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犷对石碌铁矿矿石结构构造及沉积机理的认识飞
岑 宋
忿 你
与 今 于 于 二

石碌铁矿为我国重要富铁矿基地之一
。

解放后对该矿区矿床地质方面曾做过不少工

作
。

木文仅就铁矿矿石结构构造
、

物质组分

及矿床沉积变质特征提出初步认识
,

供进一

步研究参考
。

一
、

矿石类型及矿物组分

石碌铁矿矿石主要由石英
、

磁铁矿和赤

铁矿三种矿物组成
,

氧化铁及二氧化硅合量

常达 以上
。

石英和赤铁矿最常见
,

磁铁

矿相对较少
。

该区矿石主要有三种共生组合

类型 表
,

兹分述如下
、

石英
一

磁铁矿
一

赤铁矿组合 为矿区

主要的矿石类型
,

分布广泛
,

构成矿石和富

矿石的主体
。

三种矿物含量比不定
,

但赤铁

矿恒多于磁铁矿
。

矿石呈钢灰色
,

块状或片

状构造
,

成赤铁矿片岩
。

磁铁矿呈较细小的

变斑晶状或不规则状
,

与赤铁矿混杂共生
。

石英主要呈碎屑状
,

少数呈细脉或不规则集

合体 , 石英碎屑含量不定
,

量极少时成致密

块状赤铁矿矿石
,

增多时可成铁质胶结的粉

砂岩
。

、

硫化物
一

石英
一

礁铁矿
一

赤铁 矿 组 合

矿物组分较义杂
,

后 期 交 代蚀变现象较显

著
,

多分布于主要矿体的边部及深部
。

矿石

由黄铁矿
、

磁铁矿
、

赤铁矿 镜铁矿
、

及

少量穆磁铁矿
、

磁黄铁矿等组成 ,

含硫及低

价铁较高
。

黄铁矿呈细脉状或分散浸染状
。

磁铁矿多呈不规则脉状
、

囊状
、

团块状等集

体
,

且常与石英
、

重晶石等构成细脉
,

显示

后期热液作用的特点
。

这类矿石中含有较多

的石榴石
、

绿帘石
、

阳起石
、

绿泥石等蚀变

矿物 , 碎屑状石英相对较少
,

主要构成高硫

矿石
。

、

住矿物
一

石英
一

赚铁矿
一

赤铁矿 组 合

仅见于局部含矿层位
,

特点是含锰且较高
,

砂泥质较多
,

大部具缅状结构及沉积层理构

造
。

矿物组分除赤铁矿及少量磁铁矿
、

褐铁

矿外
,

有硬锰矿 锰土
、

少量软锰矿
、

水

锰矿及红帘石
、

锰黑云母等含锰硅 酸 盐 矿

物
,

红帘石经常出现
。

矿石中之锰矿物除红

帘石
、

锰黑云母外
,

多为后期风化淋滤之次

生锰质
,
沿矿石之裂隙

、

节理呈黑色被膜
、

肾状或葡萄状产出
,

一般含量不甚多
。

几种主要矿石与脉石矿物特 征 如 下

①赤铁矿 主要呈微晶状
、

鳞片状
、

片

状
,

少数呈板条状及等轴粒状
。

集合体为块

状
、

鲡状
、

团块状或呈碎屑物质间 之 胶 结

各 类 型 矿 石 的 矿 物 组 分 表

矿矿物组合类型型 金 属 矿 物物 脉 石 矿 物物

石石英一磁铁矿矿 赤铁矿
、

磁铁矿 很少皿的黄铁矿矿 石英
、

少最重晶石
、

绿泥石
、、

一一赤铁矿组合合合 绢云母母

第第二二 硫化物
一
石英

一
磁铁矿矿 班铁矿

、

赤铁矿
、

黄铁矿
、

穆班铁铁 石英
、

绿帘石
、

阳起石
、

石榴石
、、

类类型型 一赤铁矿组合合 矿
、

镜铁矿
、

少 黄铜矿
、

磁黄铁铁 绿泥石
、

重晶石
、

方解石等等
矿矿矿矿

、

棍铁矿等等等

第第三三 锰矿“
一

石英
一
磁铁矿 赤铁矿

、

磁铁矿
、

硬锰矿 锰土
、、

石英
、

绢云母
、

粘土橱石
、

红帘石
、、

类类型型 赤铁矿组合合 软锰矿
、

水锰矿
、

揭锰矿
、

褐铁矿
、、

锰黑云母
、

阳起石
、

透闪石等等
水水水水赤铁矿



