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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粘土型金矿 

高振敏 ，杨竹森 一，罗泰义 ，陶 琰 ，饶文波 
(1．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贵州 贵阳550002；2．中国地质科学院 矿产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037) 

摘 要：红色牯土型盎矿床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与表生作用有关的新类型盎矿床，在中国南方分布广泛，其与 

红土型金矿床虽然具有某些相似性，但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本文选择 了云南上芒岗、贵州老万 

场和湖北蛇屋山3个红色粘土型盎矿床，研究了它们各自产出的地质背景、红色粘土层特征及矿体和矿石特 

征，讨论 了中国红色牯土型盎矿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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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将表生风化作用形成的金矿床定名为红土 

型金矿；中国则将其称为红色粘土型金矿。 

这类有埋藏浅，易开采、易冶炼、投资少、效益高 

等特点；一旦发现，便可立即开发。近年来 ，对其研 

究已引起普遍关注。 

红色粘土型和红土型金矿的差异在于含金地质 

体的风化程度不同，即红色粘土型金矿床是指含金 

较高的地质体经不彻底的风化作用，使所含的金活 

化迁移，在风化壳的某一部位形成的表生金矿床；红 

土型金矿是指含金较高的地质体经高度的红土化作 

用，使所含的金活化迁移，并沉淀富集于风化壳的某 
一 部位而形成的表生金矿床。 

国外红土型金矿发现于 20世纪 8o年代。1980 

年在西澳大利亚首先发现了博丁顿(B(Jddington)大 

型红土型金矿床 j，尔后在低纬度地区，如巴西、美 

国、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越南、马里、几内 

亚、尼日利亚、加纳、加蓬和塞拉利昂等国l'一发现 

了大批红土型金矿。 

中国的红色粘土型金矿发现于 2o世纪 90年 

代。1989年先在湖北嘉渔蛇屋山找到了表生风化 

成因的金矿床 j，继之在贵州、云南、湖南、广西、江 

苏等省区先后发现了一批红色粘土型金矿。 

1 几个典型红色粘土型金矿床的地质 

特征 

我国红色粘土型金矿床主要集中分布于中南和 

西南地区。其矿床地质特征既有共性又具有各自的 

特点。本文介绍深切山区、高原岩溶区和平原．丘陵 

区不同地貌单元的云南上芒岗、贵州老万场、湖北蛇 

屋山3个金矿床。 

1．1 云南上芒岗红色粘土型金矿床 

上芒岗金矿位于云南潞西市西南 37 km，属于 

横断山脉西南部的滇西深切山区，矿区为南亚季风 

气候，夏长冬短，干湿分明，年平均温度 19．5t，年 

均降雨量 1 653．4Ⅱ仰。 

1．1．1 成矿地质背菁 上芒岗金矿床位于两大构 

造单元结合地带，以龙陵一瑞丽大断裂为界，北西侧 

为高黎贡山褶皱带，出露元古宇高黎贡山群绿片岩 

相到角闪岩相变质岩和中生代的花岗闪长岩及超基 

性岩；南东倒为福贡一镇康褶皱带，以震旦一寒武系 

公养河群浅变质沉积岩为基底，其上为古一中生代 

的间歇性沉积。在龙陵一瑞丽大断裂南东侧发育多 

条北东向的次级断裂，沿断裂有岩浆侵位、热液蚀变 

和现代地热活动。 

矿区位于龙陵一瑞丽大断裂南东倒(图1) ]， 

中部出露下二叠统沙子坡组白云岩、白云质灰岩夹 

灰岩；北西侧分布上三叠统南梳坝组砂岩、页岩夹放 

射虫硅质岩和中侏罗统勐戛组泥岩、砂岩、钙质粉砂 

岩夹灰岩；南东侧分布中侏罗统龙海组含生物碎屑 

灰岩、页岩和钙质粉砂岩。第三系上新统呈较薄的 

红色粘土层沿与龙陵一瑞丽大断裂近于平行的北东 

向次级上芒岗断裂分布于冲淘和洼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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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云南上芒岗金矿床矿区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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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核工业云南地质调查趴资料) 

