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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生代沉积型铝土矿含矿岩系的

特征
、

形成条件及找金的可静性
¹

覃志安
(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院

,

天津
, 30 0 0 6 1 )

提 要 通过我 国古生 代沉积型铝土矿 含矿岩系的特征
、

形成条件分析
,

并 与含金 的红土型铝土矿

含矿岩系进行对 比
,

认为在我 国古生代沉积型铝土 矿含矿 岩系下部铁质粘土岩中具找金 的可能性
,

文 中还分析了铝土矿形成过程中金的地球化学特征和富集方式
。

根据扫描 电镜加能谱分析等
,

发现

某些沉积铝 土矿中的含金较高
。

关键词 中国 古生代铝土 矿 含矿岩系 找金的可能性

80 年代新 发现的金矿类型
—

红土型金矿床引起了地质界的高度重视
〔‘〕 ,

此外
,

铁 帽型
、

岩溶型金矿也引起 了我国地质工作者的重视
〔“

、

“〕。

然而作为红土
、

钙红土化结果
,

后经搬运沉积

形成的我国古生代铝土矿形成条件及形成机理与含金的红土型铝土矿非常相似
,

绝大多数古

生代铝土矿的形成与古岩溶关系密切
,

在其含矿岩系中是否能找到金矿 目前还很少有人注意
。

我国古生代铝土矿含矿岩系规模巨大
,

如果其中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岩 (矿 )石含金达工

业品位或可综合利用
,

则其经济价值将是非常可观的
。

近年来
,

杨冠群等在使用扫描电镜加能谱方法研究我 国古生代铝土矿时
,

发现贵州修文
、

四川南川等地铝土矿 中含金较高 〔凌泪
。

作者在使用相同的方法研究铝土矿时
,

也发现山西孝义

克俄
、

贵州修文铝土矿中含金较高〔6〕º
。

1 地质概况

我国铝土矿绝大部分分布于石炭
、

二叠纪地层 中
。

石炭纪铝土矿 占我国铝土矿总储量的

72
.

4%
,

二叠纪铝土矿 占 16
.

8 %
,

由二叠纪铝土矿改造 的堆积铝土矿占 9 %
。

右炭
、

二叠纪铝土

矿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台和扬子地台
,

特别是 山西
、

贵州
、

河南
、

广西
、

云南
、

四川等省区
。

铝土矿含矿岩系多不 整合于碳酸盐岩之上
,

有些于砂页岩之上
,

不整合 面上带有 一些砾

石
。

有些含矿岩系与基底玄武岩等呈渐变过渡关系
。

含矿岩系中从下到上地层常为铁质岩
、

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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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岩
、

粘土质岩
,

少数地区层序与此相反
。

铁质岩包括铁质粘土岩
、

赤铁矿等
,

主要 由铁质矿物

组成
,

少量为铝质矿物和碎屑重矿物
。

铁质矿物主要为赤铁矿
、

针铁矿
,

少量为黄铁矿
、

菱铁矿
、

磁赤铁矿等
。

粘土矿物以高岭石为主
,

有些地区水云母较多
,

少数为地开石
、

埃洛石
、

绿泥石等
。

铝质矿物则为硬水铝石
、

勃姆石为主
。

铝质岩则主要为铝土矿
、

高铝粘土
,

主要 由铝矿物组成
,

其次为粘土质
、

铁质矿物和少量碎屑重矿物
。

铝矿物中以硬水铝石 占绝对优势
,

其次为勃姆石
,

少量为三水铝石有些矿区见较多经变质形成的刚玉
。

粘土质
、

铁质矿物及碎屑重矿物与铁质岩

中的相似
。

粘土质岩包括硬质粘土岩
、

半软质粘土岩
、

粉砂质粘土岩等
,

主要由高岭石
、

水云母

等矿物组成
,

含一些铁质
、

铝质矿物和碎屑重矿物 (表 1 )
。

表 1 我国部分古生代沉积型 铝土矿含矿岩 系的特征

T a b le 1 F ea tu r e o f o re 一be a rin g str a ta o f so m e Pa le o z o ic se d im e ta r y b a u x ite in C hin a

