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引起重视的一种金矿类型

—产
气

于碳酸盐地层中的金矿成矿特征及其找扩方向

弓长 甲 忠

产于碳酸盐地层 中的金矿
,

对我国来说

是个新的金矿类型
。

多数矿床中的金极其微

小又高度分散
,

绝大多数是肉眼不可见的
。

这种金矿类型在本世纪六十年代通过地
·

质和化探工作才肯定了它的 巨大工业意义
,

典型矿床是美国内华达州卡林金矿
。

该矿床
母台年估计金储量为 。吨

,

平 均 品 位
‘

克 吨
,

到 年初
,

保有储量约 吨
,

平

均品位 克 吨
。

在我国
,

近十年来在碳酸盐地层中也不

断发现这类矿床
。

已知有 多处矿床 点
,

有的具有工业意义
。

本文根据前几年的调查

结果
,

对该类金矿床的成矿条件和成矿特征

综合整理如下
。

矿化层位及其含矿性

碳酸盐地层中的金矿化
,

可以发生在不

同的地质时期和构造单位内
。

但无论产于何

处
,

都强烈地显现 出层位性
。

据已有资料
,

具有意义的层位主要有 个 表
。

太古界雁岭沟组 分布于河南西部伏

牛一大别山弧形构造带的西端及其与南阳盆

地北西边缘毗邻地带
。

地层由一套变质岩组

成
,

主要岩性为变质粉砂岩
、

」

硅质大理岩
、

白云石大理岩
、

含石墨大理岩 和 斜 长 角闪

岩
。

金矿化产于含石墨大理岩中
,

矿体呈扁

豆状和不规则脉状沿层间断续展布
,

受与区

域构造线一致的呈平行带状分布的北西向次

级断裂控制
。

典型矿床为河南镇平坦头山金

矿
。

元古界辽河群大石桥组 广泛发育于

辽宁凤城
、

山由岩一带
,

分上
、

中
、

下三个岩

段
。

矿化产生在 段
,

主要岩性 为红柱石大

理岩带
、

灰黑色碳质大理岩互层带和条带状

大理岩带
。

金矿体主要赋存于灰黑色碳质大

理岩互层带
,

并具有多层含矿性的特点
。

矿

体呈囊状
、

扁豆状 , 受层间裂隙构造控制 ,

官矿体往往产于小型背斜轴部及 续两议
。

代

表扣
“

床为辽宁凤城小北均金矿
。

元古界老岭群珍珠门组 分布丫 公林

东南部
,

主要由白云质大理岩
、

条带状大理

岩
、

云母片岩和千枚状板岩组成
。

岩层 ,小

型褶曲构造 发育
。

金矿化产在 白云质大理岩

中
,

受北东向层间构造控 制
。

矿 体 多呈筒

状
、

囊状和网脉状
,

前两者
‘

诊具工业价叭
,

后者规模较小
,

意义不大
。

典型矿床为金厂

金矿
。

中下震旦系碧口 群郭家沟组 主要分

布在陕西西南部勉县
、

略阳
、

阳平关三角地

带
。

该组由三个岩段组成
,

从 下 而 上分别

为 酸性火山凝灰岩段
,

夹少 玫中酸性一基

性火山熔岩
、

火山砾岩 , 碳 质 和 钙 质板岩

段
,

尖石英砂岩和大理岩 厚层状硅质 白云

岩段
。

金矿化主要产于上部和中部两个岩段

的接触部位
,

次为中部岩段的岩层界面
,

沿

层展布
,

受层间破碎带
、

层间汾动带和岩层

裂隙构造控制
。

矿体多呈扁豆状
、

透镜状和

不规则脉状
。

矿床实例为李家沟金矿
。

上震旦 系灯影组 在四川盐源
、

丽江

一带发育
,

主要由灰岩组成
。

在其中下部岩

层中金刃
“

化强
,

前人曾大呈。日 「采过
,

老桐甚

多
。

矿体呈层状或似层状沿岩层 界面 产出
,

受层间破碎带和裂隙构造控制
