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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蛇屋山红土型金矿床地质和成因

李松生

湖北省地质矿 产局
·

武汉市

蛇屋山红土型金矿床
,

矿体呈层状
、

大透镜状
,

分布于第四纪红

色网纹状粘土与棕色粘土界面上下
,

受层位控制
。

矿石松散
,

组分简

单
,

呈超显微粒状吸附于粘土矿物中
。

成矿物质来 自含矿原岩
,

成矿作用与第四纪中更新世湿热条件的化学风化作用有关
。

分散于原

岩中的
,

通过红土化作用被活化
、

迁移
,

在潜水面附近富集成工

业矿体
。

关键词 红土型金矿床 地质特征 矿床成因

近年
,

我国长江中下游陆续发现了一批

红土型金矿
。

这种金矿品位低
,

分布广
,

规

模大
,

适于露采 用堆淋法选矿
,

金的浸出

率极高
,

经济价值令人瞩目
。

长江中下游红土型金矿
,

分布于第四系

发育的丘陵和低山区
。

这些地 区 自 年

代
,

随着 万化探扫面的广泛开展
,

发

现了一批 分散流异常
。

通过对异常的检

查
,

在没有找到原生矿的情况下
,

发现了低

品位的风化矿床
,

蛇屋 山是其中最大的一

个
。

矿床特征

蛇屋山矿区位于湖北省嘉鱼县境
,

地处

下扬子台褶带江汉盆地东南缘
。

区内为丘陵

地貌
,

最大标高
,

第四系发育
,

基岩

出露极少
。

据钻探揭露
,

第四系松散层之

下
,

是 一 走 向东 西
、

向南倾斜
、

倾 角
。

的紧密倒转背斜
。

背斜长
,

宽 一
,

核部为奥陶系
,

两翼为志

留系
,

内部发育一组向南倾斜的高角度断层

和 挤 压 破 碎 带
。

奥 陶 系 分 布 宽 一
,

钻探控制厚度
,

主要岩性为

含碳质灰岩
、

泥质瘤状灰岩 志留系为黄绿

色 粉 砂 岩 和 砂 质 页 岩
,

钻探 控 制 厚 度
。

背斜北翼更远处为侏罗纪砂岩
。

背

斜两翼的 和 断层使志留系与奥陶系呈

构造接触
,

轴部有挤压破碎带多条
,

主要出

现在奥陶纪灰岩和泥质瘤状灰岩中
,

形成一

系列宽 一 的构造碎裂带
。

碎裂岩的

基本成分仍然是灰岩和瘤状灰岩
,

但具碎裂

构造
,

有大量网脉状方解石脉
,

可见雄黄及

细粒黄铁矿
,

偶见辰砂
,

含少量金
。

第四纪侵蚀面凹凸不平
,

碎屑岩部位侵

蚀面相对较高
,

碳酸盐岩部位相对较低 在

垂直背斜的横断面上
,

由两翼向背斜核部
,

侵蚀面不断下 降
,

最大相对高差达
。

因此
,

整个背斜轴部碳酸盐岩分布区
,

成为

一个槽形洼地
。

这里堆积着厚大的第四纪松

散沉积物
。

这套沉积物厚
,

最厚
,

除顶部 一 为近代风化碎屑外
,

其余均属中更新统
,

并明显地分为上
、

下两

部分
。

上部为红色层
,

下部为灰色层
。

灰色

层厚
,

充填于洼地底部
,

主要为灰

色粘土砾石
,

夹多层粗砂
。

砾石成分为灰岩

和泥质瘤状灰岩
,

分选性差 粗砂成分以石

本文 年 月收到
。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英为主
,

碎屑颗粒呈次圆状
。

灰色层底部常

有一层厚 一 的黑色粘土
,

覆盖在半

风化灰岩之上
。

红色层通称红土
,

厚
,

自上而下分为 层

第 层 砾石层
,

厚 一
,

以 巨

砾
、

