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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上芒岗红色粘土型金矿成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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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上芒岗金矿是滇西地区具代表性的红色粘土型金矿∀ 依据堆积特征! 矿物组合和化

学成分 可将红色粘土剖面分为 个带 即表土带! 坡积带! 钙华2沼泽带! 残积带! 腐泥岩带和

基岩带∀ 其中 腐泥岩带为岩溶坍塌成因 残积带由岩溶残积形成 钙华2沼泽带和坡积带为地表

水流搬运堆积∀ 矿床成因为在中晚燕山期形成的原生卡林型金矿化基础上 经第三纪上新世的岩

溶! 残积和坡积作用的预富集 由不彻底的红土化作用使金以硫代硫酸盐络合物的形式活化迁移

到粘土层的中下部 被低价铁锰离子所还原而再沉淀富集形成∀

关键词 金矿 红色粘土型矿床 成矿作用 滇西上芒岗

中图法分类号 ° 1

自 年澳大利亚首先发现博丁顿 大型红土型金矿后 在巴西 如

大型红土型金矿 等国也相继发现了该类型金矿≈ ∗ ∀我国自 年在湖北首先发现蛇屋山

大型红土型金矿后 在湖南! 贵州和云南等地也相继找到了类似的风化型金矿≈ ∗ ∀由于地质

背景特别是新生代构造活动特征的差异 我国类似的风化型金矿所经历的去硅作用不完全 红

土化程度不彻底 粘土矿物中伊利石! 高岭石和蒙脱石等并存 很少出现铝的氧化物和氢氧

化物 故涂光炽教授将其称之为红色粘土型金矿∀

滇西上芒岗金矿是该区具代表性的红色粘土型金矿 但由于金矿体直接覆盖于原生卡林

型金矿化之上 因此在成因上易被误认为属受不整合面控制的卡林型金矿及其氧化带∀ 本文

在矿床地质特征的基础上 详细论述了矿床的成因特征 这对寻找该类型金矿及其原生卡林

型金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矿区地质概况

上芒岗红色粘土型金矿位于潞西市西南 地处龙陵2瑞丽大断裂南东侧 图 ∀ 矿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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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新统呈较薄的红色粘土层分布于冲沟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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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洼地内 但在矿区北东和南西两侧的潞西和遮放盆地内 却为厚达 的含煤河湖相沉

积≈ ∀ 矿区内北东向断裂十分发育 系龙陵2瑞丽大断裂南东侧的次级断裂 沿断裂有燕山中

晚期的二长斑岩脉! 辉绿岩脉和煌斑岩脉侵入 其中煌斑岩脉内含有橄榄石捕虏晶 表明断

裂与切壳断裂连通∀

图  上芒岗金矿床矿区地质略图

据核工业云南地质调查队资料

ƒ ) 龙陵2瑞丽断裂 ƒ ) 恕江断裂 ƒ ) 澜沧江断裂 ƒ ) 金沙江2红河断裂 ) 上新统 ) 白垩系 λη) 中侏罗

统龙海组 λ) 柳湾组 μ ) 勐戛组 × ν) 上三叠统南梳坝组 ° σ) 下二叠统沙子坡组 ΒΛ ) 辉绿岩 ΓΠ ) 二长斑

岩 ) 断裂 ) 硅化带 ) 粘土化带 ) 岩溶坍塌角砾岩

ƒ 1 ≥

ƒ ) 2 ∏ ƒ ∏ ƒ ) ∏ ƒ ∏ ƒ ) ƒ ∏ ƒ ) 2 ƒ ∏ ) °

) ≤ ∏ λη) ∏ ƒ λ) ∏ ƒ μ ) ƒ

× ν) × ∏ ƒ ° σ) ° ≥ ƒ ΒΛ ) ⁄ ΓΠ )

) ƒ ∏ ) ≥ ) )

  上芒岗红色粘土型金矿沿上芒岗断裂呈北东向分布 全长约 自北东向南西分为果

园! 麦窝坝! 广令坡和羊石山四个矿段∀ 矿化带宽 ∗ 主要分布在断裂南东侧∀ 矿

体呈近水平的似板状和透镜状分布于沙子坡组之上堆积的红色粘土层中 图 ∀ 其下部基岩

中的断裂破碎带内有燕山晚期强烈的热液蚀变矿化 是红色粘土型金矿成矿的主要矿质来源∀

 红色粘土剖面特征

综合上芒岗金矿 个矿段红色粘土剖面的堆积特征 可将其划分为 个带 图

表土带 大厚度 由灰棕色高岭石质粘土和腐殖土组成∀

坡积带 厚 ∗ 由棕黄色! 棕色粘土质亚砂土组成 以发育灰白! 白色高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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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粘土组成的枝管状体为特征 含 的勐戛组泥岩和粉砂岩质次棱角状砾石 以及 的

