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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芒岗金矿床分为两部分：红色粘土型金矿和卡林型金矿。这两种类型的金矿都受上芒 

岗断裂控制，在空阃上存在明显的上下叠复关系。红色粘土剖面中As、Hg、Au、Sb、Mo等微量元素表现 

相似的变化特征，为表生条件下成矿元素组合，这一特征与卡林型金矿的元素特征极为相似；两类型金 

矿在大离子亲石元素特征和稀土元素特征上具有相似性：两类型金矿的大离子亲石元素分布曲线都表 

现为富cs和u、贫Ba和sr的模式，稀土配分模式表现为轻稀土富集的右倾曲线。红色粘土型金矿形成 

于上新世，卡林型金矿形成于白垩纪，在成矿时代上有先后顺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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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 ，在中国南方发现 了一批与 国 

外红土型金矿 相似 的矿床 ．3 J，因其红土化作用 

不彻底 ，被称之为“红色粘土型金矿”。这种类型的 

金矿属于表生金矿类 型，其 形成与下覆 原生金 矿 

(或含金母岩 )有紧密 的联系。因此 ，本文着重解释 

滇西上芒岗红色粘土型金矿与卡林型金矿的关系， 

促进该类型金矿的更深入研究和找矿实践 。 

1 矿床空间分布特征 

上芒岗金矿位于三江构造转换带西南缘与印度 

地块一高黎贡山变质地体东缘过渡区的龙陵一瑞丽 

大断裂 南东侧 的 NE向上芒 岗次 级断裂 内 (图 

1)。赋矿地层和岩性为中侏罗统勐嘎组泥岩、钙质 

粉砂岩夹灰岩和下二叠统沙子坡组 白云岩、泥硅质 

灰岩。北东向的上芒岗断裂构造破碎带和不整合 

面、古岩溶的复合控制 了已知金矿化。沿上芒 岗断 

裂有燕山晚期的二长斑岩 、辉绿岩脉和煌斑岩脉侵 

入 。在矿区中只见羊石山矿段出露极少量的煌斑岩 

脉。该矿床 自南西 向北东分为羊石山、广令坡 (上 

芒岗)、麦窝坝和果园 4个矿段。 

上芒岗金矿床分为两部分 ：红色粘土型金矿和 

卡林型金矿(图2)。红色粘土型金矿 矿体分布在 

断裂破碎带及其南东侧的下二叠统沙子坡组 白云岩 

之上 ，其范围远超出断裂破碎带的范围。卡林型金 

矿沿主断裂及其旁侧次级断裂的破碎带分布 ，不超 

出断裂破碎带的范围。 

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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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一上新统；K一 白垩 系；J2饥一中侏 罗统龙 海组；J2 z—柳 湾 

组；J2 m一勐戛组 ；T3 n一上三叠统南 梳坝组 ；Pl s一下二叠统 

沙子坡组；B ；一辉绿岩； 1r；一二长斑岩；l一断裂；2一硅化带； 

3一粘土化带；4一岩溶坍塌角砾岩 ；I一纸厂断层 ；II一下芒 岗 

断层 ；Ⅲ一上芒岗断层；IV一户勒断层；V一营盘山断层；F．一怒 

江断裂；F2一龙陵一瑞丽大断裂；F3—澜沧江断裂 ：F4—金沙江 

一 红河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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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芒岗金矿床矿体特征剖面图 