。

代表矿床为

马波洛金矿
。

。

泥盆系标水崖组 分布在四川西部地

区
,

分上
、

下两层
。

上部为薄至 中厚层状白

云岩 , 下部是块层状 白云岩
。

岩层褶皱构造

和层间裂隙很发育
。

矿休 产于下部层浅灰一

灰白色块层状结晶 白云岩 中
,

呈 不 规则脉

状
、

似透镜状
,

受岩层小褶曲和层间破碎带

及其裂隙构造控制
。

典型矿床 为 广 金 坪金

矿
。

泥盆系 佘田 桥组 发育 于湖南衡东

一带
,

分上
、

下两段
。

上段为泥质灰岩夹少



我国碳酸盐地层 中金矿赋存层位及其含矿性特征表 表

层层 序 及 含 矿 层 位位 矿体主要要 近矿围岩岩 产 地地 尹尹 矿体形态态
赋赋赋 存部位位位位 含

、

矿 性性性

石石石 中中 黄黄 灰岩岩 本组顶顶 上盘多为厚层层 安徽马山山 矿化普遍
, 已知矿体致条

,

长长 通债状状

炭炭炭
、 部部 龙龙 段段 部和底部部 状结晶灰岩岩 四川金 山山 米左右

, 延深 米
、

厚 似层状状

系系系系 组组组组组 两岩段段 下盘为 自云岩岩 广西叫吸吸 匕米
。

一般 品位 克 吨 ,, 扁豆状状
白白白白白云云 之 间间间间 最高达百克 吨吨吨

岩岩岩岩岩段段段段段段段

泥泥泥 上上 佘佘 上上 在两段段 上盘为 泥质质 前 人曾开采过
,

主 , 矿体“ 三三 通忱状状

盆盆盆 部部 田田 段段 之 间间 灰岩
, 下盘盘 ‘ 南“ 峡

⋯竺几望
“

石几袋煮髻瞿瞿
扁豆状状

系系系系 桥桥桥桥桥桥 为硅化灰岩岩
·

一
·

克 吨吨 似层状状组组组组组
·

下下下下下下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中中中中 林林 上部部 在下部部 浅灰色块层层 四川广金坪坪 前人大量开采过
, 已 气二 条 矿矿 材枝状状

部部部部 水水 层层 层 顶部部 状 白云岩岩 紫姑皮
、

金金 体
,

长百米
、

厚 米左右
、

品位位 似进债状状
崖崖崖崖崖崖崖崖崖崖 花润

、

麻哈哈 克 吨左右
。。。

组组组组组 下部部部部部部部
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震震震 上上 灯灯 中中 灰 岩岩 四川马波波 前人开采过 , 矿体长百余米
,

宽宽 层 状状

且且且 银银 影影 下下下 洛‘ 银厂厂 米左右
、

延深百米以上
、

品品 似层状状

系系系系 组组 部部部 坪等等 位较低
,

个别 克 吨吨吨

中中中中 郭郭 上部部 上
、

中部部 碳质板岩岩 陕西李家沟沟 矿化普邀
, 已 知 个矿体

,

长百百 进倪状状

下下下下 家家家家家 接触处处 夹 白云岩岩岩 米之 内
、

宽 米
,

品位 克克 状状部部部部 沟沟 中部部部部部 吨 , 个别高达 克 吨以上
。。

月豆状状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下下下下下部部部部部部部

元元元 老老 珍珍 中中 白云质质 吉林金厂厂 矿体规棋小
, 长 米

、

宽 筒 状状

古古古 岭岭 珠珠 上上 大理岩岩岩 与米
、

延深 米 以 上
,

品位位 状状
界界界 群群 门门 部部部部 高

,

克 吨吨 网脉状状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辽辽辽辽 大大 上部部部 灰黑色碳碳 江宁小北北 矿化普追
, 已知十多条矿体

