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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老寨湾金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地处著名的“滇黔桂金三角冶内,是云南迄今为止唯一进
行详查并大规模开发的“卡林型冶金矿。 现已探明矿床规模为中大型,目前,矿山已建成云南省首座吨金
矿山,具有良好的成矿条件和找矿前景。 本文通过对矿区地质背景、地质特征、地球化学特征、矿石特征
进行了分析,推断矿床成因为后期热液改造形成,属沉积型后期热液改造微细粒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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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0摇 前言
老寨湾金矿床是近年来在云南省东南部发现的中

大型“卡林型冶金矿床,金矿体主要赋存于加里东不整
合面(D1ps / O1s)之上的下泥盆统坡松冲组(D1ps)中,
矿体严格受构造控制,在矿区外围的同一成矿带先后
找到了多个小型金矿,显示区内具备较好的找矿远景。
近年来有很多地质专家从控矿因素、矿床成因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金矿体与构造热液活动、金矿
化与辉绿岩体就位的关系研究不足,仅简单地对矿体
受加里东不整合面控制进行了论述。 为此,笔者根据
金矿体与构造分布及与辉绿岩体关系、矿石类型、矿化
蚀变特征等,结合区域内已有矿床(点)的资料,参考近
几年国内外金矿成因研究的最新成果,系统论述老寨
湾金矿矿床特征,对其矿床特征、控矿因素、矿床成因
进行初步分析,总结出“老寨湾式冶金矿床,以期对本区
成矿规律、控矿因素的研究、预测靶区的优选等方面能
起到参考作用。

1摇 区域地质背景
矿区位于华南褶皱系滇东南褶皱带文山-富宁

断褶束西畴拱凹北缘,文山-那洒弧形构造东段(图
1)。 地壳活动经历了由地槽(加里东期)到地台(华
力西),再到地槽(印支期)的复杂演化过程。 上寒
武统为一套海相碳酸盐建造,砂泥质建造,代表准地
槽沉积;泥盆系为一套砂泥质、碳酸盐岩建造;石炭、
二叠系为一套厚度不大的碳酸盐岩建造,表现出典
型的地台型沉积特征;三叠系为一套厚度不大的碳
酸盐建造、砂泥质建造。 缺失中上奥陶统、志留及侏
罗、白垩、第三系等地层。

区域构造为环绕越北古陆呈同心环状展布的环

形构造,北西向构造穿插其间,构成了本区的构造格
架。 弧形构造由一系列弯曲的断裂和线状褶皱构造,
弧顶向北突出,呈半环状展布,构造形变主要为印支
期的产物。 区内岩浆岩不发育,仅见少量基性岩脉。

区域矿产丰富,金(锑)矿化主要受加里东不整
合面控制,产于泥盆系下统坡松组近底部硅化岩石
中,个别与基性岩脉有关,现已发现的有老寨湾、皂
角树、革东、韭菜坪、细掌等金(锑)矿点。

2摇 矿区地质概况
2郾 1摇 地层

矿区主要地层为下泥盆统坡角组(D1p)、坡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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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老寨湾金矿区地质简图(据 1 颐5 万那洒街幅区域地质图,1996 修编)
Fig郾 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Laozhaiwan gold deposit

(modified from 1 颐50000 Nasajie regional geological map,1996)
1-坡脚组泥岩;2-坡松冲组上段石英砂岩夹粉砂岩;3-坡松冲组下段石英砂岩;4-老寨组石英砂
岩;5-闪片山组白云岩、白云质灰岩;6-博菜田组白云岩、灰岩;7-唐家坝组灰岩、泥质灰岩;8-辉
绿岩脉;9-断层及编号;10-地质界线;11-不整合界线;12-金矿体及编号;13-矿段边界线;14-金
异常等值线;15-勘探线位置及编号;16-老寨湾金矿;17-国界;18-省界;19-河流;20-省会;21-

