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地超基性岩体的岩 矿 石物理
、

化学特征及其生成关系探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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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笼的提出
一 在某超基性岩体群中

,

如遇有岩

性相同的不同岩体
,

由于没有直接 接 触 关

系
,

它们是同期同次或同期不同次形成的

或同一岩体岩性相同的不同岩相带 当接触

关系不明时
,

它们是分异关系 还是不同期

次或同期不同次产物

二 某岩体或岩相

重要的现实意义
。

但是这个问题
,

仅仅通过野外地质观察

一般难于解决
,

如果结合岩石 化 学
、

单 矿

物分析结果及物化探的一些参数特征
,

进行

分析对比
,

则较能全面
、

确切地得出地质结

论
。

为此
,

我们试用岩 矿 石的一些参数

特征
,

对某岩体群的岩体
、

岩带之 间 的 生

成关系及其对找矿 铬

带赋存工业 矿 体
,

而 其

它岩体或岩相带为何不含

矿
,

或只见有矿化体

查明各岩 带 体之

间的同异性
,

总结含矿岩

带 休与非含矿岩 带

体之间的区别
,

亦即研究

其岩 矿 石在物理一化

学性质上的差异
,

对上述

问题的解决
,

以及缩小找

矿靶区
,

指导未知区
,

特

别是覆盖区的找矿
,

有着

画
图

图

超荃性岩体

实侧及推测断层
图
国

进测隐伙 异常区

泉水

某岩群的岩你分布及构造特征示意图

的意义
,

提出一 些 粗 浅

认识
。

二
、

岩体群地质简况

岩体群从西至东较大

的有
、 、

三个岩体

图
,

其中 与 位

于 司一断裂带上
,

相距约

公里
,

沿主断裂出露小

岩体三处
,

磁测结果亦圈

定出窄而长的磁异常带
,

表 明 它 们在深部是相连

的
。

和 岩 体 规 模 较

之之之
冬玉

争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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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含 岩休基性一超基性岩相地质图



