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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镇宁乐纪泥盆系重晶石矿床地质储量 3 302 万 t，属大型矿床类型。通过对矿床沉积结构、构造特征研

究发现，矿床( 体) 中分布: 纹层状构造、条带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碎屑状构造、块状构造等，它们与天柱—大河边重晶

石矿、广西古潭热水沉积重晶石岩及北秦岭二郎坪群热水沉积重晶石岩类似，海底热水喷流形成的热水喷流通道相、
单一热水沉积岩相及热水混合同生沉积相在镇宁重晶石矿层中广泛分布，共同构成了热水浊流沉积相，这与秦岭泥

盆系热水沉积岩( 矿) 类似，矿层沉积结构、构造及岩相特征很好的记录了海底热水喷流、演化的信息，沉积韵律特征

说明了热水喷流由弱—强—弱的变化过程。海底热水喷流沉积形成的镇宁重晶石矿中热水沉积结构、构造及热水沉

积岩相发育，是研究古热水喷流沉积成岩、成矿、划分热水沉积岩相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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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贵州镇宁乐纪重晶石矿在贵州是仅次于天柱—
新晃超大型矿床之后的大型重晶石矿床，重晶石地质

储量 3 302 万 t［1］，属大型规模。该矿床位于镇宁乐

纪顶红背斜，该背斜核部地层为中泥盆统火烘组( D2

h) ，两翼由上泥盆统桑郎组( D3 s) 、代化组( D3d) 及石

炭系、二叠系等地层组成。乐纪重晶石矿床产于上泥

盆统桑郎组中下部褐色、灰黄色薄层硅质岩夹硅质页

岩中。矿体呈层状、似层状，自下而上分为三个矿段

或旋回，主要由灰色、灰白色重晶石组成，伴有少量玉

髓、石英及少量黏土矿物。矿石具有细粒结构、晶粒

结构，块状、条带状、纹层状、角砾状、碎屑状构造，还

见有眼球状、透镜状构造等。厚层至块状重晶石矿

BaSO4含量一般大于 80%，条带状重晶石矿 BaSO4 含

量 34% ～ 74%。SiO2 含 量 大 于 3%，Al2 O3 含 量 为

0． 08% ～1． 38%。
研究区位于贵州镇宁乐纪一带，矿床所处大地构

造位置位于水城—紫云—南丹裂陷带南东方向延伸

段( 图 1) ，属南盘江凹陷区。深大断裂的分布往往为

深部成矿物质的运移提供通道，沿水城—紫云—南丹

图 1 古地理及区域构造略图
［2］

F1 ． 潘家庄断裂; F2 ． 水城—紫云—南丹同生深大断裂;

F3 ． 贵阳断裂; 研究地点标示

Fig． 1 Paleogeography and regional tectonic framework

深大断裂两侧分布有较多的矿产类型，如重晶石矿、
铅锌矿、金矿、锰矿、铁矿等。镇宁乐纪大型重晶石矿

床主要就受控于水城—紫云—南丹大断裂。
近年来随着海底热水喷流成矿理论的提出及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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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很多学者对热水( 液) 喷流形成的重晶石矿

的地球化学特征、同位素特征、矿物组合特征及沉积

特征进行了研究
［3 ～ 12］。特别是泥盆纪存在一个世界

性的 热 水 沉 积 事 件
［3］，受 到 了 学 者 们 的 广 泛 关

注
［13 ～ 17］，而对产自镇宁乐纪泥盆系中的重晶石矿床

一直以来研究程度较低，特别是热水喷流沉积所形成

的结构、构造特征至今尚未开展过研究工作，为填补

这一空缺，本文拟通过对矿床沉积特征进行系统的调

查研究，总结矿床沉积结构、构造特征，以为判别矿床

成因提供更直接的证据。

1 地层特征

区内地层主要分布有中泥盆统火烘组、上泥盆统

桑郎组、代化组及石炭系、二叠系等地层。矿床层位

稳定、严格控制在上泥盆统桑郎组中( 图 2) ，呈层状、
似层状产出，厚度横向稳定。根据野外调查研究发

现，矿床在纵向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沉积旋回，每个旋

回之间被薄层状硅质岩、硅质白云岩隔开。矿床沉积

序列从下往上可分为 9 层:

