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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威宁—水城地区铁多金属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宋焕霞1 赵世煌1 陶奕冶1 张明翠1 郭瑞芬1 李再勇2

( 1．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2． 贵州省地矿局 113 地质大队)

摘 要 结合相关地质工作成果，对贵州威宁—水城地区铁多金属矿区域地质背景、矿床地质

特征、矿石类型、共伴生矿产及富集规律进行了详细分析，并进一步讨论了找矿方向。研究表明:①
矿区中峨眉山玄武岩顶部经过风化剥蚀、沉积后，再经过一定的成矿作用可能形成一些有用矿产，

故峨眉山玄武岩顶部为赋矿有利地段;②峨眉山玄武岩第三段( βP3 ) 顶部褐红、暗红色铁质( 含铁

质) 黏土岩、鲕豆状铁质黏土岩、铁质凝灰质黏土岩、含铁质角砾黏土岩为有利找矿标志; ③区内铁

多金属矿床成矿与峨眉山玄武岩浆的喷溢活动密切相关，峨眉山玄武岩浆的喷溢活动对铁多金属

矿床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来源和古地貌环境; ④居乐—黑石靶区、喇河靶区、金斗靶区和二塘

中寨靶区为矿区值得进一步工作的找矿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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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the Fe-polymetallic Deposit
in Weining-Shuicheng Ｒegion，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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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eological Information Centre，Ministry of Land and Ｒesource; 2． 113 Geological Team，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Guizhou Province)

Abstract Based on some related geological and exploration results of the Fe-polymetallic deposit in
Weining-Shuicheng Ｒegion，the regional geological background，deposit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ore
types，symbiotic minerals and associated minerals and theirs enrichment regularities are analyzed in de-
tail，besides that，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the region is also discussed．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①after
the weathering erosion and deposition of the top of Emeishan basalt，some useful minerals maybe formed
after a certain mineralization，so the tope of Emeishan basalt maybe the ore-hosting favorable segment;②
the iron ( containing iron) claystone，oolite iron claystone，iron and tuff claystone，claystone containing i-
ron and breccia with brown and dark red colors of the top of Emeishan basalt third section ( βP3 ) can be
regarded as the favorable prospecting indicators of the mining area;③the formation of the Fe-polymetallic
deposit in Weining-Shuicheng Ｒeg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eruption activities of Emeishan basaltic magma，

the favorable metallogenic material and palaeogeomorphic environment of the formation of Fe-polymetallic
in the Weining-Shuicheng Ｒegion are provided by the eruption activities of Emeishan basaltic magma;④
the favorable prospecting target areas are Jule-Heishi target area，Lahe target area，Jindou target area，Er-
tangzhongzhai target area． The above analysis results related to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
ting direction of the Fe-polymetallic deposit in Weining-Shuicheng Ｒegion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further conducting prospecting and exploration works in the area and its adjacent areas．

Keywords Fe-polymetallic deposit，Ｒegional geological background，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Ore
type，Prospecting indicator，Prospecting target area

贵州威宁—水城铁多金属矿位于攀西—黔中化

工有色矿产资源集中区，也是贵州省铅锌银铁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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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集中分布区。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特提