岩块为主
,

主要成分是抗风化能力较强

的硅质岩
、

砂岩等
,

有红土充填
。

第 层 红色亚粘土砾石层
,

厚 一
,

亚粘土 中出现不均匀的网纹状构造
,

砾石成分为硅质岩
,

也有砂岩和粉砂岩碎

屑
,

直径 一
,

分选性差
,

一般上部

较粗
,

向下逐渐变细
。

第 层 红色网纹状粘土层
,

厚 巧一

,

网纹构造发育
,

中下部常形成高岭土

矿
。

第 层 棕色粘土层
,

厚 一
,

粘土质纯
,

网纹构造不发育
,

上部常有薄层

状褐铁矿
。

这里说的网纹状构造
,

是指红土裂隙中

出现的褪色现象
。

褪色带呈灰白色
,

形若蠕

虫
,

中间是纯水铝石或高岭土
,

两侧为铁质

染色带 当铁质增高时
,

染色带包围褪色带

形成铁质漏管
。

这种风化构造在平面上具有

成层性
,

垂向上有分带性
。

矿区顶部砾石层

中虽然缺少粘土
,

但砾石表面和岩块节理

中
,

出现大量形若网纹的褐色花斑
,

就是褪

色作用的痕迹
。

红色亚粘土砾石层中
,

砾石

表面有褐色花斑
,

亚粘土 中网纹少而短小
。

红色网纹状粘土 中网纹特别发育
,

且有较多

高岭土
,

局部构成高岭土矿
。

下部棕色粘土

层中网纹显著减少至全部消失
。

取代网纹构

造的是薄层状褐铁矿 有人把这种薄层褐铁

矿称为
“

铁盘
” ,

认为它是红土中的铁质通过

网纹构造向下淋积的结果
。

蛇屋山矿区的红土
,

既是金矿的围岩
,

又是矿石的基本成分
。

这里的第四纪堆积物

普遍含
,

灰色层含 一
,

其

底部黑色粘土含
,

有时出现

一 的 贫 矿
、 。

红 色 层 含 量 普遍

,

其 中红 色 亚 粘土含 一
,

红 色 网 纹 状 粘 土 含 一

,

棕色粘土含 一
。

在

红色网纹状粘土与棕色粘土之间
,

含量

明显增高
,

并出现工业矿体
。

矿体基本特征

可归纳为 个方面
。

口口口一
二 , 亡亡

玉玉玉玉

南南南

图 蛇屋山矿区 号勘探线剖面图

一更新统 一志留系 一奥陶系 一断层 卜砾石

层 一红色网纹状粘土及粘土砾石层 一棕色粘土层 一灰

色粘土砾石层 一粉砂岩 一灰岩 一金矿体 一含金碎裂岩

矿体受一定岩性层位控制
,

分布于

红色网纹状粘土与棕色粘土界面上
、

下 图
。

顶板往往是高岭土层
,

底板是棕色粘土

或灰色粘土
,

高岭土越厚
,

矿层越厚 褐铁

矿越多
,

矿石越富
。

矿体呈似层状
、

大透镜体状
,

厚度

大
,

延伸长
,

倾角平缓
,

随基底侵蚀面略有

波动
。

矿体厚度较稳定
,

形态较简单
。

矿石松散
,

组分简单
,

基本成分为

粘 土
,

夹有 少 量 硅 质岩碎 屑
,

体重
。

粘 土 中以高岭石
、

伊利石
、

粉状石

英
、

玉髓为主
,

含有不到 的褐铁矿和微

量金红石
、

钦铁矿等
。

矿石的有用元素组分

除 外
, , ,

, , 、 、 、

、 、

等
,

均小于分析灵敏度
。

呈高度游离状态
,

堆淋浸出率极

高
。

研究表明
,

不论采取哪种分离方法
,

都

无法获得 的独立矿物或载体矿物
。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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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将矿石置于氰化物溶液中
,