矿矿区区 岩 性性 厚度 (m ))) 化学成分 ( % ))) 矿物成分分 铝土 矿组构构 时时 基基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底底AAAAAAAAA 12 O 333 5 10 222 F eZ O 333 主 要要 次 要要 结 构构 构 造造造造

山山 西西 } 、 * 岩岩岩岩岩岩 KKK D
、

H
、

G 。
、

A nnn 隐 晶
、

假 晶
、

梳 状
、、

碎 屑
、

粗 糙
、

豆 倾
、、

C 222 O 222

克克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俄 碎 屑
、

假象象 块状
、

烫层层层 灰岩岩
铝铝铝土矿矿 0

.

5 ~ 1 1
.

6 777 5 0 ~ 7 222 1 1士士 3士士 DDD K
、

H
、

G o 、

A n 、

2
.

RRRRRRRRRRR

铁铁铁质枯土
、

铁矿矿矿 3 1士士 2 3士士 3 0 士士 H
、

KKK D
、

G o 、

A nnnnnnnnnnn

蟀蟀蟀
枯土 岩岩 4

.

3 ~ 9
,

222 3 9
.

1 777 4 0士士 1 2 888 KKK D
、

卜1
、

G o 、

M
、、

隐 晶
、

碎 屑
、

胶 体
、、

豆细
、

块 状
、

粗 检
、、

C 222 o 222

太太湖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钱
、

P
、

A nnn 徽 晶
、

流 状
、

放 射
、、

碎 屑
、

多孔孔孔 灰岩岩

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象象象象象

铝铝铝 土矿
、

高铝粘土土 666 4 9 ~ 8 000 5 ~ 3 000 a 3 ~ 3
.

之之 DDD K
、

H
、

G o 、

A n 、

D i
、

RRRRRRRRRRR

铁铁铁质枯土
、

铁 矿矿 0
.

72 ~ 1 2 1 555 3 2 7 444 3 3士士 1 7
.

9 888 K
、

H
、

Pyyy I)
、

G o 、

A nnnnnnnnnnn

河河南南 枯 土岩
、

粉砂岩岩 2 ~ 2 000000000 KKK D
、

M
、

Q
、

压
、

Cl
、

A nnn 隐 晶
、

徽 晶
、

残 胶
、、

豆绍
、

粗 糙
、

碎 屑
、、

C 222 O 222

张张 窑 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 碎屑
、

交代代 块状
、

叠层
、

多孔孔孔 灰岩岩

铝铝铝土矿矿 3 ~ 2 555 7 0
.

7 999 7
.

5 555 3
.

1 222 DDD

卜
H

、

G 。 、

A n 、

D ‘
、

““““““

铁铁铁质粘土
、

铁矿矿 1 5 ~ 20
.

444444444 H
、

M
、

KKK Py
、

D
、

G 。
、

A nnnnnnnnnnn

河河 南南 枯土岩岩 0 3 999999999 KKK M
、

H
、

D
、

A nnn 隐 晶 微 晶
、

碎 屑
、、

豆 骊
、

块状
、

碎屑屑 C 222 灰岩岩

大大峪 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沟 假 象象象象象

铝铝铝土矿
、

高铝枯土土 1
.

2 6 ~ 7
.

4 666 6 8
.

0 777 1 4
.

5 22222 DDD

⋯
M

、

H
、

Py
、

A n 、

RRRRRRRRRRR

铁铁铁质粘土
、

角砾岩岩 1
.

石一 4
.

666666666

}
;

、

HHH

⋯⋯⋯⋯⋯⋯
整整整

枯土岩岩 0
.

2 9 ~ 0 666666666 KKK D
、

M
、

P y
、

A n 、

TTT 隐 晶
、

微 晶
、

似 斑斑 碎 屑
、

豆 绷
、

块 状
、、

P lll s
、

DDD

张张 家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 状
、

梳状状 条纹状状状 砂页 岩岩

铝铝铝土矿矿 0
.

7 0 一 3
.

