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某铜矿床的展布特征及成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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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云南某铜矿床在构造上位于康滇地轴东

侧的次一级隆起中
。

该矿床从含矿 带 的 分

布
,

矿体产出形态
,

矿 石 组 份及结构
、

构

造
,

硫化物的带状性等方面所具有的特点
,

应属 比较典型的沉积
一

变质矿床
。

本文试图从

找矿
、

勘探角度探讨矿床的展布特征
,

并阐

述在此墓础上进行成矿预测所取得的效果 ,

与本文叙述有关的地层属元古 界 昆 阳

群
。

自下而上为因民组 厚度大于 米
、

落

雪组 厚 米
、

黑山组 厚度大于

米
,

均呈过渡接触
,

主要为碳酸盐建造
。

岩浆岩除少量中性火山岩外
,

一般为蚀

变强烈
、

具钠黝帘石化的辉长一辉绿岩
,

多呈

岩墙
、

岩床
、

岩脉及岩瘤产出
。

部分地区可

见辉长岩与震旦系陡山沱组地层呈 沉 积 接

触
,

应属晋宁期
。

矿床呈半环状分布于向斜构造的边缘部

分
。

此向斜为一南翼倒转的同倾向向斜
,

轴

向北西西
,

以 矿段南部为转折端向南东东

扬起
。

其北西端被南北向断裂切割破坏
,

仅

保留了南东部分
。

据现有资料分析
,

该向斜

至少遭受过两次主要构造作用的影响
。

一次

是晋宁运动形成的倒转褶曲
,

准平原化以后

沉积了震旦系及其以后的地层 在阿尔卑斯

构造阶段
,

又参与褶皱
,

使南翼呈现 出明显

的 “ 构造回春
” 现象

。

伴随向斜 渊曲产生的

次级断裂
,

破坏了矿带的完整性
,

在其影响

下生成的一系列纵 向
、

横向断裂及微裂隙
,

对矿床的后期改造起着重要作用
。

此向斜是在沉积盆地的垫础上发展 起来

的
,

具有构造上的继承性
。

矿带的空间分布

实质上受沉积盆地的控制
。

矿 床 展 布 特 征

一
、

矿带对紫色岩层的空间依附关系

紫色岩层为紫红色薄至中厚层粉砂质自

云岩
、

泥砂质 白云岩夹 店紫色粉砂质 白云质

板岩
。

原生构造如粒级层
、

波痕及交错层等发

育
,

具类复理石韵律
,

显色调
,

物质成分简

单
,

横向分布较为稳定
,

构成含矿带的下盘
。

矿带紧挨紫色岩层分布
,

二 者 形 影相

依
,

各以特殊的地球化学相彼此联系而又独

立存在
,

在 本 区延长 余米
,

厚度最小

米
,

最大 米
, 一般 米

。

矿 体 严

格限制在矿带之内
。

除个别地段紫色岩层构

成矿体的天然底板外
,

一般均与其保持

米的距离
,

呈一波状起伏曲线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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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岩性序列对矿化规模
、