( 9) 薄层状硅质岩，含铁质较高。厚度 1． 4 m 左

右。
( 8) 第三旋回重晶石矿段，下部灰白色角砾状、

含角砾块状重晶石。上部为条带状重晶石与块状重

晶石互层产出。厚度 2． 05 m。
( 7) 硅质白云岩层。厚度 0． 9 m。
( 6) 第二旋回重晶石矿段，下部为深灰色块状重

晶石。中部角砾状重晶石层，角砾直径 1 ～ 2 mm; 角

砾层之上分布有 0． 05 m 厚的白云质、硅质岩层。顶

部呈条带状重晶石，含铁质较高。厚度 1． 4 m。
( 5) 土红色、深红色铁质层，分布于第一、二旋回

矿段之间，厚 0． 01 m( 图 4a) 。
( 4) 灰白色硅质岩、硅质白云岩，风化产物呈沙

状或土状，含铁质，颜色时呈浅红色。厚度为 2． 2 m。
( 3) 第一旋回重晶石层，矿段下部以角砾状、碎

屑状重晶石为主，碎屑物质直径 1 ～ 2 mm; 中部以条

以条带状、纹层状重晶石为主，表面见黑色碳质薄膜;

图 2 乐纪重晶石矿沉积序列

1． 泥岩; 2． 硅质岩; 3． 块状重晶石; 4． 铁质岩层; 5． 硅质白云岩; 6． 纹层状重晶石; 7． 碎屑状

重晶石; 8． 角砾状重晶石; 9． 条带状重晶石; 10． 重晶石矿段

Fig． 2 Depositional sequence of barite rocks in Leji County，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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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主要分布致密纹层状、块状重晶石矿层。第三旋

回矿段总厚度 6． 1 m 左右。矿段中部条带状重晶石

层中分布白云质透镜体( 图 4b) ，透镜体风化呈沙状。
( 2) 薄层状硅质岩，位于矿层底部，因受区域性

构造运动影响，硅质岩层发生强烈的褶皱变形 ( 图

4c) ，厚度大于 10 m。
( 1 ) 灰色、灰白色泥岩，为火烘组，厚度大于 20

m( 图 4d) 。

2 重晶石矿层热水( 液) 喷流沉积特征

热 水 喷 流 所 形 成 的 矿 床 受 到 很 多 学 者 的 重

视
［10 ～ 22］，分别从地球化学、同位素等方面进行了较深

入研究，而热水沉积矿床形成的典型沉积结构、构造

特征缺乏系统性论述。本文主要是对贵州镇宁乐纪

产出的重晶石矿的沉积结构、构造特征、热水沉积岩

相特征进行研究，为矿床形成过程提供更为直观的认

识和了解。
通过对镇宁乐纪泥盆系重晶石矿的野外调查发

现，矿床( 体) 形成了一系列典型的热水沉积结构、构
造特征，从下往上表现为: 纹层状构造、角砾状构造、
碎屑状构造、条带状构造、致密块状构造等，显示出明

显的热水喷流沉积特征。

( 1) 纹层状构造

主要以水平纹层为主( 图 4h、i) 。热水喷流早期

或晚期，成矿物质供给间歇性，重晶石供给时沉积薄

层重晶石，不供给时形成正常的浅水沉积白云岩或硅

质岩，纹层状重晶石显微镜下呈层状或细脉状 ( 图

3A) 与碳酸盐岩或硅泥质黏土互层产出，重晶石主要

呈细小的碎片状密集分布( 图 3B) ，这是热水混合沉

积的结果
［23］。由于成矿物质阵发性供给，往往是在

大规模喷发或喷发后期形成的产物，因受后期热水活

动影响，部分纹层表现出波状弯曲，可能属喷流沉积

早期或晚期阶段的产物。
( 2) 角砾状构造

角砾状重晶石主要分布在每一旋回矿段的中下

部，角砾磨圆度较差( 图 4e、f) ，成分以单一的重晶石

为主，角砾多被同期或后期沉积的硅泥质胶结成岩、
成矿。角砾状构造可能是深部热水快速喷发，强度较

大，击碎上覆沉积物，快速运移至浅地表或沉积盆地

沉积而成。常与热水喷流休眠期或长时间能量汇聚，

瞬时喷发，震碎上覆沉积物有关
［24］，角砾状重晶石常

在喷口附近或原地堆积，后经热水物质胶结沉积成

岩，重晶石矿物结构主要呈放射状( 图 3C) ，这一特征

与碎屑状重晶石类似，均属热水喷流通道相特征
［23］。

图 3 镇宁大型重晶石矿显微结构特征( 反射光)