斯—喜马拉雅与滨太平洋两大巨型构造域的结合部

位，即位于 NW 向紫云—垭都深大断裂和 NE 向弥

勒—师宗深大断裂带、NNE 向小江深大断裂所挟持

的三角形地带内。中晚元古代和古生代，云贵地区

在大地构造上处于上扬子板块西南缘。1959 年对

前期煤炭勘察 ZK401 ～ ZK3802 等 37 个钻孔岩芯进

行了系统补采化学样 315 件，并进行了系统测试分

析，发现威宁—二塘上二叠系榕峰煤系底部赋存有

铁矿 床，经 进 一 步 工 作，提 交 了 铁 矿 资 源 储 量

1 811． 83 万 t［1］。2000 年开展的铜矿普查工作对该

区的成矿潜力给予了否定评价。2008 年通过对铜

矿普查工作所取得地质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尤其

对 2000—2012 年开展的铜矿普查工 作 所 保 存 的

ZK001、ZK801、ZK802、ZK1601 等 4 个钻孔岩芯 40
件化学样品及 350 件附样等实物资料的重新测试分

析，发现该区成矿潜力较大，认为在矿区中峨眉山玄

武岩顶部经过风化剥蚀、沉积后，再经过一定的成矿

作用有可能形成一些有用矿产，发现了产于峨眉山

玄武岩顶部有可能形成富矿的有利地段，于 2013 年

提交了铁矿总资源量 23 425. 69 万 t，探明总资源储

量 2260. 72 万 t，取得了新的找矿突破［1］。本研究结

合上述成果，通过对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进行

详细分析，为该区进一步开展找矿勘探工作提供可

靠依据。
1 区域地质背景
1． 1 地 层

贵州—水城地区区域地层属于上扬子地层分

区、黔北及黔西北地层小区。区内出露下震旦统灯

影组—第四系地层，以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地层

最发 育，分 布 范 围 广，其 余 出 露 的 地 层 仅 零 星 分

布［1］。铁多金属矿区内主要出露的地层有震旦系

灯影组( Z2-∈1dy) ，寒武系清虚洞组( ∈1q) ，泥盆系

独山 组 ( D2d ) 、望 城 坡 组 ( D3w ) ，石 炭 系 大 埔 组

( C2d) 、威宁组( C1-2w) ，二叠系梁山组( P2 l) 、栖霞组

( P2q) 、茅口组( P2m) 、峨眉山玄武岩组( βP) 、宣威

组( P3x) 、龙潭组( P3 l) ; 三叠系飞仙关组( T1 f) 、嘉陵

江组( T1 j) 、关岭组( T2g) 、二桥组 ( T3e ) 和第四系

( Q) 。含矿岩系( Fe-Al 岩系) 位于峨眉山玄武岩组

顶部与宣威组( P3x) 、龙潭组( P3 l) 底部之间［1-4］。
矿区内大面积出露有峨眉山玄武岩［5-10］，其下

伏地层为中二叠统茅口组碳酸盐岩，上覆地层为上

二叠统宣威组含煤碎屑岩，其中峨眉山玄武岩出露

面积达 2 000 km2，约占威宁地区总面积的 20%，厚

度一般为 300 ～ 850 m，最厚达 1 249 m。研究区峨

眉山玄武岩以大陆溢流为主体，其顶底具有暴发相，

中间有陆相沉积夹层。玄武岩总体呈西厚东薄的舌

形展布，具有多旋回特征，岩性以拉斑玄武岩、玄武

质熔岩、沉凝灰岩、火山碎屑岩、集块岩为主。玄武

岩具有 2 ～ 3 个大的喷溢旋回，具有十数个喷发层，

各喷发层之间的断面产出有凝灰岩类火山碎屑岩，

该类岩石 Cu、Fe、Ti、ＲEE、PGE 等背景值高于玄武

质熔岩。玄武岩为高铁钛、低镁碱性度偏高的碱钙

性拉斑玄武岩，具有较高的分异和同化混染程度。
二叠纪玄武岩的元素地球化学主要待征为高度富集

不相容微量元素，特别是稀土元素、Ti ( 含量大于

5% ) 、F，Ｒb、Sr、K、U、Th 等含量高，贫 Mg、Ca、Cr 和

Ni，形成了铁多金属矿床成矿最为有利的地质地球

化学背景［10-13］。
1． 2 构 造

区域大地构造位于特提斯—喜马拉雅与滨太平

洋构造域的结合部位，在中晚元古代、古生代，云贵

地区在大地构造上处于上扬子板块西南缘。该区在

晚古生代则属于中国南方板块的一部分，盆地类型