物
。

有时可见由应变引起之页片双晶
。

鳞片

大小均匀
, 以 毫米 长度 者最常

见
。

成微晶状者多分布于变质较浅之部位及

鲡状矿石中
。

晶体纯净
,
无外来包裹物

。

按

形态为
一

赤铁矿
。

在第二类型矿石中亦见 有

呈等轴粒状者 粒径 毫米左右
,

故可能

有
一

赤铁矿
,

值得注意
。

水赤饮矿 红色
,

土状或粉末状 ,

见于

铁矿鲡粒
、

石英碎屑和石英粉砂的 胶 结 物

中
。

个别矿石中见呈胶状小圆粒者 , 并略呈

环带结构
。

②磁铁矿 结晶较好的晶粒有时见平行

的页片双晶
,

磁铁矿出现形式较多

呈变斑晶状者 ,

八面体晶形一般较完整 ,

大

小均匀
,

粒径 以 毫米的居多
。

大部

分巳氧化成假象赤铁矿
,

在矿体中 分 布 广

泛
,

疏密不等地见于鳞片状赤铁矿中
。

呈后

生脉状及不规则状者常与绿帘石
、

石榴石
、

黄铁矿
、

重晶石
、

脉石英等热液蚀变矿物及

硫化物共生
。

在矿体中局部集中
,

对矿石富
‘

化起一定作用
。

集合体呈脉状
、

块状
、

囊状
、

串珠状和不规则状
,

亦见有沿赤铁矿片理定

向分布
, 交代赤铁矿

。

这种后生磁铁矿很少

氧化为赤铁矿
。

呈等粒镶嵌状者多 为 集 合

体
,

粒径可大达 毫米以上
。

在岩体接触带

附近分布较多
,

大部氧化为微晶状赤铁矿
。

此外
,

有些可能是在成岩作用中赤铁矿不稳

定形成亚铁化合物
。

矿石中可见磁铁矿细粒

晶体沿铁矿鲡粒同心层呈环带状分布
,

或由

赤铁矿
、

磁铁矿组成鲡粒同心层圈
。

矿石中

亦常见有与赤铁矿混杂共生的磁铁矿不规则

集合体
。

穆徽饮矿 里少
, 呈似赤铁矿的细小板

条状晶体
, 常分布于黄铁矿脉旁 , 见于第二

类型矿石中
。

穆磁铁矿可能为富 的溶液

对赤铁矿的还原作用所致
。

穆磁铁矿又常复

受氧化
,

为后期赤铁矿交代
。

⑧黄饮犷 大部呈脉状成分散浸染状
。

在矿体边部及构造裂隙
、

破碎部位分布较多
。

与后期磁铁矿
、

绿帘石
,

绿泥石
、

重晶石
、

脉石英及少里磁黄铁矿
,

黄铜矿等共生
。

黄

铁矿至少有两期 ,

晚期者常呈细脉状穿插早

期者
。

黄铁矿与后期磁铁矿一起出现表明一

种较强的还原环境
。

铁矿石 中之黄铁矿
一

般

结晶较好
,

立方体和五角十二面体 晶 形 普

遍
,

粒度也较大
。

矿物中 。 、

含里很低
,

未见钻‘ 镍矿物细粒包体
, 与铁矿层

’一

卜部铜

钻矿体中之黄铁矿显然不同
。

④重晶石 呈不规则脉状或沿铁矿石裂

隙充填 可见较大之板状晶簇
,

且伴生有磁

铁矿 ,
也可构成铁质粉砂岩局部 的 胶 结

物
。

据前人资料
,

矿区中尚见 仃咖状爪 石

及似层状之重晶石矿体 位 」二铁们氏盘
。

由上可知
,

重晶石可能兼 有 沉 积
、 、齐液充

填
、

次生淋滤等多种成因
。

重品石为富轼化

合物
,

在区域变质过程中有较大之迁移沙
。

它的普遍出现
,

表明沉积物生成于软化 仁晚

且生成后未受深变质作用
。

⑥石 英 大部为原始沉积碎屑
,

少部 为

碎屑间的自生硅质胶结物
、

隐晶硅铁质岩玉

及后期脉状石英
。

碎质石 英 通常粒度变化不大 人部

毫米
,

以次棱角状为主
。

少数颗粒较人

著趋于半滚圆或滚圆状
。

石英碎屑常受铁矿

溶蚀
,

边缘圆化或受强烈溶蚀而不规则
。

与

其共生的其他矿物碎屑极少
,

为成熟度较高

的单矿物砂沉积
。

自生石 英 构成石英碎屑间少量的隐占八

或微晶状硅质胶结物
,

碎屑周围亦常见次生

增大现象 照片
。 卜自生石英较纯净