2 333 3 8 ~ 6 111 1 0 ~ 1 222 14 3 333 DDD H
、

K
、

G O 、
B

、

G iiiiiiiiiii

MMMMMMMMMMMMMMMMM
、

C h
、

A n 、

TTTTTTTTTTT

铁铁铁质粘 土颐状状 3 ~ 7
.

666666666 HHH K
、

M
、

D
、

C h
、

A n 、

TTTTTTTTTTT

赤赤赤铁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贵贵州州 枯土 岩岩 5 士士 2 8 ~ 4 000 3 5 ~ 4 555 0
.

4 ~ 444 M
、

KKK H
、

G o 、

A nnn 隐晶
、

微 晶晶 碎屑
、

土 状
、

块 状
、、

C 111 任 333

修修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豆鲡状状状 灰岩岩

铝铝铝土 矿矿 2 5 ~ 888 5 6 ~ 7 777 7 ~ 1 555 1
.

5 ~ 1 111 DDD K
、

B
、

G i
、

A tiiiiiiiiiii

铁铁铁质粘土
、

铁矿矿 5
.

5 ~ 2 333 8 ~ 4 000 1 0 ~ 4 555 3 ~ 7 000 H
、

KKK G o 、

A nnnnnnnnnnn

贵贵 州州 枯 土岩岩 0
.

2 ~ 111111111 MMM H
、

C I
、

A nnn 隐 晶
、

微 晶
、

胶 体
、、

碎 屑
、

块 状
、

豆 鲡
、、

C lll 灰岩岩

凶凶 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 交织织 粗糙
、

至层
、

层状状状状

铝铝铝 土矿矿 3士士 5 4 ~ 7 777 5 ~ 2 000 0
.

7 ~ 1 777 DDD M
、

K
、

C I
、、、、、、

GGGGGGGGGGGGGGGGG o 、

A n 、

Z
、

以以以以以以

铁铁铁质枯 土土 1 2士士 3 5
.

55555 ) 1
.

1 777 M
、

HHH C I
、

D
、

A n 、

Q
、

P rrrrrrrrrrr

广广 西西 炭
、

铁质枯土土 薄层状状状状状状状 隐 晶
、

微 晶
、

交 代
、、

豆 缅
、

多 孔
、

粗粉
、、

P222 Plll

半半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胶体体 层状
、

似叠层层层 灰岩岩

铝铝铝 土 矿矿 2 ~ 555 4 5 ~ 6 999 7 ~ 1 444 3 一2 111 DDD K
、

H
、

入1
、

A nnnnnnnnnnn

炭炭炭
、

铁质粘土土 0 3 666666666666666666666

注 : D 一硬水铝石 出一勃姆石
;
Gi 一 三水铝石 水一 高岭石

; M一 水云 母 书I一伊利石 沮一赤铁矿 心
。
一针 铁矿尸y一 黄铁矿

; A n 一 锐 钦矿 瓜一金 红 石旧 i一地 开 石 ;

C h一鲡绿泥石 ; Cl 一 绿泥 石尸
r
一 叶腊 石

卜T 一电气石 汉一 错石 尸一 长石

上述特征与澳大利亚博丁顿含金红土型铝土矿的有许多相似之处
,

不同的主要是铝矿物
,

后者以三水铝石为主
,

含矿岩系中层序多相反
。

例如博丁顿含矿岩系从下而上为
:

腐泥岩
、

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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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

铝土矿带
、

硬帽带
。

腐泥岩主要由高岭石
、

石英组成
,

含一些蒙脱石
、

伊利石
、

斜长石等
。

粘

土带中以高岭石为主
,

含一些石英
、

针铁矿
、

赤铁矿
、

白云母
、

三水铝石等
。

铝土矿带 以三水铝石

为主
,

次为针铁矿
、

石英
、

高岭石等
。

硬帽带以三术铝石
、

赤铁矿
、

针铁矿为主
,

次为石英
、

磁赤铁

矿
、

高岭石等
,

该层含金量最高〔,
、

8〕。

又如 巴西马托格罗索红土金矿含矿岩系从下而上分别为
:

风化片岩
、

泥质风化层
、

含 Fe (OH )
。

的粘土层 (含金达 19
.