石英! 斜长石! 迪开石脉和热液蚀变硅质岩构成的砂粒∀

图  上芒岗金矿床 号勘探线剖面图

据核工业云南地质调查队资料修改

μ ) 中侏罗统勐戛组 ° σ) 下二叠统沙子坡组 ) 表土带 ) 坡积带 ) 钙华2沼泽带 ) 残积带 ) 腐泥岩带

) 红色粘土型金矿体 ) 卡林型金矿体 ) 断裂带 ) 钻孔 ) 浅井

ƒ 1 ¬ ≥

μ ) ∏ ƒ ° σ) ° ≥ ƒ ) × ) ≥ )

× √ 2 ) ∞ ∏√ ∏ ) ≥ ) ) ≤ ) ƒ ∏

) ⁄ ) ≥

图  上芒岗金矿床红色粘土剖面及金和粘粒部分粘土矿物含量

) 广令坡矿段 ) 麦窝坝矿段 ) 伊利石 ) 高岭石 ) 针铁矿

ƒ 1 ≥ ∏

∏

) ∏ ) ) ) )

钙华2沼泽带 厚 ∗ ∀ 在麦窝坝矿段由灰白! 灰色粘土和透镜状钙华组成 含少

第 卷 第 期 杨竹森等 滇西上芒岗红色粘土型金矿成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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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石英和 的泥岩!

硅质岩! 迪开石脉构成的砂粒 并有大量植物碎屑和少量硅藻! 啮齿类骨骼碎片∀

残积带 厚 ∗ 由紫红色砂质亚粘土组成∀ 顶部含 ∗ 的赤铁矿和褐铁

矿 呈网脉状! 结核状 或呈黄铁矿假像 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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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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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泥岩带 在断裂附近岩溶洼地里厚度约 局部漏斗中可达 主要由杂色

表 1  上芒岗红色粘土型金矿基岩金含量 10 6

Ταβλε 1 Γ ολδ χοντεντ οφ βεδροχκ ιν τηε Σηανγμ ανγγανγ

ρεδ χλαψ τψπε γολδ δεποσιτ

区域 岩 性 样品数 金平均值

矿区

外围

蚀变岩 1

勐戛组碎屑岩≠ 1

沙子坡组白云岩≠ 1

勐戛组碎屑岩≠ 1

沙子坡组白云岩≠ 1

≠ 资料来源于核工业云南地质调查队 云南省潞西县上芒

岗金矿床广令坡矿段勘探报告 外围金平均值单位为

图  上芒岗金矿麦窝坝采场

岩溶漏斗剖面图
) 残积物 ) 岩溶坍塌角砾岩

) 下二叠统白云岩

ƒ 1 ∏

≥

) ∞ ∏√ ∏ )

