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矿床的形成条件与类型在地质史上的演化

确定成矿过程在地球发育史上所处的地位
,

是研究矿床成因的一项重要任务
。

解决这个

任务
,

在理论上可以进一步认识地质过程总的演化状况 , 在实际上可以帮助预测和评价不同

时代
、

不同类型大地构造范围内的各种矿化 占
。

如果和有关矿化空间分布规律的工作相比
,

研究成矿作用在时间上的演化则做得较少
。

针对已发表的世界上近一千个金矿床的资料进行分析
,

并结合在苏联的金矿区和含金地

带的工作成果
,

笔者认为可以划出以下五个金的成矿期

太古代成矿期
,

指的是在古老地盾绿色岩带形成的金矿化
。

元古代成矿期 主要指的是在原始地台和原始地槽条件下形成金矿床
。

古生代成矿期
,

指的是从里菲期到古生代的地槽
一

造山系中形成金矿床
。

中生
一

新生代成矿期
,

指的是地球发育的大陆
一

海洋阶段在构造岩浆活化过程中金的富

集
。

现代成矿期
,

指的主要是在晚第三纪一第四纪大陆条件下形成砂金矿
。

以上几个成矿期的命名是相对的
,

因为往往不能完全包括相应的地质年代所代表的那段

时间
,

而且由于在矿床成因方面的时间间距概念还研究得不够
,
所以这几个成矿期的叫法也

很不一致
。

太 古 代
·

含
‘

金 期

太古代含金期包括了最古老的绿色岩带的形成时间
,

而这段时间的长度可以说是很有限

的 , 即在 亿年之内
。

这种岩带
,

在加拿大
、

西澳
、

南非
、

罗得西亚
、

印度和圭亚那等

一 一
、

一 一一 产 、 产、声 、 尸、尸、尹气

一
洲、了 、产 喇 、产‘ , 产 州、曰 , 沪 , 、声内‘ 了呜、产 、洲、了卜“ 、 产、 、 、

产一、 洲、 产 、洲声 , 产、 一护、 洲 、产、廿声 、 一、 产 、产、、户 、
产、了 、 、尹、 洲、奋 、沪气 产、剖产 , 、叫闷

程度 , 微量杂质的成分对晶体 晶 习 影 响不

大
。

有人指出存在着两类闪锌矿 热液

铅锌矿床所特有的四面体或 立 方 八 面体 ,

菱铁矿
、

萤石一重晶石和交代型铅锌矿

床所特有的十二面体 较年青的类型
。

板状的辰砂晶体多生成于矿体上部的破

碎带内
,

这里由于温度
、

压力急剧减低
,

辰

砂与玉髓状石英
、

高岭石和其他矿物的泉华

集合体伴生
。

等轴状的
、

晶面很多的晶体常

分布于矿体下部
,

见于具有普通的角砾构造

的矿石中
,

含有十万分之几的铜
、

铅
、

锡等和

里多的锌
。

较大的柱状晶体分布在前两类的

更下部
,

所含杂质比第一类多
,

但比第二类

少
。

最常见的是晶面 和 发

育的晶体
。

六方柱的头部常生成许多晶面
。

综上所述
,

作为地球化学指示标志的硫

化矿物
,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 化学

成分 , 类质同象杂质及硫化物中发生的

多型转化 不同温度下 在压力影响

下硫化物中发生的转化 , 介质的 和

对硫化物成矿特性的影响 , 形态成

因特征
。

宁译 自 《 从 欲 》,

,

恤
,

。

者 川 乙 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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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地盾均有所知 , 在俄罗斯地台和西伯利亚地台基底的某些地段也有发现
。

所有这类岩带

都是含金的
,

或是潜在含金的
。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金的集聚
,

例如加拿大的波丘潘 总开采量约 吨 和克克兰一累

克 吨
,

澳大利亚的卡耳古尔利 。吨 以及印度的科拉尔 。。吨
,

都属于太古

代含金期
。

这个时期含金区域的最大特点就是地质环境非常稳定
。

所有的含金区均产于基性火山岩

发育带
,

四周广泛出露花岗片麻岩和花岗岩
。

火山岩的变质程度一般不超过绿色片岩相 ,

世
在个别区域或某些部分可以达到角闪岩相 印度地盾和部分西澳地盾

。

这些火山岩层发育

地区的构造
,

长期以来公认为向斜
,

而且是当作 “ 绿色岩冰川槽 ” 加以描述的
。

某些研究人

员认为有一种说法比较可信
,

即把这些火山岩看作是形成于刚刚产生的
、

厚度不大的地壳的

开断层带
。

属于这个最古老时期的金矿床
,

特点就是普遍赋存于上述绿色岩带中延伸很大的陡倾线

状片理化带
。

这里有一个很恰当的例子
,

即加拿大东南部的 残克克兰断层 ” 。

该断层延伸约
。公里

, ’