4 9 / t )
、

铁质壳
、

近代土壤等五层 〔9〕。

2 铝土矿的形成条件

从表 2 可 以看出红土型金矿和我国古生代沉积铝土矿的基本形成条件是相似的
。

差别较

大的是我国古生代沉积铝土矿在原岩被风化后被水流和风搬运
,

然后沉积在适宜的位置
,

物质

沉积后又经成岩
、

后生等作用的改造
,

而红土型金矿则没有或基本上没有这些变化
。

表 2 红土型金矿和我国古生代沉积铝土矿的一些基本形成条件

T a b le 2 B a sie e o n d itio n s o f m in e r a liz a tio n o f P a la eo z o ie

se d im e n ta r y b a u x ite a n d la te r itic g o ld d ePo sit in c h in a

红红红土型金矿矿 我 国古生代沉积 铝土矿矿

母母岩岩 含金较高的长英质火山岩
、

粗玄岩
、

蚀变片岩
、、

易 风化
、

含铝高的碳酸盐岩
、

中酸性火 山岩
、

砂砂

碳碳碳酸盐岩岩 页岩
、

粘土岩
、

玄武岩等等

纬纬度度 主要在 3 5
0

5 ~ 3 5
O
NNN 主要在 2 0

0

5 ~ 3 0
o

NNN

气气候候 地中海型
、

热带季风型
、

湿暖湿润 一炎热潮爆
,,

热带季 风型
,

年平均降雨量 1 2 0 0 ~ 1 5 0 0 m m
,

下下

年年年降雨量 8 1Om m 士
,

下雨 月数 5 ~ n 个
,

金多多 雨月数 8一n 个个

富富富集于 干早时时时

地地貌貌 较平坦
,

高差多 < 1 0 ommm 较 平坦 的 准 平 原 化 地 貌
,

略有起 伏 (易 于 排排

水水水水 )
,

高差多 < 50 mmm

构构造造 稳定
,

但早期 的断层
、

节理多时有利于成 矿矿 较 稳定
,

沉 积 区地壳缓慢 下 降
,

物源 区 缓 慢上上

升升升升
、

原断层和节理多 时有利于成矿矿

实实例例 澳大利亚博 丁顿
,

巴 西马 特格 罗索
、

湖北 蛇屋屋 山西孝义
、

贵州修文
、

云南文 山
、

四川 南川和乐乐

山山山山 山山

经研究
,

我国沉积型铝土矿的原始物质可来源于碳 酸盐岩
、

中酸性火 山岩 (多已 变质 )
、

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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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岩
、

砂页岩
、

粘土质岩石等 〔的 〔‘卜
‘5〕¹ º

,

特别是含铝高
、

易风化的岩石更易形成铝土矿
,

这些

岩石中有些含金较高
。

红土型金矿的母岩则是含金较高的长英质火山岩
、

粗玄岩
、

蚀变片岩
、

碳

酸盐岩
。

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

据林金录 ( 198 7 ) 〔6〕的古地磁研究
,

石炭纪末华北地块处于北纬 4o ~ 22
。

的范围 内
,

华南地

块处于北纬 1。

~ 南纬 180 的赤道 区
。

由于气候炎热多雨
,

有利于化学风化作用的进行
,

形成 了

我国独特的石炭
、

二叠纪铝土矿
。

炎热多雨的气候可能也有利于红土型金矿床的形成
,

因为在

这种气候条件下易使红土化发育深透
,

而红土型金矿多分布于红土化作用发育深透的地方
,

但

金的迁移
、

富集多在干早季节
,

因为此时地下水的酸性较大
,

有利于金的活化
。

例如澳大利亚博

丁顿
、

巴西马特格罗索
、

我国的湖北
、

广东
、

江西等地
,

其纬度较低
,

多在 300 以内
。

铝土
.