l一第四纪；2一 中侏罗统勐嘎组泥岩；3一下二叠沙子坡组 白云 

岩 ；4一上芒岗断裂挤压破碎带；5一红色粘土型金矿体 ；6一卡林 

型金矿体 ；7—钻孔；8一浅井 

2 矿床表观特征 

1)红色粘土型金矿之下的不整合面与现代地 

Sl

- 11．7~311b 

一  

巧墨-19． ~ 爰积带 1。 勉 Ⅲ ： 

形面平行，其矿体呈近水平产出。不整合面下部的 

下二叠统沙子坡组地层 向北西倾斜 ，局部 近直立 

(如麦窝坝)。 

2)红色粘土型金矿之下的不整合面是发育于沙子 

坡组白云岩之上的岩溶不整合面，其上有大量石芽、石 

柱和众多的溶蚀沟槽 、漏斗。岩溶沟槽和漏斗中的充 

填物以破碎成角砾状的勐戛组泥岩、粉砂岩为主，并有 

大量粘土化、硅化和黄铁矿化角砾。这些充填物现已 

风化成松散状，但仍保留着原先的结构构造。 

3)红色粘土属于风化残积—坡积成 因的洼地 

堆积类型，为不连续风化剖面 ，其特征已有论文详细 

描述 J。综合上芒岗金矿 4个矿段红色粘土的堆 

积特征 ，自上而下可将其划分为 6个带 (图 3)。金 

矿物主要赋存在残积带中，矿石矿物主要由褐铁矿、 

粘土矿物(伊利石和高岭石)和石英组成，次要矿物 

有锐钛矿、绿帘石、碳酸盐和少量的黄铁矿等。 

(微量元素 i)×11111 (徽量元素，Ti)×11111 (徽量元素，Ti)×l0o 

0 5 10 15 0 0．5 1 1．5 2 0 2o 4o 6o 

图 3 微量元素在红色粘土剖面中的变化特征(∞。／10-6) 

4)卡林型金矿矿石主要 由热液交代容矿岩石 

所形成 ，金呈次显微状和分散吸附产出。伴生元素 

主要为砷 、锑、汞等。金属矿物为黄铁矿 、辉锑矿 、毒 

砂 、辰砂、闪锌矿等。非金属矿物为石英 、白云石 、方 

解石 、重晶石 、迪开石 、高岭石和水云母等。围岩蚀 

变广泛发育，有硅化 、粘土化 、重晶石化及黄铁矿化 ， 

辉锑矿化和碳酸盐化等。 

3 样 品采集和分析 

红色粘土采 自广令坡矿段 ，采样方法为剖面刻 

槽取样：横向上选取 3条依次间隔5 m的典型剖面 

线 ，每个样品按照长 ×宽 ×高为 2～1．5 m×0．1 m 

x0．05 m的规格从顶部的表土带往下按顺序连续 

取样，3条剖面线中相同带相对应的样品混合，用四 

分法 每个 样取 约 l kg，样 号 为 Slll、Sl12、Sl13、 

Sll4、Sl l5、Sll6、Sll7、Sl l8、Sll9。在广令坡和麦 

窝坝矿段采集 4个蚀变岩(卡林型矿石 )样品。样 

号及名称为卡林型金矿石 (sI一2)，硅化黄铁矿化泥 

岩(GLP—I)，硅化蚀变岩(MWB一3)，高岭土化黄 

铁矿化蚀变岩(MwB)。采用 ICP—MS测定微量元 

素含量。 

4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4．1 微量元素在红色粘土剖面中的分布特征 

在红土化过程中由于红色粘土风化壳质量亏损 

或体积缩小，其微量元素的绝对含量不能准确反映 

其活动规律，因此常用 Ti、zr、 、 等稳定元素对 

其它元素含量加以校正 ]。Ti在风化过程中属于 

不活动性元素，能够有效留于风化形成的次生氧化 

物中 ¨，而且风化剖面中 Ti的含量往往相对较 

高，属于主量元素，相比之下它的样品间差异比zr、 

小。所以本文选用 Ti作校正因子来衡量其他元 

素的活动性 (图 3)。Au、Hg Sb、Mo、Pb、Cu、Zn和 

As等元素在红色粘土剖面中有相似的特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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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在上芒岗红色粘土型金矿形成过程 中，成矿 

元素 Au发生活化 、迁移并在残积带附近富集 ，共生 

的元素有 Hg、Sb、As、Mo等，是表生条件下低温成矿 

元素组合的标志。 

4．2 红色粘土型金矿和卡林型金矿石的微量元素 

标准化特征 

从图 4a、b可知 ，与泰勒地壳平均值相 比，红色 

粘土型金矿 的微量元素富集 Au、Sn、Sb、As、W、Mo 

根 

是 

荔 

等元素，明显亏损 sr、Ti、sc、Ba、Ta等。蚀变矿化岩 

与泰勒地壳平均值相 比，富集 Au、As、sb、Hg、W、Mo 

等元素，明显亏损 sr、Ti、Mn、Se、Ba、Ta等。因此，两 

类金矿在微量元素特征上具有相似性。 

4．3 大离子亲石元素特征 

图 5得知 ，红色粘土的大离子配分模式 曲线与 

矿化蚀变岩的虽然有部分差异 ，但 曲线 的总体形态 

是一致的 ，表现为富 Cs和 u，贫 Ba和 sr的模式。 

ÎI QI Pb孙 轴 ŝ sbII毫srh W v TiNi IlD CoCr 8a Rb Zr Cs Th U Itf Ta Sc û cu Pb孙 Sn ŝ Sb Hg srh ■ V TiNi Ilo CoCr 8a Rb Zr csTh U Hf Ta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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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矿石的地壳丰度标准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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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岩类／地壳丰度的标准化 