即能使

迅速浸出
,

在不到 小时内
,

的浸出

率 高 达
,

残 留 在 尾 渣 中 的

八
。

说明 在矿石 中已脱离载

体矿物
,

处于高度游离状态
,

这才可能在遇

氰化物后立即析出
。

该矿床通过普查
、

详查
,

已查明主矿体

长 度
,

宽
,

厚
,

品位 一 八
,

矿床远景储量可

达大型
。

按工业部门要求
,

正转人勘探
。

关于基岩的含矿性问题
,

经深部钻探揭

露
,

现仅发现两种矿化岩石
。

一种是志留系

与奥陶系之间的黑色粘土岩 另一种是存在

于奥陶纪灰岩中的构造碎裂岩
。

这些岩石的

含 最约 一 八
,

个别达 八
,

虽

然不构成工业矿体
,

但分布较普遍
。

在

岩石中呈超显微粒状
,

主要吸附于粘土矿物

中
,

而黄铁矿
、

雄黄等基本不含
。

至于

这些含矿破碎带的更深部位是否存在原生工

业矿床问题
,

尚待继续探索
。

矿床成因探讨

七述特征表明
,

该矿属于风化成因类

型
,

其矿体产出受基岩含金性和第四纪风化

作用双重因素控制
,

而以后者主要
。

据矿床

剖面
,

风化成矿作用可划分为早期物理风化

和晚期化学风化成矿作用两个阶段
。

物理风化出现在第四纪中更新世早期
,

使早已形成的含矿原岩风化破碎
,

并在背斜

轴之碳酸盐岩部位
,

发生岩溶作用并出现溶

蚀洼地
。

洼地两侧的碎屑岩以及含矿黑色粘

上岩
、

含矿构造碎裂岩等
,

通过机械搬运
,

随重力崩塌进人洼地
,

又随洼地的扩展不断

延续
,

最后将整个洼地填平
。

现在保留在矿

床底部的灰色层
,

就是洼地早期堆积物
,

而

红色层则是这种堆积物进一步氧化的结果
。

因此可以说
,

物理风化作用为红土型金矿的

形成准备了物质条件
。

化学风化作用是红土型金矿形成的主要
·

阶段
,

它使早期堆积物发生红土化
,

并在红

土化过程中释放原岩中的
,

红土的进一

步网纹化又使 迁移富集
。

有关红土成因的研究资料 〔’〕表明
,

广

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的红土
,

普遍具白色网

纹
,

故被称为网纹红土或蠕虫状红土
,

它是

第四纪大姑冰期与庐山冰期之间的间冰期的

重要标志
,

其形成时代为中更新世 这种网

纹红土形成于热带雨林气候
,

先红土化
,

后

网纹化
。

红土化作用使堆积物发生化学分

解
,

形成粘土和
、

的氢氧化物以及游

离
,

铁质使粘土染成红色
。

红土形成

后
,

随着热带干
、

湿气候的交替
,

红土层长

期氧化一还原的交替影响
,

铁质溶液沿裂隙
向下渗透

,

而使粘土褪色
,

呈现白色网纹 〔 〕和

铁质漏管
。

这种渗透作用一直延续到地下水

面终止
。

渗滤的铁质就在地下水面附近停积

成似层状的
“

铁盘
” 。

的活化可 能发生 在红 土化作用 阶

段
。

据实验资料
,

在原岩中呈超显微粒

状吸附于粘土矿物中
,

而在红土中即呈游离

状态
。

这种差异表明
,

从原岩到红土发生了

一次活化
,

活化使 随着原岩的分解
,

从

载体中析出
。

同时由于新生红土富含水分
,

水溶液中的 值高
,

值低
,

又含有大

量络合剂和助溶剂
,

因此具有很大的溶解

力
,

能够最大限度地溶解游离
,

使其呈

络离子形式存在于水溶液中 山
,

可 以随时

被迁移
。

红土网纹化阶段
,

的络合物在天水

作用下不断进人铁质水溶液
,

并随铁质水溶

液的渗透而迁移
,

又随铁质沉淀而析出
,

最

后富集在网纹层下部和
“

铁盘
”