,
长长 级 状状

河河河河 石石石石石石 质大理岩岩 沟
、

大愉愉 米
、

宽 米左右
、

廷深深 启豆状状
群群群群 桥桥 中部部部部 树等等 米以上

,

品位 克 吨吨吨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太太太 雁雁 中中 含石 皿皿 河南坦坦 前人开采过
, 旧碉 多矿体 , 长长 透镜状状

古古古 岭岭 下下 大理岩岩 头山山 米左右
、

延深百余米
,

暇化化 不规则脉状状
界界界 沟沟 部部部部 矿石 品位高 , 克 吨左右右 似层状状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扁豆状状

气卜

梢

量碎屑灰岩 下段主要 为厚层状和花斑状灰

岩夹少量 白云岩
。

金
、

汞
、

砷矿体主要赋存

在上段泥质灰岩与下段硅化灰岩相接触的层
间破碎矿化带内

。

矿化带沿层延 长 对两 千

米
, 金

、

汞矿体相伴断续赋存其中 图
。

矿体有两种
,

一是顺层充填的扁豆状矿体
,

受层间断裂控制 另一种是产于灰岩裂隙及

方解石体晶洞中的单个矿体
,

规模小
,

形态

复杂
,

工业意义不大
。

石峡金矿产于此层
。

石炭 系黄龙组 广泛发育在安徽铜陵

地区和广西田阳一带
。

安徽的 黄 龙 组 分成

上
、

下两个岩段 下 部为白云岩段
,

上部为

灰岩段
。

广西 田阳 自黄龙组下部是中厚层状

生物碎屑灰岩
,

在其层间和裂隙构造 中充填

含金石英一方解石脉
,

如叫馒金矿 图
安徽黄龙组金矿化主要产于两个岩段之

间的接触部位
,

次为白云岩段的下部
。

矿体

多呈透镜状
,

少数为似层状和脉状
,

受岩层及

层间裂隙构造控制
。

代表矿床为马山金矿
。

成矿地质特征

多数矿床矿化的直接围岩多半是硅化

灰岩
、

含石墨大理岩
、

碳质大理岩
、

块状结

晶白云岩
、

条带状大理岩等
。

可见
,

矿化似

乎是与岩石变质程度关系不太大 ,

而与碳质
和岩石的渗透性孔隙度关系密切

。

上述岩石

类型具有含碳多
、

渗透性强
、

孔隙度高的特

点
,

从而有利于交代成矿
。

特别是当这些岩

州



洲叮导瓦 伏子湘上组上部白云岩灰岩

阵层袄岩夹少 白云者 忽

呀
‘

护伪

俘层灰岩

厚层灰岩夹白云岩

泥质灰岩央灰岩
和泥版灰岩
耳层状灰岩顶娜硅化

豆状等 ,
与围岩界线清楚

,

矿体上下奈蚀变

强度较强
,

范围窄
。

矿石品位较高
,

规枝不

大
,

这不同于卡林矿床
。

小北沟
、

马山和金

厂及叫馒金矿属此类
。

矿体分布部位及形态 首 先 严 格受 今净

层
,

其次受构造控制
。

大体可分四种情况

第一种
,

矿化富集常产生在两种不 司岩

性界面或岩性相同
、

岩层不同的层面上
。

如

马山矿床最为明显 图
,

矿体赋存在组
一

‘

组和岩段与岩段之间的界面上
,

而以黄尤组

下段白云岩与上段大理岩之间岩卞界面为报

好
。

矿体多为透镜状
,

次为似民状
。

第二种
,

层间构造 包括层户破 辛丫
、

层间裂隙和层间滑动 是矿体 赋 存 有 利场

所
。

它所控制的矿体
,

往往是断续延 长
,

规

映较大
。

如李家沟金矿 图
,

主要矿休多

沿白云岩和板岩之间的层间破碎断裂带反 终

次级裂隙构造展布
,

呈透镜状
、

扁豆状等
。

第三种
,

受岩层中裂隙构造控制
,

矿体

规模一般不大
,

多为网脉状
、

细 州大和及染

状
。

如董家沟金矿 图
,

矿体产于大理

囚团回回囱佘田挑组下部

佘田桥组

上。

国摆黯奈爵“

互习碎 , 灰称 硅质‘岩

隆绷‘ 体

巨三犷化带

玛 刀 组

丫 ’