市、地州;22-县;23-村庄
1-mudstone in Pojiao Formation;2-quartz sandstone interbedded with silty sandstone of the upper Mem鄄
ber of Posongchong Formation;3-quartz sandstone of the lower Member of Posongchong Fonmation;4 -
quartz sandstone of Laozhai Formation;5-dolostone,dolomitic limestone of Shangpianshan Fonmation; 6-
dolomite,limestone of Bocaitian Fonmation;7-limestone, muddy limestone of Tangjiaba Fonmation; 8-
diabase arteries; 9-fault and number; 10 -geological boundary; 11 -nonconformity boundary;12 -gold
body and its serial number;13 -ore section boundary;14 -gold anomaly contour;15 - the location and
number of exploration line;16-Laozhaiwan gold deposit; 17-border;18-provincial boundary;19-river;

20-provincial capital; 21-city, state; 22-county;23- village

262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地质与勘探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1 年



冲组 ( D1ps),下奥陶统老寨组 ( O1 l)、闪片山组
(O1 s), (见图 1)。 坡角组(D1p):灰、绿灰、灰黑色
薄层状泥岩,局部夹灰色、褐黄色薄层粉砂质泥岩。
厚度>134 m。

坡松冲组(D1ps):根据岩性组含不同,分为两段。
第二段(D1ps2):灰色、浅黄、浅褐黄色薄-中层

状细粒石英砂岩,上部偶夹薄层粉砂岩,粉砂质泥
岩。 厚度>190 m。

第一段(D1ps1):灰、灰白、褐黄色厚层块状细粒
石英砂岩。 该段普遍硅化,具不均匀褐铁矿化,是金
矿(化)体的主要产出层位。 该层厚>129 m。

矿区坡松冲组(D1ps):呈不整合倾覆于闪片山
组地层之上。

老寨组(O1 l):灰色、褐黄色细-中粒中厚层状石
英砂岩,夹少量灰绿色薄层粉砂质泥岩,厚度 471 m。

闪片山组(O1 s):按组构不同,分两段。
第二段(O1s2):上部为灰色中厚层状亮晶含内砂

砾屑海百合灰岩及粉、亮晶生物碎屑内碎屑含白云质
灰岩;底部为灰色中厚层状细晶白云岩。 厚 226 m。

第一段(O1 s1):上部及下部灰色厚层状淀晶藻
鲕粒灰岩,中部灰色中厚层状生物碎屑粉晶砾砂屑
灰岩。 厚 295 m。
2郾 2摇 构造

西畴拱凹控制着微细粒浸染型 (锑)金矿床
(点)的分布范围,向北突出的一系列东西向隆起的
构造控制了(锑)金矿(化)带的展布,隆起带上的次
级构造断裂发育地段控制了(锑)金矿床(点)的位
置本区(锑)金矿产于那洒破背斜北翼或倾伏端,加
里东不整合面附近的硅化岩带及其与断裂重合叠加

部位,受区域应力影响,构造表现为多期性特征。
2郾 2郾 1摇 褶皱

矿区内无完整褶皱,以 F3 为界见两个单斜构

造。 F3 以北为椿树湾单斜:由 O1 s2、D1ps、D1p 地层
组成,单斜倾向北西,倾角 20毅 ~ 35毅,东西两侧被
F1、F8 夹持,其底部为加里东窿起,椿树湾矿段中的
金矿体即产于该单斜的古窿起构造面上的 D1ps1 地
层下部。 F3 以南为袁家坪单斜,由 O1 s2、D1ps、D1p
地层组成。 单斜倾向北西,倾角 25毅 ~ 40毅东西两端
由 F1、F8 夹持,底部为加里东古窿起,袁家坪矿段的
金矿体即产于该单斜的 D1ps1 地层中。
2郾 2郾 2摇 断层

区内主要发育近南北向,近东西向和近北西向
三组断层,近南北向断层以 F1 和 F8 为代表,近东西
向断层以 F2、F3、F6 三条,北西向断层为 F4、F7。 对
椿树湾矿段金矿影响较大的两条断层是 F7、F2。