中
,

构成工业

矿体
。

的这种迁移和富集作用
,

存在着

垂直活动和水平活动两种方式
。

在网纹红土

中
,

的迁移以垂直方式为主 在潜水面

以下的棕色粘土中
,

的迁移则以水平方

式为主
,

这样便形成了较稳定的层状矿体
。

当潜水面发生变化时
,

矿体的位置和数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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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变化
。

在红土 中的活化
、

迁移
,

由于受到

各方面条件的影响
,

在同一矿区的分布也很

不均匀
。

如蛇屋 山矿区东部的氧化程度较

高
,

红土 中的网纹较发育
,

的富集程度

也比其他地段高
,

而且高岭土层最厚的地

方
,

矿体厚度最大
,

品位也最高
。

笔者认为
,

蛇屋山红土型金矿的成因
,

主要与第四纪中更新世强烈化学风化有关
,

成矿作用 自地表向下逐渐发展
,

表现出明显

的垂直分带性 图
。

权权夸夸 风化
,

犷犷 风化壳壳 特征征 含量量 地下下

气气 】
岩性性 元素素 曲线线 水带带

’

氧氧 琳滤滤 砾石层层

醉
“‘ ’’

化化 亚带带带带带 渗透带带

一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

淋积积 红土砾砾
、

···

亚带带 石层层层层层
’

氧化
、

还还 红色网网

⋯
···

‘‘
原交替带带 纹粘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一一 卜卜卜 棕色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粘
一一 土层层层层

户
流动带带

一一 洛洛洛

一一叨
··

还原带带 灰色粘粘
卜卜卜卜卜卜

土土土土砾石石石石石 停滞带带

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稳稳稳定带带 丛岩岩

图 垂直分带图

氧化带 位于地下水上部渗透带
。

这里

曾经受大量雨水
,

和 充分
,

氧化作

用剧烈
,

原岩风化分解后
,

易溶组分流失
,

新生粘土和原岩析出的游离
,

在天水作

用下
,

沿孔隙向松散层下部淋积 那些抗风

化的硅质岩
、

砂岩等
,

则残留于松散层顶

部
,

形成
“

硅帽
”

或硬壳而突出地表
。

因而又

可以进一步将氧化带划分为上部淋滤亚带和

下部淋积亚带
。

在淋积亚带的上部有可能出

现 的第一次富集
,

形成薄矿层
。

氧化还原交替带 位于潜水面附近
,

包

括地下水渗透带的下部和流动带的全部
。

这

里 的 不足
,

氧化和还原作用交替进行
,

已经形成的红色粘土进一步网纹化
,

特征组

分
、 、

发生分离
,

形成高岭土
、

铁质漏管和
“

铁盘
” 。

随铁质水溶液的渗

透而迁移
,

在潜水面以上
,

沿网纹裂隙作垂

直移动
,

在潜水面 以下
,

则改为水平运动
,

最后在潜水面附近沉积成矿
。

还原带 位于地下水停滞面以下
,

氧化

作用基本终止
。

由于缺氧而出现黑色粘土
,

也出现 的小规模富集
,

但品位不高
,

延

伸不长
。

稳定带 新鲜基岩以下
,

风化作用基本

结束
,

在岩石中保持原生状态
。

有关研究 〔’〕提出
,

具有同一网纹形态

的红土层
,

其发育时间大约需要 万年
,

那

么
,

一层红土金矿的形成时间
,

也必然要大

于 万年了
。

如果矿体层数越多
,

成矿时间

也就越长
。

经验表明
,

寻找红土型金矿最有效的方

法是化探
。

已经开展的全国性 万化探

扫面工作
,

为寻找这种金矿提供了更多的机

会
。

在红土发育区
,

那些浓度不到

的分散流异常
,

如果进一步在它的上游发现

了更高浓度的次生晕异常
,

那么就有找到红

土金矿的希望
。

对于这些高值异常
,

应该用

浅井或浅钻进行验证
,

了解整个红土层的含

矿性
,

从中发现 的相对富集层位 然后

对这个含矿层进行系统工程控制
。

如果有

八 的连续地段
,

那就有可能找到工业矿

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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