A． 重晶石呈细脉状分布，中间时被微脉状重晶石穿隔( × 4) ; B． 重晶石呈碎片状密集分布，中间被硅泥质、碳酸盐岩碎屑充填

( × 20) ; C． 放射状重晶石( × 4) ; D． 板状、板片状重晶石( × 20) ． 注: 显微镜下倍数

Fig． 3 The micro-feature of large barite deposits in Zhenning County，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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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镇宁重晶石矿床中沉积构造

a． 第一、二旋回间铁质岩层; b． 条带状重晶石夹白云质透镜体; c． 矿体底部强烈变形的硅质岩; d． 火烘组灰色泥岩; e、f． 角

砾状重晶石; g． 碎屑状重晶石; h、i． 纹层状重晶石; j． 重晶石结核; k、l、m． 条带状重晶石; o． 块状重晶石

Fig． 4 The sedimentary structures in barite deposit，Zhenning County，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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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指示古喷口位置的标志
［24，25］。

( 3) 碎屑状构造

碎屑状重晶石多分布在每一旋回矿段的中部，相

比角砾状重晶石，喷流强度稍有减弱，沉积区距离喷

口较远，部分细碎屑随热水流动被带到相对较远且安

静的环境下缓慢沉积，从而表现为碎屑物质呈“悬

浮”状态分布在纹层状或条带状重晶石矿中。这种

结构可表明热水沉积岩发育，同时热水内碎屑结构也

是判别热水沉积岩的重要证据之一
［26］。乐纪重晶石

矿中碎屑状矿物颗粒较小，粒径 1 mm 左右( 图 4g) ，

与角砾状重晶石相比，代表喷流强度相对减弱的过

程。这是热水通道相的典型特征
［23］。

( 4) 眼球状、透镜状构造

在第一旋回重晶石矿段条带状重晶石中分布有

眼球状、透镜状构造，以白云质透镜体为主，风化产物

呈沙状或黏土状 ( 图 4 j) ，透镜体基本呈顺层展布。
可能是海底热液物质间歇性喷发过程中局部钙质富

集而成
［13］。

( 5) 条带状构造

条带状构造与纹层状构造类似，多分布在矿段的

中上部，与纹层状呈过渡渐变关系，条带宽度在 1 ～ 2
mm 之间( 图 4k、l、m) ，条带状重晶石矿层厚度较大，

中间分布有少量白云质透镜体，透镜体直径大小不

一，直径在 30 ～ 50 cm 之间变动，条带状构造主要是

海底热水主喷流期形成的产物，形成环境与纹层状类

似，常靠近喷口，热水阵发性喷发，喷流物质供给较丰

富，在宁静的环境下沉积形成。形成的重晶石主要呈

细层状分布，矿石结构以细小的碎片状密集分布为主

要，中间多被硅泥质充填，这是较为典型的热水混合

沉积岩相特征
［23］。

( 6) 致密块状构造

在每一旋回矿段的中上部多发育块状重晶石，颜

色呈浅灰、深灰色( 图 4n、o) ，该类型矿体多分布在角

砾状和纹层状的过渡部位，可能是高密度成矿流体在

