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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地台早寒武世梅树村期和晚震旦纪陡山沱期是我国重要的成磷期。而其中梅树村期含磷岩系以高

稀土含磷为重要特点（张杰等，2007；谢宏等，2012）。梅树村期海相沉积的磷块岩广泛分布于华南地区，

在贵州范围内，贵州织金磷矿区是梅树村期成磷的典型代表。织金磷矿位于黔西南地区，矿区处于扬子地

块西缘，“黔中隆起”西南端。织金新华磷矿是一个超大型磷、稀土矿床，探明矿石储量 13.48×108 t，稀

土氧化物储量 144.6×104 t，以富集稀土元素钇为主要特征（刘家仁，1999）。由于其成磷的重要性以及富

稀土特征，前人对该磷矿做了大量的研究。虽然前人对织金磷矿研究的范围很广，但是对于控制磷矿的岩

相古地理研究较少，仅吴祥和（1999）进行初步的研究。另外，东野脉兴（1996）提出“陆缘坻”构造古

地理单元是磷矿控矿主要因素，认为陆缘坻形态上是不规则的水下高地，一侧与深海连通，上升洋流携带

大量磷等物质上翻至陆缘坻，在相对凹陷的部位形成磷块岩矿床。毛铁等（2015）也发现了灯影组古喀斯

特面对成矿的厚度起到了控制作用。 

我们在贵州织金见到，在扬子克拉通上和克拉通边缘，梅树村组底部为磷块岩层与下伏上震旦统砂质

白云岩呈假整合接触。扬子大陆边缘沉积盆地处于陆坡带和次深海环境，下寒武统底部与梅树村组相当的

地层为含磷结核的黑色页岩和硅质岩，与下伏上震旦统藻白云岩和硅质岩呈假整合接触。在扬子克拉通上，

上震旦统灯影组白云岩的顶面，具喀斯特性质。可见，灯影组保存的是残存地层，顶部的侵蚀面代表大区

域内较长时间的无沉积间断，因而可作为与寒武系底部第一个沉积层序的界面不整合。 

前人认为晚震旦世晚期海平面相对停滞和逐渐下降是形成界线不整合的原因：首先，灯影组白云岩是

高水位沉积体系，代表海平面逐渐下降。白云岩中经常发现有小型古溶洞。其次在白云岩内以及灯影组喀

斯特顶面上的滞留沉积中，都很难发现陆源碎屑物堆积，说明当时并没有造陆作用（刘宝珺等，1993）。 

在灯影晚期，贵州大部分地区属于浅海环境。该时期“黔中隆起”雏形己经出现(何熙琦等，2005)，织

金-清镇正位于“黔中隆起”以西，受水下隆起影响，整体水体较浅。说明灯影晚期受到水下隆起以及海平

面下降的影响，织金地区在灯影晚期曾经暴露水面，受风化剥蚀形成喀斯特面。进入梅树村早期，由于海

侵作用，海水加深，织金地区先期形成的喀斯特洼地，有海水的灌入，由于水体较浅，形成适合于生物生

长的浅滩环境。随着海侵作用的进一步加剧，洋流上升带来的含磷水团，受到黔中水下隆起的影响，含磷

水团受到类似于陆缘坻作用，海水流速减慢、温度升高、压力降低，含磷海水在此停留下来，海水中大量

的磷质在生物化学作用下沉淀，形成碎屑状含磷沉积物（毛铁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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