矿多形成于较低且较平坦的地区
,

高差多不大于 5 0m
,

即准平原化地区
。

海拔高度过

大 (如大于 I 0 0 0 m )
,

则因气候寒冷
,

不利于原始物质的化学风化
。

高差过大易使原始物质未充

分风化便被流水冲走
,

过份平坦的地形则 由于地下水流动缓慢致淋滤作用不易进行
,

化学风化

作用也不能彻底进行
,

都不利于铝土矿的形成
。

红土型金矿床形成的地貌条件也与铝土矿的相

似
,

但高差
、

海拔高度均稍大
,

这样 比较有利于金 的迁移和富集
,

但高差一般小于 l o om
。

具有缓慢地壳上升的长期相对稳定的构造条件是形成大型铝土矿所必须的
,

因为只有这

样才能使风化作用彻底进行
,

及 时把已风化的物质带走
,

从而促使风化作用更快地 向纵深方向

进行
。

原岩破碎
,

则其表面与空气
、

水的接触面积大
,

促进风化作用进行
,

有利于铝土矿的形成
。

上述构造条件同样有利于红土型金矿的形成
。

3 铝土矿形成过程中金的迁移和 富集

据廖士范 ( 19 90 ) 〔‘?〕
,

黔中地 区石炭纪铝土矿形成 以前
,

地壳上升幅度较大
,

湘黔古断裂北

盘西端被侵蚀 的岩石 以碳酸盐岩为主夹碎 屑岩
,

被剥蚀的厚度在 10 0 0m 以上
,

为铝土矿的形

成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
。

其它地 区铝土矿形成以前
,

源岩 的风化
、

剥蚀深度也一定不小
。

若

以源岩 中含金 2 x 10 一 9 (碳 酸盐岩类岩石平均含量 )计算
,

则风化过程中释放出的金也是非常

多的
。

然而
,

据我们现有的资料看
,

铝土矿含矿岩系中以铝
、

粘土矿物为主
、

纯度较高的岩矿石

(铝土矿
、

粘土岩中 )含金量总的来说并不高
,

这说明金很可能在铁质粘土岩中发生了富集
。

如

澳大利亚博丁顿红土金矿床中金在含铁带中含量较高
,

平均为 2
.

45 9 八
,

而在粘土层和腐泥岩

中金平均含量为 1
.

48 9八 和 o ,

“ g八
。

在铝土矿形成的最初阶段
,

即原岩的风化阶段
,

从原岩中释放出来 的金可残留于原地
,

也

可以被搬运
,

搬运方式可为碎屑形式
,

也可呈络合物形式
。

据 H
.

A
.

罗斯利亚科夫等»
,

金可 以

刘长龄
,

覃 志安
.

我 国铝土矿中微量元素的地球化学及与物源 的关系
.

冶金地质学会第一届非金属矿床学术讨论

会论 文汇编
, 19 90 , 13~ 16

刘长龄
,

覃 志安
.

我 国某些 铝土矿中稀土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
.

冶金地质学会第一届非金属矿 床学术讨论 会论 文

汇编
, 19 9 0 , 11~ 13

H
.

A
.

罗斯利亚科 夫
,

等 (徐雪明译 )
.

金在 土壤中的存在形式及其预测意义
.

黄金地质科技
, 19 90 , ( 1)

¹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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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金 粒
、

矿 物 残 留物 和 腐 黑 物 的 混 人 物
、

金 富 里 酸
、

金 胡 敏 酸 络 合 物 及 A u C1
2一 、

A u

(CI OH )一
、

A u( OH )一类无机络合物等形式存在于土壤中
。

这说明铝土矿形成过程 中金可以上

述方式被搬运
,

其中抓化络合物的形成方式为
:

(l) 4A u o

+ 1 6C I一 + 3 0
2

+ 1 2H +

一
4 〔A u C 1

4
〕一 + 6H

Z
O

(2 )ZA u o

+ ZH + + 4C I-

一
2 〔A u C I

:
〕一 + H

Z

(3 )A u o

+ 3H + + C I+ O
:

一
〔A u (CIO H )〕一 + H

Z
O

F
E

5
。

12 0 【 EV

I一贵州修文致密状铝土矿中成分复杂颗粒 (据杨 冠群
, 1 9 8 6) 1 一贵州修文碎屑状铝土矿 中勃姆石 (据覃志安

,

1 9 8 8)

l 一山 西孝义克俄铝土矿中碎屑状高铝粘土夹层的高岭石 (据覃志 安
,

1 98 8 )

图 1 铝土矿能谱分析结 果 (试样镀碳 )

F ig
.