热水主喷流期，在适宜的环境下快速堆积而成。显微

镜下致密状重晶石呈板状、板片状分布 ( 图 3D) ，碳

酸盐岩、硅泥质岩类混入较少，是单一热水沉积岩相

所具有的特征
［23］，属热水喷流稳定期的产物。

( 7) 胶结构造

主要发育在粒状、角砾状重晶石中，颗粒或角砾

成分以重晶石为主，重晶石主要呈放射状( 图 3C) ，由

于硅酸盐溶液可溶解硫酸钡
［27］，重晶石沉积之前，硅

酸盐达到饱和首先沉积硅质岩层，后出现 BaSO4沉积

形成重晶石矿床，这样的沉积顺序使得热水喷流形成

的颗粒状、角砾状重晶石多被同期或后期沉积的硅质

胶体、泥质岩类所胶结。
热水喷流早期多形成纹层状、角砾状、碎屑状构

造
［15］，代表喷流强度由弱至强的演化过程，特别是角

砾状、碎屑状矿体的形成更是反映出喷流强度的最大

化，这种结构、构造特征与热水爆炸微相
［23］

特征相

似，为热水喷流通道相所具有的特征。纹层状、条带

状构 造 是 热 水 沉 积 岩 ( 矿 ) 的 主 要 构 造 类

型
［19，21，22，27］，由于成矿物质供给的间歇性，在相对较

封闭、安静的环境下沉积而成，这是热水混合沉积岩

相所具有的典型特征
［23］，成矿物质稳定供给，形成块

状重晶石，构成单一热水沉积岩相特征。镇宁乐纪重

晶石矿中目前未发现类似与广西热水成因重晶石矿

( 岩) 中的脉状构造。根据广西重晶石矿( 岩) 的产出

特征，推测镇宁乐纪重晶石矿体深部可能存在一定规

模的脉状重晶石矿体。
镇宁乐纪重晶石矿在沉积特征上发育典型的热

水喷流通道相、单一热水沉积岩相及热水混合同沉积

相特征，矿层剖面上发育纹层状—角砾状—碎屑状—
条带状—块状构造—条带状—纹层状等完整的热水

沉积序列，反映海底热水喷流强度由弱—强—弱的完

整演化历程。沉积结构、构造特征与天柱—大河边热

水沉 积 重 晶 石 矿
［12］、广 西 古 潭 热 水 沉 积 重 晶 石

岩
［14，17］

及秦岭泥盆系热水沉积重晶石
［23］

类似，矿石

具备纹层状、条带状、角砾状、鲕状、豆状及胶状构造

常被作为热水沉积矿床的识别标志
［16］，表明镇宁乐

纪重晶石矿属典型的热水沉积矿床。

3 矿床沉积旋回特征

深大断裂是深部热水成矿物质运移的通道，控制

着沉积环境的改变，充当着控相、控矿构造的双重身

份
［3，13］。同生深大断裂差异性升降运动常形成一些

区域性裂陷槽、拉分盆地或浅海台地等，这些地方往

往是成矿物质富集的场所。深大断裂或其两侧常分

布热水喷流沉积矿床，形成了一系列典型的热水沉积

结构、构造特征，很好的记录了热水喷流演化历程。
镇宁乐纪重晶石矿呈层状、似层状分布，容矿岩石以

灰色、深灰色硅岩、硅质白云岩为主。纵向上分为三

个沉积旋回，其中以第一个沉积旋回所记录的信息最

为完整和典型，矿床沉积韵律的深入分析，对研究矿

床地球化学特征及矿床区域分布规律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重晶石矿床中矿石结构、构造类型由下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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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表现为: 纹层状—含角砾纹层状—角砾状—碎屑