,

无

包裹物
。

照片 铁矿石中的石英碎屑

大者呈浑圆伏 石茱有次生加大现象



脉状石英及后生石英 在矿体中可与镜
铁矿

、
‘

磁铁矿
、

重晶石
、

‘

绿帘石等一起构成

各种细脉
。

矿体边部黄铁矿化强烈处之较显

著的硅化现象
,

构成带褐红色的坚硬致密的

硅铁质岩或穿插矿石的硅铁质细条纹
。

在铁

矿体及其旁侧的透辉透闪岩中 ,
有不规则团

块状
、

条纹状
、

星点状之红色
一

红褐色碧玉
,

由

致密隐腻质石英及赤铁矿组成
。

碧玉为后期

镜铁矿脉及石英细脉切穿
。

在南六矿体见碧

玉团块排列方向斜交围岩层理
,

其附近并常

伴有黄铁矿化及硅化
。

二
、

矿石 结构构造

矿石的结构构造研究表明 ,

该区矿石具

有某些沉积成因的特点
,

以后又叠加了复杂

的变质作用影响
,

致使矿石成分及结构发生

了较广泛的变化
,

但变质深浅不一 , 有些仍

保留着原生结构
。

、

矿石构造 可见的有

、 ①钾戈构 造
‘

竺倪甲甲曹二整乏竺狱二
质作用影响

, 赤铁矿鳞片变晶定向排列
,

矿

右具明显的片理构造
。

片迎与矿体围岩层理

产状一致
。

在亨咖力集中的部位
,

片理显著

有揉皱褶曲现象
。

、

②块状 构造 这种构造没有前 一 种 常

见
。

见有微晶质块状赤铁矿矿石及结晶较祖
的磁铁矿为主的块状矿石

。

③条带状及薄层状 构造 含砂泥质多的

矿石此类构造较多
,

常为贫矿
。

或是砂泥质

岩石中铁矿呈不规则细条带 条纹 ,

或是

铁矿物及石英碎屑薄层相间 即贫
、

富铁矿

薄层相间
,

或是铁质千枚岩及韵律性铁质

粉砂岩矿石
。

有些条带状矿石为后期石英细

脉沿铁矿石片理平行穿插而成
,

但 较 为 少

见
。

一 ④浸染状构造 嘴良少见
。

局部有些黄铁

矿或椒铁矿分散浸染于矿石中
。

、

矿石结构 主要有
①鲜片瘫点 变晶结 构 在矿石中最为常

见 , 赤铁矿量细鳞片状 ,

其中散布有磁铁矿

变斑晶
。

、

②很晶结构 结晶程度差的赤铁矿呈极



微细致密的集晶体
,

鳞片状晶体定向性不显

著
。

初步认为这种微晶质赤铁矿是在成岩过

程中 由铁质胶溶体或凝胶早期阶段脱胶化而

成
,

代表成岩后受变质程度最浅的矿石
, 见

于某些致密块状赤铁矿石及鲡状赤 铁 矿 石

中
。

③奸状结 构 见于多砂泥质的贫矿中
。

鲡粒大至 毫米
,

小至显微状 , 圆形或椭

圆形
一

长轴常平行岩石层理
。

鲡粒分有核或无

核
。

有核者
,

核心为石英粉砂或铁质
,

同心

层一般为 层
。

部分为实心鲡及表面鲡
,

即

无同心层状构造或鲡环只有一个
,

表明局部

水的振荡较弱 , 鲡粒发育不全
。

鲡粒成分一

般为赤铁矿
、

粘土
、

绢云母
、

石英粉砂等
。

铁质由于脱胶重结晶常成为微晶质赤铁矿
。

鲡粒间的物质与鲡粒成分相似 照片
。

④团杠或 团块结 构 主要由赤铁矿构成

滚圆形的集合体
,

周围由极微小的石英粉屑

组成有规律的环带 照片 铁矿团粒和石

英粉屑间为水红色的氧化铁 水赤铁矿或褐
一

赤铁矿 胶结
。

这种结构不县固定的明显的

形态
,

薄片观察较为清楚
。

初步认为其成因

与鲡状结构相似
,

即一种胶体沉淀物
。

⑥变余粉砂状结 构 见于贫矿石中
。

铁

矿物在石英粉砂 或其他砂粒 间呈胶结物

照片 这些胶结物大部为细鳞片状赤铁

矿 ,

胶结物多时构成基底式或凝块 式 胶 结

照片
’ 。

‘

三
、

含铁岩系的沉积建造特征及

变质现象

矿区地层为一套浅变质的类复理式建造

的砂泥质岩及碳酸盐类岩石 , 岩相
、

厚度变

化均较大
。

这套地层统称为石碌群