) °

含砾的粘土质亚砂土组成∀ 砂粒约占

以棱角状石英为主 其次为热液

蚀变硅质岩 并有少量泥岩和迪开石团

块∀ 此外还有 的球状! 水滴状! 姜

块状石膏集合体 直径 1 ∗ 被

褐铁矿染成褐红色∀ 亚砂土中残留的结

构构造显示 风化前为勐戛组泥岩和粉

砂岩构成的角砾岩 并有含黄铁矿! 辉

锑矿的热液蚀变硅质岩团块∀ 在断裂南

东侧缺失上述风化角砾岩的部位 该带

主要由沙子坡组风化形成的松散状白云

        石质砂土组成 厚度小于 ∀

基岩带 由沿断裂分布的热液蚀变矿化岩 局部构

成小型工业矿体 及两侧的勐戛组和沙子坡组地层构成∀在

硅化!粘土化岩中金含量为 1 ≅ ∗ 1 ≅ 蚀变

成因硅质岩中金含量为 1 ≅ 而在黄铁矿富集部位高

达 1 ≅ 但在沉积地层中金的含量却很低 表 ∀

 成矿作用分析

311 岩溶作用

上芒岗红色粘土型金矿矿体下部的沙子坡组白云岩顶

面 为一发育有大量石芽!石柱和溶蚀沟槽!漏斗的岩溶面∀

该面与现代地形面平行 但其下部的沙子坡组白云岩却向

北西倾斜 局部近直立 而区域上勐戛组与沙子坡组呈平行

不整合关系 因此该岩溶面不是中侏罗统勐戛组沉积前的

岩溶面 而是新生代形成的岩溶面∀

在岩溶面的低洼部位 充填有勐戛组泥岩!粉砂岩和硅

化!粘土化蚀变岩构成的大小混杂的角砾岩 其大部分已风

化成杂色砂土状 但仍保留着原始的结构构造∀角砾岩的上

部被紫红色含砾亚粘土所覆盖 其间有一剥蚀面 图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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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裂南东侧地形较高部位 岩溶洼地内的角砾岩缺失 全部被紫红色含砾亚粘土充填∀ 这

种关系表明曾发育过两次岩溶作用∀ 第一次为发育于勐戛组与沙子坡组平行不整合面附近的

地下埋藏型岩溶 导致上覆的勐戛组和蚀变岩坍塌堆积于洼地内 形成下部的岩溶坍塌角砾

岩 这可从石芽! 石柱形态保存完好 石柱内发育的矿化期碳酸盐网脉没有延伸到角砾岩内

角砾岩的分选成层性差 以及矿体下部的沙子坡组白云岩内仍保留有溶洞得到证实∀ 第二次

为地表覆盖型岩溶 其证据为石芽! 石柱的表面发育一层风化成因的白云石质砂土 洼地内

被紫红色含砾亚粘土充填∀ 因此 两次岩溶作用形成的洼地成为原生矿化岩风化产物堆积的

场所 为矿床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空间∀

312 残积! 坡积作用

在沙子坡组白云岩分布区 残积作用伴随地表覆盖型岩溶而发生 形成紫红色含砾亚粘

土及下伏的灰白色白云石质腐泥岩带 覆盖于岩溶面之上 以果园矿段 典型∀ 该矿段紫红

色亚粘土充填于岩溶洼地内 并含有 ∗ 的石英晶体 其形态与下伏沙子坡组白云岩

中发育的原生矿化期石英晶洞内的石英形态完全一致 个别团块仍保留石英晶洞的特征∀ 在

岩溶坍塌角砾岩分布区 残积作用形成紫红色砂质亚粘土 并向下过渡到粘土质亚砂土构成

的腐泥岩带 以广令坡矿段 典型∀ 该矿段紫红色砂质亚粘土的下部常含次棱角状的原生蚀

变矿化岩团块∀ 因此 矿区内残积作用普遍发育 其堆积物特征显示原地风化堆积成因∀

坡积作用发生于钙华和碳质亚粘土堆积之后 形成较厚的含砾粘土质亚砂土堆积于低洼

处 其中含有大量原生蚀变矿化岩的碎屑∀ 亚砂土无分选的堆积特征及所含的次棱角状砾石

成分和形态特征 显示其为近距离搬运堆积的产物∀

残积和坡积作用使原生矿化岩大量聚积于岩溶洼地内 为矿床的形成进行了成矿物质的

预富集∀

313 红土化作用

红土化作用在残积和坡积作用过程中就已发生 尤以残积作用过程中 强烈 并在其后

的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主要的表生成矿作用 促使残坡积物中的金发生迁移富集而成矿∀

在红土化作用过程中 基岩在表层水的循环下发生化学风化而分解 导致 ! ! ≤ !

等可溶性组分大量淋失 ≥ 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淋失 而 ! ƒ ! ! × 等组分得以残留