小
,

岩性单一
,

主要为纯橄岩相
,

而含辉纯橄

岩和辉橄岩等均呈异离体产出
。

此两岩体
,

只在局部地段见有规模较小的矿化体
。

岩体为一经深部分异多次入侵的复 合

岩体 , 呈北西一南东向展布
,

其两 端 被 覆
盖

,

称为东
、

西覆盖区
,

经磁测推断及钻探
证实覆盖下主要为纯橄岩相

。

中部出露区为

镁铁和钙镁 铁 系列的岩类 纯橄岩和透

辉岩
。

它们大致呈平行相间的带状分布
,

从

北至南依次划分为
、

亚
、 、 、 、

砚

六个岩相带
, 其中

、 、

为纯 橄 岩 相

带
,

而
、 、

班为橄榄岩一透辉岩一辉长

岩杂岩带 图
。

本区主要工业矿体赋存于 岩体 的 岩

带内 , 另在 带南缘亦见有少量工业矿体
。

三
、

岩 带 体生成关系的探讨

一 不 同岩 带 体 内岩 矿 石 各

种参数分布特征

岩石化学特征 从图 可见
,

岩 体

的 岩带样品绝大部分投影点落于纯橄岩一

含辉纯橄岩区域 岩带投影点与之相重 ,

岩带及东覆盖区的一部分样品投影点与

岩带重合
,

另一部分由于 值 较 低

国舀 某岩体群中各岩《带 〕体内纯撤岩岩石化学感分投彭

分区田 据王坦开
,

自文青涛

,

分布于 岩带投影区 之 西 侧
。

而
、

及 岩体的西覆盖区投影点均 落于

岩带投影区西侧的 岩带投影区中
,
为纯橄

岩一辉橄岩
。

这里要着重说及的一点是 岩带的一

部分岩石投影与 岩带相重的范国
,

位处

岩带偏南部位
,

下称 带南缘
。

岩带
、

带南缘及与 岩带相垂的

岩带及东覆盖区的一部分
, ‘

已们远 离 轴
,

均有台铁 高 平均 为 乡沁 和 钱
低 平均 为 续纬 的 特 点

。

因 而

比值较低
,

在 上
、

下议动
,

为富铁应

纯橄岩
。

反映岩石基性程度的 值 , 一般

均
,

表明岩石偏 丛性
。

而 岩 带大部

分和投影区与它相重的
、

久及 岩体西覆盖

和东覆盖区大部分
,

它们的投影 区靠近

轴
,

,

均有含铁高 平均 匕 为
·

黝 和

含铁 低 平 均 为 的 特 点
,

从而 比值较前者为 高
,

一 般 在 左

右
,

为超镁质纯橄岩
。

反映右石丛性程度的
,

勿 值较前述为低
,
平均约 。,

衣明宕石
“

比前者偏酸性
。

由于镁铁的变化
,
致使前者

造岩矿物橄榄石 以贵橄榄石为主
,

雨后名 以

镁橄榄石为主
。

因此
,

从岩化特征看
,

本区

存在着在化学成分上有一定差异的两种纯橄

岩相
。

」

卜 那
、

砚杂岩带的岩石化学成分
,

与

上述纯橄岩相相比
,

有明显差别 表
,

它们的 比值较低
,

为铁

夙蒸性一超基性岩系列岩石
。 ‘

已们 的 位

约在
。

左右
, 表明岩石更为酸性

。

。
铬尖晶石特征

‘

①附生铬尖晶石特征 岩体群中纯橄岩

相附生铬尖 晶石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

一为含

铁铝铬铁矿 , 另一为 含铁铬铁矿
。

从表 可

见
,

基础晶胞中 “ 十

和 ‘的阳离子数 变化

不大
,

主要表现在
、

和
十

的 含量上

有明显差别
,

前 者为 低
, 、 十

高
,

而后者为 高
, 、 “ 十

低
。

因 比 ,

前者

为高铝低铬型 ,

而后者为高铬低铝型铬尖品

石奔
。
它似的投影点分 别落于

· ·

巴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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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某岩体群中不同岩 带 体内岩 矿 石各种参数表

,

‘月

无磁

心

沁沁衬衬
岩石化学成分数字特征征 物性参数及微 元素特征征

磁磁 剩剩 剩剩 极极 倍倍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磁磁 磁磁 化化 力日日
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 偏偏 半半 晕晕

角角 月
· ·

。
岩 体体 纯 橄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

岩 体体 纯 橄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心 。。

西段盖区区 纱 橄 岩岩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

尸尸 东东 相 当当 纯 橄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体体体 搜搜 岩带带带

,

吕吕

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
区区区区 相 当当 纯 橄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岩带带带

岩带带 纯 橄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马带南缘缘 纯 橄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带东部 ⋯纯 橄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二二 几
,

带带带带带 纯 橄 岩岩
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

怡四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
’

⋯
’

,
··

岩 带带 纯 橄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杂杂杂杂
、

万
、

砚砚 透 辉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无磁磁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带带带带 了

