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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爬奔金矿床红土型金矿化

地质特征及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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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老挝爬奔金矿床存在两类金矿化%即产于二叠系灰岩及其接触带上%受断裂构造控制的碳

酸盐化低温热液型原生金矿化和产于凹陷地形中%与原生金矿化伴生的红土型金矿化'两类矿化

在空间上紧密相关%空间结构自上而下为红土型金矿化和碳酸盐化构造蚀变岩型金矿'矿区土壤

地球化学
H0

异常区&红土型金矿以及原生型金矿体常具,三位一体-的对应关系'

关键词!

!

爬奔金矿"红土型金矿化"地质特征"矿床成因"老挝

中图分类号!

!

FG%#

"

FG%">J%

!

文献标识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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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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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红土型金矿是
!$

世纪
"$

年代发现的一种新的

金矿类型%是含金较高的地质体#矿源体 $在红土化

作用下%经过氧化&淋滤&富集而形成的一种表生金

矿床'在热带&亚热带雨林地区%通过物理风化和雨

水的淋滤作用%岩石中的硅质&易溶金属离子等大量

流失%铁质等相对不溶的成分保留下来并相对富集%

从而形成了红土'在红土化过程中%如果原岩中金

的含量较高%岩金中所含的金的硫化物&络合物&卤

化物等成分%随着物理化学环境的改变及大气的氧

化作用%逐渐从化合物形态转变为单质金形态%并产

生次生富集%从而形成红土型金矿'虽然这种矿石

品位不高%但其规模大&易采选&成本低&效益高%是

一种重要的金矿类型'

近
!$

年来%我国学者对该类金矿进行了大量研

究和找矿工作%在我国南方陆续发现一些红土型金矿

床)

%!

*

%如湖北蛇屋山红土型金矿等'老挝爬奔红土

型金矿是由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在近年的勘查实践

中发现的'本文对爬奔红土型金矿以及其与原生金

矿床的关系进行初步研究%为在本区以及类似地质条

件地区寻找红土型金矿和原生金矿提供一些启示'

%

!

区域地质特征

爬奔金矿区位于老挝琅勃拉邦爬奔村一带%在

琅勃拉邦省会城市北东方向约
J$VD

处%热带雨林

气候%中高山区'区域上位于冈瓦纳古陆和劳亚古

陆的交接部位%属于云南,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

江$成矿带的南延部分'大地构造位置处于琅勃拉

邦+黎府#泰国$华力西褶皱带的琅勃拉邦弧形断裂

带上#图
%

$%该弧形断裂带是重要的夕卡岩型&斑岩

型及构造破碎蚀变岩型&热液型铁&铜&金矿集

区)

#(

*

'

区域出露地层主要有二叠系&三叠系及第四系'

第四系主要为分布于沟谷及低洼地带的红土及黄土

#图
!

$'三叠系分布于区域东部%岩性为以陆相红

层为主的细砂岩&粉砂岩夹土黄色泥岩&页岩%其下

部为暗红色砾岩&细砂岩&灰色砂岩&长英质细砂岩%

与下伏地层上二叠统火山岩多呈断层接触'中二叠

统火山岩分布于区域西部%为喷溢相火山岩 灰绿色

安山岩&安山质凝灰#熔$岩%局部夹辉绿岩&闪长玢

岩%和下二叠统灰岩之间呈断层或不整合接触关系"

下二叠统海相碳酸盐岩在三叠系砂岩及中二叠统火

山岩中呈长条状或不规则透镜体状镶嵌分布'爬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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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西北部构造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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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山弧形断裂带"

M

!

>

琅勃拉邦+南桑河弧形断裂带"

M

#

>

南

乌江弧形断裂带"

M

(

>

北宾+莫温弧形断裂带"

M

J

>

南塔河弧形断

裂带"

'

>

景洪+会晒华力西 印支岛弧带"

(

>

丰沙里+帕府中生

代坳陷带"

)

>

琅勃拉邦+黎府华力西褶皱带"

*

>

桑怒华力西 印

支岛弧带"

;

>

川塘+长山华力西褶皱带"

<

>

黑水河印支裂谷带"

%>

早古生代冒地槽"

!>

中生代拗陷"

#>

基底突起岛弧带"

(>

中生代

火山岩带"

J>

地背斜隆起带"

G>

地堑复背斜

金矿区岩金矿赋存于此层中'

区域构造较为复杂%曾受过多次变质&变形%以

断裂构造为主%主要构造带走向为
?BC??B

向%由

数条平行的弧形断裂带组成%具多次活动的特点'

断裂带对古生代地层和岩浆岩的展布有一定的控制

作用'次级平行断裂控制着矿带的展布方向'

区内除北西侧有大量安山岩&凝灰岩堆积外%没

有发现其他的岩浆岩'据资料介绍%矿区远外围华

力西 印支期岩浆活动强烈频繁%形成大量的花岗岩

及中酸性火山岩%多沿
?B

向深大断裂产出'

!