富集 表 其中以残积带的上部 明显 这与该带顶部曾长期暴露地表发生强烈风化有关∀

伴随化学成分的变化 矿物成分发生相应的调整 形成以伊利石! 高岭石为主 针铁矿居次

并有少量蒙脱石和三水铝石的粘土矿物组合∀ 这种变化在岩溶漏斗中的残积物与石芽! 石柱

的接触带 明显 如果园矿段在该接触带部位高岭石! 三水铝石和针铁矿明显增多∀但是 总

体上红土化作用还不彻底 去硅作用不完全 粘粒部分的 ≥ 分子比 仍在 1 ∗

1 且多种粘土矿物并存∀ 因此 红土化作用仍停留在红色粘土阶段∀

在红土化作用过程中 堆积物中的金部分被残留 部分以络合物的形式发生迁移而在适

当部位再沉淀∀ 金在含氯化物的氧化强酸性溶液中以氯化物络合物的形式活化迁移≈ 而

在不含盐的还原中性和碱性溶液中以硫代硫酸盐和硫化物络合物的形式活化迁移≈ ∗ ∀该矿

床粘土层下为碳酸岩基岩 且原生矿化岩中有大量碳酸盐化物质 使得风化流体不可能呈现

强酸性 这已为红色粘土样品去离子水浸泡液的 值介于 1 ∗ 1 所证实∀ 因此 金主

要以硫代硫酸盐络合物的形式活化迁移∀当金络合物迁移至地下潜水面附近时 被硫化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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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上芒岗金矿广令坡矿段红色粘土及其粘粒部分和基岩的化学成分

Ταβλε 2 Χηεμ ιχαλ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ρεδ χλαψ ανδ ιτσ χλαψ παρτ ασ ωελλασ βεδροχκ

ιν Γ υανγλινγπο ορε βλοχκ οφ τηε Σηανγμ ανγγανγ γολδ δεποσιτ

岩性 样 号 ≥ × ƒ ƒ ≤ ° 2

红色

粘土

粘粒

部分

基岩

≥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勐戛组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沙子坡组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注 基岩资料据核工业云南地质调查队 勐戛组为 个样品平均值 沙子坡组为 个样品平均值 沙子坡组 ≤

为 1

碳酸盐风化释放的 ƒ ! 所还原形成 ∏ 同时 ƒ ! 被氧化成高价氧化物和氢

氧化物∀由于铁锰氧化物和氢氧化物对金具有强吸附性≈ 因此还原的金被其吸附而再沉

淀 这可从广令坡矿段残积带上部因含大量褐铁矿而使金高度富集 图 得到佐证∀

在红土化作用过程中 原生硫化物发生氧化释放出大量 ≥ 当其与碳酸盐基岩风化释

放的 ≤ 在潜水面附近相遇时 便以石膏的形式沉淀富集∀ 该矿床红色粘土剖面坡积带之下

的各个层位 均含有似层状分布的球状! 水滴状和姜块状石膏集合体 但以腐泥岩带含量

高∀ 集合体中石膏粒径在 1 左右 并被褐铁矿浸染∀ 这些特征表明 红土化作用过程

中地下潜水面呈缓慢下降趋势 其间有多次稳定期 为形成厚度较大的矿体提供了十分有利

的水文条件∀

 成矿时代和成因模式讨论

上芒岗红色粘土型金矿的成矿时代尚无同位素测年资料 但矿床所处的地貌位置 潞西

和遮放盆地之间的低山带 和粘土剖面的堆积特征 表明其成矿时代应为上新世∀ 滇西地区

和青藏高原一样 在第三纪中晚期经历了渐新世末和中新世两次夷平作用和多次构造抬

升≈ ∗ 形成了潞西和遮放盆地上新统河湖相含煤地层≈ ∀ 在盆地沉降过程中 盆缘的斜坡

地带为地下埋藏型岩溶的发育提供了条件∀ 当山盆趋于夷平 盆缘的碳酸岩上便可发育覆盖

型岩溶 偶尔还可形成沼泽地 并被其后的坡积物所覆盖∀ 进入第四纪 由于强烈的构造抬

升 使矿床所在的部位冲沟下切 红色粘土层遭受剥蚀而没有沉积∀ 因此 矿床的红色粘土

层主要形成于上新世早期∀ 此外 由腾冲地区上新世硅藻土中的孢粉组合可知 上新世为亚

热带温暖湿润气候≈ 是红土化发育的必要条件 而第四纪呈现冷暖交替气候 不利红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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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育 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该矿床形成于上新世∀

上芒岗红色粘土型金矿是在内生作用形成的原生矿化基础上 经外生作用的预富集和红

土化形成的 其成因模式可概括为 ≠ 燕山中晚期 沿北东向断裂的低温热液活动 形成了

以硅化! 粘土化! 重晶石化和碳酸盐化为特征 伴有黄铁矿! 辉锑矿! 闪锌矿和辰砂等硫化

物的原生金矿化 上新世早期的地下埋藏型岩溶和地表覆盖型岩溶作用 为成矿提供了岩

溶洼地聚矿空间 ≈ 上新世早期的岩溶坍塌! 残积和坡积作用 使原生矿化物质预富集于岩

溶洼地内 … 上新世中晚期的红土化作用 使矿质迁移富集于红色粘土层的中下部 终形

成红色粘土型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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