赋存有焦耳一艾奇逊
、

马拉耳吉克
、

卡迪拉克
、

西斯克
、

拉马克
、

西格马等 若 干

大型金矿床
,

林中已采出的金的总量估计不少于 。吨
。

又如
,

西澳的撒杰伦一克罗斯一布

尔芬契狭长片理化带
,

形态严格是线状的 , 展布长度达 公里
。

类似的例子还有 许 多
。

除陡倾的片理化带以外
,

火山带范围内的某些大型 金矿 田还受到轴面近于垂 直的挤压

等斜褶曲 发育带的控制
。

此类褶曲发育带的展布距离也很大
,

印度的科拉尔金矿 田就是二

例
。

一

这个成矿期内的金矿床与以后各期的相比较
,

矿物成分相对来说是简 单 而 又 变化不大

的 , 主要属于石英
、

硫化物一石英和硫化物建造 , 矿物类型则以含黄铁矿型
、

磁黄铁矿一黄

铁矿型和蹄化物型为主
,

三者合计保证了本期所有矿床采金量的 书以上
。

蹄化物型矿石的

矿床规模最大
,

砷黄铁矿型在太古代含金期分布不多
,

矿床规模也不大
。

多金属硫化物型和

硫盐型的金矿化
,

在矿床的数量上和含金量上
,

只起次要的作用
。

就矿床的形态来看
,

多数为脉状
,

但金的数量最大的则集中在脉状矿化带和细脉浸染矿

化带
。

陡倾矿体和垂直矿体占绝大多数
,

而且向下延伸的距离相当可观
,

可以见到不十分明

显的垂直分带现象
。

本期金矿床的成因特征虽然在不同地区的研究程度不一样
,

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得

出有关所有这类古老金矿床统一的成因结论
。

根据矿化发育的阶段
、

近矿围岩改造的性质和

成矿作用的温度条件来判断
,

所有这些矿床都属于热液成因
,

形成的深度相当大
,

形成时的

物理一化学环境稳定
。

在局部地区可以见到迭加于矿石的变质现象
,

但仍掩盖不了原始热液

过程的痕迹
。

关于形成这类古老矿床的热水溶液中金的可能来源问题
,

研究程度最高的是在加拿大地

盾
。

·

。。 在论述金矿化赋存规律的著作中提到
,

凡是火山岩分布区域金矿床集中 的 地

段
,

在火山岩的厚度普遍加大的同时
,

一套不均匀的岩系也得到发育
,

其中既 有 基 性喷出

岩 , 也有酸性分异物
,

两者主要形成次火山岩体和浅成岩体
。

由于这种空间上的稳定共存
,

使得整个金矿化与太古代玄武流纹岩岩 系的发育有关
。

对这个说法还可以举出一个补充的论

证 , 就是后来的花岗岩类和伟晶岩穿插金矿体
。

其它古老地盾的现有资料也证实了 的这个结论
。

在古老地盾的含金地区
,

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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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确认金矿化在空问 上与太古代火山作用的表谈有关
,