状—条带状构造—致密纹层状或块状构造，构成一个

完整的海底热水喷流成矿系列。对比分析镇宁重晶

石矿层沉积结构、构造特征及热水沉积微相特征，纵

向上表现出一定的对称分带，其中以角砾状、碎屑状

构造为对称中心。
热水喷流通道相: 角砾状、碎屑状构造是在海底

热水喷流的最强时期形成，深部含矿流体经长时间的

能量汇聚，在受到区域性构造力的影响下，多沿着断

裂或裂隙快速释放，破坏先期沉积物从而形成粒度较

大的角砾状、碎屑状矿物质，角砾状、碎屑状矿物质常

在古喷口附近沉积，从而构成典型的热水通道相岩相

特征。
热水混合沉积岩相: 海底热水喷流初期或末期，

喷流强度较弱，形成的矿物质颗粒一般较小，细小的

矿物质常随热水而被带到相对较远且封闭、安静的环

境下沉积成岩、成矿，构造类型上以纹层状、条带状构

造为主，重晶石矿主要以细层状或微脉状分布，矿层

之间常被热水成因的硅泥质充填，构成热水混合沉积

岩相特征。
单一热水同生沉积岩相: 热水喷流稳定，成矿物

质供给充足，多形成块状重晶石，其他物质混入较少，

可能是高密度成矿流体喷溢，快速堆积而形成。镇宁

重晶石矿成矿先期及末期由于硅质热流体喷流沉积

形成单一的硅质岩层，矿体中部时则沉积硅质碳酸盐

岩或硅质岩，这些硅质岩、硅质碳酸盐岩构成了重晶

石矿的容矿岩层，形成单一热水沉积岩相特征，而硅

质碳酸盐或含矿硅质岩则形成热水混合沉积岩相特

征。
镇宁重晶石矿沉积结构、构造特征及热水沉积岩

相特征发育，喷流沉积旋回完整，构成了完整的热水

沉积成岩、成矿系列，是研究热水沉积岩相、热水沉积

结构、构造的理想场所，矿层中发育热水喷流通道相、
热水混合沉积岩相及单一热水同生沉积岩相特征，共

同构成了热水浊流沉积相特征。

4 讨论

镇宁乐纪重晶石矿呈层状、似层状分布，容矿岩

石以薄层灰色、浅灰色硅质岩、硅质白云岩为主，这一

特征与广西热水成因的重晶石矿( 岩) 类似，支持了

王明艳等
［17］

所指出的重晶石矿( 岩) 的形成与硅质岩

有密切的成因联系这一观点。
镇宁重晶石矿矿石结构、构造类型以角砾状构

造、碎屑状构造、纹层状构造、条带状构造、块状构造

等为主，广西热水成因重晶石矿( 岩) 结构、构造类型

表现为中细粒状、条带状、纹层状、块状构造
［3，14，17］，

北秦岭二郎坪群重晶石岩表现为细粒状、纹层状、层
状等

［22］
镇宁乐纪重晶石矿在沉积特征上与广西热水

成因重晶石矿( 岩) 及北秦岭二郎坪群重晶石岩表现

出明显的相似之处，说明镇宁乐纪重晶石矿也同属典

型热水喷流沉积矿床，矿石结构、构造序列代表喷流

强度由开始到结束的完整过程。
热水沉积矿床多受断裂构造控制

［11，14，27，28］。区

域性深大断裂的发展、演化活动常对古地理格局、沉
积环境及矿床分布起着重要的作用。位于黔南及桂

北地区的水城—紫云—南丹深断裂为一深切基底的

区域性深大断裂，泥盆纪中晚期—石炭纪末期该断裂

强烈拉张，沿断裂带两侧形成形态各异的断陷台沟

( 盆) 及台地。宽大的断层破碎是深部压力释放的主

要通道，一方面海水沿着断裂下渗，另一方面深部热

流体沿断裂上移，从而构成一个流体循环系统，热流

体对流循环对下伏地层中含矿元素进行萃取、活化的

同时也不断的将深部含矿物质带至浅地表，保证了成

矿所需的物质来源，而断裂控制的热水沉积盆地则为

成岩、成矿提供了储集空间，也是成岩、成矿过程中化

学反应所需的理想场所
［29］。因压力的快速释放，深

部含矿热流体常快速喷发、快速沉淀，沉积特征上常

构成角砾状或碎屑状构造，显微镜下角砾状、碎屑状

重晶石呈放射状( 图 3C) 分布，这是喷流通道相所具

有的特征。深部成矿物质稳定供给，形成单一的重晶

石矿，显微镜下以板条状或碎片状 ( 图 3D) 分布，构

成单一的热水沉积岩相特征。热水喷流末期或深部

物质供给间歇期，形成重晶石矿及含矿硅质岩、硅质

岩及碳酸盐岩组合，这是热水混合同生沉积相所具有

的特征，这与秦岭泥盆系重晶石矿类似
［23］。矿层剖

面上该沉积相特征循环往复出现，总体上构成三个大

的沉积旋回，循环之间多被硅质岩、硅质白云岩隔开。
贵州镇宁、广西来宾重晶石矿床主要形成于台盆

或台沟相区，而台盆两侧碳酸盐台地则是多金属—重

晶石的重要成矿带
［30］。重晶石矿的形成并未受严格

的地层单位制约，而与成矿时区域构造特征及古沉积

环境关系密切，由于海水自南东向北西的阶梯状入

侵，断裂活动形成的台地相区主要沉积浅水碳酸盐

岩，海底热水上升沿浅水碳酸盐岩中的构造裂隙运

移、富集成矿，形成层状、似层状及多金属脉状的层控

型矿体
［30］，如广西象州、武宣重晶石矿床。台盆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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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相主要沉积硅质、硅泥质岩类，由于海水硅酸盐不

饱和作用及对来自深部的硫酸钡的溶解，导致先期沉

积硅质岩层，后期热水供给充足，形成沉积型重晶石

矿床，如贵州镇宁、广西来宾重晶石矿床，这类矿床多

为单一的重晶石矿，成分以重晶石为主，金属硫化物

少见。而沿着水城—紫云—南丹深断裂在黔西北地

区主要沉积碎屑岩、碳酸盐岩类，碳酸盐岩( 白云岩)