!

爬奔矿区地质特征

!"#

!

地层

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有!下二叠统#

F

%

$海相碳

酸盐岩%分布于矿区中部%呈不规则透镜状"三叠系

#

R

$陆相红层%主要为细砂岩&粉砂岩夹土黄色泥

岩&页岩"第四系#

g

$红土层%为红色&黄色黏土及亚

黏土%呈疏松 半固结状%厚度一般为
$

"

%$

余
D

%局

部地段可达数十米'红土型金矿在局部地段发育'

!"!

!

构造

地质填图&物探
B\(

剖面测量以及外围遥感解

译成果表明%区内主构造线方向为
?BC??B

向的断

裂构造%为韧脆性剪切带'该韧脆性剪切带在灰岩

中形成不同方向的次级断裂构造%主要有
??`

向&

??B

向&

?B

向&

?BB

向的脆性断层%其中
??`

向&

??B

向断裂是矿区主要的控矿构造'

!"$

!

火成岩

矿区内只在北西部出露中二叠统#

F

!

$喷溢相火

山岩%岩石主要为中性安山岩及安山质凝灰#熔$岩%

局部夹辉绿岩&闪长玢岩%分布于测区西北部%与下

二叠统灰岩之间呈断层和不整合的接触关系'

!"%

!

原生金矿体

原生金矿体主要产在下二叠统海相碳酸盐岩

中%属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金矿工业类型为破

碎带蚀变岩型和含金方解石脉型
!

种'单矿体呈近

@?

向延长%倾向
`

'矿石矿物成分较简单%含金矿

物主要为自然金%以裂隙金为主%多呈片状&颗粒状&

包裹状等赋存于方解石脉及其裂隙中'硫化物总体

很少%少量的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赤铁矿&菱铁

矿&针铁矿&雄黄&雌黄等'脉石矿物以方解石为主%

也见微量石英&绿泥石等'目前爬奔金矿已发现金

矿体
%$

余条%规模最大的控制长
G$$D

%宽
%

"

JD

%

产状
!G$o

"

!'$o

+

($o

"

JJo

%品位
!

#

H0

$

NJI%$

lG

"

GI%$

lG

%原生矿资源总量达
%%,

'

#

!

红土型金矿地质特征

$"#

!

红土剖面特征

矿区的含金红色风化壳%除地表有约
#$;D

含植

物根系的红黑色腐殖土外%一般分为上&中&下
#

层'

上层为黄褐色&红色黏土层%厚
%

"

#D

%最厚处

约
%$D

'该层金的质量分数一般较低#

$>#$I%$

lG

"

%>!$I%$

lG

$'层内黏土矿物主要为高岭石&伊利

石及蒙皂石'可见少量锰结核和较多的灰岩碎块&

砂岩碎块等%其中锰结核粒度为
%

"

(DD

%呈同心

圆状'碎块大小不一%属风化近源堆积而成'

中层为红 红褐色黏土层%该层厚度不一%一般

#

"

GD

%最厚可达
!$D

%金品位
!

#

H0

$

N$>"$I

%$

lG

"

#>JI%$

lG

%黏土矿物主要为伊利石及蒙皂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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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奔金矿区域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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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碳页岩"

!>

粉砂岩"

#>

长英质砂岩"

(>

砾岩"

J>

安山岩"

G>

安山质凝灰岩"

'>

灰岩"

">

石英脉"

&>

推测断层"

%$>

实测断

层"

%%>

韧性剪切带"

%!>

环形构造"

%#>

地质界线"

%(>

地层产状"

%J>

土壤次生晕剖面位置及编号"

%G>

水系沉积物异常范围"

%'>

勘探区范围

石'土层中锰结核明显增加%但岩石碎块明显减少

甚至未见'

下层为黄褐色&红褐色含砾黏土层%层厚多在

$>J

"

#D

'该层金品位较高%多为
%>JI%$

lG

"

(>$

I%$

lG

%最高可达
">$I%$

lG

%层内黏土矿物主要为

高岭石&伊利石及蒙皂石%砾石主要为灰岩%局部可

见少量砂岩碎块'

$"!

!

