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广圩-太平铝土矿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武鸣县城东约 10 km 处. 该矿于 2004 年发现，以往
做了区域地质调查、化探扫面和地质预查等工作，基
本上圈定了铝土矿的矿化范围. 2009 年对该矿进行普
查，共施工了 4000 多米的井探，大致查明了矿体的赋
存状态和矿化规律，发现多处厚度大、品位及含矿率
高的三水铝土矿体，为近年来在右江成矿带找矿工作
的一项崭新成果. 笔者通过成矿地质背景、矿区地质
概况和矿床地质特征的研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着重对控矿因素进行分析，认为该区找矿前景较好，
具有极大的找矿潜力.

1 区域及矿区地质

邓广圩-太平铝土矿矿床位于位于华南板块南华

活动带右江褶皱系的西大明山凸起，属右江铝土矿成
矿带［1］. 区域上出露地层有寒武系、泥盆系、石炭系、二
叠系、三叠系、白垩系、古近系、新近系和第四系. 二叠
系上统合山组（P2h）为灰岩夹碳质页岩及煤层，底部为
0～20 m 铁铝岩或铝土矿层，是区域上主要的铝土矿赋
矿层位. 该矿层的形成是由于东吴运动使该区域上升
成陆，下二叠统茅口组灰岩遭受风化剥蚀作用，晚二叠
早期地壳缓慢下降，海水侵入并接受沉积，在下二叠统
茅口组灰岩顶部侵面之上形成了上二叠统合山组底部
的古风化壳型铝土矿层，可称为原生铝土矿. 该矿区地
层以第四系残坡积层为主，次为石炭系的碳酸盐岩和
碎屑岩. 本区处在西大明山凸起的北部，武鸣向斜的南
侧，多种构造体系复合部位，褶皱、断裂均很发育. 区域
性大断裂有凭祥-南宁断裂，从矿区南部通过，并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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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CONTROLLING FACTORS AND PROSPECT OF THE DENGGUANGXU-TAIPING
BAUXITE DEPOSIT IN GUANGX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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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ngguangxu-Taiping bauxite deposit, occurring in the Quaternary residual talus laterite, is characterized by
shallow buries, large scale and broad distribution. The ore deposit is controlled by the resource bed, lithology, structure,
landform and climate. With comparison to the regional deposit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genetic type of this deposit is of
accumulated gibbsite deposit. Analysis of the ore-controlling factors on the basis of geological background proves that, with
advantageous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good exploration prospect, this area is favorable for medium and large sized bauxite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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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邓广圩-太平铝土矿的控矿因素及找矿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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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广圩-太平铝土矿床赋存于第四系残坡积红土层中，有埋藏浅、规模大、分布广的特点. 矿床受矿源层、地层岩性、构造、地
貌、气候等因素控制. 结合区域矿床对比，初步认为该矿床成因类型为堆积型三水铝土矿床. 在矿床地质背景基础上，着重研究分析了

矿床的控矿因素，认为该区具有较好的铝土矿成矿地质条件和找矿前景，是寻找大中型铝土矿的有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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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西或近东西向次级断裂. 区域构造发育为本区形成

构造盆地及近代地形地貌创造了条件，同时加速了本

区钙红土化作用，为铝土矿的成矿和赋存创造了空间.
矿区的东部有小面积的岩浆岩，为燕山期白垩纪昆仑

关中-酸性侵入体（K2γπ），岩性为花岗斑岩，此外还有

白垩纪的云煌岩及三叠纪、二叠纪的辉绿岩体侵入. 据

1∶20 万南宁幅化探扫面资料，在武鸣县一带圈定了里

建、长安、邓广、太平等多处 Al2O3 异常浓集带. 异常呈

不规则形状，主要沿第四系分布，浓集中心 Al2O3 异常

线值 20×10-6～30×10-6.
矿区内出露地层有泥盆系、石炭系和第四系，其中

以第四系分布最广. 上泥盆统至石炭系为一套以碳酸

盐岩为主的浅海相沉积；第四系则以岩溶洼地、谷地、
坡地及河谷阶地松散碎屑物的堆积为主 （图 1）. 矿区

赋矿地层为第四系残坡积层，岩性以砾石、砂砾、砂及

砂质黏土为主，局部夹透镜状泥炭，具钙红土化现象.
岩溶堆积红土层分布于岩溶洼地、谷地、坡地中，为堆

积型铝土矿赋存层位，该层是本区堆积铝土矿的赋存

场所（图 2）. 区内断裂构造不发育. 区内无岩浆岩出露.