鑫
图 , 石粱汞

、

金
、

砷矿区地质图

。。

澡彝巍龚龚

片片珍翅绝鱿
、护 ‘

平浮赎入户户
触触之二亘皿盏户匕匕比土乡

‘

只江老 飞飞

胃胃篓幂肇惹二赞
、、

一一 二多扩炭雾
、‘

、、

入 占

债龙组中娜结品灰岩

含全石英方娜石犷体

货龙组下郁生钧碎门灰岩

含全方幼石角璐岩体

匝 」

囚
方娜石体及编号

方娜石角璐岩体

园
名困胭勺

图 叫唤金矿区 一 剖面图

石处于由泥质灰岩或板岩构成的遮盖层之下

时
,

矿液在容矿层中更能充分地进行选择交

代
。

很显然
,

这些岩石是成矿的有利围岩
,

显示出岩性对成矿的专属性
。

含金地质体可分为二类 一类是蚀变

岩石本身就是矿体
,

赋存于蚀变矿 匕带中
,

呈浸染状
,

与围岩界线不清楚
,

要靠化验结

果来圈定
。

矿石品位一般较低
,

规模较大
,

与美国卡林矿床很相似 表
。

石峡
、

李

家沟
、

坦头山、 马波洛金矿等属此类
。

另一
类为含金石英脉

、

含金硫铁矿脉和含金石英

一方解石脉是矿体
,

多呈脉状
、

透锐状
、

扁

巨刃龙秘

【豆刃孤她

匡习服组

区立〕翻组

〔亚 〕黄朋上段

匹囚黄姗下段

匹习高刚组

国班组

闪长冷

夕卜岩

图 马山 矿区 线剖而



我 国 李 家 沟
、

石 峡 金 矿 与 美 国 卡 林 金 矿 对 比 表 表

矿 床 名 称
一

位 ⋯
矿体斌存部

位及矿化 围岩

乍 家 沟 石 峡 卡 林

皮 旦 系碧 日 价郭家沟组 泥盆 系上统佘田桥组

矿体赋存 含碳质板岩 与硅质 白云 矿体赋存硅化灰岩与泥质灰岩接

岩 的接触 处及 白云岩中
,

为含碳质 板岩及 白云岩

矿化 围岩 触处
,

矿化围岩为灰岩
、

白云岩
、

泥质岩等

志留系顶部

矿体斌存于板岩
、

粉砂岩
、

灰岩
、

白云质灰岩及砂岩的硅 化琳撼破酸

盐岩层 中

控 矿 构 造 近 东 西 向层 间破碎断裂带及其平

一行的 次级裂 隙构造分属导矿和 储矿

构 造

主 要 为 硅 化
,

黄铁矿化 , 碳酸盐

东西 向逆断层及 次级北西 向正 断

层 属导矿构造
。

硅化灰岩为 容矿

层
, 泥质灰岩为遮盖层

成矿前低角度逆断层 和高角度正

断层相交切
。

此断裂属于 导矿构造

近 矿 围岩蚀 主要 为硅 化
,

黄铁矿化
,

方解石 主要为硅化 , 黄铁矿化
。

矿体产
变及 与矿化关 化

。

矿体产 丁 蚀变矿化强 烈发育处吮 矿体形态及 分布严格受硅化灰 于 硅化 强 烈发育地段上

系 岩 控制

矿物 组 合及

特点

自然金
、

黄铁矿
、

与白云岩 的硅

化相伴生

以 自然金
、

雌黄
、

辰砂
、

锑矿为
其特征

,

与灰岩强 烈硅 化相伴生
,

以 自然金
、

雄黄
、

辰砂
、

辉锑矿

为特征
,

与灰岩强 烈硅 化
,

钨矿化