而且可以确定火山岩系的酸性分异

物
。

因此可以认为
,

这个最古老的太古代含金期的典型特征就是 含金的热水溶液曾达到很深

的部位 , ,

而金矿化的形成很可能与分异程度相当高的玄武岩浆有关
。

元 古 代 含 金 期

这个时期并不包括整个元古代
,

只限于 一 亿年的阶段
。

本期和太古代之间还隔有一

段相当长的地质时间
,

其间虽发生过强烈的构造活动与岩浆作用 例如
,

格林 威 尔 地 壳变

动
,

但并未形成
、

或者说尚未发现形戍有一定规模的金矿化
。

元古代含金期多数金矿床的赋存条件和前述的太古代含金期有原则的区别
。

多数矿床
,

首先是最典型的和最大的
,

都是相互隔绝的
,

如果说也有呈线状 “练索式 ” 的分布
,

也是从

属于一定的容矿围岩层位
,

而不是构遣带
。

代替那种线状约分布方式
,

本期金矿化的主要赋

存因素是台阶式的排列
。

此外
,

由于相应地分布育复杂变位的褶皱层
,

所以某些矿床的矿体

向深部延展很远
。

本期金矿床最典型的代表是知名的南非的维特瓦特斯兰金矿
,

其总采金量估计在 。。。吨

以上
。

有关该矿床含金砾岩产出条件
、

形态和犷物成分等资料已多次见于文献
,

在此不予重

复
。

除维特瓦特斯兰矿床之外
,

在这同一段地质时间内
,

在相似的地质情况下
,

还形成了其

它一系列古老砾岩型的金矿床
。

例如 加纳的塔尔科瓦
,

巴西的札柯宾纳以及其它国家的若

干矿点
,

规模虽远不及前者
,

但类型相同
。

现有的资料说明
,

所有达到工业品位的含金砾岩都属于早元古代范围内 一 定 的 地质时

期
。

对此虽有不同的意见
,

但在地质资料上和找矿实践中都得不到证明
。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提出这样的设想
,

即在元古代含金期这个时间内
,

还产生了一系列金

矿床 , 其中也有相当大的
,

并且和含金砾岩一样与围岩具有同生来源
。

如果把这些矿床加以

对比 ,

就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特征
。

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列人这类矿床而加以比较的是 美国

的橄姆思杰克矿床
,

加拿大的弗林弗隆
、

谢里特一戈尔登等含金的硫化物矿体
,

巴西的莫鲁一

维里尤
、

帕萨热姆
、

拉波佐耶
,

澳大利亚的特南特一克里克
,

非洲的庇尔格里姆斯列思特
、

基洛、 谋托及其它一系列小型矿床
。

上述矿床的共同点在于这几方面 矿化受地层控制
,

缺乏明显的矿石沉积的阶段性
,

矿

物成分简单和变化不大
。

在部分矿床上进行的某些工作足以证实金矿化与围岩是同生的
。

比

如
,

对最大的霍姆思杰克矿床来说 总采金量超过 吨
,

矿石与围岩的硫
、

氧 同位素比

值即可证实
。

另外
,

许多资料都已介绍过巴西金矿床的矿化与围岩以及层状矿 休 的 同 生现

象
。

这些材料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

即元古代含金期总的特点是以成矿物质的再沉积为主
,

与太古代含余期成矿物质从地球深部进人的情况不同
。

还要指出
,

本期特有的这种矿化成因

不仅限于金
。

在这个时间范围内
, 已知的还有铁

、

铅
、

铜及其它金属的大型层状矿床
。

元古代成矿期的含金特点以及整个的含金属的特点
,

无疑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

而受这时

地稼发育总趋势的制约
。

从许多研究工作的资料来看 , 此时地壳的构造分异较弱
,

地台地块

开给广泛发育
,

出现了陆地准平原化和风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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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生 代 含 金 期

