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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北金沙岩孔矿床形成时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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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寒武世梅树村期是我国重要的磷矿期，发育上下两层磷块岩，已在云南昆阳和贵州织金地区发现一

系列大型-超大型磷矿床(朱日祥等, 2009; Yang et al., 2022;邢介奇等, 2022)。这些磷矿中富集 U、Mo、V、Ni
和 REE+Y 等多种关键金属元素，部分已达工业品位标准，可以作为磷块岩型铀矿(如岩孔铀矿床)和磷块岩

型稀土矿(如织金磷矿)资源(漆富成等,2018;李治兴等, 2020; 王琼等, 2022; 邢介奇等, 2022)，综合利用潜力巨

大。金沙岩孔矿床位于黔北岩孔背斜北西翼，平均厚度为 0.92m，铀平均品位 590ppm~1700ppm 之间，已达

工业利用开发所需品位，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磷块岩型铀矿床(张维乾等, 2018; 李治兴等, 2020)。 
前人研究表明岩孔矿床产于灯影组白云岩和牛蹄塘组碳质页岩之间，推测其形成时代介于晚震旦世-早

寒武世(张维乾等, 2018)。我们在野外考察中发现岩孔矿床磷块岩之上发育一层厚约 15cm 的凝灰岩，与磷块

岩呈假整合接触。本文对这层凝灰岩开展 La-ICP-MS 锆石 U-Pb 定年分析，并和前人研究结果进行对比，进

而揭示岩孔矿床的形成时代。 
岩孔矿床凝灰岩中锆石多为无色或浅黄褐色，碎斑状，长度在 20~100μm 之间，长宽 1:1 到 3:1 之间。

阴极发光图像显示锆石具有明显生长环带，属于典型岩浆锆石的特征(Hoskin and Black, 2000)。La-ICP-MS
分析表明这些锆石的微量元素变化较大，U 含量为 64.6~719 ppm，Th 含量为 7.1~77.2ppm，Th/U 比值为

0.55~0.69，大于变质锆石的 Th/U 比值(<0.1)，也表明它们是岩浆锆石(Williams et al., 1996; Corfuet al., 2003)。
谐和年龄为 538 ± 4 Ma (MSWD = 0.81, 2σ)，206Pb/238U 加权平均年龄为 539 ± 3 Ma (MSWD = 1.02, 2σ)，两者

在误差范围内完全一致，可以代表凝灰岩的沉积时代。凝灰岩出露于磷块岩之上，表明岩孔矿床形成时代

不早于 539 ± 3 Ma。 
云南梅树村剖面自下而上包括灯影组、渔户村组(相当于灯影组)和黑林铺组(相当于牛蹄塘组)，曾作为

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的 GSSP 候选获选剖面，常作为区域地层对比剖面(Yang et al., 2022)。其中渔户村组岩

性自下而上包括：小歪头山段白云岩、中谊村段下磷矿层、中谊村段凝灰岩层(Bed 5)、中谊村段上磷矿层

和中谊村段凝灰岩层(Bed 9)，其上为黑林铺组黑色富有机质粉砂岩(朱日祥等, 2009; Yang et al., 2022)。这些

岩性变化特征与岩孔矿床相似，可以作为对比。 
本次研究获得岩孔矿床凝灰岩形成时代为 539 ± 3 Ma，与梅树村剖面 Bed 5 凝灰岩 SIMS 锆石 U-Pb 年

龄在误差范围内一致(533.2 ± 3.8 Ma;Yang et al., 2022)，表明岩孔矿床磷块岩属于下磷矿层。前人 SIMS 锆石

U-Pb 定年结果显示梅树村剖面灯影组九城段凝灰岩形成于 546.3 ± 2.7 Ma(Yang et al., 2016)，暗示该剖面下

磷矿层形成时代介于 546.3±2.7 Ma 到 533.2 ± 3.8 Ma 之间。岩孔矿床岩性变化特征与梅树村剖面非常相似，

结合本次凝灰岩锆石定年结果，表明岩孔矿床形成时代介于 546.3±2.7 Ma 到 539 ± 3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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