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古陆刺触区较近的浅湖凹地边椽
。

砂岩普遍具变

晶桔构
,

以钙质
、

矽质胶桔为主的部分
,

灰色层中铜

质一般在 。。 以上的部分
。

图 某地多旋迥沉积金属矿物分带重迭剖

面示惫图
辉铜矿带 斑铜矿带 黄铜矿带 黄跌

矿带
。

二 寻找盲矿体的标志

沉积物沉积时基底微低 凹 的 部位 含有粗

碎屑
,

厚度一般不超过 米的不完整旋担下部 合

黄跌矿灰色砂岩与紫耗色砂岩之简的地带 灰色层

上下部
,

或上部
,

或下部有柴杠色砂岩出现
,

铜
、

跟

原生晕在 与 以上地段的延伸部位 在具备

上述标志的部位
,

沿砂粒长轴方向
,

进行找矿
。

三 寻找富厚矿体

根据金属矿物分带
,

寻找辉铜矿带的部位和延

伸方向 砂岩中砾石
,

碎屑物成分较为复杂
,

合量

较高的地段及其延伸方向 重砂 矿 物 合 量高的地

段
,

应为较先接受铜质来源的地段 作为含铜砂岩

主要胶桔物带的延伸方向 沿灰色
、

柴赶色层交界

楼的灰色层内
,

特别是三个方向被紫杠色 包 围 的 地

段 矿化带所在部位
,

灰色砂岩厚度增大
,

矿化旋

姐重迭出境地段
。

六
、

含胡砂岩找矿砰价中存在的周题

一 沉积岩相的划分
,

尤其是相带的划分
,

在

如此广大的碎屑岩分布区
,

原生构造特征不明显的情

况下
,

如何划分相带
,

才能更好指导找矿郭价工作
。

〔二 含铜砂岩矿带的宽度
,

富集部位
,

矿体尖

灭的控制因素
。

触后残留部分的确定要素
。

三 合铜砂岩岩性及拮构构造特点与不含矿灰

色砂岩的区别
,

以无矿到矿体是否有 带 状 变 化的特

征
。

四 含铜砂岩沉积成岩作用
、

后生作用时期
,

纲质迁移聚集的控制因素
。

五 含铜砂岩中伴生有盆元素的斌存状态
。

我们是怎样用
“

五层楼
”

规律寻找
、

砰价

和勘探黑锡石英脉矿床的

广 东 有 色金 属 地 质勘 探 公 司 九 三 二 队

毛主席教导我俏视
“

焉克思主义者 认 为人类社

会的生产活动
,

是一步又一步地 由低极向高极发展
,

因此
,

人们的认栽
,

不湍对于 自然界方面
,

对于社会

方面
,

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极向高毅发展
,

即 由

浅入深
,

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 ”

近几年来
,

我渭在粤北地区
,

特别是在某钨矿带

上
,

开展了普查找矿和勘探工作
,

通过实践
、

认藏
、

再实践
、

再认澈
,

在加强粽合研究和反复实践的基础

上
,

对 “五层楼
”

规律的认藏逐步深化
,

并在寻找和

部价黑钨石英脉矿床中加以运用
,

取得了一定效果
,

对打破教条主义的类型
、

网度
,

做到从实际出发
,

按

地质规律办事
,

起了积极的作用
。

在地质工作革命化

过程 中
,

我们替蛇心 “ 网度 ” 破了怎么办 砚在找到

了答案
,

正确的办法是 在实践过程中
,

深入研究和

掌握矿床地质规律
,

然后很好运用这些规律
,

就可以

多快好省地进行找矿和勘探工作
。

当然
,

我仍做得还

很不够
,

现在敲敲我们的点滴体会
。

一
、

不入虎穴
,

焉得虎子

我们对
“

五层楼
”

规律的认藏是逐步深化的
,

正

象毛主席所讲的
“

实践
、

认藏
、

再实践
、

再 认 藏
,

这种形式
,

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

而实践和认藏之每一

循环的内容
,

都比较地进到高了一毅的程度
。 ”