矿体形

态 的控制

矿带内的矿体
,

虽然呈现出明显的后期

改造特征
,

但矿化规模
、

矿体形态依然清楚

地受岩性序列的控制
。

矿带由以下儿种岩性

所组成

薄至中厚层含泥砂质白云岩 白云石多

呈微品结构 泥质成分由细嶙片状
、

片状绢

云母和细泥点组成
,

含址一般 , 砂质

成分由石英
、

长 石
、

电 气 石
、

错 石
、

金红

石等组成
,

以石英
、 一

长石
、

电气石粉砂较为

普遍
,

呈滚圆
、

半滚圆
、

半棱角状
,

粒度小于

毫米
,

一般在 毫米之间
,

其中

石英含虽较高
,

达 巧
。

泥及粉砂成分

在纵向上常由下而上逐渐减少
,

构成海进式

韵律
。

此岩性若砂质减少
、

泥质增加
,

就变

为含粉砂泥质 白云岩
。

厚层含藻 白云岩 白云石呈微品或细品

结构
,

一

含波状及柱状藻
,

有时构成藻礁
,

藻

的基本层理由硅质及 白云石相间成层组成
,

二氧化硅含量在 左右
。

薄层含粉砂泥质白云岩 白云石呈微品

结构
,

泥质多为绢云母
,

亦常见含 钦 泥 质

点
,

粉砂一般为石英
。

薄层砂质 白云质板岩 泥质多为片状绢

云母及细泥点
,

砂质主要为石英粉砂碎屑
。

沉积时物质分配的差异性
,

形成 了不 同

的岩性序列
。

本区可大致划分为以下五种
“

单渐进 式 ”
序列 黄灰色薄层含泥粉

砂质白云岩 , 黄色薄至中厚层含泥含粉砂白

云岩 黄灰色含粉砂泥质 白云岩
。

其特点为

①颜色单一
,

多呈灰色或黄色

②自
一

卜而上粉砂 含业山多到少
,

粒度由

粗到细的海进式韵律明显

③矿带
, ‘度变化不大

,

一 没 米

④岩性较稳定
,

骤然侧变现象少 ,

⑤主矿体集中于底部
,

其上平行排列着

个小矿体
。

矿化均匀
,

矿体沿走向薄而

稳定
。

下找 ’一
。

“ 昆杂式 ” 列 浅红 色中 毕层含泥

砂质自云宕夫灰自色薄层泥质 白云岩 , 紫色

砂质白云质板岩 ”灰白色厚层含藻白云岩
。

其特点为

①颜色多样
,

深色浅色多次相间出现
,

浅色中常夹深色团斑

②矿带厚度变化大
,

薄至 米
,

厚达

米

③岩性侧变剧烈
,

常见紫色薄层板岩沿

走向被灰 白色泥质白云岩所代替
、

中厚层泥

砂质白云岩被厚层含藻白云岩所代替 ,

④矿体多赋存于薄层泥质臼云岩夹层中

和含藻白云岩中
。

品位较高
,

厚度小
,

变化

大
。

储量占
。

“速 变式 ” 序列 紫色黄色薄层泥砂

质白云岩 , 灰白色厚层含藻白云岩
。

此序列

具下列特点

①除底部外
,

颜色单一
,

多为黄自
、

灰

白色

②厚度变化大
,

小至 米
,

大至 米 ,

③两种岩性有消长关系
,

若泥质白云岩

夹层增多则矿化减弱

④矿体品位高
、

厚度大
,

赋存于含藻白

云岩中
,

矿石 以独具特色的 “ 马尾丝 ” 构造

为主
。

储量占
。

“ 复渐进式 ” 序列 黄红 色
、

灰色薄

至中厚层砂质或泥砂质白云岩
,

间夹紫色团

斑 , 黄色薄层含泥粉砂质 白云岩 黄色薄层

含泥含粉砂 白云岩 , 黄白色含藻白云岩
。

仁

特点为

①颜色可分上
、

中
、

下三带
。

下部灰夹

紫
,

中部灰黄
,

上部黄色

②由下至上
,

粉砂含址逐渐减少
,

粒度

逐渐变细 ,

③厚度变化不大
,

一般巧米左右
。

上
,

中
、

下三带呈消长关系

①主矿体集中在中部
,

小矿体平行士列

其上 下
。

矿化较均匀
,

矿体规模大
、

延 长延

深稳定
。

储量占
。

·

“ 远岸式 ” 序列 黄自色
、

灰色夹紫

色薄层泥砂质自云岩 ”黄白色硅质 自
,

洲卜 ,

灰色硅质 自云岩
。

此序列有以下特点

①颜色下杂
、 ,卜浅

、

上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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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矿带厚度大
,