F7:逆断层,出露于矿区中部滴水岩至沙台子,走
向 325毅,倾向 235毅,倾角 60毅 ~80毅,断层长 1500 m,两盘
地层均为坡松冲组(D1ps)、闪片山组(O1s)。 辉绿岩体
沿 F7 断裂侵入,断裂带中大多被辉绿岩占据,局部地
段仍可见构造角砾岩(BT7、BT9)和碎裂岩(ZK107-1、
ZK112-4)。 构造角砾岩的角砾一般<1 cm,多呈次圆
状,次棱角状。 碎裂岩的裂隙往往呈粉红色、紫红色,
为热液交代的特征,F7 中的角砾岩,碎裂岩一般含金在
0郾 5 g / t以上。 F7 为导矿构造,局部地段为容矿构造。
以 F7 为界,矿化蚀变有明显差异:F7 上盘(南西盘)矿
化、蚀变强、矿体规模大,连续;F7 下盘(北东盘)矿化、
蚀变弱,矿体规模小,连续性差。

F2:逆断层,出露于矿区北部滴水岩一带。 断层
长 1030 m,由西往东的走向变化为北西向-东西向-
北东向,形成向南凸起的弧形构造。 断层上、下盘的
岩石均为坡松冲组(D1ps)坡脚组。 F2 在地表形成 5
~ 10 m 高的陡坎,并被后期的 F7 切断。 以 F2 为

界,南盘坡松冲组地层含矿,北盘无矿,可能是 F2 断

层起隔挡作用,后期含矿热液无法通过 F2 所致。
2郾 3摇 岩浆岩

矿区岩浆岩仅有辉绿岩脉出露,沿 F7 侵入,走
向北西-南东向,倾向南西,倾角 30毅 ~ 80毅,地表出
露长 1050 m,宽 4 ~ 32 m,辉绿岩中含金 0郾 30 ~ 13郾 5
g / t,并在辉绿岩体的北西和南东两端富集成矿。 矿
区出露的辉绿岩为蚀变辉绿岩,辉石、斜长石等矿物
已蚀变成粘土矿物,仍有辉绿岩的变余结构。 含金
辉绿岩具浸染状、细脉状的黄铁矿化及少许毒砂矿
化蚀变。 辉绿岩体风化后呈黄白色、棕色、棕褐色、
粘土状、极易与长石砂岩的风化产物相混淆。

3摇 地球化学特征
1 / 20万文山幅区域地球化学测量圈定了弯腰树异

常,面积12 km2,异常元素有Au、Ag、Sb、Cd、Hg、Pb、Zn、
As、W等,其中 Au元素含量最高 21郾 1伊10-3,并与 Sb元
素的分布关系密切,但异常中心有所偏离。

1 / 2郾 5 万的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将弯腰树金异常
分解为老鹰山、袁家坪、弯腰树三个异常,其中老鹰
山异常峰值高、规模大,整个异常形成两个高值浓集
中心,其中老鹰山异常值达 180 伊10-3,椿树湾异常
值 140伊10-3,异常高值区与矿体产出部位相吻合。

4摇 矿床地质特征
4郾 1摇 矿体特征

老寨湾金矿区以大冲子冲沟为界,划分为椿树
湾和袁家坪两个矿段,椿树湾矿段的 V3 矿体是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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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矿体,矿区的金矿体产于加里东不整合面
(D1ps / O1 s)之上的坡松冲组第一段(D1ps1)硅化、褐
铁矿化石英砂岩中,少数产于辉绿岩体内外接触带
和构造角砾岩中。

椿树湾矿段 V3 矿体呈似层状产出,局部出现膨
大,分枝复合现象,走向长 450 m,控制最大延深
1100 m。 单工程矿体铅垂厚度 1郾 36 ~ 41郾 97 m,平
均 14郾 72 m,单工程金品位 1郾 00 ~ 4郾 15 g / t,平均
1郾 71 g / t,产状(245毅 ~ 340毅)蚁(0毅 ~ 55毅),总体倾
向北西 320毅,平均倾角 25毅(图 1、图 2)。