是热液菱铁矿及铅锌矿的主要容矿岩层，矿体多呈层

状、似层状、条带状或网脉状展布。
总之，镇宁泥盆系重晶石矿床、赫章、水城菱铁矿

及广西泥盆系重晶石矿等与控制桂北超大型锡多金

属成矿带的区域性张性构造同属一个构造系统，即水

城—紫云—南丹晚古生代裂陷体系。裂陷作用引起

的海底热水喷流沉积是镇宁大型重晶石成矿的必备

条件。

5 结论

通过对镇宁乐纪重晶石矿沉积结构、构造、沉积

旋回特征的深入研究，以及与广西、北秦岭等地热水

成因矿床或岩石的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 1) 矿床总体分为三个沉积旋回，以第一旋回矿

段热水沉积结构、构造特征发育最典型，记录的信息

最完整。
( 2) 矿石结构、构造类型主要为纹层状构造、角

砾状构造、碎屑状构造、条带状构造、致密块状构造，

具有热水沉积盆地发育的热水喷流通道相、单一热水

沉积岩相及热水混合同沉积相特征。矿层沉积结构、
构造特征记录了海底热水喷流由弱—强—弱的全过

程。不同的沉积构造之间呈渐变过渡关系。
( 3) 镇宁重晶石矿成分以重晶石为主，BaSO4 含

量在 70% ～ 90%，伴有少量玉髓、石英、少量黏土矿

物及铁质等，少见黄铁矿等硫化物及伴生的铅、锌、
铜、金、银等矿产类型。

( 4) 矿床分布明显受控于水城—紫云—南丹变

形带，与控制贵州西部热液型菱铁矿及桂北锡多金属

成矿带的区域性张性构造同属一个构造系统，即水

城—紫云—南丹晚古生代裂陷体系。
( 5) 泥盆系热水沉积事件广泛分布，泥盆系分布

区沿着水城—紫云—南丹深大断裂带在桂北地区主

要形成锡多金属矿、重晶石矿等，贵州镇宁一带形成

单一的大型重晶石矿，黔西北水城、赫章一带形成热

液型菱铁矿、铅锌矿等。沿该断裂带形成的矿产类型

多，规模大，找矿潜力大，但目前研究程度较低，特别

是区域成矿差异性及不同种类矿产资源区域分布规

律等问题都未进行深入研究，本次研究工作主要结合

不同种类矿床产出特征，重点对泥盆系重晶石成矿特

征及规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晚古生代裂陷带控制的

台盆或台沟相带是沉积型重晶石矿床的找寻靶区，硅

质岩组合是沉积型重晶石矿的良好找矿标志。总之，

泥盆系同沉积断裂( 水城—紫云—南丹深大断裂) 及

其所派生的次级断裂控制的岩相区是找矿优势靶区，

不同种类矿床的找矿勘探工作应以矿床特殊的产出

环境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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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thermal Venting-Flowing Sedimen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evonian Barite Deposits from Leji，Zhenning County，Guizhou Province

GAO Jun-bo1 YANG Rui-dong1 TAO Ping2 WEI Huai-rui1 LIU Kun1

(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03;

2． Guizhou Academy of Geological Survey，Guiyang 550004)

Abstract: The Devonian barite deposits located in Zhenning County，Guizhou Province have proved reserves of
33． 02 × 106 t，belonging to large-scale ore deposits． Research on sedimentation structures and tectonic characteristics
related to the barite deposits reveal the coexistence of a variety of structures like laminar structures，barite-banded
structure，brecciated structure，barite-fragmental structure and massive structure，etc． ，which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Tianzhu-Dahebian barite deposit，the hydrothermal barite rocks of Gutan in Guangxi Province and the hydrother-
mal water sedimentary barite rocks of Erlangping Group from north Qinling Mountains． Several types of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such as hydrothermal venting channel phases formed in submarine hydrothermal venting，unitary hy-
drothermal lithofacies and hydrothermally mixed synsedimentary phases，were identified widely in barite orebeds in
Zhenning，Guizhou． Similar to Devonian hydrothermal sedimentary rocks ( deposits) from Qinling，those sedimentary
phases and lithofacies features found in Zhenning characterize a hydrothermal turbidity current sedimentation phase．
Sedimentary structures，constructions and lithofacies features of the orebed record well the information of submarine
hydrothermal venting and its evolution，the sedimentation rhythm characteristics reveal the intensity of hydrothermal
venting-flowing was weak-strong-weak． Hence，barite deposits in Zhenning were formed in submarine hydrothermal
venting sedimentation，and the hydrothermal sedimentary structures，constructions and hydrothermal lithofacies fea-
tures make them ideal places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hydrothermal venting diagenesis，metallogenesis and hydrother-
mal lithofacies categorization．
Key words: sedimentation structure; hydrothermal water venting-flowing; barite;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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