从过去

我渭普查找绍矿的情况来看
,

只是依靠地表露头和一

些民窿查料来部价矿床
,

而且常常是就矿输矿
,

也就

是单钝从地表矿脉 出露的长度
、

脉竟和矿化强弱
,

来

肯定或否定矿床的工业价值是很不可靠的
。

就是由于

这个
“
框框

” 的束膊
,

对地表矿脉露头不多
,

矿脉条

数很少的矿点
,

基本上都是被否定的
。

以致不少有工



业价值的矿点
,

就在
“

矿脉短小
,

矿化较弱
,

价植不

大
,

没有必要进一步做工作 ”
的桔输下

,

被判了
“

死

刑
” 。

从一九六二年开始
,

我们第一次在甲区对南粗平

行薄脉韧脉带进行部价
,

通过实践
、

认栽
,

初步总桔

了带 平行薄脉胭脉带
、

祖 薄脉粗
、

脉 单独大

脉或薄脉 的纵向及横向变化规律
,

指导了找矿和静

价工作
。

最近两年来
,

我们又在这个鹅矿带上
,

特别

是在这个矿带上乙矿区南粗及南南祖矿体的上部发现

了抽微裂隙触变带
,

即云母撇 —翩脉触变带
,

在云

母枝 —
扣脉触变带下面还有稀疏 —密集韧脉带

,

这两带基本上是不具工业意义的
。

在过去
,

根木不会

引起我侧注意
,

而通过实践
,

掌握它例往深部的变化

规律后
,

才认 藏到它渭是直接找矿标志
。

通过这两带的发现
,

将原来带
、

粗
、

脉的 “ 三层

楼
” 发展到

“

五层楼
” 砚明通过再实践

,

认栽也就不

断深化
。

如对乙矿区南粗矿体
,

我们曾走过 一 段 弯

路
,

主要是认为韧脉带在地表露头不太好
,

圈不出工

业矿体
,

而对深部是否会变好
,

信心也不足
,

一道到

后来
,

通过深部郭价钻孔揭露
,

靓实矿体在深部脉幅

增大
,

品位救好
,

符合 “
五层楼

”

变化规律
,

从而肯

定了工业及远景价值
。

毛主席在 “
实践榆 ”

中讲到
“

中国人有一句老括
‘

不入虎穴
,

焉得 虎 子
’ 。

这句括

对于人仍的实践是填理
,

对于认藏揣 也是具理
。

离开

实践的认栽是不可能的
。 ” 我卿深深体会

,

不通过实

践
,

对南粗矿体是认款不透的
,

如果不入 “ 虎穴
” ,

不

做工作
,

就会对南粗矿脉作出否定的拮瑜
,

就会浪费

国家宝食的查 源
,

相反
,

入了
“ 虎 穴

” ,

就得了 “
虎

子
” ,

探获了工业储量
。

二
、

对
“ 五层楼

” 规律的认 徽
,

由 感 性 上升到

理性
“

五层楼
”

的概念
,

是从矿脉垂直变 化 的方向来

表现矿脉形态变化的格式
,

自上而下的变化规律是

胭微裂隙触变带 以云母钱或云母 —石 英 撇 为

主 稀疏 —密集扣脉带 薄脉翩脉带三 薄

脉粗 大 薄 脉 图
。

以上五种形态格式
,

井不是在任何矿体上都完整的表现出来
,

有时上部缺

一层
,

有时缺一
、

二层
。

另外
,

各层之简也是过渡性

质的
,

不可能是截然分开的
。

从乙矿区中粗
、

南粗矿带的带竟
、

带脉竟
、

含矿

率及品位垂迪变化来看
,

也是有一定规
工业远围岩铀高 程

⋯⋯君君皇皇
沱沱氏氏

知知知

形态垂直分

带示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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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溯黝姗

卿幻枷触和绪粉料
翻基剑落交管分

鞠赦翩
纷层似

支复合抽酬
,

茨恐坡移
含脚蛾

却麒欢
钩宽娜汾
里哭坎矿石

、

矽化套砂
阴夜砌
匕

了行动阴阵山舟训韶洛
,动月睐吸细此林成节

琳蝴一助耘率

州

群

华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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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肠扭组晌

