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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红 土型金矿是云南近年新发现的矿床类型之一。新构造运动期是云南红土型金矿的

主成矿期。由于地壳的快速抬升,红 土型金矿表现出了对基岩含 Au性 依存度高的特点,分 为岩

控、层控和构控三种类型。红土型风化壳剖面一般发育不全,成 熟度低,厚 度较小,长 期保持在

红土化作用的初期—中期阶段 。铁质层对金有明显的次生富集作用。金矿物成色多大于 850,为

显微一次显微状,多 呈不规则状镶于褐铁矿中。矿石组构依风化程度不同分为三组。

关键词:红 土型金矿 成 矿背景 矿 床特征 风 化壳剖面 云 南

红土型金矿系含 Au地 质体在表生作用下,发 生垂向活化、迁移和沉淀,在 红土风化壳

剖面一定位置富集,形 成的金矿床。具有易采、易冶和高回收率的特点。近年,云 南发现了

一批红土型金矿床 (点),因 为云南新生代处于地壳快速抬升期 ,相 应的红土型金矿床与国

内外许多已知矿床相比表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成 为一种特殊类型。

1 喜 马拉雅阶段云南地壳运动特点

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期是云南高原的形成时期,导 致云南古地貌发生了巨大变革。云南的

喜马拉雅构造运动可划分为 3个 阶段。江能人根据
“
造成云南现代地形基本轮廓的构造作用

的原则
”0,把 云南新构造活动时期确定为中新世到现在。

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早期 (古 新世—始新世中期),山 脉一度剥蚀夷平而老化 ,形 成老年

丘陵地貌。中一晚始新世间,印 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对云南地貌影响巨大,沿 现今红河位

置发生大规模的左行走滑剪切作用 ,使 原来连为一体的哀牢山和点苍山、金平和大理海东地

区被切断错移成不相连结的两个块段。在 (⒛ ±0.2)× 106a发 生的岩浆侵入事件 ,对 Au

有一定的富集作用,部 分成为红土型金矿的矿源体 (如金平、北衙等地)。

新构造期是云南红土型金矿的主要成矿期,可 细分为两个亚期②:第 一亚期 ,中 新世一

上新世 ,是 云南地壳由平移剪切向隆升作用转化的调整阶段。据陈寄文等研究[1],在 哀牢

山—红河剪切带钾长石
。OAr'9Ar同 位素的多重扩散模式指示在 ⒛ ×106~19× 106a间 发生

一快速冷却过程,是 山脉快速强烈隆升的记录。另外 ,在 云南河流谷地发育的中新世和上新

世沉积中,大 量分布有前新生界岩石成分的砾石,表 明古夷平面开始解体 ,山 脉正上升剥

蚀 ,广 大地区形成低山丘陵和星罗棋布的湖盆。这是云南
“
红土高原

”
的形成期[2],特 别

是在众多山间盆地中,红 土化作用稳定发展,常 形成厚度较大 ,风 化程度高的红土风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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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该 期以湖洎水系为主,剥 蚀力较弱 ,有 利于风化壳的保存,是 云南红土型金矿形成的

极好构造和地貌环境。第二亚期,主 要表现为第四纪地壳间歇性抬升 ,地 貌上湖盆先后消

失 ,河 流贯通 ,河 谷下切 ,出 现河流水系,逐 步形成高原地貌。云南许多山脉至今仍保持很

年青的地貌 ,常 于山顶地带见代表老年期的丘陵地貌特征。在地形陡、坡度大的山地 ,几 乎

不能保留红土型风化壳 ;在 地势较高的剥蚀面上 ,冲 刷作用强 ,风 化壳不易保存 ,厚 度薄,

难于形成分布广、成熟度高的风化壳,成 矿条件不好。地形平坦低凹的山间盆地、山地平台

等 ,有 利于形成一定规模的红土型金矿。云南新构造运动期持续、快速抬升的地壳运动 ,导

致了其红土型金矿分布面积相对较小,风 化壳较薄、分布孤立及对基岩含 Au性 依赖强等特

点。

2 古 气侯

据路南盆地和昆明盆地古地磁资料 ,早 第三纪的纬度分别为 21,9° N和 19.1°N,均 比现

代纬度低,古 气侯以炎热干旱一半干旱为主,是 中生代以来周期性干旱气侯的继续与发展,

不利于红土型金矿的形成。新构造运动期向北移了 4°~5° ,仍 为低纬度区,大 部分为热带一

亚热带高原湿润气侯区,雨 量充沛,气 侯温暖潮湿 ,为 红土型金矿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气侯