1 E n e rg y s p e e tru m a n a lys is o f b a u x ite

杨冠群等 (1 98 6
,

1 98 7 )‘
4

、

5〕使用扫描电镜加能谱分析研究四川南川
、

贵州修文铝土矿时
,

发

现了自然金
、

含氯和 金的颗粒 (图 1 )
,

证明了确实有上述搬运方式
。

涂光炽 (1 9 9 0 ) 〔
‘〕

认为 80 年代新发现的金矿新类型就是红土型金矿
,

这种红土型金矿一般

发育在红土化作用很深透的地方
,

而红土化作用的程度可以用
“

氧化分异作用
”

进行的程度来

评 价
。

高度发育红土化作 用的地区
,

主要 是一些单 一氧化或含水 氧化矿物的大量堆 积
,

如

F e 2
0

3 、

M n 0
2 、

A 1
2
0

3

等
,

这是红土化作用深透的表现
。

我国古生代沉积铝土矿含矿岩系底部主

要为铁的氧化或含水氧化矿物
,

中部主要为铝的含水氧化矿物
,

并且规模较大
,

说 明其形成初

期红土化作用是非常深透的
,

因而金有可能 因
“

氧化分异作用
”

而富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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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土质物质在搬运
、

沉积过程 中
,

金也可因其特殊的性质及环境的变化而富集
。

由于金的

比重大
,

以碎屑形式搬运的金其搬运距离不能很远
,

即在较近物源 区的位置
、

盆地边部水动力

条件变化较大的地方发生沉积
,

与其一 同沉积的应为粒度较大的碎屑物质
。

铝土质沉积前或其

后
,

由于风暴浊流等作用的影响〔l8.
’的 ,

物质也会 因比重
、

粒度不 同而发生分异
,

金也可能在风

暴浊流沉积的中后部发生富积
。

以络合物形式搬运的金在中性
、

碱性水突然取代酸性水 的地段 (碱性障)将与氢氧化铁
、

蛋

白石和其它表生矿物一起富积
,

吸附障积作用往往使金与 Fe( OH )
3 、

M n (O H )
4

等一起形成堆

积 〔20j
。

金还 可 以 被 F e Z
O

3
以 及高岭石

、

多 水高岭 石
、

伊 利石
、

水云母 等粘 土矿 物吸 附而 富

积 〔的〔, ‘〕〔翎
,

其原因主要是粘土矿物表面常因断键带负电
,

而金常呈带正电的离子
。

据范宏瑞
、

李兆麟 (1 9 9 1 )〔
2 3〕 ,

Fe Z
O

3 、

高岭石在 pH 值为 4
.

0 1
、

6
.

8 0
、

8
.

0 0 的溶液中对金的吸附率都在 9 4 %

以上
。

我国古生代沉积铝土矿含矿岩系底部为一不整合面
,

下伏岩石绝大多数情况下为碳酸盐

岩
,

形成一天然的碱性障
,

不但可造成 Fe Z
(O H )