、

又又 辉 长 岩岩

说说明
·

磁化串 和剩磁单位为 。一 极化率 够 为拓
,

倍加晕 卜
·

。 的单位 为 ‘。

铬尖晶石数字特征 甲为含铬系数 为含铬分子的含铁系数 甲 为含铝系数数

阅

洛夫三角图解的第万区和 第砚区 图
。

值稍低的 岩体的 岩 带或投影区与它

相重的 带南缘
,

东覆盖区一部分及 岩带

西部 包括 东端深部
,

它们的铬尖晶石类

型为前 一种
。

而 岩带或与它投影区相重的
、

岩体
、

西覆盖区及东 覆盖区大部分和

岩带东端浅部 , 它们的铬尖晶石类型属后

一种
。

可见
,

附生铬尖晶石随两种纯橄岩相

化学成分的变化
, 类型也不一石

由 单 位 晶胞中阳离子数求出的数值特

征
,

含铬系 数 甲 ,

在含铁铝铬 铁 矿 中

低
,

在 含铁铬铁矿中高 , 而含铝系数 甲

与含铬分子的含铁 系 数 “ 与 之 相反

见表
。

、 、

砚杂岩带的附生铬尖晶石与
、

入岩体及西覆盖区
、

岩带等处相同 , 说明

这两个不同系列的岩相 ,

来自同一岩浆源
。

②造矿铬尖晶石特征
、

岩体的 矿

石铬尖晶石类型与 岩体 岩带和 带南 缘

的矿石铬尖晶石类型显然不同
,

各自与其围

岩的尖晶石类型一样 图
。

上述不同岩

带 体的附生铬尖晶石与造矿铬尖晶石均

落于同一 区 , 这种形影相随的特点
,

反映出

矿与各自的母岩在化学成分上的承袭性
。

造矿铬尖晶石的辅助数值特征
,

与附生

铬尖晶石的特点一致 见表
。

物性参数及微量元素特征 我们按同

样分区统计整理
,

发现 岩体的
、

岩 带

及东覆盖区的磁
、

电参数及原生晕
、 、

。的倍加晕
· ·

兰者乘 积 统 计

分布曲线
,

均出现双峰值
,

其曲线右支 第

二个峰值 对应的地质体与附生铬 尖 晶 石



铬铬 尖 晶 石 特 征征

,,

“
“ 晶 石 ‘ ‘ 尖 晶 ““

馨馨重霎嗜嗜
基础晶胞中阳离子数数 数 字 特 征征 矿 石石 铬尖晶晶投投 基础晶胞中阳离子数数 数字特征征

翼翼
名 称称 石类型型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 , 今今 州‘‘ 甲甲 点点

￡ 今今 卜

里 竺 吧吧
。

些 ⋯鲤望
‘‘

。 。

块状铬铁矿矿含铁铬铬 一
。

墨
““

铁矿矿
。

含含铁铬铬铬
·

块状铬铁矿矿铬铁矿矿
铁铁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

含含铁铬铬 ⋯
·

一
· 。 ·

,
·

一
·

铁铁矿矿

厅厅厅厅含含铁铬铬铬
。

二 ⋯二二
。

铁铁矿矿矿矿矿矿

簇⋯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含含铁或或

三三
·

赢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富富铁铝铝
掩掩铁犷犷犷

。 , 。

。
·

。。、
·

“““““““““““
含含铁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铭
铁铁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含含铁铝铝

·

”一一
。 。

中等澳染状状 铝铬铬
·

。
·

。。
·

了了

铬铬铁矿矿矿矿矿 铬 铁 矿矿 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否否铁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括

铁铁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 , , ,

’

一 ’ 一 ’’’’’’’’’’’’

含含铁铝铝
。

傀 哎互互

巨巨巨巨巨巨铬铬铁矿矿矿
,,,, 峥 弓矛 毛

含含铁铝铝
。

中等浸染一一含铁铝铝 二 ⋯二 ⋯⋯铁铁铬矿矿矿矿矿矿
。 尹尹尹尹尹

黔状铬铁铁铬铁矿矿矿 ‘
’

。 , 。
·

‘。
‘ ‘

吕‘‘‘

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一稠密密铝铬铁铁 里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状铬铁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一

司
一一

。 , 」八八
‘ 一 ,

类型含铁铝铬铁矿区域一致 而曲 线 左 支
第一个峰值 对应的地质体与附生铬尖晶

石类型含铁铬铁矿地区相同
,

表明本区两种

纯橄岩相在岩石物理性质与微量元素含量上

也不一样
。

现把各特征值列述如下

①磁参数
、

磁化率 和剩磁 的特征 从

表 可见
,

附生铬尖晶石为含铁铝铬铁矿的

岩 带 体
,

为
一 。

,

为
一 “

而含铁铬铁矿的岩 带 体 杂岩除外
,

为
一 “ ,

为
一

。 。 。

因此
,

可 以 看

出两种纯橄岩相磁饵不一
,

后者比前者低
。

、

剩余磁化偏角 特征 岩体 岩

带的剩磁偏角为
“ , 而 岩 体 为

,

这

是由于构造线方向变动
,

致使二者相差
。

见图
。

岩带东部剩磁偏角与 岩带

完全一样 , 与之西部近乎相反
,

西部剩磁偏

角为
。 , 与 岩带剩磁偏角接近

。

见表
。

杂 岩 带 表 现 为 无磁至弱磁性
,

为
一 “ ,

为
一 匕

。 ,

它们的剩磁偏角均在
。

士
。

②电参数

邢的 变化与磁性特征一致
,

在磁 性 高

的 纯 橄 岩 带 体内
,

邢 也高 , 为 。

, 在磁性低的 纯 橄 岩 带 体内
,

几 也 低
,

为
。

前者比后者平 均

高约 倍
。

杂岩带的极化率在超基性岩体中最低
,

均在 。 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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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岩 带 体体 附生铬尖晶石石 造矿铬尖晶石石

投投投影点及编号号 投影点及编号号
岩 体体 ‘

岩 体 口 一

西砚盖区区

岩岩
’’’’’’’’’’’’’’’’’’’’’’