,

时代现

暂定为寒武
一

奥陶纪
。

石碌群 自下而 分为七

层 , 第二
、

六层为海相碳酸盐 类 岩 层 , 第

六
、 一

七层为沉积条件不同的两个台铁层位
。

第六层是主要含矿层
。

第四至六层为一套较

完整的浅海相海进岩系
,

矿体主要赋存于海

进层序顶部向海退层序转变的过渡带
。

含铁

岩系是在化学和机械沉积两种地质作用交替

环境中形成的
。

铁矿本身以胶体化学沉积为

主
,

但有多量估源群屑物质参加
。

第七层中

的铁矿为砂泥质岩层中的薄矿层 ,

含锰铁矿

少而贫
。

、

矿体的沉积特征 铁矿产于一定的

层位及特定的岩性中
, 墓本形态为层状或似

层状
。

主矿体大部位于石碌群第六层的透辉

透闪岩中
,

但紧靠铁矿体的边部和铁矿体中

常为含铁粉砂岩
、

千枚岩 或 板 岩
、

石英岩

等
,

构成一套韵律性较强的细碎屑沉积物
,

厚薄不一
,

有时厚仅几十厘米
。

在开采 画上

可见较清晰的水平层理及微斜层理
。

根据钻孔及地层剖面资料
,

第六层层序

自下而上为

①下部为白云岩
,

底部成分较纯
,

有蚀

变现象
。

在铜钻矿化处透闪石化显著
,

白云

岩多处渐变为透辉透闪岩
,

靠近矿体以透辉

透闪岩为主
。

②含铁岩系包括铁矿体及含铁粉砂岩
、

千枚岩
、

石英岩
、

板岩等
,

具 明 显 韵律构

造
。

③上部为白云岩
、

透辉透闪岩 及 石 英

岩
、

炭质板岩
、

粉砂岩等的夹层
。

铁矿 体的沉积韵律 一般矿体中央品位

较富 , 矿体外部总有一宽窄不等的贫矿带
。

矿体中贫富矿相间
,

构成多层富矿带
, 矿石

品位呈韵律式变化 , 显示沉积序律 性 的 特

点
。

矿石中除石英粉砂夕凡 并可见明显呈水

平状的粒级层 ,

每一粒级层底部都含有滚圆

的较大的石英颗粒
。

由矿石结构构造特点所反映的矿体沉积

特征已如上述
。

要补充的是在紧邻矿体的铁

质千枚岩中
,

椭圆形铁矿团块 或实心假鲡

亦甚多见
。

鲡粒或团粒的长轴按一定方向排

列 , 显示水的动荡方向和胶体沉积特征
。

、

矿体及其周围地层的变质情况 矿

区地层由绢云母石英片岩及石英绢云母片岩

千枚岩
、

石茱岩
、

白云石大理岩
、

透辉

透闪岩等组成
。

片岩与铁矿普遍具结晶片理

或其他定向构造
。

每类地层中主要造岩矿物

共生组合及变质特点 , 在一定成分的变质岩



中都很稳定 , 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往往保持不
变 , 显示区域变质的特点

。

在接触变质和后

期热液蚀变显著的地方
,

对矿体的改造起了

较重要的作用
。

①矿石 的 变晶结 构及 变质 交代 与赤铁

矿共生的石英碎屑除普遍具较强的波状消光

外
, 变形

、

粒碎化
、

重结晶等现象 并 不 显

著 , 可见矿体受变质程度并不很深
。

特别是

有些鲡状及致密微晶状赤铁矿矿石 ,
赤铁矿

呈极微细的鳞片集晶体
,

结晶化程 度 不 很

高
。

变质相相当于绿片岩相 , 与铁矿围岩变

质程度相 当
。

区域变质过程中的内生氧化作用主要表

现为磁铁矿的假象赤铁矿化
。

这种现象在矿

体中相当普遍
,

并不依深度和水平方向不同

而变化 ,
而后期脉状磁铁矿则常无变化

。

在矿体及围岩中均有与一定岩性
、

矿物

组合有关的小变质脉
, 其成分与围岩相似

。

铁矿石中多为石英
一

镜铁矿脉
,

在透辉透闪岩

中多为石英
一

透闪石脉
,

在白云岩中多为碳酸

盐脉
。

物质成分的继承性
, 可能是变质副热

液作用的结果
。

矿体某些部分多重晶石
、

磁