矿化微弱
,

规模小
。

矿

体多赋存于上部
,

沿走向易于尖灭
,

最大延

长仅 米
,

厚 米
。

储量 占
。

不 同的岩性序列 , 反映出矿带在沉积条

件上的不完全一致性
,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

矿化强度
、

规模
、

矿石构造和矿体形态
。

三
、

硫化矿物带状分布特征

矿床在形成以来的漫长地质年代里
,

在

各 种 后 生作用 特别是变质作用 的影响

下
,

不断地改变着原始的面貌
,

使同生沉积

的各种硫化矿物的分布遭受一定程 度 的 破

坏
。

但本区除部分变质程度较深和表生作用

较强烈的地段外
,

一般说来
,

沉积的硫化矿

物的带状分布仍然是清楚的 图
。

在 矿段及 矿段一带
,

含矿带中可见

到底部为辉铜矿
,

向上逐渐被斑铜矿
、

黄铜

矿所代替 矿段底部为黄铜矿
、

斑铜矿
,

向上变为黄铁矿的纵向分带现象
。

但由于属

薄矿体
, 纵向分带一般不具普遍性

。

从景观

上看
, 比较明显的还是横 向 分 带 水平分

带
。

在保留比较完整的地段 ,

经勘探工程

证实
, 上部首先是无矿带 无铜矿化带

,

以

下同
,

向下渐次是辉铜矿 , 斑铜矿 ”黄铜

矿 , 黄铁矿
。

虽然在多数情况下
,

一个带内

的硫化矿物往往呈组合形式出现
,

但每一个

带
,

一种或两种矿物仍然 占有明显的优势
。

在 矿段上部的无矿带中富含赤铁矿 三 氧

化二铁含星大于
,

局 部构成矿体
,

琴

下界距地 丧浅者 。米
,

深者 余米
,

呈不

规则的波状起伏
。

不同地段
,

矿物组合形式有明显差异
,

矿段至 矿段一带如图 所示
。

硫化矿物水平分带具下列特点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矿物重迭
,

以一种

矿物为主的组合带是主要的
,

单一矿物带是

少见的
。

虽然组合形式各地段不尽和同
,

但

矿带内浅部富铜贫铁
、

深部富铁贫铜的趋势

是一致的 ,

矿物带呈弯曲形态
。

弯曲剧烈地段

表现出现存矿床中带状 的侧伏现象 ,

矿物带的分布
,

控制矿体富厚中心的

分布
。

当出现辉铜矿
、

斑铜矿带或斑铜矿
、

黄铜矿带时
,

含矿最富 , 出现黄铜矿
、

黄铁

矿带时
,

则矿化减弱
,

矿体变薄以至尖灭 ,

矿物带有宽窄的变化
。

矿 段
、

矿

段为宽带
,

宽带矿体 延 深 大 , 矿段 为 窄

带
,

窄带矿体延深小
。

四
、

矿带中物质集散的特点

碎屑矿物 矿 带 及 其 上
、

下盘岩石

中存在的碎屑矿物主要为石英
,

其次尚有少

微 量 的 长 石
、

电气石
、

错石
、

自钦石

等
。

长石为矿带中的特征矿物
,

其余均属贯

通矿物
。

石英在紫色岩层中含址址高
,

一般

为
,

局部地段高达 , 矿带
, ,
逐渐减

少
,

一般为 上盘白云岩 则 多 在

以下
,

且以化学和胶体化学沉积形式取

代碎屑沉积
。

岩石化学 根 据 大 呈 样品化学分析

统计结果
,

矿带中无铜矿化的岩石 训 含址为
,

显著地高于其下盘紫色岩层 含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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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盘白云岩 含铜
,

这充分说明含矿带确为一个铜的异常带
。

矿带中后生作用不明显的沿层分布的散

漫状矿石
,

铜与 “ 十 “十 十 十

的比值呈 共 振

关系
。

变质作用形成的脉状矿石
,

由于变质

过程中部分低价铁转换为高价铁而 使 铜 与
“ 十 “ 的比值出现反比关系

。

矿带上
、

下盘岩石中
十 十 十 十 十

的变 化 是 有

趣的
,

其共 同 点 为 。
、 十

丫
十 ,

但
‘ 十 十

的比值分布 范

围是各异的 图
。

, 乙

田

于

矿段含矿带及上
、

下盘岩石
、 令 、 吕令

百分含 变化

在矿带内
,

铜与呈碎屑形式出现的

及 的含量通常保持正比关系
。

橄 , 元素 大量的微量元素查定结果

表明
、 、

仅存在于矿带 中
,

其中 出现最为普遍
,

其含量与硫化物的富

集程度成正 比 ,

幻
、 、

在含矿带及 上
、

下

盘岩石中普遍存在
,

但由下至上含量逐渐减

少
,

与岩石中碎屑矿物含量变化一致 ,

普遍甚微
,

但 矿带中含量高于

上
、

下盘岩石

在矿 带中普遍存 在
,

下 盘 缺

失
,

上盘偶见 ,

、

上盘缺失
,

在矿带 及下盘

岩石中为偶见元素
。

五
、

沉积相对矿床的挂制

, 沉积环境
矿段至 矿段一线

,

呈南北向出 露 的

落雪白云岩
,

沉积厚度最 大
,

除 局 部 地段

外
,

一般在 米以上
,

最厚 米
,

而 矿

段的南西面及 矿段以北
,

则均渐变为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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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云南某铜矿床落 , 云白岩岩相创面日

