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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粘土型金矿和红土型金矿都是风化壳型金矿，这两类金矿床多分布于热带—亚热带的温暖潮湿

气候区。但是它们之间在构造环境、基岩岩性、风化壳型金矿体与原生矿关系、风化壳剖面、红土层的化学成分

及金的赋存状态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中国的这种风化壳型金矿不能硬套国外红土型金矿床的模式，称

之为红色粘土金矿为宜。 

关健词  国外红土型金矿  差异  中国红色粘土型金矿 

 
1980 年，在西澳大利亚西南的博丁顿（Boddington）地区 （davy et al., 1986；Symons et al., 1990）首

次发现了产于太古宙绿岩带之上发育的红色风化壳中的大型金矿床，并称之为红土型金矿床。1985 年，在

巴西的巴伊尔（Bahia）地区(Carvalho et al., 1991；Weisheng et al., 1993)再次发现了产于太古宙基底之上发

育的红色风化壳中的大型红土型金矿床。红土型金矿的发现，引起了人们对金在表生条件下经红土化作用

而发生迁移富集现象的普遍关注，并在全球的低纬度区，如澳大利亚和巴西的其它地区、法属圭亚那、美

国、斐济、印度、越南、马里、喀麦隆、加蓬、塞拉利昂、尼日尔等国，发现了大批红土型金矿床（杨竹

森等，2001.） 
中国于 1989 年，首先在湖北嘉鱼蛇屋山发现了产于红色风化壳中的大型金矿床（李松生，1993；刘

腾飞，1996）。之后在贵州、云南、湖南、广西等地也先后发现了一大批类似的金矿床（杨竹森等，2000；  
高振敏等，1998）. 

涂光炽教授将我国这种红色风化壳型金矿称之为“红色粘土型”金矿床，并指出“红色粘土型金矿床

与国外红土型金矿床在物质组成及形成机制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在产出背景及外观上有若干类似之处，

因而在讨论中容易引起混淆。”“90 年代在我国西南地区连续被发现的‘红土型’金矿床，实质上是红色

粘土型金矿床。它们是在亚热带—温带条件下，硅酸盐造岩矿物崩解为粘土矿物，后者通过对 Au 的吸附

作用而形成矿床”（涂光炽，1999） 
红色粘土型金矿床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在理论研究上有利于突破红土型金矿床成矿理论的限制，对

于提高中国红色粘土型金矿床的研究水平，完善风化作用成矿理论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且在找矿实践

上有助于冲出红土型金矿床分布范围的局限，对于开拓中国红色粘土型金矿床的找矿范围，合理布置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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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  红色粘土型金矿的含义 

红色粘土型金矿床是含金较高的地质体经不彻底的红土化作用，使所含的金发生活化迁移，并被表生

矿物吸附而富集于风化壳的谋一部位所形成的金矿床(高振敏，2002)。含金较高的地质体是矿质的主要来

源，称为矿源岩，可以是原生金矿体或矿化岩，也可以是含金较高的岩石，包括各类火山岩、侵入岩、变

质岩和沉积岩。风化壳是矿体的赋存介质，主要由红色粘土组成。红色粘土型金矿床属于表生风化成因的

金矿床，其与红土型金矿床和残积型砂金矿床区别主要取决于红土化作用的程度。 在中国的红色粘土型

金矿床中，粘土层由多种粘土矿物组成，铝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矿物较少，铁质豆石层或硬壳层基本不发

育，显示处于红土化过程的初级阶段，其红土化程度不彻底。红土型金矿床形成红土化过程的高级阶段，

而残积型砂金矿形成于红土化作用尚不发育的阶段。 

2  中国红色粘土型金矿与国外红土型金矿的差异 

我国西南地区的红色粘土型金矿与国外典型的 红土型金矿有些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在表生条件下由

红土化作用形成的，但它们之间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异： 
（1）区域构造活动性差异。国外红土型金矿床发育于构造长期稳定的地盾或地台区，处于准平原化