条件。云南在第四纪时期 ,除 滇西北和滇东北外 ,气 侯较为暖和,利 于红土型金矿的形成。

3 矿 源体类型

一般把向形成红土型金矿提供金来源的地质体称为矿源体[3〕。矿源体分为含 Au较 高的

岩石和原生金矿 (化 )体 及含 Au较 高的围岩。笔者将云南的红土型金矿的矿源体分为 6类

(表 1)。

岩 控  型

层 控  型

构 控  型

鹤庆北衙、金平铜厂、石屏龙潭、祥云马厂箐

富源胜境关、潞西上芒岗、墨江金厂烂山、文山

大马固

元阳老金山、盂连茶场、元谋龙山

在云南的各个构造单元内,均 不同程度地发育有一种以上的含金建造,都 有可能成为红

土型金矿的矿源体。从这个角度看,金 沙江—哀牢山地区是红土型金矿矿源体最为丰富的地

区。另外,矿 源体的产状对红土型金矿的矿体规模影响较大,一 般来说,产 状平缓及呈面形

展布的矿源体对形成规模较大、连续性较好的次生金矿体有利。单个矿源体的规模与风化程

度直接影响着红土型金矿床 (体 )的 规模和形态,两 者间多呈正相关关系。

表 1 云 南红土型金矿的矿床类型与矿源体类型

侵人岩含金建造、次火山 (斑)岩 含金建造

沉积岩中热水渗滤含金建造,火 山岩

含金建造,变 质岩含金建造

含金建造中的断裂构造~蚀变带

矿床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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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矿 床类型