休休休 东砚盖区
、

岩带带 中
、

带南旅旅

扭扭扭岩带带
、

岩带带 丘
,路带带

」

③微量元素
、 、 。倍加晕特征

倍加晕在两种纯橄岩相中差别 更 加 明

显
,

在高磁
、

高极化率的纯橄岩中为
, , 而在低磁

、

低极化率的纯橄岩

中则为 ”。

前者比后 者 高

达 倍
。

杂岩带中倍加晕介于上述两种纯橄岩之

间
,

为 “ 妞 。

上述特征表明纯橄岩相与杂岩带差异很

大
。

结合附生铬尖晶石类型等特征
, 、

岩带及 互岩带东
、

西部并非同一纯橄岩相
。

理一化性质不同的两种纯橄岩相 , 说明成岩

时其物理化学条件是不一致的
。

二 参数特征 与成岩之 间的关 系

基性一超基性岩 , 一般是在中深成相熔

离结晶分异 , 经构造运动到达上侵部位
,

很

少与围岩作用 ,

故总体还是保持原始岩浆成

分
,

从而反映在岩 矿 石的物理性质与化

学成分上应该大体接近
,

岩相之间如果是分

异的话
,

参数特征一般变化不大或呈渐变过

渡关系 , 反之不同期次或同期不同次所形成

的岩性相同的岩 带 体 , 由于它们在不同

的理一化条件下形成
,

故 在 岩 矿 石 的

物理性质与化学成分上必然有较大差异 ,

参



数特征表现为突变关系
, 甚至出现 相 反 现 从图 看

,

’岩带与 岩带岩石化学成

象
。

基于此点
,

根据参数特征
,

我们对某岩 分投影区相重
,

但从附生铬尖晶石
, 磁

、

电

体群各岩 带 体之间的生成关系
,

提出以 参数及倍加晕特征看
,

东
、

西部有 明 显 差

下几点看法 另公 各自与
、

岩带类似
,

因此
,

若带

岩体的杂岩带与纯橄岩相关
、

系 东部应为 岩带纯橄岩相
,

西部为 岩带纯
、

万
、

砚杂岩带与纯橄岩相 , 它们为 橄岩相 见表
。

两种不同系列的岩类
,

无论岩石化学成分及 关于东
、

西覆盖区
,

前人众说纷云
,

归

物理参数特征
,

均有明显差别
,

同时在纯橄 结有三种看法

岩相中见有杂岩带辉石岩之捕虏体
,

因此
,

①东
、

西覆盖区之纯橄岩相为
、

带

杂岩带为先成侵入岩相
,

而纯橄岩为后成侵 纯橄岩延伸汇合体
,

因此南
、

北 各自为 岩

入岩相
。 、

带和 岩带之纯橄岩 ,

岩体纯橄岩相
、

岩 带 之 间 关 ②东
、

西覆盖区均为 岩 带 之 纯橄岩

系 相 ,

前人根据含矿情况
,

把 岩带称为含矿 ③西覆盖区为 岩带纯橄岩相
、

而东覆

纯橄岩相 , 而 岩带 带南缘除外 称为 盖区大部分为 岩带纯橄岩
,

少部分为 岩

非含矿纯橄岩相 , 又据岩化和铬尖晶石之差 带纯橄岩
。

异
,

认为二者为分异关系
。

经参数 统 计 整 根据岩石化学
、

单矿物分析结果及物性

理
,

分析对比结果
,

我们认为并非如此
,

现 和倍加晕等参数特征 , 按南
、

北分区统计的

把二者主要参数特征不同之点
,

列于表
。

全面分析对比结果
,
我们同意第三 点 看 法

从表 可见
, 、

岩带的两种纯橄岩 图
。

相
,

各参数值相差 倍
,

甚至 倍多
, 呈 岩体

、

岩带两种纯橄岩相生 成

明显突变关系
,

同时附生铬尖晶石及橄榄石 关系

类型和剩磁偏角等差异甚大
。

这些特点均表 首先参数特征对比表明
,

岩带东部与

明在成岩时的理一化条件不尽相同
,

因此
,

岩带纯橄岩为同次产物
,

它们被与 岩带

我们认为二者并非分异关系
,

而是两次侵入 相同岩性的 带南缘穿插 , 其次
,

东覆盖区

即同期不同次产物
。

类似 岩带之纯橄岩 相对为低磁
、

低极化
·

岩体的 岩带及东 , 西覆盖区归属
一

率 中有类似 岩带纯橄岩 高磁
、

高极化率

问题 零星分布
,

即侵入其中 图 第三
,

根据

飞飞沪之色色
岩 带带 岩 带带

第一次傻入非含矿纯橄岩相 第二次畏入含矿纯橄岩相

禅禅揽石类型型 谈 橄 榄 石石 贵橄榄石石

附附生格尖晶石类型型 高铬低铝型含铁铬铁矿矿 高铝低铬型含铁铝铬铁矿矿

磁磁 化 率 一 义 一

剩剩 磁
一 “ 一

剩剩 磁 偏 角

极极 化 率 多多
,

拓拓

倍倍加晕
· ·

也