铁矿等矿物
, 可能部分与变质过程中分泌出

的带还原性的弱碱性溶液有关
。

这种溶液促

使赤铁矿不稳定
,

局部变为磁铁矿
。

②矿休与围岩的热 力变质 由于矿区附

近岩浆活动的影响 ,

使矿区的各种岩石及矿

体较普遍而广泛地遭受热力变质作用
。

矿体的热力变质 表现为铁矿石中普遍

有细粒变斑晶状磁铁矿 大部分已变为假象

赤铁矿 ,

类似于泥质岩石在热力变质中生

成的变斑晶
。

这种磁铁矿有时可见少量赤铁

矿鳞片包裹在其中
,

亦可见磁铁矿斑晶截切

赤铁矿鳞片结晶片理 ,

有时被包裹的赤铁矿

鳞片还保持有原来的片理方位
。

近花岗岩区的及深部的铁矿体中磁铁矿

明显增多
。

镜下观察近花岗岩区的各矿体中

大量赤铁矿重结晶为粒状相城的磁铁矿 , 同

时矿体中
、 、

的含量明显高于 主 矿

体
,

深部矿体中 含量亦明显升高
。

所有

这些都表明岩浆岩对矿体的热力影响 ,

亦证

明铁矿形成于岩浆活动之前
。

泥质岩石的热力变质 离花岗岩体较远

的石英绢云母片岩
, 经热力变质出现由云母

及铁质组成之斑点状构造
,

斑点轮廓模糊
,

为未成形的红柱石和茧青石雏晶
。

近花岗岩

体处绢云母片岩中有多量晶形完整的红柱石

变斑晶及荃青石
、

黑云母
、

电气石等变质矿

物出现‘

碳酸盐类岩石的热力变质 矿区内碳酸

默

旦旦
·· ,, 烧失盆盆 总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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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类岩石为白云岩
,

含 等杂质较多
。

成

分较纯的 白云岩变质后形成含透闪石
、

透辉

石
、

镁橄榄石
、

尖 晶石 后两种较少 等矿

物的结 晶质碳酸盐类岩石或大理岩
。

此外
,

与铁矿密切相关的有一种钙硅酸盐角岩 —透辉透闪岩
。

此类岩石出现在矿体 上 下 两

侧
,

矿体中有时亦见夹层 其主要矿物为透

辉石
、

透 闪石
、

钾
一

长石
,

次要矿物有石英
、

板石
、

绿帘石
、

黝帘石
、

金云母
、

镁 橄 榄

石
、

滑石
、

蛇纹石
、

斜 长石
、

绿泥石
、

阳起

石
、

绢云母
、

葡萄石
、

黑云母和磁
、

铁矿等
。

透辉透闪 岩 化 学 成 分 表 特 点

是 含量明显 高 于
,

,

平均含量大于
,

户
,

平均含量
, ‘ ’

‘相 对

较高 平均
。

这说明与岩浆岩来源

的钙硅酸盐角岩有较大的左别 ,

而较符合副

变质岩的化学成分
。

透辉透 闪岩大多具条带
、

条纹状构造
,

为原始薄层理及韵律层的反映
。

各层条带的

矿物组合 有 细粒状透辉石
一

钾长石 格石

微品状透闪石
一

绢云母 据石
一

微晶状透闪石
十 石英 十 少量铁矿小点

一

绿帘石或黝帘石等
,

其中钾长石 十 浑 石及绢云母条带代表原岩中

富泥质部分
,

粘土质对钾及钦酸有选择亲合

力 , 故在这些条带中出现 碑石等矿物较多
。

透辉透 闪岩呈层状产出
,

与碳酸盐类岩

石呈明显的渐变过渡
,

同时与片岩
、

石英岩

等整合互层 很大部分
一

可能 是由不纯碳酸盐

类岩石
、

含泥质很高的 自云岩变来
。

此外
,

铁矿体边部有时亦 有含钙质的千 枚岩 戈钙泥

质粉砂岩等经变质后形成 含 绿 帝 石
、

透闪

石
、

透辉石
、

长石 等的类似岩石
,

寸 分布较

少
。

透辉透 闪岩在空间分 布 」几与铁矿 关系较

为密切 ,

但分布范围广
’