这个时期包括了从里菲期到古生代形成的金矿床
,

大致是 亿年的时间
。

在本期和

上述的元古代含金期之间
,

隔着一段相当长的地质时间 亿年
。

在这个间隔期内
,

含金时程度很低
,

或根本不存在
。

与更早的时期相比
,

本期的特点是金矿床的建造与类型多种多样
。

除去各个成矿期都同

样具备的所谓 “贯通式 ” 建造 、 即石英建造
、

硫化物建造和硫化物一石英建造之外
,

这时还

出现一些属于含硫化物或不含硫化物的玉髓一石英建造
、

铝硅酸盐 夕卡岩 建造和重晶石

建造的矿床
。

尽管这类矿床为数不多 , 规模不大
,

但这种建造多样化的现象说明本期的地质

情况与前几期相比有了变化
。

这一时期金矿床的矿物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黄铁矿一毒砂

型占优势
,

硫化物一多金属型和黄铜矿型也相当发育 , ②矿石中常见钨
、

秘
,

锑矿物 , ①矿
石虽较普遍见有少量蹄化物杂质

,

但缺少纯蹄化物矿物类型
。

本期的金矿床
,

无论在容矿围岩地层方面
,

或最在构造方面
,

赋存的条件也是广泛的 ,

完全符合它们的建造与矿物类型的多样化
。

如果把讨论的范围只限于金矿床
,

综合含金的排

除在外
,

可以看出矿化出现的条件也有很大的共性
。

这种共性表现于金矿化的形成是在向造

山带过渡的地槽系的发育晚期阶段
,

即相应地是在上升运动为主和花岗岩类岩 浆 发 育 的时

期
。

试把西伊 地台南缘贝加尔岩体以及乌拉尔
、

天山
、

西西伯利亚
、

东澳大利亚和中欧

古生代地槽系含金区的金矿化与岩浆作用的相关关系加以分析可以看出
,

金的矿化在时间上

和花岗岩类岩浆作用的出现一致
。

金矿化的形成
,

一般是在区域性的花岗岩化
、

超变质作用

以及继之而来的复杂成分的花岗岩类岩系 辉长岩一花岗闪长岩一斜长花岗岩岩系和英闪斜

长花岗岩岩系
、

侵入以后
。

金的矿化与花岗期后中性
、

基性岩株杂岩体的关系
,

在时间上最

接近
,

在空间 上也相当常见
。

此外
,

大部分钾质淡色花岗岩一般属于成矿期后
。

在构造方面
,

本期金矿化赋存最普遍的特点是矿床分布从属于大型背斜隆起和交插断层

的枢纽部位
,

以及与这些断层共扼的局部断裂交汇
。

古生代含金期除金矿床之外
,

还广泛分布有以铜和铅锌为主的综合型含金矿床
。

这类矿

床的多数形成于优地槽系的早期发育阶段
,

而优地槽系晚期阶段的含金程度无论在数最上和

类型上
,

一般都与早期是否存在综合矿化无关
。

在本期的金矿床当中
,

显然还有单独的一类是形成于近地表的条件下
,

属于玉漪一石英

建造并含一定的硫化物
。

这种矿床见于中亚 库拉明矿带 和哈萨克斯坦 巴尔哈什湖附近

的准噶尔矿带 夕 在东澳大利亚海西褶皱范围内进行的成矿分析
,

也发现此类矿床 克拉可
夫

、

克劳伊登
、

芒特一库龙
。

这些矿床普遍和钾质专属性的后生安山英安流纹岩火山作用

有关
。

中 生 一 新 生 代 含 金 期

单独划分出这个中生一新生代含金成矿期是有必要的
,

尽管它在时间上和前 一 期 很 接

近
,

当中没有一个 “无矿 ” 的地质上的间隔期
,

但从金矿化的赋存条件
、

矿床主要类型以及

含金程度与岩浆作用的关系来看
,

应该是个独立的时期
,

且与中生一新生代属于地球构造发

育单独阶段的情况一致
。

前边提到
,

有人建议从中生代开始把所有的地质体划为地球发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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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殊阶段
,

即陆地一海洋阶段或后成新热带区阶段
。

这种意见认为
,

后成新热带区阶段
的主要特点在于年青的海洋的产生

,

太平洋的 “更新 ” 以及后成地台造 山带的形成
。

这个阶

段的地槽系也与古生代的有原则的不同
,

不是环绕在更早的坚实地块的四周
,

而是充填在固

结的褶皱构造
,

从而在地质发育的方向上与构造一岩浆活化区接近
。

本期的含金程度主要表现在太平洋矿带范围以内
,

其次是地中海一喜马 拉 雅 矿 带的矿

床
。

在金矿床的赋存条件方面
,

出现了前几期不具备的新特点
,

起主导作用的是大距离延伸

的区域断层带的穿插
,

因此使含金地区在整体上形成地块构造
。

正是针对本期的这类矿床
,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研究并提出了所谓 “ 断层网 ” 、 “金属排出口 ” 控制成矿的说法
,

