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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西部地区宣威组地层沉积物源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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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二叠纪宣威组地层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包括四川南部、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地区。宣威组由

谢家荣所创的“宣威煤系”演变而来。根据前人研究，宣威组地层中的 Nb、Ta、Ga、REEs 等元素均有较

高程度的富集，但成矿规律不明确、赋存状态不清晰导致无法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所以对宣威组物源的探

究对弄清元素富集和成矿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贵州西部位于扬子板块的西缘，在宣威组沉积早期属于被动大陆边缘的海陆交互相沉积体系。后由于

地幔柱的作用导致地幔的大范围隆起，随之大面积的溢流玄武岩喷发形成峨眉山大火山岩省。所以，在宣

威组沉积的晚期属于陆源碎屑供给的冲积扇型沉积模式，峨眉山玄武岩成为了宣威组地层的重要物源。但

局部的宣威组中大量的出现石英暂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我们共在贵州西部地区采集 6 个剖面、73 个样品。根据 Roser and Korsch (1988) 建立的主量元素判断

对砂岩-泥岩的物源示踪图解可以看出，有 35 个样品落在铁镁质火成岩物源区，并且宣威组沉积岩中出现

大量的钠长石残余以及经历了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交代假象的斜长石可以证明峨眉山玄武岩是宣威组的一

个重要的物源。32 个样品投点在石英沉积岩源区，根据晚二叠纪时期扬子板块的构造运动背景和地层层序

的分析，峨眉山玄武岩下部的茅口组、栖霞组和梁山组地层是最为合适的物源区。从风化条件上讲，峨眉

山玄武岩的喷发伴随着地壳的大规模隆起，加之二叠纪时期扬子板块处于低纬度地区，风化剥蚀的速率较

高。从岩性的角度上讲，茅口组和栖霞组均存在较厚的硅质灰岩和燧石灰岩，而梁山组则以石英砂岩为主，

石英的抗风化能力较强，所以在风化过程中石英得以保留，从而搬运沉积，这可以解释石英在宣威组地层

中富集的问题。另外，根据峨眉山玄武岩喷发地区的茅口组等厚线可以看出，峨眉山大火山岩省的中心地

区（宾川、会理）的茅口组已经被大量剥蚀，甚至在米易地区的茅口组和栖霞组已经全部被剥蚀。这说明

在大火山岩省的中心地区很大范围内栖霞组和梁山组已经被剥蚀，这部分风化产物随着冲积扇沉积体系从

扇尖向下搬运，到达冲积平原地区，由于水动力的下降以及坡度的减缓，使得较大颗粒的石英和玄武岩风

化残余物质在冲积平原处沉积。宣威组砂岩中磨圆性较好的石英可以证明它们经历了较长距离的搬运。仅

有 6 个样品投点在中酸性火成岩源区，说明峨眉山玄武岩后期伴生的中酸性火成岩是宣威组的一个次要物

源。这也是宣威组地层中石英的一个重要来源。与此同时，扬子板块处于一个古陆边缘的海陆交互相的沉

积体系，所以海相碎屑物质在宣威组中也有出现。 

综上所述，宣威组地层有四个沉积物源：峨眉山玄武岩的风化碎屑和下覆地层（茅口组、栖霞组和梁

山组）是其两个主要物源，峨眉山大火山岩省后期的中酸性火成岩和海相碎屑为宣威组的两个次要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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