拍派协拟恢

触钮材替

石映燕绝犷毒种
它铸球索材 谈
盯 才脚 细
缘肠 电勺获七

抽踌改

云母 内辞协

扮绪钩块

叉对珠矢带
场透怕 化业旷玲

帕钧‘矛击币,﹄嗜︼法褚柑玫邸诵伟哑幼邢‘‘产吐灯习映阳洛蜷峭称火、︸好︸妊仍法树︸石困

、

寸乃︸咭份︸此吸

某鸽矿床 “ 五层楼
”
垂道变化规律粽合图表

律的
。

如在矿脉带上部 即脉带部位
,

带宽大
,

含脉率小
,

品位低
,

往下向脉

粗
、

大脉递变时
,

含脉率和品位也随之

增加
,

但上下脉克之和相差不大
,

到一

定深度时
,

各种参数都相应递诚
。

从水平方向变化来看
,

首先整个矿

带具有一定排列格式
,

如乙矿区南南粗

第一矿带
,

基本上是 由五个侧幕单体排

列粗成的
,

单体长度 由 一 。米
,

单体内扁豆体长度由 一 米
,

主

单体位于矿带中部
,

长度大
,

内扁豆体

长度也 大 图
。

其 次
,

每一个扁豆

体都反映出
,

由中 山向两端 也 是 递 变

的
,

如知微裂隙触变带
,

一般在中部为

密集云母撇
,

向两端变为稀疏云母枝
,

一道到尖灭
,

又如平行密集韧脉带
,

沿

水平方向也是向两端变为稀疏韧脉带
。

第三层平行薄脉韧脉带
,

不仅从纵向表

现为带
、

粗
、

脉的变化规律
,

而且沿水

平方向
,

由脉带中心向两端
,

也表砚为

带
、

粗
、

脉的变化规律 图
。

有时
,

在同一中段水平上
,

反映出带
、

粗
、

脉

并存
,

其脉态格式比较复杂 图
。



业价值的矿点
,

就在
“

矿脉短小
,

矿化较弱
,

价植不

大
,

没有必要进一步做工作 ”
的桔输下

,

被判了
“

死

刑
” 。

从一九六二年开始
,

我们第一次在甲区对南粗平

行薄脉韧脉带进行部价
,

通过实践
、

认栽
,

初步总桔

了带 平行薄脉胭脉带
、

祖 薄脉粗
、

脉 单独大

脉或薄脉 的纵向及横向变化规律
,

指导了找矿和静

价工作
。

最近两年来
,

我们又在这个鹅矿带上
,

特别

是在这个矿带上乙矿区南粗及南南祖矿体的上部发现

了抽微裂隙触变带
,

即云母撇 —翩脉触变带
,

在云

母枝 —
扣脉触变带下面还有稀疏 —密集韧脉带

,

这两带基本上是不具工业意义的
。

在过去
,

根木不会

引起我侧注意
,

而通过实践
,

掌握它例往深部的变化

规律后
,

才认 藏到它渭是直接找矿标志
。

通过这两带的发现
,

将原来带
、

粗
、

脉的 “ 三层

楼
” 发展到

“

五层楼
” 砚明通过再实践

,

认栽也就不

断深化
。

如对乙矿区南粗矿体
,

我们曾走过 一 段 弯

路
,

主要是认为韧脉带在地表露头不太好
,

圈不出工

业矿体
,

而对深部是否会变好
,

信心也不足
,

一道到

后来
,

通过深部郭价钻孔揭露
,

靓实矿体在深部脉幅

增大
,

品位救好
,

符合 “
五层楼

”

变化规律
,

从而肯

定了工业及远景价值
。

毛主席在 “
实践榆 ”

中讲到
“

中国人有一句老括
‘

不入虎穴
,

焉得 虎 子
’ 。

这句括

对于人仍的实践是填理
,

对于认藏揣 也是具理
。

离开

实践的认栽是不可能的
。 ” 我卿深深体会

,

不通过实

践
,

对南粗矿体是认款不透的
,

如果不入 “ 虎穴
” ,

不

做工作
,

就会对南粗矿脉作出否定的拮瑜
,

就会浪费

国家宝食的查 源
,

相反
,

入了
“ 虎 穴

” ,

就得了 “
虎

子
” ,

探获了工业储量
。

二
、

对
“ 五层楼

” 规律的认 徽
,

由 感 性 上升到

理性
“

五层楼
”

