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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下寒武统黑色岩系广泛分布在扬子地块东南缘，横向延伸 1600km 左右，在其底部发育一套富集

Ni、Mo、V、U、Ba、PGE 等元素的多金属层（Xu et al., 2021）。围绕该多金属层的物质来源问题目前有两

种主流观点：海水成因说（Xu et al., 2021）和热水成因说（Han et al., 2018）。海水的氧化还原条件及有机质

对金属元素的富集有重要影响（Murowchick et al., 1994；Han et al., 2018），而早寒武世扬子地块的海水氧化

还原结构较为复杂（Li et al., 2010）。近年研究表明不同金属元素受到不同来源物质的贡献（Fan et al., 2020），
且钼镍矿和钒矿在成矿年代上是等时的，但空间上是有差异的（Xu et al., 2021）。相对于研究较为成熟的钼

镍金属层而言，关于钒金属层的研究较少，因此，探究钒成矿物质来源，阐释钒富集与环境条件、有机质

等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多金属层之间的成矿时空关联、差异化富集等仍有待深入。 
黔东南三穗钒矿是扬子板块东南缘下寒武统黑色岩系型多金属矿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沉积学和

元素地球化学研究结果表明：1)三穗钒矿含矿岩系以黑色炭质泥岩为主，次为硅质泥岩。赋矿地层主要为早

寒武世九门冲组，次为留茶坡组；2）三穗钒矿区存在一层 5-10cm 厚的火山灰层，是研究区存在过热液活

动的直接证据，同时 LgU-LgTh 关系图解及 U/Th 值、Y/Ho 值也一致指示出明显的热水沉积信号。在九门冲

组钒富集层（7233ug/g）处，Al2O3值（18.83%）和 Mo 浓度（89.3ug/g）也达到最高值，这说明了陆源碎屑

输入的贡献（得到富集层处~0 的 Hg-MIF 信号支持），因此研究区钒矿成矿物质具有多来源特征；3）Mo-TOC
二元图解表明研究区位于极度受限的盆地环境，Mo-U 富集系数二元图解及相关氧化还原敏感参数显示研究

区在纵向上存在氧化还原环境动荡，但整体还是以还原缺氧环境为主，尤其在钒富集层位。另外，钒浓度

与 TOC 有良好的相关性，扫描电镜图谱显示钒主要赋存在伊利石等粘土矿物中。故此，局限盆地内发育的

缺氧环境为钒的富集成矿创造了有利条件，有机质的吸附作用进一步对钒的富集起到促进作用。另外，我

们认为不同地质构架导致差异化的陆源碎屑输入，不同金属对于不同成矿物源端元提供成矿来源的物质占

比是不同的，由此产生了成矿在空间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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