而这种

意见又往往不恰当地搬用到其它时期形成的含矿区
。

一系列地区的两个构造阶的影响
,

是本期金矿床的另一赋存特征
。

在上部 的 地 台 构造

阶
,

近似水平的构造因素对矿体的赋存起主导作用
。

除上述的以外
,

不少地区金矿床的分布也受前一个成矿期特有的那些地质因素的制约
,

例如 矿床普遍赋存于背斜隆起
,

金矿化与花岗岩类岩浆作用有关
。

在前一个成矿期开始出现的金矿床类型与建造多样化的普遍趋势
,

到本期 仍 然 继 续存

在
。

前一期只是刚刚产生的金一玉髓一石英建造和金一硫化物一玉髓一石英建造
,

在本期已

是分布广泛的一种特殊建造
。

就是象金一硫化物一石英这种建造
,

复杂的多金属硫化物和硫

盐矿物类型的矿床占优势
,

而单一的黄铁矿型和黄铁矿一毒砂型只起从属作用
。

还应指出
,

本期还形成了蹄化物矿物类型的金矿床
,

并构成大型金矿 田 ,

如 美国的科里普一克利克
,

裴济的塔屋阿
,

菲律宾的阿库潘等
。

这一时期矿化的许多特点
,

无疑是由于矿化与相应的岩浆建造有关
。

按服这个标志
,

首

先可以区分出与大陆边缘火山带有关的含金现象以及与大陆内地火山带有关的含金现象
。

最

古老的太古代成矿期的金矿床是与似玄武岩岩系有关
,

而在本期则是 已分异的安山英安流纹

岩岩系含矿
。

这个岩系明显带有钾质专属性
,

说明在其形成时壳层物质起了很大作用
。

中生一新生代成矿期除火山成因的金矿床之外
,

’

还应该见有相当发育的深成金矿化
。

这

种矿化与中性和基性的岩株杂岩体有共生关系
,

在更小的范围内与花岗岩类有关
。

现 代 含 金 期

把晚第三纪一第四纪形成的砂矿列为单独的一个含金期
,

可以相对地叫作现代含金期
。

这个成矿期与前几期相比
,

时间延续虽然不长
,

但就矿床的产金量来说则不相上下
。

古生代

和中生代的砂矿已知也有某些金的堆积
,

然而规模太小
,

对世界上任何一个金矿省的面貌都

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
。

构成规模最大的砂金矿或混合型金矿省的大量砂矿的形成
,

则与世界

范围内金的赋存地质条件的重大改变有关
。

原生金矿和砂金矿的生成年代揭示出矿床的形成时期是本期与前一期迭加的
。

年青构造

系的一系列原生金矿
,

特别是太平洋矿带的金矿
,

其形成时间与许多其它地区晚第三纪的砂

矿相同甚至更晚
。

砂矿与原生矿无疑有关
,

但两者含金规模的相比关系
,

在不同地区都有很大差别
。

在世

界范围内
,

可以明显划出几种不同的含金区 一种几乎是纯属原生含矿区
,

如加拿大地盾
、

西澳大利亚等地 , 另一种几乎纯是砂矿区
,

如阿拉斯加 , 再一种则是砂矿与原生矿二者发育



穆度大休相当
,

如加利福尼亚
、

东澳大利亚
、

鸟拉尔中部等地
。

同时
,

成矿分析表明
,

金在
砂矿中积聚的决定性因素是相应地区的新构造条件

。

凡在总的沉降趋势下伴随适当的地块相

对运动的区域
,

有助于疏松破碎层的堆积
,

对形成砂矿也最有利
。

因此
,

正是本期而不是前几期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砂金矿成矿省的形成
。

至于其它因素
,

诸如原生矿床的类型
,

首先是原生矿床金的粒度以及原生金矿化的分散程度等等
,

只起次要

作用
。

它们一般并不决定是否存在砂矿
,

而仅仅控制其分布
、

类型和规模大小
。

含 金 程 度 总 的 演 化

从以上划分的几个金的成矿期的概述首先可以得出一个总的结论
,

即方向上的不可逆性

由于金的成矿特点周期性的发育而复杂化
。

矿化发育的方向性总地表现为在时间上金矿床斌

存条件的复杂化和矿床类

型更加多样化
。

周期性主

要表现在以金的内生富集

发育为主的时期和以外生

富集发育为主的时期交替

出现
。

有关上述几个含金成

矿期的若千定量资料可参

见附图
。

图中清晰表明由

古到今各成矿期的延续时

间逐渐减短
。

同时还应看

到
,

各期含金数量的对比

反映出在地质年代推移演

化过程中地质作用普遍加

快
。 、

在各成矿期之间
,

直

到年代最近的交迭时期为

止
, “空 白” 的间隔逐渐

减少也说明地质作用的加

快
。

作为对含金成矿期特

点的补充说明
,

图中还按

时期分别列出了含金量在

。。吨 以上的大型矿床
。

这些材料虽不完整
,

但也

足够清楚 地 表 现 出矿床

规模在时间上总的变化趋

势
。

最古老的成矿期
,

矿

床规模也最大 , 时间较近

的成矿期
,

矿床的数量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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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增加
,

