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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地区二叠系黏土型锂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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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各国为了力争实现《巴黎协定》

所设立的环境保护目标，就加强绿色经济可持续发

展达成了共识，在此背景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先后

推出相关政策和行动以推动本国能源结构转型发

展，从而推动了锂等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邢凯等，

2022）。锂享有“白色石油”和“21 世纪最有应

用潜力的金属”等美誉，广泛应用于高能电池、储

能、航空航天、受控核反应等多个领域（王辉等，

2023），近年来锂在新能源领域的需求量呈爆发式

增长，美国、日本和欧盟相继将其列为关键矿产（代

鸿章等，2023）。在新能源背景下，我国锂矿供应

形势紧张，急需加大找矿力度。近年来，黏土型锂

矿也逐渐受到地质工作者的关注。近年来，在川南

珙县、兴文地区中二叠统梁山组（P2l）及上二叠统

龙潭组（P3l）中发现了黏土型锂矿层。通过对其成

矿特征进行研究，以期为支撑新一轮战略性矿产找

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支撑。

1 成矿地质背景

川南珙县、兴文地区位于扬子陆块西缘，峨眉

山大火成岩省外带，该地区广泛分布寒武纪、奥陶

纪、志留纪、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等地层，产

出黏土型锂矿的地层为中二叠统梁山组（P2l）和上

二叠统龙潭组（P3l），岩性均为黏土岩，产出位置

均为平行不整合面附近。梁山组（P2l）的下伏地层

为志留系中—上统罗惹坪组（S2-3l），两者之间的

接触关系为平行不整合，梁山组（P2l）上覆地层为

中二叠统阳新组（P2y）。龙潭组（P3l）的下伏地

层为中二叠统阳新组（P2y），两者之间的接触关系

为平行不整合，龙潭组（P3l）上覆地层为下三叠统

飞仙关组（T1f）。梁山组（P2l）和龙潭组（P3l）
底部黏土岩中锂的富集与下伏地层的风化有关。

2 矿层特征

据野外露头剖面调查资料，锂矿层赋存于梁山

组（P2l）和龙潭组（P3l）底部，现将其分述如下。

梁山组（P2l）底部的锂矿层特征：产出于梁山组（P2l）
与罗惹坪组（S2-3l）的平行不整合界面之上，锂矿

层为单层结构，呈似层状，厚度约 2~10 m，赋矿岩

石主要为灰白色铝质黏土岩、灰色黏土岩、深灰色

碳质黏土岩，黏土岩主要由高岭石及少量蒙脱石、

水铝石、水云母等组成。龙潭组（P3l）底部的锂矿

层特征：产出于龙潭组（P3l）与阳新组（P2y）的

平行不整合界面之上，锂矿层为单层结构，呈似层

状，厚度约 2~8 m，赋矿岩石主要为紫红色铁质黏

土岩、灰白色铝质黏土岩、黄灰色含黄铁矿黏土岩、

灰色黏土岩、深灰色碳质黏土岩（图 1）。

3 控矿条件、找矿标志和找矿潜力

川南地区黏土型锂矿层赋存于梁山组（P2l）底

部和龙潭组（P3l）底部，找矿标志有平行不整合面

和古风化壳岩石。古风化壳岩石类型主要为紫红色

铁质黏土岩、灰白色铝质黏土岩，颜色独特，宏观

上易识别。近年来，在贵州、云南等地发现了产出

于碳酸盐岩风化形成的铝土质黏土岩（古风化壳）

中的黏土型锂矿（温汉捷等，2020）。 梁山组（P2l）
和龙潭组（P3l）的下伏地层分别为罗惹坪组（S2-3l）
和阳新组（P2y）。罗惹坪组（S2-3l）为一套泥质灰

岩夹泥岩、粉砂岩建造，阳新组（P2y）为一套纯的

灰岩建造，故川南地区的梁山组（P2l）和龙潭组（P3l）
同样是平行不整合于灰岩之上，矿层受平行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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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特定地层的控制，具有与贵州、云南地区碳酸

盐黏土型锂矿的成矿地质条件，由此可推测川南地

区黏土型锂矿可能是下伏志留系罗惹坪组（S2-3l）

灰岩和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阳新组（P2y）灰岩的

风化产物。含矿地层厚度较大，分布广泛，具有寻

找大型黏土型锂矿的潜力，找矿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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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川南地区黏土型锂矿矿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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