矿床沿上芒岗断裂呈北东向分布，全长约 7 

km，自北东向南西分为果园、麦窝坝、广令坡和羊石 

山4个矿段。矿化带宽 300—500m，主要在断裂南 

东侧。矿体呈近水平的似板状和透镜状分布于沙子 

坡组岩溶面上堆积的红色粘土层中。下部基岩中的 

断裂破碎带内有燕山晚期强烈的低温热液蚀变，形 

成原生的卡林型金矿化体，局部形成工业矿体 ， 

成为红色粘土型金矿成矿的主要矿质来源。 

1．1．2 红色粘土层特征 矿区松散堆积物的成因 

类型主要有残积、坡积和冲洪积，局部见有崩塌堆 

积、温泉和沼泽堆积。除分布于现代冲沟内的冲洪 

积物属全新世外，其余堆积物主要为上新世，其中残 

积、坡积和崩塌积物与成矿关系密切，均经受了红土 

化作用，构成红色粘土层的主体。综合4个矿段红 

色粘土剖面的堆积特征，自上而下分为表土带、坡积 

带、钙华 沼泽带、残积带、腐泥岩带和基岩带(图 

2)n】，其中钙华．沼泽带以上为近距离坡积、温泉和 

沼泽堆积，残积带和腐泥岩带为基岩或崩塌积物原 

地残积成因。各带特征如下： 

(1)表土带：最大厚度2 in，由灰棕色高岭石质 

粘土和腐殖土组成，含有少量硅质、迪开石质砾石和 

褐铁矿结核。 

(2)坡积带：厚4～8 m，由棕黄色、棕色粘土质 

亚砂土组成，以发育灰白、白色高岭石质粘土组成的 

枝管状体为特征，含 10％的勐戛组泥岩和粉砂岩质 

次棱角状砾石，以及 40％的石英、斜长石、迪开石脉 

和热液蚀变硅质岩构成的砂粒。 

(3)钙华．沼泽带：厚 0—4 m。在麦窝坝矿段由 

灰白、灰色粘土和透镜状钙华组成 ，含少量石英、斜 

长石砂粒。在广令坡矿段由灰黑色碳质亚粘土组 

成，含2o％的石英和5％的泥岩、硅质岩。迪开石脉 

构成的砂粒有大量植物碎屑和少量硅藻、啮齿类骨 

骼碎片。 

(4)残积带：厚 2～8 m，为主要赋矿层位，由紫 

红色砂质亚粘土组成。顶部含 2o％一30％的赤铁 

矿和褐铁矿，呈网脉状、结核状，时有黄铁矿假像，井 

有 10％的石英砂。向下赤铁矿逐渐消失，褐铁矿减 

少，而石英砂增加到30％，井含 10％ 一2o％的石英 

砂岩、泥岩、硅化和粘土化的砂岩、泥岩及迪开石脉 

构成的次棱角状细砾。 

(5)腐泥岩带：在断裂附近岩溶洼地里厚度约 8 

m，局部漏斗中可达 12 m，主要由杂色含砾的粘土质 

亚砂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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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11．65 m，矿体平均品位(1．5—8．0)×10 ，大 