米
。

总趋势是东厚西薄
。

落雪白云岩中
,

普

遍含古藻 迭层石
,

其中
,

上部 特 别 发

育
,

形成大群体边缘极不规则的藻礁
。

矿带

下盘地层中沉积的原生构造如同生砾岩
、

竹

叶状构造
、

斜层理
、

波痕等较发育
。

结合矿

带中岩性和矿化特点
,

其沉积环境具以下特

征

落雪白云岩沉积的海水 深 度 在

米以内 ,

物质由东向西搬运
,

海水由西 向

东进泛 ,

本区属元古代 广 阔海 进的一部

分
,

自身为逐渐开阔的半封闭的浅海盆地

沉积的纵向变化
,

由浅海含细碎

屑的碳酸盐相
,

转换为浅海生物化学沉积的

碳酸盐相
。

矿带处于沉积相纵 向变化的转折

部位 ,

矿段至 矿段一带
,

落雪 白 云

岩沉积底板的沉降幅度较大
,

形成了南北向

沉积凹槽
。

凹槽沿长轴方向有轻微的波状起

伏
,

形成四个垂直长轴的水下沟地和相应的

脊地
。

凹槽控制铜质的分布范围
,

远离凹槽

矿化逐渐减弱 沟地脊地控制铜质的浓集强

度
,

沟地部位矿富
,

本区四个富矿地段均处

于沟地部位
,

相邻的脊地
,

则矿化相对减弱

图
。

岩相侧变

矿带内
, 一种岩性序列沿走向常被另一

种岩性序列所代替
,

反映出岩相的侧变
。

凹

槽中沟地部位海水动荡轻微
,

沉积作用比较

稳定
,

沉积物单纯
,

具小韵律组合
,

侧变不

明显 , 脊地部位沉积初期
、

中期海水动荡剧

烈
,

升降频繁
,

沉 积 物 较 为混杂
,

侧变明

显
。

而侧变最明显的是沟地向脊地的转换部

位
,

其侧变形式有 如 下 两 种 一是
“ 斜接

式 ” ,

为夹层沉积的特征
,

两种沉积相相互交

替 , 一是 “ 犬牙式 ” ,

为厚层沉积的特征
,

两种沉积相更替超复
。

矿带从近岸到远岸 即浅部向深部
,

在厚度上有增大的趋势
。

随着矿带厚度向深

部的增大
,

铜矿化则逐渐减弱
,

矿体变薄
、

分枝而不连续
,

表明沉积持续时间较长
,

铜

质分散
。

当含泥的碳酸盐沉积侧变为含铁的粉砂

质碳酸盐沉积时
,

相应的颜 色由灰变紫
,

矿

化由有到无
。

当生物化学沉积侧变为含高价

铁的泥砂质碳酸盐沉积时
,

其颜色则山灰 自

变为暗红
,

矿化随着由弧变弱
、

宫矿变为贫



矿
。

矿床的地球化学相

矿带即铜异常带
。

矿带内肉眼见不到矿

化的岩石
,

平均铜含里达 。 ,

比上
、

下

盘岩石高 倍
。

从广义上说
,

矿带就是

一个含铜岩相
,

其本身即为铜的地球化学居

留地
。

下盘紫色岩层
,

铁的自生矿物多为赤铁

矿等高价铁化合物
,

局部地段形成 赤 铁 矿

体
。

而矿带 除带状性的无矿带外 铁的自

生矿物则多为低价铁化合物
。

上盘则出现比

较纯的白云岩
。

表明从下到上为酸性介质向

碱性介质的转换
,

矿带处于介质的转换点上
。

菱锰矿 在 矿段为菱铁矿 在本区各

层中为贯通矿物
,

但产出状态及含量有所不

同
,

矿带中多呈 自生矿物产出
,

而在上盘白

云岩中主要呈脉状
,

且含量低
。

在 矿 段以

北
, 上盘白云岩中未发现菱锰矿

,

但出现黄

铁矿
。

耳次
,

下盘紫色岩层中的石英颗粒
,

表面具氢氧化铁薄膜
,

矿带中除表生作用剧

烈者外
,

一般不存在此现象
。

经统计
,

下盘

紫色岩层还原系数为
,

矿带为
, 上

盘白云岩为。 。

说明从下到上为氧化环境

向还原环境的转换
,

矿带则处于弱还原环境

中
。

区内南部
,

上盘白云岩呈红色
,

还原系

数为
,

其形成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六
、

变质作用对矿体的影响