其它矿体均产于加里东不整合面之上的硅化,
褐铁矿化石英砂岩中,矿化、蚀变、组合构特征等与
椿树湾矿段 V3 矿体相似,仅规模小而已。

通过电子探针对 25 片矿石光片进行查找,发现
一颗自然金,呈它形粒状,包裹于石英中,粒度
0郾 0023 mm。 在生产性试验样品中,发现了 5 颗自
然金,粒度分别为 0郾 5、0郾 4、0郾 3、0郾 2、0郾 1(滋),它们
均包裹于臭葱石中。 根据矿山生产实践证明,矿石
中金的浸出率均大于 80% ,说明包裹金只是金的赋
存状态的一种,主要金不是包裹金。

图 2摇 老寨湾金矿区 257 号勘探线剖面图
Fig郾 2 Geological profile along prospecting line No郾 257 in the Laozhaiwan gold ore district

1-石英砂岩;2-硅化、褐铁矿化石英砂岩;3-泥岩;4-粉砂质泥岩;5-灰岩;6-辉绿岩;7-金矿体及编号;8-不整合地质界线;9-
断层及编号;10-钻孔及编号

1-quartz sandstone; 2-silicified and ferritized quartz sandstone; 3-mudstone;4-silty mudstone;5-limestone;6-diabase;7-gold body
and number;8-geological unconformity boundaries;9-fault and number;10-drilling hole and number

4郾 2摇 矿石质量
矿石具细粒状、粒状镶嵌变晶等结构;细粒浸染

状、碎裂状、块状、脉状等构造。 金属矿物主要有褐
(黄)铁矿、辉锑矿,少量毒砂、方铅矿;脉石矿物主
要有石英、绢云母、碳酸盐岩、锆石等。 金属硫化物
往往呈小透镜、团块和自形粒状稀疏浸染、细脉浸染
状分布于蚀变辉绿岩体中,与石英砂岩、碳酸盐岩充
填胶结形成细粒浸染状金矿石、碎裂(角砾)状金矿
石、致密块状金矿石。 矿石组合成分见表 1。

从组合分析结果看(表 1),矿石伴生有益组分
仅有 Ag元素,但其含量低,尚不能综合利用。 有害
元素有 As、Sb等,但含量低,对矿石选冶无影响。 表
现出主金属元素突出,其它成分含量低,属成分单一
的易选冶金矿。

4郾 2郾 1摇 矿石品位及其变化规律
V3 矿体单样含金 0郾 01 ~ 13郾 50 g / t,单工程平均

品位 1郾 00 ~ 4郾 15 g / t,矿体平均品位 1郾 71 g / t,品位
变化系数 83% ,金分布均匀。 除地表露头北西段相
对较高外,其余地段品位较稳定,沿走向、倾向没有
明显变化。 矿石的品位变化受蚀变强度、岩石破碎
程度及辉绿岩体的距离影响,一般靠辉绿岩体近,蚀

表 1摇 矿石组合分析结果表
Table 1 Content of elements in ore

元素 Ag* Sb As Pb Zn Cu

含量(% ) 6 0郾 025 0郾 04 0郾 055 0郾 0055 0郾 003

元素 S TFe CaO MgO Al2O3 SiO2

含量(% ) 0郾 045 1郾 45 0郾 23 0郾 24 2郾 09 53郾 62

摇 摇 注:Ag*的单位 10-6;测试单位: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文
山分公司实验室,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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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强-中等或岩石蚀变强、破碎的地段金品位相对
较高(见图 3、图 4)。

图 3摇 V3 矿体沿走向厚度、品位变化曲线图
Fig郾 3 Variations of thickness and grade of

ore body V3 along its strike

4郾 3摇 围岩蚀变
区内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褐铁矿化、黄铁矿

化、辉锑矿化、碳酸盐化、粘土化、绢云母化等。 区内
金矿体的形成与上述四种密切相关,金矿化与辉锑矿
化伴生,但又互为消长的关系。 与金矿化反映出多期
相应的热液蚀变特征,多种蚀变叠加时,金矿化变强。