3 、

A I
:
0

3

的沉积
,

也可造成金的沉淀
,

同时不整

合面上的 Fe Z
O

3
以及高岭石

、

水云母等粘土矿物还形成吸附障
,

可以 造成金的富积
。

在后生及

表生阶段
,

由于地下水的淋滤
,

特别是铝土矿含矿岩系中黄铁矿和有机质的氧化形成硫酸和有

机酸
,

可造成金的 向下迁移
,

并在不整合面附近由于水的性质发生变化及 F e 2
0

3 、

粘土矿物的

吸附造成富集
。

此外
,

我国有些古生代铝土矿受构造
、

变质
、

热液作用影响较明显
,

形成一些破碎带
、

变质

矿物 (刚玉等 )
、

热液充填和交代形成 的高岭石
、

地开石等的脉状体和 不规则体等
,

其中热液形

成的高岭石与其它成因高岭石的结晶系数差别较大 (表 3 )
。

在这些作用过程中
,

有可能造成金

的富集
,

应引起注意
。

表 3 高岭石的结 晶系数

T a ble 3 C rys ta llin e fa e to r o f K a o lin ite

样样 号号 产 地地 结 晶系 数 (I。))) 备 注注

NNN 0 1 6 111 新站站 1
.

2 9 2 777 后生高岭石石

NNN O 1 7 6一 lll 修文文 1
.

3 0 6 111 后生热 液高岭石脉脉

NNN 0 1 9 111 修文文 0
.

7 0 7 333 古风化壳形成成

NNN 0 2 0 222 修文文 1
.

4 1 3 000 后生高岭石石

NNN 0 2 2 000 修文文 0
.

7 9 4 999 古风化壳形成成

半半 555 半壁店店 0
.

9 2 3 000 自生高岭石石

半半 444 半壁店店 1
.

1 4 3 000 自生高岭石石

HHH 1 2 222 克俄俄 0
.

8 5 0 000 古 风化壳形成成

HHH 1 2 555 克俄俄 1
.

1 8 1 333 自生高岭石石

HHH 1 8 222 太湖石石 1
.

1 7 5 777 自生高岭石石

HHH 1 8 999 太湖石石 1
.

0 0 0 f))) 自生高岭石石

HHH 2 0 777 太湖石石 1
.

4 5 1 111 长石蚀变高岭石石

HHH 0 6 444 张窑院院 1
.

()7 6 777 自生高岭石石

平平均值值值 1
.

1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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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我国石炭纪铝土矿分布最广
,

规模最大
,

形成时间也最长 (> 1 00 Ma)
,

原岩风化产物也最

多
,

,

释放出来的金一定也较多
,

并且当时的古纬度低
、

气候湿热
、

构造稳定
,

有利于风化作用的

彻底进行
, “

氧化分异作用
”

也很强烈
,

应最有利于金的富积
。

因此石炭纪沉积铝土矿含矿岩系

是找金的重要对象
。

二叠纪沉积铝土矿形成时间也较长
,

并且有些铝土矿物质来源于基性火山

岩
,

其金背景含量较高
,

所以也应注意二叠纪沉积铝土矿含矿岩系中的含金情况
。

在空间上
,

铝土矿主要分布于山西
、

贵州
、

河南
、

广西
、

云 南
、

四川等省区
,

因此这些地 区铝

土矿含矿岩系的含金情况最值得注意
。

作者 (1 9 8 8) 使用扫描电镜加能谱分析方法发现山西孝义 中石炭世
、

贵州修文早石炭世铝

土矿含金较高
,

局部可达 5
.

2 % 〔6〕¹
。

杨冠群等 ( 1 9 86
, 19 8 7) 使用相似的方法发现贵州修文 ( 图

1) 石炭纪
、

四川南川二叠纪铝土矿含金较高
,

并见到 自然金颗粒 ( 18拌m 士 ) 〔4
、 5〕 。

据刘长龄等
,

云

南文山地区铝土矿含矿岩系下部有时含金达 2一 3K 10 一 6
咖〕 ,

此外
,

文山地区泥盆系
、

下二叠统

可见微细浸染型金矿
。

因此
,

这些地区铝土矿含矿岩系中的含金情况应特别注意
。

根据对我国古生代沉积铝土矿含矿岩系的特征及与国外红土型金矿含矿岩系 的对 比分

析
,

铝土矿形成过程中金的迁移
、

富集规律的分析
,

在离源 区较近
、

盆地边部形成的铝土矿含矿

岩系底部不整合面 (特别是碳酸盐岩的 )附近的铁质粘土岩中最有可能找到金
。

致谢
:
本文得到刘长龄教授指导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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