a一粘土／地壳丰度标准化； 变矿化岩／地壳丰度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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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上芒岗金矿各岩类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图 

a一红色粘土的球粒陨石标准化配分图-b—蚀变矿化岩的球粒陨石标准化配分图 

5 稀土元素配分特征 色粘土的 REE明显高于蚀变岩的
，可能是表生风 

岩的相似 ，表现为一条轻稀土富集的右倾 曲线。红 

红色粘 土各样 品的 REE球 粒 陨石 (Boynton， 化淋滤 的结果。红色粘土的 8Eu在 0．570～0．681 

1984)标准化配分模式很相似(图 6)。与蚀变岩(卡 范围内变化，蚀变矿化岩的 8Eu在 0．553～0．614之 

林型矿石)比较，红色粘土的稀土配分模式与蚀变 间变化。蚀变矿化岩明显的负 Eu异常，可能是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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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蚀变作用的结果。红色粘土的稀土模式及负 Eu 

异常特征与蚀变矿化岩相似，说明了这两种类型的 

金矿在成因上有一定的联系。 

6 成矿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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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红色粘土剖面 

特征，表明其成矿时代应为上新世。首先，滇西地区 

在第三纪中晚期经历了渐新世未和中新世两次夷平 

作用和多次构造抬升 们̈，形成了潞西和遮放盆地上 

新统河湖相含煤地层。当山盆趋于夷平 ，盆缘的碳 

酸岩上便可发育覆盖型岩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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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对羊石山矿段下伏于红色粘土层之下煌斑岩脉进行 

K一 同位素测年，其年龄为(23．1±1．5)Ma，属中 

新世早期。该煌斑岩脉出露地表的部分发生了红土 

化 ，说明红土化作用至少晚于这一年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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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利于红土化的发 

育 ，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该矿床形成于上新世。 

邱华宁  ̈采用 40—39 真空击碎技术 ，选择许 

多矿床中普遍存在的矿物一石英作为测定对象，对上 

芒岗卡林型金矿成矿年龄进行测定。结果表明，其成 

矿年龄为 141—145 Ma，属中生代的白垩纪。 

因此，上芒岗红色粘土型金矿形成时间晚于卡 

林型金矿，并且在成因上与之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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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啪 NS 0lF CARLD 一TYPE AND LATERI．】[1 一TYPE G0LD DEPoSI 

AT SHANGM ANGGANG ．Ⅵ TERN YUNNAN PRoVINCE 

RAO Wen—bo‘ 
，

GAO Zhen—min ，YANG Zhu—sen‘
，
LUO Tai—yi ，LI Hong—yang‘

，TAO Yah 

(1．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Ore Deposit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 

Guizhou，Guiyang 550002；2．The Graduate School，ChineseAcademy ofSciences，Be ng 100039) 

Abstract：Gold deposits al Shangmanggang Call be divided into laterite—type and Carlin type．These two kinds of gold deposits．which overlap each 

other in spsee，8 controlled  by the Shan gmanggang fault．As，Hg，Au，Sb and Mo elements have saⅡle characteristics in red—day profile。which is 

similar to Carlin type gold deposit．These deposits afe rich in Cs an d U．relatively lack of Ba an d St． Chondrite standardizedⅡ10des of REE show that 

LREE is richerthan HREE in bothlaterite—type and Carlin—type gold deposit．Carlintype gold depositwasformedintheCretaceouspe riod andlaterite 

— type gold deposit formed  in the Pliocene．Mineralizing times of these two type deposits has preced ence． 

Key words：laterite—type gold deposit，Carlin type gold deposit，trace element，REE，Shangmanggang in Wester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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