的概念
,

是从矿脉垂直变 化 的方向来

表现矿脉形态变化的格式
,

自上而下的变化规律是

胭微裂隙触变带 以云母钱或云母 —石 英 撇 为

主 稀疏 —密集扣脉带 薄脉翩脉带三 薄

脉粗 大 薄 脉 图
。

以上五种形态格式
,

井不是在任何矿体上都完整的表现出来
,

有时上部缺

一层
,

有时缺一
、

二层
。

另外
,

各层之简也是过渡性

质的
,

不可能是截然分开的
。

从乙矿区中粗
、

南粗矿带的带竟
、

带脉竟
、

含矿

率及品位垂迪变化来看
,

也是有一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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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钧‘矛击币,﹄嗜︼法褚柑玫邸诵伟哑幼邢‘‘产吐灯习映阳洛蜷峭称火、︸好︸妊仍法树︸石困

、

寸乃︸咭份︸此吸

某鸽矿床 “ 五层楼
”
垂道变化规律粽合图表

律的
。

如在矿脉带上部 即脉带部位
,

带宽大
,

含脉率小
,

品位低
,

往下向脉

粗
、

大脉递变时
,

含脉率和品位也随之

增加
,

但上下脉克之和相差不大
,

到一

定深度时
,

各种参数都相应递诚
。

从水平方向变化来看
,

首先整个矿

带具有一定排列格式
,

如乙矿区南南粗

第一矿带
,

基本上是 由五个侧幕单体排

列粗成的
,

单体长度 由 一 。米
,

单体内扁豆体长度由 一 米
,

主

单体位于矿带中部
,

长度大
,

内扁豆体

长度也 大 图
。

其 次
,

每一个扁豆

体都反映出
,

由中 山向两端 也 是 递 变

的
,

如知微裂隙触变带
,

一般在中部为

密集云母撇
,

向两端变为稀疏云母枝
,

一道到尖灭
,

又如平行密集韧脉带
,

沿

水平方向也是向两端变为稀疏韧脉带
。

第三层平行薄脉韧脉带
,

不仅从纵向表

现为带
、

粗
、

脉的变化规律
,

而且沿水

平方向
,

由脉带中心向两端
,

也表砚为

带
、

粗
、

脉的变化规律 图
。

有时
,

在同一中段水平上
,

反映出带
、

粗
、

脉

并存
,

其脉态格式比较复杂 图
。



关系
。

甲
、

乙的矿区的构造按制条件
,

主要是受区域性

断裂构造控制
。

乙矿区北中
、

南及南南祖矿带平行排

列
,

矿带的走向基本上与区域性断裂构造方 向 是 一

致的
。

最近在敲断裂构造的一侧
,

又 发 现 了 一个矿

带
。

所有这些
,

靓明受区域性断裂构造控制的矿带
,

特别是受力比较集中的主要成矿裂隙所生成的矿带
,

其规模及矿化深度均是比较大的
。

还 由于应力作用来

自深部
,

因而深部裂隙规模大
,

表现为单独大脉
,

往

上分散为脉粗
,

再往上分支为翩脉
,

一道到最上部
,

成为韧微裂隙
,

甚至是封阴裂隙
,

好 象 一 权 粗大树

干
,

越往上
,

枝权越拙
。

我侧认为区域性断裂构造
,

是本区良好的构造控制因素
,

是寻找
“
五层楼

”

钨矿

床的前提
。

当然也不排斥矿区背斜构造及侵入体外接

触带
,

都是成矿有利条件
。

从岩浆活动来看
,

也与断裂构造有关
。

本区岩

浆活动是多次的
,

其活动次数与断裂活动的反复也是

有关的
。

其中中生代的侵入活动
,

与编矿床的生成关

系较密切
。

特别是燕山期中小型侵入体及其附近
,

拍

矿床分布比较集中
,

进一步魏明它俨之简
,

是有一定

成因联系的
。

从图 可以看出乙矿区各粗矿带
,

与深

部隐伏的花尚岩侵入体有空简上的关系
,

而与输送矿

液的母岩
,

则有成因上的关系
。

总的来看
,

成矿母岩

隐伏较深
,

有利于生成
“

五层楼
”

的鹅矿床
,

据已知

矿床实例
,

表现为
“

五层楼
”