地貌和热带气候条件，有利于红土化作用的深透发育。如巴西的 Bahia 和澳大利亚的 Boddington 等，大都

位于稳定的地盾区，新构造运动的差异升降活动不明显，准平原化程度很高，使得红土化风化壳厚度均一

的广泛分布。 
我国的红色粘土型金矿床集中地区分布于亚热带，具有红土化作用发生的有利气候条件，但新生代构

造活动强烈而频繁，所处地区一般为高山—丘陵地貌，地形切割强，地下水位上下波动剧烈，不利于红土

化作用的充分发育。虽然，中国西南地区新生代的断陷盆地和穹隆构造及断裂构造发育，为喀斯特貌形成

创造了有利条件，为红色粘土型金矿成矿准备了储矿空间。但是，由于新生代以来的新构造活动频繁和强

烈，差异升降显著，准平原化程度极低，限制了风化壳的发育，仅能在局部低洼处形成了厚度变化很大的

红土化风化壳。 
（2）基岩岩性差异。国外红土型金矿的基岩大部分为中深程度的变质岩，包括变质安山岩、粗玄岩、

花岗闪长岩、基性火山杂岩等，少数为变质沉积岩，在成矿过程中缺乏岩溶作用，使地下水的酸性程度较

高，有利于深透的红土化作用的发生。 
我国南方地区红色粘土型金矿的基岩，主要为未变质岩石，其中大部分是沉积岩，包括碳酸盐岩和细

碎屑岩，少部分为中酸性—碱性斑岩体。而且，在矿体之下为厚度较大的碳酸盐岩，使得成矿过程中发生

了强烈的岩溶作用。 
（3）矿体及与原生矿关系的差异。国外红土型金矿床，主矿层主要赋存于红土化比较充分的含铁带

和粘土带上部，矿床规模较大，矿石品位较低，但变化较小。 
我国的红色粘土型金矿床，赋矿层位在剖面各带中无明显的选择性，矿体的形态和厚度受风化壳底部

不整合面形态控制，矿床规模较小，矿石品位较高，但变化较大。 
近年，虽然国外红土型金矿床的基岩中也发现了具有经济价值的高品位原生矿，但是，红土型金矿体

的面积比原生金矿体的剥蚀面积要大得多，指示金发生了明显的侧向迁移。 
我国西南地区的红色粘土型金矿床，矿体的面积与基岩中原生矿的剥蚀面积相差不大，反映金的侧向

迁移不明显，主要表现为垂向迁移。 
（4）风化壳剖面差异。国外红土型金矿的红土层主要为原地残积形成，风化壳发育完整，剖面厚度

较大且稳定，发育较完全，剖面分带明显，从上至下－般包括：表层红土－铁质豆石或硬壳带－斑点带（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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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矿带）－杂色粘土带－腐泥带－基岩(Davy et al., 1986；Menn，1984) 
我国南方地区的红土型金矿床的

红色粘土层成因类型复杂，风化壳厚度

变化大，古喀斯特地貌的沟槽和漏斗部

位红土层可厚达 60 m，而凸地部位仅有

1 m 或更浅。而且，大部分金矿床剖面

厚度较小，剖面发育不完整，缺失硬壳

带和斑点带，反映其风化程度较低（杨

竹森等，2000，2001） 

 
 
 
 
 
 
 
 
 
 
 
 
 
 
 

图 1  红色粘土型金矿与红土型金矿的SiO2-Al2O3-Fe2O3图 
 

（5）化学成分差异。在国外红土

型金矿床中，红土剖面上部以Fe2O3为

主，SiO2含量很低，向下部SiO2含量逐

渐降低，Al2O3的含量平均在 20％以上。

在我国南方的红色粘土型金矿床中，整

个粘土剖面均处在SiO2高含量范围内，

没有出现Fe2O3的明显富集（图 1），Al2O3

的含量平均在 20％以下。例如，云南省

上芒岗金矿红色粘土型矿石中以SiO2含

量在 55％以上，Fe2O3和Al2O3含量低，

Fe2O3的含量均在 20％以下，最高也未

超过 25％。因此，相对于国外红土型金

矿床，我国西南地区的红色粘土型金矿床

处于初期脱硅阶段。 
（6）矿物成分差异。国外红土型金

矿床的铁质豆石层或硬壳层发育，红土型

金矿红土层矿物组成主要由铁（或铝）的

氧化物或（和）氢氧化物构成（针铁矿、

褐铁矿、赤铁矿和三水铝石等），粘土矿

物产在红土层之下，并主要由高岭土构

成，常见有三水铝石。在红土剖面的上部

主要由针铁矿、赤铁矿、三水铝石等铁和

铝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组成，向下以高岭

石、埃洛石等 1:1 层型粘土矿物为主，只

有剖面的底部才有大量伊利石等2:1层型

粘土矿物出现。在我国西南红色粘土型金

矿床中，矿物组成主要集中在伊利石、绿

泥石等 2∶1 层型粘土矿物高含量范围

内，高岭石和埃洛石等 1∶1 层型粘土矿物含量较低，铁、铝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矿物（针铁矿、褐铁矿、

赤铁矿和三水铝石等）含量更低甚至微量出现（图 2），呈出出多种粘土矿物并存和铁铝氧化物很少的特

征，反映其红土化程度仍处于初级—中级阶段。 

 
 
 
 
 
 
 
 
 
 
 
 
 
 
     图 2  红色粘土型金矿与红 土型金矿的表生矿物三角图解 

 

（7）金的赋存状态差异。国外红土型金矿床金的粒度较大，一般在 10 μm 以下，但经常出现明金乃

至块金，金与铁（或铝）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密切相关，主要以游离态形式存在于针铁矿的富集部位。金

的粒度和纯度随剖面的特征有规律的变化，表面经常发育溶蚀构造，反映金发生了化学的迁移和再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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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银经常被带走而使金的纯度增加。 
我国西南地区的红色粘土型金矿床，金的粒度较小，一般为纳米级，多为 50～500 nm，少数可达微米

级，明金少见。金主要呈次显微状吸附于针铁矿、伊利石和高岭石的边缘，少部分被包裹于针铁矿和粘土

矿物中。很难观察金表面溶蚀构造和测量金的纯度，这些显微金粒常被褐铁矿、软锰矿、粘土矿物等所吸

附。 
上述 7 点差异反映我国西南地区红色粘土型金矿矿石的红土化作用不完全，去硅作用不彻底，Fe2O3和

Al2O3不富有，粘土矿物含量高，多种粘土矿物并在，氧化作用弱等特点。红土化作用只达到粘土阶段，即

红土化的初-中级阶段。造成红土化作用不完全的原因主要是新生代以来新构造活动频繁而且强烈，准平原

化作用不强及基岩性质差异等。因此，根据中国西南地区这类风壳型金矿床的地质地球化学特点，不能硬

套国外的红土型金矿床模式，称之红色粘土型金矿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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