部分矿体位于地下潜水面之上，适于露采。 

矿石分为两类：1)红色粘土型矿石占总矿石量 

的95％以上。矿物成分由粘土矿物、铁矿物、铝矿 

物和基岩残留的石英、长石及泥质岩、细碎屑岩、硅 

质岩的岩屑和砾石组成。粘土矿物以伊利石为主， 

次为高岭石，另有少量绿泥石和蒙脱石；铁矿物主要 

为针铁矿；铝矿物主要为三水铝石，含量较步 化学 

成分中以 、̂J203、Fe203为主。高价铁含量远大 

于低价铁，F 03／FeO平均值达25．3O。粒度以粉粒 

级(76—2,urn)和粘粒级(<2,urn)为主，次为粗砂一 

砾级。矿石结构有泥质、细砂一粉砂状、含砾状、胶 

状、显微鳞片状、假象粒状和环边氧化等结构，矿石 

构造有块状、土状、蜂窝状、斑点状 、皮壳状和薄层状 

等。2)碎裂白云岩型矿石位于矿体底部(风化不整 

合面)以下 1～3 m，由下二叠统沙子坡组白云岩风 

化的角砾和泥质填隙物组成 ，具砾状、泥质结构．角 

砾状构造。品位与泥质填隙物和上覆红色粘土型矿 

石的品位有关，后者的品位越高，其下的碎裂白云岩 

型矿石品位越高；故此类矿石多分布于富矿地段。 

1．2 贵州老万场红色粘土型金矿床 

位于贵州晴隆县南西约40 km处。属云贵高原 

东部第二梯面的斜坡地带，岩溶作用十分发育，是典 

型的高原岩溶区红色粘土型金矿床 为大型矿床。 

1．2．1 成矿地地质背景 矿区位于扬子陆块西南 

部褶皱冲断带的弱变形域——碧痕营穹状背斜上 

(图4)。背斜核部为下二叠统茅口组灰岩，两翼为 

上二叠统蛾眉山玄武岩及龙潭组含煤陆源细碎屑岩 

夹灰岩，背斜轴迹呈近南北向，南、北两段均被北东 

向断层破坏。玄武岩底部为火山碎屑岩金含量较高 

(54．33—58．24)×10一，形成所谓的“大厂层硅质 

岩”，其内有锑、金等的矿化或矿体。 

矿区内主要出露茅口组中下部的厚层状生物碎 

屑灰岩夹含燧石结核灰岩，产状平缓，被 NEE向的 

高角度安谷断裂切割。该断裂挽近恬动比较明显， 

沿断裂带落水洞、漏斗呈串珠状分布。区内岩浆岩 

不发育，仅见风化残余的峨眉山玄武岩。基岩中尚 

未发现热液活动迹象。金矿体赋存在一些岩溶负地 

形或夷面上残存的第四纪红色粘土层中。 

1．2．2 红色粘土层特征 在岩溶各地和剥夷面上保 

留有红土化的第四纪松散堆积物，厚度变化大，最大可 

达50 II1以上。主要有坡残积、崩塌积及冲洪积，局部见 

洞穴堆积，坡残积和崩塌积与成矿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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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贵州晴隆老万场金矿区域地质略图 

魄- 黜 
(据盛学庸等，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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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残积物以坡积物为主，包括残积及寒冻风化堆积． 

主要为红色粘土及亚粘土，其成分多为玄武岩、硅化 

灰岩、硅质岩及凝灰岩等，分布于岩溶丘丛山地的坡 

麓至坡顶地带；崩塌积物是随岩溶地貌演化多次崩 

落、塌陷的堆积物，岩性为硅质岩、玄武岩和砂页岩 

块等，其中部分风化强烈的硅质岩和硅化凝灰岩含 

金可达工业品位。 

剖面自上而下分为 6个带：表土带、红色粘土 

带、富铁质粘土带、浅色粘土带、富锰质粘土带和基 

岩带。浅色粘土带以上为近距离崩塌积、坡残积部 

分，富锰质粘土带为原地残积部分。除基岩带外，各 

带均可成为含矿层位．金含量平均 3．0×10一，其中 

红色粘土带和富铁质粘土带金含量较高，最高为 

20．0×10一 。 

1．2．3 矿体和矿石特征 矿体数量较多，大小差别 

很大，长度几米至千米不等，构成5个矿体群。主矿 

体(I号矿体)位于第三级剥夷面(1 330 1 360 m) 

上，长约 1 100113，宽 80—250m。 

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漏斗状和不规则状，常 

占据整个剖面或位于剖面的中部，产状受地形控制， 

底板随岩溶侵蚀面的起伏而变化，在溶沟内突然增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高振敏等／中国红色粘土型金矿 