5摇 矿床成因分析
5郾 1摇 控矿因素
5郾 1郾 1摇 构造

矿区位于华南褶皱系滇东南褶皱带文山-富宁
断褶束西畴拱凹北缘,文山-那洒弧形构造东段(图
1)。 地壳活动经历了由地槽(加里东期)到地台(华
力西),再到地槽(印支期)的复杂演化过程。 强烈
的构造为成矿提供了深源矿质和热液循环条件。 西
畴拱凹控制着微细粒浸染型(锑)金矿床(点)的分
布范围,向北突出的一系列东西向隆起的构造控制
了(锑)金矿(化)带的展布,隆起带上的次级构造断
裂发育地段控制了(锑)金矿床(点)的位置。 本区
(锑)金矿产于那洒破背斜北翼或倾伏端,加里东不
整合面附近的硅化岩带及其与断裂重合叠加部位。
5郾 1郾 2摇 地层

金(锑)矿体均赋存于坡松冲组底部(D1ps1)地
层中。
5郾 1郾 3 岩性

金矿(化)体的富集具明显的岩性选择性,含矿
岩性主要是硅化石英砂岩,局部辉绿岩。
5郾 1郾 4摇 沉积建造

上寒武统为一套海相碳酸盐建造,砂泥质建造,
代表准地槽沉积;泥盆系为一套砂泥质、碳酸盐岩建
造;石炭、二叠系为一套厚度不大的碳酸盐岩建造,
表现出典型的地台型沉积特征;三叠系为一套厚度

图 4摇 V3 矿体沿倾向厚度、品位变化曲线图
Fig郾 4 Variations of thickness and grade of ore

body V3 along its dipping direction

不大的碳酸盐建造、砂泥质建造。 碳酸盐岩是比较
活泼的岩石,透水性较强,是为矿质和地下热卤水运
移提供了良好的通道,砂泥质岩石透水性较差,为矿
质储存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当碳酸盐岩建造、砂泥
质建造组合在一起极利于成矿,为矿液运移储存和
遮挡富集创造了良好的成矿条件。
5郾 2摇 成矿物质来源

区内岩浆岩只有基性辉绿岩,沿 F7 断层呈断续

的线状分布。 从剥土工程看,辉绿岩沿 F7 断裂上

升,在上盘地层局部裂隙中充填而成,形成不规则状
岩脉,从采样分析结果看,辉绿岩中见硫化物者,金
品位较高,由此可见,金与硫化物成正相关关系。 基
性辉绿岩为矿区金元素的富集提供了丰富的矿质。
目前发现的 (锑) 金矿体赋存于坡松冲组底部
(D1ps1)地层中,岩性主要为石英砂岩,硅化石英砂
岩,硅化、褐铁矿化石英砂岩,石英岩,粉砂岩,粘土
等,这几种岩性均含金,从多种工程的样品化验结果
看,金品位一般在 0郾 1 ~ 0郾 3 g / t 之间,V3 矿体主要

产于硅化、褐铁矿化石英砂岩中,平均品位在 1郾 593
g / t左右。 金 (锑)矿体均赋存于坡松冲组底部
(D1ps1)地层中。 坡松冲组(D1ps)地层组成了矿区
的初始矿源层。
5郾 3摇 矿床成因探讨

从控矿因素可知,在 D1ps 沉积时,含金物质参
与沉积,虽未成矿,却形成了金的初始矿源层,后期
侧压矿质分离及地表水长期渗滤作用,初步形成潜
水面以上的工业矿床。 岩浆的侵入,不仅带来了热
源,同时也可能带来了大量的含金物质,也可能使初
始矿源层中金再次活化,这些物质沿构造薄弱地带
(断层、不整合面)进一步迁移,在适当地段沉积、富
集,形成相对较富、较厚的金矿体。 如辉绿岩脉沿北
西向 F7 断裂侵入,在岩浆冷凝过程中,大量的含矿
热液沿 F7 断裂和加里东不整合面扩散,当含矿热液
遇到坡松冲组石英砂岩顶部的泥质粉砂岩及坡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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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岩时,由于泥质粉砂岩和泥岩的阻隔作用,使含矿
热液与下部的石英砂岩发生交代蚀变,并形成金矿,
部分在结构不紧密的断裂破碎带中及辉绿岩中富集