但具体矿床的规模减小
。

各个时期矿床金的主要来源也不相同
。

在地质史上确定有两个时期以原生 金 的 进 入为

主
,

即太古代和中生一新生代
。

其它各成矿期基本上或是在表生条件下 元古代和现代
,

或是在生成花岗岩的壳层内部作用下发生金的重新分布
。

在后一种情况
,

壳层内部作用达不

到完全同化
,

而伴随有原生物质从壳层以下深部补充进人
。

太古代和中生一新生代成矿期虽然在具有原生金矿来源这一点上相似
,

但又有区别
,

即

岩浆同化的壳层作用在中生一新生代比在太古代表现得更强
。

矿床的金的不同来源直接反映在矿石成分上
。

例如
,

碎化物型金矿床几乎全部依靠原生

含矿物质而形成于太古代和中生一新生代
。

矿石中的钨
、

秘
、

锑等矿物对古生代最有特征意

义
, 因为这个时期具有岩浆同化花岗岩类的矿化来源

。

除上述的几个含金成矿期以外
,

如果对某些地区再作更详细的成矿分析
,

还可以划出若

干生成金矿床的作用较强的阶段
,

其间则由 “ 空白期 ” 或只产生少量矿床的时间隔开
。

这种

成矿阶段尤其是在研究较多的古生代和中生一新生代含金期看得最明显
。

有些人认为
,

这种

成矿阶段也和几个大的成矿期一样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

这个看法不能说毫无根据
。

每一个成矿期特有的金矿化的形成条件在下一个成矿期部分地重新出现
,

也是一个相当

重要的现象
。

这种重复出现
,

无论在发育强度上
,

还是在地质条件上
,

都只是部分的
,

而不

是全部
。

比如
,

与玄武岩类火山活动带演化有关灼含金现象
,

本是太古代的特征
,

但到 占生

代早期阶段似乎再次出现
,

而导致形成的不是金矿床
,

却是含金的黄铁矿类矿床
。

另方面
,

在古生代晚期阶段
,

一定程度上发育有某些在空间与成因上与安山英安流纹岩火山作用有关

的近地表金矿床
。

这种矿床在下一个中生一新生代成矿期则是广泛分布的
。

本文只是最一般地讨论了地质史上金矿床赋存条件
、

类型和主要成因特征的演化
。

所划

分的含金成矿期的一般特点
,

可在具体地区的金矿床预测和确定找矿方向时参考
。

必须注意一

个主要的实际的结论
,

即每一个成矿时代金矿化的赋存规律不可能照样套用到另一个时代
,

或者至少是有限的
。

此外
,

同一时代金矿床 已知的成因共性
,

针对新发现的以及年代相近地

区研究较少的矿床来说
,

可以更加确切可靠地典型化并作出评价
。

结 论

一
、

针对金的普遍成矿作用的分析
,

划出五个含金成矿期 太古代
、

元古代
、

古生代
、

中生一新生代和现代 每一个时期都有由地质史上主要特点形成的自身特有的矿床类型 与赋

存条件
。

二
、

在地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

金的内生富集和表生富集为主的时代交迭出现 内生金

矿化的演化表现为赋存条件的复杂化和矿床类型更加多样化
。

三
、

原生金的进人在成因上与玄武岩类岩浆的演化有关
,

主要是在太古代和中生一新生

代
。

就古生代而言
,

主要是在花岗岩形成作用下壳层内部金的重新分布
。

元古代和现代含金

期的特点主要在于金的富集属于表生条件
。

四
、

以上各含金成矿期的特征
,

可供不同地质史的地区预测新的含金地带和评价新发现

的金矿点时参考
。

薛意译 自 二 二 二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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