大，在石芽、石柱处迅速减小。厚 1—60 m，平均厚 

12 m。品位(1—36)×10～，平均 2．82 X10～。 

矿石分硅质矿石和粘土质矿石 前者为碎屑状 

或块状，岩块以硅化灰岩居多，其中的硫化物已全部 

氧化成褐铁矿，呈黄铁矿及其他硫化物假象。粘土 

质矿石呈红色或砖红色，疏松土状，显微镜下呈砂 

状、粉砂状结构。胶结物为粘土及少量胶状褐铁矿， 

呈基底式胶结。 

矿石以粉粒级(54—2 )和粘粒级(< )组．tan 2／an 

分为主，因此矿石主要为含砾粉砂质亚粘土。粗粒 

级矿物成分主要为石英，有少量长石和萤石等。粘 

粒级矿物以高岭石和绿泥石为主，其次为针铁矿、伊 

利石和石英，另有少量三水铝石、埃洛石、蒙脱石和 

无定形二氧化锰及微量锐钛矿。自然金呈次显微颗 

粒，吸附于粘土矿物和针铁矿边缘。矿石的化学成 

分以 si02、A12O3、 O3为主，在粘土层底部含有较 

多的 Mn02。 

矿石结构有泥状、细砂一粉砂状、含砾状、胶状、 

显微鳞片状、假象粒状和环边氧化等。矿石构造有 

块状 、土状、蜂窝状、斑点状 、皮壳状和角砾状等。 

ll3 湖北蛇晨山红色粘土型金矿床 

位于湖北嘉鱼县西南约 16 km，属江汉平原与 

鄂南丘陵区过渡地带。该矿床是我国发现最早的红 

色粘土型金矿床，目前控制资源量达大型规模。 

1．3．1 成矿地质背景 位于下扬子台坪武汉～大 

冶褶皱带西端，嘉鱼一赤壁弧形构造带内侧的蛇屋 

山倒转背斜中段。矿区及外围第四系广泛分布，基 

岩零星出露。蛇屋山倒转背斜轴部和倒转翼发育一 

组东西向的逆冲断裂，在含泥质的灰岩破碎带中发 

育不同程度的热液蚀变，主要类型有硅化、重晶石 

化、方解石化、黄铁矿化和雄(雌)黄化，偶见辰砂化。 

伴随热液蚀变，沿断裂发育原生金矿化。原生金矿 

化蚀变岩和矿体是红色粘土型金矿的矿源体。 

矿区内第四纪覆盖面积达95％，主要由全新统 

平原组及中更新统善溪窑组残积和残坡积物组成。 

矿体主要赋存于中更新统的红色粘土层中。 

该区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降雨量约 1 100 mill， 

对金矿的形成十分有利。 

1．3．2 红色粘土层特征 矿区第四系松散堆积物 

广泛发育，厚度较大，最厚达 110 m。松散堆积物的 

成因类型有残积、坡积和冲积、湖积。红土化作用的 

残积和坡积物与成矿关系最密切。残积物主要为砖 

红、棕黄、棕色含砾亚粘土 具网纹状构造、砾石主要 

为蚀变成因硅质岩、硅化碎裂岩、硅化灰岩，在洼地 

处最厚可达近百米。坡积物主要为黄红、砖红色粘 

土质砾及砾质亚粘土，砾石成分主要为硅化岩及微 

量燧石、重晶石，多呈次棱角状，大小悬殊，最大可达 

1 m左右，无分选性，断续分布于丘陵顶部山脊上， 

厚0—25 m，局部可达45 m。 

蛇屋山金矿剖面自上而下划分为6个带：表土 

带、硅质角砾带、网纹粘土带、浅色粘土带、棕色粘土 

带和基岩带。所有的带中都或多或少含有金，以浅 

色粘土带为主要含矿层位 ，金含量为(0．3—12．5)x 

lO一，众值(1．6—2．2)×10—60 

1．3．3 矿体和矿石特征 矿床由单一矿体组成，呈 

不规则长条形，全长 1 520 m，宽 170～480 in，分布于 

蛇屋山一金山南坡，矿体基本连续，呈面状分布。 

矿体呈似层状，赋存于网纹粘土带与棕色粘土 

带之间，产状平缓，略向南或南西倾斜，倾角 6。一 

10~。矿体顶板平缓 ，底板随基岩侵蚀面呈渡状起 

伏，边缘有分叉现象，标高为50一一30m，一般在0 m 

上下。矿体厚1．0—44．3 m，平均厚 13．2 in，矿石品 

位为(1．05—6．88)×10～，平均为2．10 x 10～，属不 

均匀类型。 

矿石属含砂砾粘土金矿石，主要由粘土构成。 

结构疏松。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高岭石和伊利石， 

次为埃洛石和针铁矿，并有微量的硬锰矿、胶磷矿、 

绿泥石、炭质、黄铁矿和重晶石等。金矿物主要为自 

然金，呈次显微颗粒吸附于粘土矿物和针铁矿边缘。 

矿石化学成分中si02占主要地位(60％一75％)，其 

次为 吗和 o3，矿石结构有泥质、粉砂质、含砂 

砾质、交代残留等结构．矿石构造有土状、条带状、混 

杂砾状、网纹状、多孔状及铸模孔状等构造。 

2 中国红色粘土型金矿的主要特征 

综上所述，不同地貌单元的红色粘土型金矿床 

不仅与区域地质背景密切相关，又与地貌和气候环 

境密不可分。 

(1)各矿床均处于北纬 30~以南的湿热气候区。 

矿床均产于上第三纪和第四纪更新世红色粘土层 

中，成矿物质均来自附近的原生金矿体或矿原岩。 

(2)各矿床的红色粘土层主要由残积、坡积和崩 

塌积形成；下部为原地堆积，上部为近距离搬运堆 

积。 

(3)各矿床矿体的规模大小悬殊，主要与其所 

处地区新构造运动的活动性有关。构造运动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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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有利于红土化作用，形成的矿体规模较大，如 

蛇屋山金矿床。构造运动活跃对红土化作用不利， 

形成的矿体规模较小，如上芒岗金矿。目前在中国 

发现的大型红色粘土型金矿仅有蛇屋山和老万场两 

个金矿床。 

(4)矿体在平面上的分布特征与基岩中矿源体 

的空间产状相关，均受基岩中的构造(主要是断裂 

构造)所控制。在红色粘土剖面中，主要矿体或矿 

体的主要部分均位于红色粘土剖面的中下部。 

(5)各矿床矿石的表生矿物主要有高岭石、伊 

利石、绿泥石和针铁矿，其次有埃洛石、蒙脱石和 

锐钛矿等。其中上芒岗金矿以伊利石为主，老万场 

金矿以高岭石和绿泥石为主，蛇屋山金矿以高岭石 

和伊利石为主。三个金矿床的三水铝石都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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