本区属浅变质区
,

变质作用一般不十分

强烈
。

近矿围岩常见到的变质 蚀变 作用

为硅化
、

绢云母化及绿泥石化
。

硅化为铜质

的迁入蚀变 , 绢云母化与绿泥石化则多表现

为铜质的迁出蚀变
。

变质作用既部分地改变

着矿物种类
、

矿石结构
、

构造
,

也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着矿体的形态和矿化的均匀性
。

伴

随变质作用的铜质的迁移与再沉淀
,

虽然呈

现出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
,

但一般是沿着以

下方向进行的
。

向矿带上盘迁移 该矿床主矿体一般

处于平行矿体的下部
。

向上盘的迁移除极个

别地段使主矿体完全消失外
,

一般不影响主

矿体的连续性
。

其所形成的小矿体 相对而

言
,

矿石构造主要为斑点状及脉状
,

产状

多变
,

形态复杂
,

品位
、

厚度不稳定
。

铜质

向上盘迁移的距离与强度看来主要与变质程

度和上盘岩石裂隙发育程度有关
,

有的在主

矿体附近形成小的平行脉
,

有的则形成极为

复杂的 “ 满架葡萄栓 ” 。

向张力裂隙迁移 一种是沿垂直或斜

交的张力裂隙
,

形成以块状矿石 为主的
、

与

主矿体呈大角度交切的延仰不大的富矿节或

富矿脉 , 另一种是沿层间裂隙组
,

形成以脉

状
、

网脉状矿石构造为主的扁豆状富矿体
。

向岩层的膨胀带迁移 膨胀带往往是

裂隙发育地带
。

一种是规模较大
、

倾角较陡

的断层
,

其两侧的铜矿化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性
,

铜质沿地层膨胀的一侧聚集
,

形成富矿

瘤 另一种是沿矿带内 的 小 褶 曲的弯曲部

分
,

使矿体变厚变富
。

以上特点表明
,

铜 质 的 迁 移与硅质相

似
,

都是向着压力减低的方向
。

因此
,

由变

质作用形成的铜矿化
,

往往伴随着强烈的硅

化及白云石化
。

变质作用的实质
,

是铜质在一定的物理

化学条件下的再分配作用
,

既有贫化
,

也有

富集
。

一地段的贫化
,

必然导致另一地段的

富集 一地段的富集
,

也必然伴随着另一地

段的贫化
。

综上所述
,

本区成矿的主要控制因素有

以下几点

矿带对于紫色岩层具有密切的空间依

附关系
。

矿带赋存于落雪 白云岩的下部
,

紫

色岩层无例外地构成其底板
。

紫色岩层所代

表的古气候
、

古地理环境及地球化学条件
,

为铜质的聚集创造了前提
,

而落雪白云岩下

部 包括过渡岩相 则为铜质的沉淀和保存

提供了条件
。

以上情况表明
,

该矿床比较严

格地受地层的控制
,

确切地说是受紫色岩层

一过渡相一白云岩所构成的海进式地层组合

的控制
。

矿带由不同的岩性序列所组成
。

岩性

序列的空间变化反映出沉积条件的差异性
,



对矿化强度
、

厂度
、

矿体形态
、

规模有着明

显的影响
。

矿带的沉积环境为半封闭的 浅 海 盆

地
,

盆地中的凹槽控制着铜质的分布范围
,

凹槽内次一级的沟地和脊地控制着铜质的浓

集强度
。

硫化矿物具水平带状分布特征
。

在区

内
,

单一的矿物带仅在局部地段出现
,

比较

普遍的是以一种或两种矿物为主的 组 合 分

带
。

虽然组合形式各地段不尽相同
,

但近岸

一般表现为现存矿床的上部 富铜贫铁
,

远岸富铁贫铜的趋势则是一致的
。

硫化矿物

的带状分布控制着矿体的轮廓和富厚中心
。

变质作用虽然在不断地改变着矿床的

原始而貌
,

并形成不同产状
、

形态和规模的

变质脉 矿体
,

但一般不影响主矿体的连

续性
,

也未完全破坏矿床的沉积特征
。