相同岩性
,

由于时代不同 或期次不同 标

本测定结果
,

较老岩石比较新岩石 磁 性 较

低
。

依上述三点
,

我们认为 岩带或类似

岩带之纯橄岩为第一次侵 入 的 纯 橄 岩 湘
, 而 岩带

,

带南缘
,

岩 带 西

部及东覆盖区一部分
,

为第二次侵入的纯橄

岩相
。

岩体之间的成因关系

从表 及不同岩 带 体内岩 矿 石

各种参数分布特征的论述
、

分析对比结果
,

可以清楚地看出
, 、

岩体之纯橄岩 相 与

岩体之 岩带
、

岩带东部
、

西菠盖区 及

东援盖区大部分之纯橄岩
,

它们 的岩石化学

成分投影点区域基本重合
,

附生铬尖晶石类

型一样
,

比值及磁
、

电和倍加晕等参数

特征基本接近或类似
,

因此
,

为同期同次形

成
。

四
、

划分两次 入纯橄岩相对找矿

格 的愈义

从地质情况可知
,

本区主要工业矿体赋

存于 岩体的 岩带内
,

参数特征与之相 同

的同次形成的纯橄岩相如 带南缘亦见有少

量工业矿体
。

资料表明此岩相岩石 基 性 程

度高
,

主要造矿元素
、

及 “ 含量 高

一

。
为

,

为
· , 十

为
,

这 是 有利

成 矿 的 先决条件
。

它们的 磁
、

电 参 数

为 一 一 ,

为 一
。 , 月 为

· ,

反映物理场为高磁高极化率

的特点 , 而第一次侵入的纯橄岩相的主要造

矿元 素
, 、 、 ‘

含 量 低

为
,

为
,

十

为
,

同时根据铬 尖 晶 石

的辅助数值特征看
,

和 岩体及 岩 体 的

岩带
、

岩带东部
、

西覆盖区和东凌盖区大

部分含铬系数较 岩体 带 或相同岩相 为

高 , 而含铝系数 印 和含铬 分子的含铁系

数 较 岩带 或相同岩相 为低
,

岩

石偏酸性
。

这些特点表明
,

此种纯橄岩相不

利于成矿或只有规模小高品位的矿化体
。

相

对前者为低磁低极化率 的 特 征
,

为 。

一 ,

为
一 ‘ · · · ,

为
· · 。

因

此
,

在本区超基性岩体群中
,

利用磁
、

电等

综合物探方法
,

可 以有效地在未知区
,

特别

是在覆盖区寻找和圈定第二次入侵的纯橄岩

相一含矿纯橄岩相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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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
,

及在沉积阶段具有一定矿化浓集
,

而在变质改造中成为工业矿体的变成矿床 , 次要的为

成矿物质来自古老的含铜火山建造或其他含铜地质体的剥蚀
。

矿床特点虽介于火山岩型与沉

积岩型铜矿之间
,

而具有独特性
。

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区别有如表
。

因此不宜把它

从属于火山岩型或沉积岩型铜矿范畴
,

而必须赋予它一种独立的铜矿类型概念
,

变质岩型铜矿的形成与地槽发展特点紧密相关
。

地槽发展具有旋回性
,

旋回的沉积阶段

性鲜明 存在着陆屑建造向碳酸盐建造的发展
,

各沉积阶段相应有钠质火山岩类发育
,

从

而使地槽沉积具有火山一沉积建造的特征
。

这类地槽沉积层中有产生变质岩型铜矿的可能
,

尤其在韵律发育
、

振荡明显的地槽坳陷期沉积层中
。

地槽的坳陷缓慢
,

地槽海深度很浅
,

坳

陷与堆积长期趋向平衡
,

发展过程缺乏振荡和突变
,

沉积层厚度虽然可能很大
,

然而沉积物

质单调
,

火山岩类少见
,

这类地槽沉积层中极少能形成较大规模的变质岩型铜矿
。

从我国已知变质岩型铜矿在区域上的分布和成矿地质条件资料分析
,

陆台的边缘地区
,

有前寒武系基底层大片出露的次一级地轴或地盾构造单元的边部
,

尤其
一

是那些呈岛状或半岛

状出露的更次级构造单元
,

是寻找变质岩型铜矿的有远景地段
。

同样
,

对古生代褶皱带与陆

台相邻接的地段也不应忽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