2 矿床地质特征

铝土矿体赋存于第四系残坡积红土层中，铝土矿

体多分布于岩溶洼地、缓丘台地或低缓残丘顶部. 矿层

分布一般自上而下层序为耕植土（腐殖土）层—棕红、
棕褐色亚黏土、黏土层—堆积铝土矿层—黄色黏土

层—基岩残坡积层 （或灰岩）. 矿石分布一般是从上到

下含量减少，粒度变细. 矿体与上层浮土界线清楚，矿

体多为层状、似层状、透镜状、鸡窝状，矿体产状呈水平

至缓倾斜，与地形坡度起伏变化基本一致，倾角小于

10°. 矿体的平面形态受第四系含铝矿颗粒残坡积层控

制及地形地貌的影响，很不规则，大小不一，多呈椭圆

状、港湾状、岛弧状、树枝状等，单个矿体的面积从 1 km2

到 10 km2 以上不等. 矿体形态极为复杂，矿体厚度 1~
9.5 m，变化大. 覆盖层厚 0~5.70 m，部分堆积矿裸露地

表. 共圈定 10 个大小不一的矿体，其中Ⅰ号矿体规模

最大，南北长可达 6 km、东西宽可达 3 km，矿体平均厚

度为 2.5 m. 铝土矿层由铝土矿块、铝土粒与棕红色亚

黏土、黏土及碎石组成，结构松散，主要矿物成分为高

铁三水铝，呈致密、鲕状结构，块状、豆状构造. 品位

为 Al2O3 26.64% ～37.89% ， 平 均 为 29.99% ；Fe2O3

33.37%～53.33%，平均 35.57%；SiO2 5.59%～28.17%，平

均 13.58%. 烧失量 12%～18%；A/S 比为 1.33～2.65；含

矿率为 250.0～934 kg/m3，平均 344.5 kg/m3. 厚度与品位

变化有一定相关关系，一般厚度大者，Al 品位有相对

增高的趋势.
根据中国铝土矿、冶镁菱矿地质勘查规范，将矿区

矿床类型划为堆积型铝土矿矿床［2］.

3 控矿因素

从目前初步掌握的资料分析，该区三水铝土矿床

的主要成矿控制因素如下.
（1）层位岩性对成矿起着基础性作用. 二叠系上

统的合山组（P2h）底部的原生铁铝岩或铝土矿层是堆

积铝土矿的初始矿化层（矿源层），矿源层控制了堆

图 1 广西武鸣县邓广圩-太平铝土矿区地质略图

Fig. 1 Geologic map of the Dengguangxu-Taiping bauxite orefield
in Wuming, Guangxi

1—第四系（Quaternary）；2—中石炭统马坪组（Middle Carboniferous
Maping fm.）；3—中石炭统黄龙组（Middle Carboniferous Huanglong fm.）；

4—中石炭统大塘组（Middle Carboniferous Datang fm.）；5—下石炭统巴

平组（LowerCarboniferousBaping fm.）；6—下泥盆统融县组（LowerDevonian
Rongxian fm.）；7—地质界线（geologic boundary）；8—断层（fault）；9—岩

层产状（attitude of rocks）；10—铝土矿体及编号（bauxite orebody and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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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型铝土矿的产出分布范围及规模、质量［3］. 原生矿

质量好，经后期改造堆积形成的次生铝土矿矿石质量

好，反之则矿石质量较差，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矿源层

底部主要由可溶性较好的碳酸盐岩类组成，岩性较单

一、质纯，与矿源层及顶部的碳质页岩及煤层物理化学

性质差异较大，有利于岩溶化作用的进行. 同时由于岩

溶地貌的封闭性和以溶蚀为主的特点，地表径流的搬

运作用减弱，为堆积铝土矿的集中、保存创造了有利条

件. 矿源层出露面积越广，则红土层分布范围越大，矿

床的规模也随之变大.
（2）亚热带炎热多雨气候利于岩溶作用的进行. 通

过地表水下渗及地下水活动，致可溶性岩层形成一系

列峰丛洼地、峰林谷地等岩溶地貌，同时促进原生沉积

的各类含铝土岩石发生变化，重新堆积富集成矿（铝土

由低价铝土转为高价铝土，矿石由高硫铝土矿转为高

铁铝土矿）［4］.
（3）坡度平缓的低山丘陵地貌地形. 在风化淋滤之

后有利于铝土矿质就地残积或在岩溶洼地、谷地（或坡

地）中重新堆积而成. 矿石块度较大（1 mm~1.5 m），磨

圆度差，矿石流失少. 堆积矿体的形态分布严格受地表

形态所控制.
（4）在漫长的地壳演化进程中，本区间歇性上升构

造运动有利于红土化作用［3］，加上铁铝岩或铝土矿层

主要分布于武鸣向斜的南侧，产状平缓，埋藏浅，岩石

性脆受应力作用易产生各种节理裂隙，对矿源层的剥

蚀及其围岩的溶蚀起着重要的作用，更有利于高成熟

度的含矿红土层贮存的空间场所的形成和风化作用的

进行.