在变

质过程中
,

铜质总是伴随着硅质向着压力减

小的地带迁移
。

变质作用
,

就大范围而言
,

既是加富作用
,

也是贫化作用
。

成 矿 预 测
云南某铜矿床是我国重要的铜矿类型之

一
。

赋存层位稳定
,

矿化规模大
,

矿体形态

简单
,

品位中一富
,

质量 良好
。

从矿床的展

布和微观特征上
,

具 比较明显 的 沉积一变质

成因
。

沉积作用是矿床形成的主导作用
。

我们于 年运用以上成矿控制因素
,

对区内的 矿段进行了一次成矿 预 测 的 尝

试
,

经几年来的找矿勘探实践检验
,

基本符

合矿床的客观规律
,

效果 良好
。

其地质
、

矿

床情况与预测经过如下

矿段位于 矿段与 矿段之间
,

长

米
。

除部分地段外
,

矿带所赋存的地层组合

完整
。

地表经 , 地质测量及 米间距

的探槽揭露
,

仅局部地段有微弱铜矿化
,

无

工业矿休存在
。

年以前 曾三次在该区进

行深部找矿工作 第一次是 年
,

在不同

地段
、

不同标高打了两个坑道
,

揭露结果
,

矿化依然微弱
,

仅出现零星矿体 , 第二次是

年
,

又打了五个以上钻孔
,

也未见到矿

体 第三次是 。年前后
,

在前两次坑钻工

程的基础上
,

采用 米一
’

对度
,

川钻

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控制
,

结果还是 于没

有发现理想的矿化而停止了找 矿 工 作
。

当

时
,

对本区矿床主张热液成矿的人认为此地

段无火成岩出露
,

断裂不发育
,

地表无褪色

带
,

成矿条件不利 , 主张矿床沉积 成 因 的

人
,

则将掩盖本矿段南部 含矿带的震 「系砾

岩
,

误认为与含矿带同时期的沉积砾岩
,

因

而把此段当成了沉积的无 矿 缺 口
。

三 三

下
,

历时数年
,

几经反复
,

最后作出了无价

江的结论
。

年
,

我们在党不上级的领导下
,

遵

循毛主席 “ 认识来源于实践 ” 的伟大教导
,

又对这个地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

在已有资

料的基础上
,

深入野外
,

反复观察研究
,

从

总结矿床规律入手
,

将此地段与相邻矿段进

行对 比
,

发现该地段含矿带岩性序列具独立

特征
,

岩相有明显的侧变
。

其南的 矿段 与

其北的 矿 段
,

硫化矿物具明显的水平分带

现象
,

并有向此地段延仲的趋势
。

对南部的

砾岩
,

进行了详细测定
,

确定其为震旦系山

溪暂时流砾岩
,

并不影响矿带的连续性
。

此

地段 为整个含矿带的一部分
,

某些方而贝独

具特点
,

但主要成矿条件相近
,

且两端均已

有工业矿体存在
,

应为成矿的有利地段
。

我

们在同生理论的指导下
,

运用沉积矿床的工

作方法
,

编制了成矿预测图
,

按不同地段
、

不同标高划分了各级预测区
,

推测地丧以下

米的深度为无矿带的
一 了界

,

无矿带

之下将出现辉铜 矿
一
斑 铜矿等矿物

‘

乡及工业

矿体
。

年
,

根据成矿预测图第四次对此地

段进行深部找矿工作
,

儿年来的实践证实预

测效果是 良好的
,

大量的深部工程所揭露的

矿化情况
,

与原来预测的出入不大
。

到

年止
,

本地段 己提交了一定的工业加远娥储

量
。

日前工程进展表明
,

矿化向南部和探部

有增强的趋势
,

矿体连续稳定
,

估计远娥在

万吨 以上
,

预测地段本身钩成一 , , ”

代铜

矿床
,

即将为矿山生产所利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