的鹅矿床延深都是比较

大的
。

我们推测莎地区矿床的各个矿带的延深均可能

在 。米以上
。

廿
。
了

南粗
南南粗
尸才厂

图 各粗矿带与侯人体关系示惫图

本区黑编石英脉矿床多生在古生代的隆起区
,

围岩多为浅变质的砂真岩
,

围岩触变以矽化为主
。

围

岩为花尚岩时
,

以云英岩化为主
。

具体分析
,

砂真岩

的围岩触变除矽化外
,

还有电气石化
、

捐云母化和褪

色化等
。

花尚岩的围岩触变除云英岩化外
,

还有椽泥

石化等
。

应敲看到
, 围岩触变也是良好的找矿标志

,

对划

分矿化阶段也提供一定的依据
,

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

从岩性按制条件来看
,

一般在地表表现较明显
,

即赋存在砂岩中的裂隙较发育
,

这由于砂岩性脆
。

另

外
,

从总的来看
,

受力较大部位
,

如裂隙垂道岩层走

向
,

而岩层产状较陡时 ,

裂隙比较发育
,

如果裂隙方

向与岩层走向一致而岩层产状又较平援时
,

裂隙一般

不大发育
,

因而在郭价地表裂隙触变带与密集或稀疏

翩脉带时 ,

应实事求是地加以具体分析
。

一般黑鹤石英脉矿床
,

从地貌特征来看
,

均表

现为正地形
, “

五层楼
”

的上部
,

特别是 矽 化较强的

地段
,

常为悬崖陡壁
,

这也是找矿标志
。

从蔽鹅矿带上的矿床实例来看
,

都有三个或三个

以上矿带
,

呈平行侧幕排列
,

矿脉也 是 成 群 成粗出

现
,

但并不是所有的矿带都表观为 “

五 层 楼
” 。

根据

上述地质条件
,

斌存在主裂隙带的貌矿体
,

由于规模

及延深救大
,

才表砚为 “
五层楼

” 。

如果 不 是主裂隙

控制
,

如甲矿区外围的矿带
,

尽管地表耙脉校密集
,

且有一定长度和规模
,

但据钻孔揭露
,

往课部 呈侧

幕单体出现
,

无箫是脉粗或薄脉
,

脉幅均较小
,

深部

矿脉产状变援
,

延深也不大
。

靓明对地表的韧脉带
,

也应敲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我伊,对
“

五层楼
” 规律的研究

,

仅仅是开始
,

还

有待于进一步搜集查料
,

加强粽合研究
,

使认淤逐步

深化
。

根据预测情况
,

本区找到新矿带的地质条件还

是有利的
,

但是否都表现为
“

五层楼
”

锡矿床
,

还应

具体分析
。

另外
,

乙矿区各粗矿带向东南延长部位
,

也发现了异常带
。

我们分析
,

蔽地段地势较高
,

地表

岩性条件不利
,

特别是两侧花淘岩侵入体向孩地段倾

伏
,

估静花尚岩隐伏很深
,

也就是
“
五层楼

”
上部的

韧微裂隙触变带
,

还没有反映到地表
。

我卿还将进一

步工作
,

确定是否可能找到
“

五层楼
”

的第一或第二

层
。

三
、

运用 “ 五层楼
”

规律进行找矿和砰价勘探工

作的效果
。

通过对 “五层楼
”

规律的再实践
、

再认款
,

特别

是
“

五层楼
”

上部的栩脉裂隙触变带和稀疏韧脉带
,

如果不通过实践
,

而是用 “
就矿输矿

”

的形而上学的

指导思想来郭价地表
,

就不可能想象它们是良好的直

按找矿标志
。

由于破除了
“
就矿希矿

”
的形而上学的

思想
,

因而在找矿方面打开了眼界
,

扩大了找黑端石



英脉盲矿床的途径
。

近一两年来
,

由于我们研究了矿

田构造
,

掌握了区域性断裂构造方向与媳矿带的走向

是一致的
,

因而对西北向的翘微裂隙触变带和密集或

稀疏韧脉带加以注意
,

井大胆工作
,

加上物探队的密

切配合
,

因而不断发现新的矿带
,

为扩大本区工业及

远景储量创造了条件
。

如乙矿区南南粗矿带的发现
,

就是吸取了静价南粗矿带的握驭教
,

对地表裂隙触

变带及密集或稀疏翩脉带
,

运用了
“ 一分为二 ” 的蟒

靓观点
,

既看到地表矿脉短小矿化弱的不利因素
,

又

看到有向深部有合讲变大变好的可能性
,

因而坚持了

工作
,

而取得了效果
。

在乙矿区发现南粗矿带之南有四个平行带时
,

我

俐又首先抓住南南粗第一带重点解剖麻雀
,

目的是取

得查料
,

指导全面
。

后来仅仅花了两三个月时简
,

就

基本上把地表一千多米的矿带搞清
,

砚在已根据它俐

的变化规律
,

开始用钻孔对矿带的深部进行部价
。

这

不仅靓明
,

运用这一规律找到了新的矿带
,

而且在掌

握堤律后
,

能大胆使用工程
,

加速郭价工作
。

毛主席在
“
实践输

”