4 找矿前景分析

根据成矿地质条件及矿体产出特征，并与邻近已

大致查明的长安三水铝土矿矿床（中型）髴对比，初步认

为本区矿床属三水铝土矿堆积矿床.
近年来随着在右江铝土矿成矿带上陆续发现多个

铝土矿床（点），类似于邓广圩-太平三水铝土矿的找

矿成果甚多，本区又掀起新一轮找铝土矿高潮.
笔者在系统归纳总结前人的成果资料及认识后，

认为区内铝土成矿地质条件较优越，与已探明的平果、
德堡大—特大型矿床相比，限于构造区域小，原生矿源

层厚度小，不可能形成特大型矿床，但仍存在着较好的

找矿前景，具体依据如下.
（1）右江成矿带是桂西一条重要的多金属成矿带，

本区处在西大明山凸起的北部，武鸣向斜的南侧，多种

构造体系复合部位，褶皱、断裂均很发育. 区域性大断

裂有凭祥-南宁断裂，从矿区南部经过，并伴有北西或

近东西向次级断裂. 区域构造发育，为本区形成构造盆

地及近代地形地貌创造了条件，同时加速了本区钙红

土化作用，为铝土矿的成矿和赋存创造了空间.
（2）矿区位于华南板块南华活动带右江褶皱系西大

明山凸起，属右江铝土矿成矿带. 出露地层有泥盆系、石
炭系、第四系. 二叠系合山组铁铝岩或铝土矿层是本地

区三水铝土矿成矿的主要成矿源岩（厚 0～20 m），三水

铝土矿主要赋存在第四系红土层的中上部. 一般而言，

矿源层规模大，次生堆积铝土矿体厚度也大，矿石品位

也较高，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堆积型铝土矿最理想的围

岩类型为碳酸盐岩类岩石，这类岩石出露地表时易于

遭受化学风化，且风化后的残余较少，从而形成了良好

的岩溶化赋矿地貌.
（3）综合物化探找矿信息：前人在该区做了大量的

基础地质工作，圈定了多处物、化探异常. 化探以 Al2O3

异常为主，不规则形状，主要沿第四系分布，浓集中心

Al2O3 异常线值 20×10-6～30×10-6，其展布与层位及已知

图 2 邓广圩-太平铝土含矿岩系柱状示意图

Fig. 2 Column of ore-bearing rocks in the Dengguangxu-Taiping
bauxite deposit

1—上部红土层（upper red soil）；2—堆积铝土矿层（accumulated bauxite
layer）；3—底部黏土层（clay at bottom）；4—层状灰岩（layered limestone）

髴杨志华. 广西武鸣县长安铝土矿普-洋查工作总结. 广西地球物理勘察院，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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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吻合较好髴. 另据航磁资料，区外东端深部有隐伏

花岗岩体存在，与区内主要构造线及已知矿床（点）展

布方向基本一致，但原生铝土矿的形成可能与岩浆活

动没有关联性. 这些异常落在特定的构造区域内，对这

些异常进行查证，预期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4）本区的地质工作程度低，限于工作量，对主要

矿体只能按 200 m×200 m 或 400 m×400 m 的工程间距

对矿体进行控制. 而其他地段仍只限于稀疏的几个工

程控制，大部分矿（化）体尚未圈闭，且区内红土层分布

广泛，地表均见有豆状、砾状铝土矿石分布，仍具较大

找矿潜力.
（5） 本区矿床的 Al2O3 矿化在成因上可与武鸣长

安铝土矿（中大型）髵三水 Al2O3 矿化相类比，其所在地

第四纪岩溶发育程度及红土化强度大于长安地带，因

而其成矿规模可能大于长安矿床.
综上所述，本区具备形成大型三水铝土矿矿床的

地质条件，与区域上一些已知三水铝土矿矿床存在着

极为相类似的成矿地质环境和矿床特征. 经区域对比

以及从目前邓广圩-太平矿区普查成果看，该矿区显

示出较好的找矿前景. 如果找矿思路及方法得当，找矿

工作必将会有重大突破.

5 结论

通过对邓广圩-太平铝土矿床地质特征、控矿因

素的分析，认为该矿床是原生沉积型铝土矿在表生条

件下经风化改造就地富集或稍经搬运堆积而成. 矿层

的空间分布、规模、矿石质量随原生矿的变化而变化，

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成矿作用主要为岩溶作用和红土

化作用，属堆积型三水铝土矿床. 该矿床主要受地层岩

性、原生铝土矿层、气候、构造、地貌等多重因素影响和

控制. 邓广圩-太平三水铝土矿床与长安中型三水铝

土矿床等具有类似的成矿地质条件，故认为该区找矿

潜力巨大，前景乐观.
在该区后续找矿中，结合物化探异常，重点在化探

扫面圈定的 Al2O3 等元素异常区且岩溶发育、红土化

较强的地段找矿，一定会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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