主要属于二叠纪扬子克拉通盆地。铁多金属矿区区

域构造上属于上扬子准地台黔北台隆六盘水断陷威

宁 NW 向构造变形区，矿区构造以 NE、NW 向断裂、
褶皱发育为特点，向斜与背斜相间排列。区内褶皱

构造自西向东主要有哲觉—小米地区发育的 NE 向

哲觉向斜及其次级背向斜构造。
由于燕山期小江深大断裂带的左行走滑运动，

在滇东北—黔西北地区由南至北形成和强化了寻

甸—宣威、东川—镇雄、会泽—彝良、鲁甸—盐津、巧
家—永善等 5 个 NE 向构造成矿带，主要由 NE 向褶

皱群和压扭性断裂组成，并有与之垂直的 NW 向张

( 扭) 性断裂，形成了左列式“多字型”构造。在东

川—镇雄、会泽—彝良 2 个构造成矿北东段，褶皱、
断裂发育，在一些 NE、NW 向向斜中保存的二叠系

峨眉山玄武岩出露范围内广泛分布有铁、铜及钛、稀
土、铂、钯、钴等矿点［1］。与研究区铁多金属矿关系

密切的构造主要为一系列向斜构造，矿区各期次断

裂构造对其成矿关系不大。
2 矿床地质特征
2． 1 含矿岩系组合特征

( 1) 含矿岩系岩性组合。矿区含矿岩系岩性组

合主要为 Fe-Al 岩系，广泛出露于宣威组底部。矿

区含铁岩系岩性组合较简单，垂向上总厚度一般为

3 ～ 15 m，最厚可达 50 m，与下伏峨眉山玄武岩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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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整合接触。Fe-Al 岩系可分为上下两个含矿层:

下含矿层主要富集铁、铜、钛，岩性主要由褐红、暗红

色铁质( 含铁质) 黏土岩、鲕豆状铁质黏土岩、铁质

凝灰质黏土岩、含铁质角砾黏土岩组成，厚度 0. 5 ～
15 m，陆相发育较好，海相发育较差; 上含含矿层主

要富集稀土元素，岩性主要为灰白—深灰色黏土岩，

局部夹薄层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一般厚 0. 5 ～
2 m，最厚达 10 m，常伴有植物化石。

( 2) 含矿岩系顶板为宣威组第一段。岩性主要

为灰黑、灰褐色细粉砂岩、泥质粉砂岩、粉砂质黏土岩

夹簿层碳质泥岩及根土岩，局部夹褐铁矿结核，厚度

110 ～115 m。其中，在上部的褐红、暗红色铁质( 含铁

质) 黏土岩、鲕豆状铁质黏土岩、铁质凝灰质黏土岩、
含铁质角砾黏土岩中，发育有 0. 5 ～ 15 m 厚的铁多金

属矿体，该层中铁矿石 TFe 含量一般 25% ～ 30. 4%，

最高达 45% ; 稀土含量 0. 025% ～ 0. 145 4%，最高达

0. 234 0% ; Sc 含量( 30 ～ 78) × 10 －6。矿体厚度一般

为 0. 55 ～ 2. 51 m，平 均 1. 89 m，最 厚 达 7. 93 m
( ZK517-1 钻孔) 。在矿区中部的灰色、深灰色薄—中

厚层状玄武质中—细砂岩、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

中，发育有厚 0 ～ 1. 2 m 的豆状、鲕状褐铁矿，矿石品

位较 低，TFe 含 量 一 般 为 15% ～ 20%，局 部 可 达

29. 68% ～ 38. 38% ( CTC68 工程: TFe 含量 38. 38%，

矿体厚度 0. 48 m; CZK2201 工程: TFe 含量 29. 68%、
矿体厚度 0. 43 m) 。在灰白—深灰色黏土岩中，还发

育一厚 0. 5 ～2 m、最厚达 10 m 的矿层，该层主要富集

稀土、铌、钪，局部富集铁、铜矿，稀土总量 0. 03% ～
0. 32%，Sc 含量( 25 ～ 67) × 10 －6，该层中局部见有黄

铜矿，其中香炉山勘查区 ZK801 钻孔资料显示 Cu 含

量一般为 0. 108% ～1. 17%［1］。
( 3) 含矿岩系底板为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三段。