中告拆我俩
“

常 常 听到一

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税出来的一句韶

没有把握
。

为什么改有把握呢 了 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

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
,

或者他从来就没有

接触过这类工作
,

或者接触得不多
,

因而无从敲到这

类工作的规律性
。 ”

我们过去砰价南粗矿带
,

就是由于

没有了解规律
,

没有把握
,

因而下不了决心
。

通过部

价南粗矿带的实践
,

我们了解了一些规律
,

有了一些

把握
,

因而能大胆使用工程
,

加速南南粗第一带的地

表静价工作
,

并获得较好的战果
。

由于掌握了
“

五层楼
”

的垂直及延长方向的变化

规律
,

因而在爵价乙矿区南粗矿带及现在部价南南粗

第一带时
,

我们不是生搬硬套地先打浅孔后打深孔
,

而是根据 “
五层楼

” ,

上部第一
、

第二层 没 有工业意

义
,

因而先打深孔
,

并控制在脉粗或单独大脉的适当

位置
,

这样可以迅速掌握深部的脉幅及矿化情况
,

也

就是通过稀疏钻孔
,

可以大致确定矿带的工业及远景

规模
。

我们按地质规律布置郭价工程的原 是 按矿

带中单体长度的大小
,

带
、

粗
、

脉过渡的简距
,

矿脉

形态筒单还是复杂
,

侧伏的方向以及矿化特征来布置

工程
,

基本上打破了死堰类型
、

网度的
“

徉 框 框
” 。

由于打破了
“

洋框框
” ,

因而能用 较 少的郭价工

程
,

迅速控制矿带远景规模
。

据我们初步估爵
,

按上

述两个矿带所布置的部价工程
,

与过去死搞规范
,

按

网度办事所布置的工程对比
,

工程量及投查均可节省

三分之一
,

薛价工程控制的远景规 模 比 过 去扩大一

倍
,

特别是郭价时简可以比原来精短一半
。

这充分靓

明
,

按地质规律办事
,

就能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嫣 不是
。

是 白己 头 脑 里 固有的

瞩 不是
。

人的正确思想
,

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

只

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
、

阶极斗争和科学实墩这三项实

践中来
。 ”

我俐深深体会到 如果不通过 实 践
,

我俏

就无从认 藏
“

五层楼
”

规律
,

没有正确的思想
,

就不

可能正确指导找矿和部价工作
。

过去我俐对找矿特别

是找大矿的信心不足
,

找到了矿
,

又 由于改有掌握规

律
,

不敢大胆开展工作
,

因而走一步看一步
,

慢慢赚

脱
,

再加上总桔不及时
,

提高也不快
。

现在我俏已开

始尝到了掌握和运用 “
五层楼

”

规律进行找矿和郭价

工作的甜头
,

因而信心百倍
,

斗志昂锡
,

在找矿工作

上
,

有决心在第三个五年爵划的头一年
,

打一个漂亮

仗
。

以上认藏和体会很不深 刻
,

希 望 同 志们拾予批

部
。

更 正

本刊今年第 期 页左第 行
“ 。 。, 。 ·

叭 , ,

公斤
”

应改为
“ 。 。 · 。 ,

公 斤
。

—封阴

井段之体积
,

米
” 。

第 期第 真右第 行
“

磷酸溶液
” 应改为 “

硫酸溶液
”

第 行
“

具奥 陶系灰岩
”

应改为
“

中奥陶系灰岩
”

最后一行
“

磷酸水 ”
应改为

“

硫酸水
” 。

第 真左栏第 一 行
, “

支护工作
,

在没

等爆破桔束而立即冒顶填满巷道的情况下 ⋯ ⋯ ” ,

应改为
“

支护工作 在顶板没有随爆破拮束而立即冒落
,

填

满巷道的情况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