，FGGF）。

龙潭组煤系地层：上二叠统龙潭组为煤系地层，

主要由黑色泥岩、粉砂岩夹煤层和煤线组成，厚度

FGG!)GG0。而在贞丰相变线以东和隆林一带，潮

坪相煤系地层相变为颗粒滩相吴家坪组灰岩和台盆

相黑色泥岩。

本区位于峨眉山玄武岩前锋带，缺失喷溢相峨

眉山玄武岩，“大厂层”凝灰岩与龙潭组煤系地层直

接接触，两层滑脱层合而为一。此外，东吴运动形成

的高岭土层也是较好的滑脱层，如在晴隆锑矿床东

吴面上多处可见风化成因的高岭土层，长度近几十

米，厚度数十厘米。

!’" 冲断"褶皱构造形成的动力学背景

黔西南中部冲断"褶皱带与八布"H:4B,4洋的

闭合有着密切的联系。海西期中期，八布"H:4B,4
洋开始形成，在二叠纪洋壳开始向北东方向消减，并

形成火山弧，由于微型陆块（海台）被刮消，洋盆不断

地被火山"沉积楔填满，形成增生楔，晚三叠世湘桂

地块与增生楔发生碰撞，后者仰冲于前者之上（吴根

耀，FGG#；马力等，FGG%），形成了十分壮观的多方向

前陆冲断"褶皱带，其宽度可达)GGE0，右江断裂和

垭（都）"紫（云）"罗（甸）断裂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毛健

全等，#$$G；吴根耀，FGG#）。

黔西南中部及相邻地区以北东向和北西向为主

的构造格局具有复杂的动力学背景，首先与先存的

伸展构造有关（夏文臣等，#$$!；刘特民等，FGG#；杜

远生等，FGG$），在泥盆纪至中三叠世，本区以伸展构

造为主，形成了一些北西向断裂（如垭"紫"罗断裂和

猪场"上寨断层）和大量的北东向和近南北向伸展性

断层，在印支晚期挤压背景下，有些断层性质发生了

反转，在浅部为逆断层性质，但在深部还残留有正断

层性质，这在穿越黔西南中部的 IJ剖面上是十分

常见的，在地震剖面上也有强烈的反映（胡煜昭，

FG##）；第二，与印支期不同位置不同延伸方向的古

特提斯洋先后关闭有关，先是走向北西的西段洋盆

（中越交界的八布"H:4"B,4洋及越北香葩岛"海南屯

昌一带的洋盆）的关闭，形成北西向冲断"褶皱带（吴

根耀，FGG#；马力等，FGG%），黔西南中部发育的K排

倾向南西的北西向逆冲断层反映了自南西向北东的

挤压。之后是北东向的东段（海南屯昌"福建长乐）

发生碰撞型造山，在黔西南中部形成北东向冲断"褶

皱构造（吴根耀，FGG#；马力等，FGG%），断层可能继承

早期正断层的倾向，因此北东向逆冲断层无倾向优

势，既有向北西方向倾斜的，也有向南东方向倾斜

的，常常形成对冲或背冲构造。不同方向构造形成

#FL第)G卷 第!期 胡煜昭等：印支晚期冲断"褶皱活动在黔西南中部卡林型金矿成矿中的作用

 
 

 

 
 

 
 

 



 
 

 

 
 

 
 

 