泛得多
,

不 人 , ,

’能 山

局部接触交代作川或近铁矿的热液 蚀 变 所

成
,

’

而是 区域性热力变从的产物
。

、

热液蚀李 铁矿体的边部及构造裂

隙发育处
,

丫丁多量的钙铁训了卜 日 起石
、

绿

泥石等
,

并有后期磁铁矿
、

黄铁 征
、

镜铁矿

等矿 化
。

愈向矿体 呆部这种 后期穿抽的矿脉

愈发育
,

并对矿体加富起 定 作川 但小是形

成富矿体的上导 因素
。

从 整 个征区来 吞
,

在

矿体附近未出现与铁矿规 模相适应的蚀变
。

铁矿边部蚀变的部分一般为贫汀
‘

或 次 贫 矿

石
,

而中央富矿带常无后 期 叠 加
、

蚀变现

象
。

此外 , 矿石组成兀 素较简单
,

钾
、

钠及
、 、 、

等挥发分含虽较低
,

与一

般接触交代夕卡岩型矿床或火山沉积矿床亦

不相似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石碌铁征土要是通

过沉积
一

成岩作用形成
,

共后
,

复经不同程度

的热液蚀变
一

交代作用
。

江 龙 囚执 毛

二‘ 肠

⋯
翻

⋯⋯
悦 二翻

⋯⋯时 地 衣 伙相 戍护 石 犷 物 勺杨 土

行 忆 同 位 素 分 析
,

可 以 找 到 犷床 亚

明 其 成 因 。

成 果 的 推 断 解 择取 决

于 异 常 妈 与 普 通 拓 的 议 别 及 其 成 囚

畏 未 与 空 问 分 布
。

在 研 究 护 床 成 因

才 面 , 未 丢 用 逮 是 确 定 矿 石 中 忆 的

未 派 并 佑 计 成 护 年 代
。

例 如
, 同 但

每祖 明 密 苏 州 西 南 却 显 生 宙

矛 护犷 石 的 来 自 寒 武 纪 砂 老 少
水层

,

布 分 可 能 来 自 前寒 武 纪 基 底

和 古 生 代 峨吐 宕 毋 启 , 爱 达 待 州 充

这 伦地 区 的 护石 年 代 是 前寒 式 纪

并 滩 过 去 认 为 的 断 生 代
。

姗 有 三 种

毅 封性 同 位 其 有 高 的 旅 于 对

天 然 的
、

依 抽 质 的 分 馆 分 法 不 灵

教
。

而 且 时 从月乞 犷 物 有 天 然 亲 合

性 这奋朴性 使 协 成 为 一 种 灵教 的

指 示 天 然 成 犷 作 用 元
。

甘 界 大 多

欲 土 要 从化脚 犷康 共 有 特 征 的 仍 同
‘

位 素 比 位
,

许 多 护珠 似 乎 共 有 在 单

铅同 位案的研究

阶段 系 件 下 仲 续 时 问 内 保特化 学

上 的 均 一性 离 析 的 拓 同 体 坏 分
。

在这种 帝 件 下 ,
地球 形 成 以 后 除 由

怕
、

杜毅扮桂泉 夜 引趁 的 以 外
,

矿

石 的 物 度 来派 不 发生 恤一格和 钵

一据 的 文 化
。

同 一 地 区 的 格 印 位 素 比 位 寸 同
,

所 以 远 景 区 的 杨 间 位 素 分 布 可 与 相

那 的 生 产 犷 山 的 忆 同 位 紊 分 布 进 行

对 比
。

在 共 国 的 密 西 西 比河 谷 地 区

用 这 种 方 法 来 评 价 含 异 常 铂 的 土 矿

体 附 近 的 返 景 矿 区 。

匆
’

同 你 素 浏 全 虽 伙 在 某 些 地 区

详 细 未 样 可 能 趁 合 适 的 仪 用 于 区

浏 比 用 于
,

卜 范 围 更 有 效
。

枕 已知矿床上 术 积的 经 脸 来 看

可 归 拍 出 以 下 儿 条 指 导 气矿 的 准 则 、

格 月 位素 姐 分 均 匀 放 射 成 因 忆 的

食 比 网 一地 区 有 关 样 品 中 其 它 成

因 的 低 月 位 素 比 位 抉 近 矿 石 忆 生

长 烧

一

⋯
臼 肠肠 翻 翻

⋯⋯
脚脚 翻 脚 翻

⋯⋯
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