从 目前云南已知的红土型金矿床 (点 )来 看,主 导的控矿因素是矿源体 ,笔 者认为 ,红

土型 金矿床类型的划分应以矿源体特征为基础,划 分为岩控型、层控型和构控型三类 (表

1)。

4.2 矿 体形态与产状

岩控型和层控型红土型金矿一般产状平缓,多 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覆于矿源体之

上,并 受风化壳不整合面形态控制而使其底板产状起伏变化。例如,北 衙红土型金矿体呈似

层状、透镜状覆于正长斑岩岩体上及北衙组灰岩接触带的风化壳中;上 芒岗红土型金矿体呈

透镜状沿砂子坡组灰岩岩溶不整合面的凹陷部位斜列式展布;胜 境关红土型金矿体似层状、

透镜状产于风化二叠系茅口组灰岩之上的峨眉山组玄武岩风化物中。构控型红土型金矿矿体

产状变化复杂,呈 线状展布 ,多 呈上大下小的剖面形态。例如 ,元 阳老金山红土型金矿体就

分布于风化的构造蚀变带中;茶 场金矿的矿体呈楔形产于风化的断裂破碎带中。一般说来 ,

红土型金矿的矿体规模较相关的原生矿体规模大,两 者间呈过渡关系。

4.3 矿 石特征

(1)矿 石的矿物成分 :矿 石的矿物组成与原生矿石成分有关。总的来看 ,含 金硫化物矿

石风化形成的红土型金矿矿石中金属矿物都有褐铁矿 (针铁矿)、 赤铁矿、磁铁矿、软锰矿、

硬锰矿等,但 各矿床的含量不尽相同,而 褐铁矿 (针铁矿)是 最常见的矿物;非 金属矿物一

般有石英、蒙脱石、高岭石。不同的基岩硫化物类型经风化形成的红土型金矿有各 自特殊的

矿物 ,如 孟连茶场金矿有锡石、孔雀石、白钛矿等氧化物 ,北 衙金矿出现白铅矿、菱锌矿、

铅铁矾 (Pb·3Fe203· 4sO3· 6H2O)o等 矿物。一般还都不同程度地保留有残余硫化物。在硫化

物不发育基岩区,目 前仅发现元谋龙山金矿点,主 要矿物为方解石、蛋白石、褐铁矿、金红

石、榍石、自然金等。

金矿物以自然金和银金矿为主,多 为显微一次显微状单体 (小 于 0.074mm)。 主要呈

不规则粒状产于褐铁矿、软锰矿、粘土矿物中,仅 在墨江金厂烂山见薄膜状 自然金产于褐铁

矿裂隙中。自然金表面一般都发育氧化铁表

禹 金 山为 862.6,北 衙为 873.2,茶 场金矿为
金矿物成色变化大 ,多 大于 850(元 阳氵

963.5,上 芒岗金矿为 998),与 国内外大多数红土型金矿相比稍低 ,反 映了快速抬升区红土

型剖面发育程度低 ,导 致金银分离不足的特

霪馁 由弱到强可分为三组红土组构:① 腐岩一

(2)矿 石组构 :云 南红土型金矿依风化稚

松散土一散粒红土,如 胜境关、薅枝坪等矿点;② 块状一蜂窝状红土,如 老金山、烂山、

茶场、英山、上芒岗、银厂坪子等矿点;③ 红土性红土,如 北衙本区、马头湾及南大坪等

矿区。须指出的是,在 高风化程度组构区内,常 伴有低风化程度矿石组构出现。

常见矿石结构有 :格 状结构、松散结构 (包 括松散砂状和泥状结构)、 残余结构等。矿

石构造有炉渣状、多孔状、蜂窝状、土状、结核状、豆状、角砾状、皮壳状等。

4.4 风 化剖面

根据红土型风化壳的发育演化特点 , 笔者将云南红土型金矿的代表性剖面与国内外典型

o 陈 玲等,1983,北 衙铅矿金银赋存状态查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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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剖面对比后可看出:

(l)剖 面厚度小 :除 北衙金矿局部有近百米厚的矿化层外 ,绝 大多数矿床 (点 )仅 有数

米厚的风化壳 ,如 烂山多小于 10m,老 金山仅 4~5m,上 芒岗不足 ⒛ m等 等。同时 ,各 分

层在同一矿区内横向厚薄变化大。

(2)剖 面发育程度低 ,一 般不超过网纹化作用阶段 ,没 有达到铝、硅的表生富集阶段。

在矿物成分上没有三水铝石、次生硅壳的大量出现,高 岭土多呈脉状、网脉状出现。从化学

成分看 ,硅 铝系数 (⒏O2/Al2O3分 子比),墨 江金厂烂山为 2.46~9,” ,孟 连茶厂为 1.40~

9.68,上 芒 岗 为 7.01~9.22,北 衙 金 矿 为 23,4~4,79,均 大 于 1.15,属 轻 度 富 铝 化 粘 土 ,

是红土化作用初一中期阶段的特点。

(3)受 断裂构造控制的矿床类型:在 云南有一些红土型金矿床 (点 )的 红土型剖面并不

形成分层,而 是产于红土化 (褐 铁矿和针铁矿化)断 裂破碎带中,矿 石就是褐铁矿充填的断

层角砾。代表有孟连茶场和元阳老金山。以茶场金矿为例,在 断裂带中,依 风化程度由强到

弱出现 :褐 铁矿化粘土和粉状褐铁矿 (Au1o× 106~⒛ ×10̄ 6)→
致密块状褐铁矿 (褐铁

矿含量高达 85%,Au1× 106~7× 106)→ 褐铁矿胶结角砾岩和网脉状褐铁矿穿插碎裂岩

(Au3× J06~6× 106)→ 致密块状黄铁矿脉 (Au⒛ .46× 109)。

(4)主 含矿层不同:云 南红土型金矿的主含矿层主要是铁质红土层 (甚 至铁帽层 )和 基

岩过渡层 (腐 岩层),而 布丁顿和蛇屋山等矿床的主含矿层是斑点带和杂色粘土带。表明云

南 Au的 次生富集主要受 Fe2+还 原剂、褐铁矿的离子吸附作用和地下水流动带与停滞带的转

化控制。因 Fe2+自 身氧化 ,使 含金络合物分解 ,造 成金与铁氧化物一同沉淀 ,在 烂山、北

衙、老金山、茶场等矿床 ,明 金 (甚 至块金)见 于铁壳层中;在 地下水带中,由 于地壳快速

抬升 ,导 致氧化-还原条件转化快,在 地下水渗透带和流动带,氧 化作用使金活化 ;在 停滞

带 ,还 原环境使金沉淀。

(5)铁 矿物特征 :褐 铁矿有两种产出方式 :一 为褐铁矿 (针 铁矿),铁 黑一褐黑色,不

透明,它 形粒状 ,五 角十二面体和立方体 ,具 黄铁矿假象 ,粒 度 0。OO6~0.笏 mm;二 为粘

土状褐铁矿 (针 铁矿),褐 红色—黄褐色褐铁矿与非晶质物及绢云母-水云母、高岭土、硅

质、碳酸盐残留物的集合体 ,褐 铁矿为它形粒状、胶状、土状、皮壳状、脉状、网脉状、葡

萄状 ,可 切穿粒状褐铁矿 ,粒 度多小于 0,005mm。

5 结 语与讨论

云南地壳的快速抬升 ,导 致红土型金矿剖面厚度较小和发育不全,长 期保持于红土化作

用的初—中期阶段。笔者认为,红 土型金矿的演化可分为北衙式 (初一中期 )艹 蛇屋山式

(中—晚期)一 布丁顿式 (晚—末期)。在云南 ,铁 质层对金有明显的次生富集作用 ,但 该层

不同于较成熟红土剖面中的硬 (铁 )壳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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