沉积盆地中的古隆起是改造型矿床的重要控制

因素，在其他沉积盆地中也有类似现象，如楚雄盆地

砂岩铜矿床和塔里木盆地乌拉根铅锌矿床也分布于

古隆起之上（李长青，!""#；祝新友等，!"$"），这说明

古隆起是成矿流体运移的重要指向。黔西南中部古

隆起可能对卡林型金矿具有初步的富集作用。晴隆

锑矿深部东吴不整合面之上存在古隆起，锑矿体主

要分布于古隆起之上披覆背斜核部和两翼，并受北

东向张性断层的控制，逆冲断层不发育，这些张性断

层仅切割“大厂层”及相邻地层，向上的玄武岩组和

龙潭组没有被错断!，其形成时间较可能为海西期。

晴隆锑矿床的锑矿体局部!（%&）可达"’(()／*，说

明在伸展背景下，上覆地层的静压力促使盆地成矿

流体已经向披覆背斜核部方向发生了运移，并发生

初步富集。在黔西南东部的金牙金矿和烂泥沟金矿

同样也发生了金的初始富集，其形成年龄为!+",-
（胡瑞忠等，$../）。

!0" 冲断1褶皱活动是金矿形成的关键

黔西南中部金矿均位于冲断1褶皱构造中，而且

随着挤压构造应力增强，金矿规模似乎有增大的趋

势。如晴隆锑矿床以伸展构造为主，挤压构造很少，

仅在三望坪#号勘探线钻遇到一条小型逆断层，锑

矿床中未发现工业金矿体!。高角度逆冲断层伴生

的层间破碎带中金矿床规模不大，一般为中到小型

矿床，而低角度逆冲断层中矿体规模较大，如大山1
者相构造带中的水银洞为超大型矿床，紫木凼和太

平洞为大型矿床。

成矿流体的锶同位素、稀土元素和常量元素特

征比值共同表明，台地上（黔西南中部）低温成矿流

体与盆地内（黔西南东部）低温成矿流体相似，成因

上具有密切联系，可能属于同源流体，成矿流体自盆

地向台地方向运移（2-3)4*-50，!""6）。在黔西南

中部，逆冲作用一方面驱动盆地流体自南而北，自东

而西沿东吴不整合面向古隆起方向运移，另一方面

对古隆起进行变形改造，在古隆起的之上形成冲断1
褶皱构造。冲断1褶皱构造成为盆地流体释压泄流

的主要通道，也是盆地流体的构造圈闭和重要的聚

矿场所（方维萱等，!""+）。

黔西南地区卡林型金矿同位素成矿年龄跨度较

大，可能是不同测试方法所致（74*4894*-50，!"":），

导致了成矿年龄不能与成矿构造的形成时代很好的

结合起来，如金牙金矿和烂泥沟金矿的多种定年方

法揭示，金成矿年龄约为$#"":/,-（胡瑞忠等，

$../），泥堡金矿成矿;<1=8年龄为（$#!>$"）,-，相

当于晚侏罗世（刘平等，!""+），戈塘铅同位素年龄为

$"",-（李文亢等，$.(.），利用石英顺磁共振测得水

银洞金矿成矿年龄为+""(",-（刘建中等，!""+），

利用=?1@A法测得水银洞金矿成矿年龄值为（$6#
>6）,-和（$6+>6）,-（=&4*-50，!"".）。;41B9同

位素测年是发展较快的测年方法，除广泛应用于辉

钼矿定年外，近年来也用于黄铁矿的定年。烂泥沟

金矿载金矿物含砷黄铁矿;41B9年龄为（$.6>$6）

,-，大致为印支晚期至燕山早期（陈懋弘等，!"":），

这个年龄与黔西南金矿成矿的挤压收缩构造背景有

较好的对应，对解释黔西南地区金矿成因具有重要

的参考意义。

/ 黔西南中部卡林型金矿找矿方向

尽管黔西南中部卡林型金矿与地层（曹鸿水，

$..$；王立全等，$..(；陶平等，!""/）、深部岩浆（刘

显凡等，$..+；朱赖民等，$..:；C-3)4*-50，!""(；=&
4*-50，!"".）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工业矿体主要受

冲断1褶 皱 或 者 逆 冲 推 覆 构 造 的 控 制（毛 健 全 等，

$.."；王 砚 耕 等，$..#；何 丰 胜 等，$..:；杜 定 全，

$...），矿体或者产于逆冲断层间，或者产于逆冲断

层所诱发的层间滑动带中。因此，基于冲断1褶皱构

造的成矿预测在找矿勘探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前已述及，断层控制型金矿规模较大，因此对这

类矿床的预测应是勘探的重点。在黔西南中部北西

向+排断层1褶皱带中（见图$），猪场上寨断层1褶皱

带具有明显的剩余重力负异常，说明猪场1上寨断层

已向下延伸至盆地基底（胡煜昭，!"$$），属基底卷入

构造。而其他/条断层1褶皱带均位于古隆起之上，

地表构造特征也较为相似，地震资料显示一些断层1
褶皱带具有盖层滑脱构造的特征。兴仁和新屯断层

1褶皱带中含矿地层（二叠系煤系地层）未出露地表，

埋藏深度可能较大。大山1者相、贞丰和大丫口6条

断层1褶皱带中的含矿地层已经出露至地表，是找矿

勘探最为现实的构造带。

! 胡煜昭，方维萱，刘玉平，等0!"$"0贵州省晴隆县晴隆锑矿接替资源勘查（普查）报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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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丰断层!褶皱带由贞丰背斜及其北东翼的核

桃树断层组成，背斜两翼产状明显不对称，北东翼较

陡，倾角约"#!$%&，南西翼倾角平缓约%&。在’()#
万高精度航磁资料上，贞丰断褶带与大山!者相断褶

带十分相似，均以大片负磁场为背景和异常走向线

呈线型展布为特征（刘远辉，)##%），这预示着贞丰断

褶带与大山!者相断褶带具有相似的冲断!褶皱特征。

核桃树断层虽然在地表倾角达*#!+#&，但在深部可

能沿着东吴不整合面!“大厂层”凝灰岩!龙潭组煤系

地层间滑脱。加之，龙潭组已经在贞丰背斜核部出

露，表明核桃树断层变缓部分埋深不大，勘探深度适

中，,-、,.、/、01等元素化学异常显著（刘远辉，

)##%），并有金矿化出现，应是找矿重点靶区。

大丫口金矿北西方向深部同样存在北倾的低角

度逆冲断层（见图"），该断层造成煤系地层厚度明显

增加，与灰家堡金矿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现今埋

深约为%##!*##2，也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尽管

已经在大山!者相断层!褶皱带发现很多金矿床，但从

地震剖面分析，该构造带还具有一定的找矿潜力，如

者相镇以南的地震剖面显示，煤系地层因断层的逆

冲作用而重复和厚度增加，构造作用强度较大，该处

含矿地层（煤系地层）现今深度介于’$##!)###2
之间，是深部勘探的重要领域。

* 结 论

（’）黔西南中部卡林型金矿床受冲断!褶皱构造

和古隆起控制。古隆起形成于早古生代晚期，在泥

盆纪至中三叠世的伸展环境中长期存在，而冲断!褶

皱构造是印支晚期华南古特提斯洋持续闭合的产

物，首先是北西向冲断!褶皱构造的形成，然后形成

北东向构造。

（)）按照卡林型金矿床在冲断!褶皱构造中的空

间位置，可将矿床分为断层控制型和断层伴生型，前

者由于构造动力较强，常常造成煤系地层厚度成倍

增加，成为大型、超大型金矿的重要赋存构造。

（"）地震勘探在黔西南中部能够取得品质较高

的资料，这在卡林型金矿构造研究和勘探中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对今后该类矿床预测方法的选择也具

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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