为矿区主要的含矿层位，主要由紫红色、杂色层纹状

铁质凝灰岩、紫红色层纹状铁质凝灰岩、深灰色块状

玄武岩，夹紫红色凝灰岩组成。其中发育的紫红色、
杂色层纹状铁质凝灰岩在局部变为豆鲕状层纹状质

软低品位铁矿，TFe 含量 15% ～ 24%，该层分布稳

定，厚 2. 0 ～ 4. 0 m。
2． 2 矿体特征

( 1) Ⅰ#含铁矿层。发育于Ⅱ#含铁矿层上，两个

矿层间距 1. 15 ～ 4. 2 m。矿体规模较小，厚度极不

稳定，一般厚度 0. 2 ～ 1. 2 m，在倾向、走向上常尖

灭，连续性差，两个含矿层多互为消长关系。仅在理

可、长梁子、段家梁子、剪角冲及哈喇河一带零星见

该含矿层，矿体连续长一般为 50 ～ 250 m。矿石品

位较 低，TFe 含 量 一 般 为 15% ～ 20%，局 部 可 达

29. 68% ～38. 38% ( CTC68 工程 TFe 含量 38. 38%、
矿体厚度 0. 48 m; CZK2201 工程 TFe 含量 29. 68%、
矿体厚度 0. 43 m) ，矿体产状 320° ～ 10°∠4° ～ 15°，

与上覆宣威组地层产状基本一致。
( 2) Ⅱ#含铁矿层。为矿区主要含矿层，主要赋

存于含矿岩系下部。其含矿岩系主要为褐红—暗红

色鲕豆状铁质黏土岩、铁质( 含铁质) 黏土岩、含铁

质角砾黏土岩和铁质凝灰质黏土岩等。根据矿体的

空间分布情况和含矿层的连续性，Ⅱ# 含铁矿层中，

产于哲觉勘查区、香炉山勘查区的Ⅰ# 矿体规模最

大，品质最好，矿体产状与上覆宣威组地层产状基本

一致，产状 320° ～ 350°∠4° ～ 15°。
2． 3 矿石类型及共伴生矿产

铁钛等元素主要发育于含矿岩系底部铁含矿层

内，经采样分析、岩矿鉴定，并重点采用电子探针微

区分析、X 射线衍射等手段，对矿区多金属低品位铁

矿物质组成进行了测试分析，矿石中 Fe 含量平均

25% ～31%，但不同地层中存在较大差异。铁在浅

部以褐铁矿为主，深部则多为赤铁矿，仅有微量铁存

在于钛铁矿、铬铁矿等含铁的其他氧化物或硫化物

中。矿区褐铁矿的存在形式: 呈细分散状以胶结物

的形式存在，或呈不定形胶状混染火山碎屑，主要分

布于铁矿化相对较弱的凝灰岩以及其他火山碎屑岩

中; 另一种为主要存在形式，以大小不等的团块状、
豆状等形式存在［14］。区内与铁矿共( 伴) 生的矿产

主要为钪、稀土等，与铁矿体关系属于同体共生和异

体共生两种。共( 伴) 生矿产有一定的规律，即在哲

觉勘查区主要为钪、稀土，在炉山勘查区则主要为

钛、钪、稀土。研究区内铌含量较高，钪、稀土元素含

量大都达到评价指标要求。
3 找矿方向

区内峨眉山玄武岩覆盖面广，厚度巨大，其中铁

多金属矿主要赋存于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三段( βP3 )

与宣威组底部之间的含矿岩系( Fe-Al 岩系) 地层中，

该含矿岩系层位稳定，含矿岩系厚度、延伸均较稳定，

为区内寻找该类型铁矿的重要找矿目标层位。故区

内有利找矿标志为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三段( βP3 ) 顶

部褐红、暗红色铁质( 含铁质) 黏土岩、鲕豆状铁质黏

土岩、铁质凝灰质黏土岩、含铁质角砾黏土岩。
根据成矿地质背景、成矿地质条件、矿床地质地

球化学特征，以及成矿的“源—运—聚”地球化学过

程的综合分析成果，认为峨眉山玄武岩浆的喷溢活动

为区内铁多金属矿成矿提供了良好( 下转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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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28 页) 的物质来源和古地貌环境。目前区

内已发现的铁多金属矿体大体分布于火山高地与火

山洼地过渡带的黏土岩层中，由此可见，峨眉山玄武

岩浆的喷溢活动与矿区铁多金属矿床成矿具有密切

关系。
居乐—黑石靶区、喇河靶区、金斗靶区和二塘中

寨靶区为矿区有利找矿靶区，建议进一步开展工作，

以寻求找矿突破。
4 结 语

结合贵州威宁—水城地区铁多金属矿找矿勘查

成果，分析了该矿床地质特征、找矿标志，并圈定了

找矿靶区，对于该区及其邻区进一步开展铁多金属

矿找矿勘探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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