地球化学特征

%p!$$$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结果表明%矿区土

壤中灰岩区
H0

%

H1

%

\

5

%

@/

%

Y3

的含量高于北西侧

的砂岩页岩区和南东侧的砂岩&粉砂岩区#图
#

$'

在灰岩区内圈定了几个
H0

异常带%从异常的展布

特征和浓集中心与主要矿化带的吻合程度看%

H0

异

常中心应是相同位置的矿体&矿化体风化后坡积并

具次生富集产物的反映'在
H0

土壤地球化学异常

的基础上%投入大量的槽探&坑探&钻探等工程%最终

在
H0

异常带内圈出
%$

个红土型金矿体%获得了良

好的找矿效果'

$"$

!

爬奔红土型金矿床特征

爬奔红土型金矿主要产于下二叠统灰岩之上的

第四系红土层中%与土壤地球化学异常中心较吻合'

初步勘探已圈出金矿体
%$

个#图
(

$%矿体的展布明

显受到构造和地形地貌的控制%主要分布在
?BC

??B

向和
?`

向构造的凹陷区%形态以线性为主%

平面上呈长条状&板状&透镜状等%深度随地形的起

伏而变化%在断裂构造带附近%往往形成漏斗状凹陷

厚大的红土风化壳%此处矿体规模变大%矿石品位向

下也具变富趋势'金矿石均为氧化矿%主要以红色&

红褐色黏土&亚黏土以及粉砂质黏土为主%局部可见

呈黄色&黄褐色的黏土&亚黏土%其中单样金最高品

位为
">#I%$

lG

%红土金矿体平均品位为
%>''I

%$

lG

'矿石中也见少量的锰结核%呈浑圆状%粒度多

为
%

"

%$DD

%矿石金品位的变化与锰结核的含量

具一定的正相关性'此外%矿石中见到的角砾和岩

(G(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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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石碎块%其类型&大小和含量具明显的地方性沉积特

点%属近源堆积产物'

(

!

红土型金矿的成因探讨

%"#

!

成矿物质来源

爬奔红土型金矿体的物质成分具有强烈的,地

方性-沉积色彩%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原生金矿#化$

体的物理风化坡积物'红土中的灰岩或砂岩小角

砾%均来自于下伏基岩或周边地势较高的岩石'矿

区的断裂比较发育%形成的大小山间凹陷为红土型

图
$

!

爬奔金矿区土壤地球化学
C-

异常简图

M.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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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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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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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土型金矿体及编号"

!>

勘探线位置及编号

金矿的沉积提供了储存场所'在实施的钻孔中%发

现
\'

%

\(

红土型金矿体的下部存在着隐伏原生金

矿体#图
J

%图
G

$%证实了原生金矿体的物理风化%近

源堆积为具工业价值的红土型金矿体形成提供了直

接的成矿物源'

%"!

!

C-

元素的迁移富集与红土型金矿的成矿作用

红土型金矿的形成与气候&地形变化密切相关%

老挝爬奔矿区属于中高山侵蚀地貌%海拔高度为

'J$

"

%$G$D

%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地形起伏也较

大"气候属于亚热带雨林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J

"

#$S

%最高温度为
($S

'

'

+

%$

月份为雨季%雨

量充沛%降雨量在
#$$$DD

左右"

%%

月份至翌年
G

月份为旱季%凉爽&干燥'温暖而干&湿交替的气候

为岩石的风化作用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而本区

H0

元素富集程度与化学风化和物理风化作用的程

度密切相关%在化学风化的初级阶段%地表植被的大

量发育%大气降水和地下水在运移循环过程中呈弱

酸性%地表岩石逐渐水解形成较稳定的黏土类矿物"

而后在大量雨水的淋滤作用下%地表水被稀释呈中

性或弱碱性%黏土类矿物进一步发生,去硅化-作用%

促使
@.K

!

淋失%铁&铝分离%形成铁铝并存的红土'

在红土化过程中伴随着
H0

元素以络合物形式发生

活化作用并逐渐迁移至矿区的低洼处%形成了大面

积的红土型土壤
H0

异常区'而物理风化作用将岩

石直接机械破碎%就近堆积%若该作用发生于原生金

矿体%则会在其附近低洼处形成高品位的红土型金

矿体'

J

!

红土型金矿体与原生

型金矿体的关系

!!

爬奔金矿的原生矿均位于红

土型金矿的下方或旁侧%红土型金

矿完全可以作为该区寻找原生金

矿的找矿标志'在红土型金矿的

周围或深部%通过矿区成矿规律的

认识%结合适当的山地工程%完全

可以找到与之对应的原生金矿体'

如在
\'

红土型金矿体下经钻孔

发现了
*

号原生金矿体'类似的

金矿还有老挝的班康金矿&泰国的

)<7,-33

金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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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老挝爬奔金矿区的红土金矿

土壤地球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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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范围和红

土型金矿以及原生性金矿体往往

具备,三位一体-的良好对应关系%

在找矿实践中%红土型金矿与原生

型金矿体可以互为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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