成矿淤。 金元素总是与辉锑矿相伴生,互为消长,低
温矿物的出现,显示了矿床低温热液的成因特点。
另外,矿体在 F7 断裂处变厚变富,在 F2 断裂处变

薄,说明矿体受到了后期构造控制,受后期热液的改
造叠加作用。 因此,矿床成因应属沉积型加后期热
液改造微细粒型金矿床。

6摇 找矿标志
(1) 构造标志:区域背斜两翼或转折端、加里东

不整合面和断层叠加部位。
(2) 地层层位:坡松冲组(D1ps)底部。
(3) 岩性标志:石英砂岩、杂砂岩为主,次为辉

绿岩。
(4) 蚀变标志:硅化、褐(黄)铁矿化、辉锑矿化

及粘土化。
(5) 化探异常标志:大于 20PPb 的金异常,Au、

Sb、As、Hg套合较好的异常。
(6) 一般硅化强度中等并形成正地形,沿山脊

可找到金矿化露头。

7摇 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研究,老寨湾金矿床的形成,其成

因较为复杂,是地层、构造、岩浆、岩性、沉积建造以
及后期热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与地
层、岩性关系最为密切。 因此,矿床成因应属沉积型
加后期热液改造微细粒型金矿床。

在区域上寻找类似金矿床应注意不整合面上地

表未出露的盲矿及区域上加里东构造面上的砂岩硅

化、褐铁矿化、辉锑矿化蚀变带,特别是多种构造与
蚀变叠加的部位。 当有早、中期断裂构造或是基性
岩脉与不整合面重复叠加时,金更易富集成矿。 老
寨湾金矿体以及周围发现多个小矿(化)体均产于
加里东不整合面上,金矿(化)体的产出受加里东不
整合构造面的严格控制。 矿区外围加里东不整合面
上具有大面积的 D1ps地层分布,而且也是化探异常
分布区,具有类似老寨湾金矿床的成矿条件。 只是
目前工作程度低,综合研究层次不够,认识不到位。
因此加强“老寨湾冶式典型矿床的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 通过进一步工作,在矿区外围有望找到“老寨
湾冶式的中大型金矿床,显示了加里东不整合面上
具有较好的微细粒型“卡林型冶金矿找矿前景。

1 / 20 万和 1 / 2郾 5 万的土壤地球化学与已发现

的老寨湾金矿矿体产出部位相吻合,对老寨湾矿区
及外围下一步找矿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加里
东不整合面上的砂岩硅化、褐铁矿化、辉锑矿化蚀变
带是找矿工作的重点。 同时对加里东不整合面上大
型金矿成矿机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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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Features and Genesis of the Laozhaiwan Gold Deposit in Southeastern Yunnan Province

WANG Ming-cong, LI Zhu-Xia, MAO Yan-lin, SHU Pei-hua
(Wenshan Branch, Yunnan Gold Mining Group Ltd郾 , Wenshan,Yunnan摇 663000)

Abstract:The Laozhaiwan gold deposit is located in southeast of Yunnan Province, within the famous " Golden Triangle in Yunnan, Guizhou and
Guangxi" 郾 So far it is the unique " Carlin type" gold deposit that has been surveyed in detail and exploited on a large scale郾 At present it has been deter鄄
mined that this deposit is of intermediate-large size, and constructed into the first gold mine of ton-level in Yunnan Province, exhibiting good mineraliza鄄
tion conditions and ore-search prospect郾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geological setting,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geochemistry and ore features of this
deposit郾 We suggest that its genesis is associated with hydrothermal reformation in the later period, and it is a micro-fine grain gold deposit of the sedi鄄
mentary type郾

Key words:micro-fine grain gold deposit, geologic feature, genesis, Laozhaiwan,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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