属于 低温 热液 一 一 一 相伴生 ,‘ 属于低沮热液 一 一

元素 序列 一 元素序列

自然 金粒度 粒径
·

微 米的呈 自然 金
,

含 粒径

及 赋 存状 态 量很 少 ,

与黄铁矿
、

石 英
、

方解石
‘

然 金状 态

攀米
,

显微金
,

呈 自
,

占矿石 金含量 左
等矿物伴生

粒径 。 微米的含蟹多

右
,

与黄铁矿 , 石英等格伴生 , 粒

径 徽 米以下 的为 次显徽 金和胶

体 金 ,
被粘土矿物

,
有机炭等吸 附

,

占矿石 金含量 以上

粒径 徽米为显徽金 , 常

自然金
,

与黄铁矿
、

石英
、

重晶
、

方解石 等相伴生
。

粒径

徽 米为 次显徽金 ,

与粘土矿物

相伴生
,

狡径小于 徽米为胶体

金
, 被粘土矿物

,

碳质物和铁硫化

物吸 附

口
化带

龚氢二
姗 灯体阴号

‘扩
声二

图 李家沟矿区平面地质示意图 咸劲 证
氏 翎

岩中的裂隙构造 内
,

呈扁豆体状密集成群出

现
。

第四种
,

受岩层小型褶曲构造控制
,

涵
是背斜 , 其轴部和近轴部附近

,

是成矿有利

构造部位
。

如广金坪金矿 图
,

矿休受黄

水沟小型背斜构造控制 ,

断续沿岩层分布
。

, ’

鬓夔馨彝彝
二二

入

夕 一 丝
·

, , 呀
‘ ,

闻

三」含金矿体

图 董家沟矿区 号脉形态素描图 图 广金坪

【三 断 层巨习老 报【三困滩

号矿体赋存位置平面图



近矿围岩蚀变虽然种类繁多
,

但多以

普遍而强烈的硅化
、

黄铁矿化为其特征
,

并

与矿化关系最为密切
,

往往是硅化的强弱直

接反映了矿化的强弱
。

有些矿床 如石峡
、

坦头山等 硅化的范围就是矿化的范围
,

也

就是矿体的分布和形态严格地受硅化了的岩

石控制
。

「

其他蚀变类型在不同矿床中表现的强度

不同
,

与矿化关系密切程度也不一样
。

褐铁

矿化
、

粘土化和石墨化等对微细金的选择吸

附和聚集是十分有利的
。

各矿区中岩浆岩石不太发育
,

多以中

酸性一基性
、

超基性岩脉类为主
,

并有少量

冰火山岩
。

主要岩石类型有花 岗 岩
、

闪 长

岩
、

闪长扮岩
、

辉绿岩和辉长岩等
。

在空间

分布上与金矿化关系较为密切
,

往往顺层或

沿断裂及其两侧分布
。

显然
,

在成因上与金

矿化有其内在联系
。

但对此没 作 更 多 的工

作
,

有待进一步探讨
。

矿石中除金而外
,

还 经 常 伴 生砷
、

汞
、

锑
、

硫
、

银
、

锡
、

铅
、

锌
、

铜等元素
。

这些元素在矿床中富集程度有很大差别
,

有
的构成了工业矿体

。

硫
,

在马山矿床富集成矿
,

构成硫铁矿
体

,

金即富集在硫铁矿体之中
,

或其边缘强

硫铁矿化的大理岩和白云岩中
。

有时硫铁矿

体与金矿体一致
,

多数是硫铁矿体大于金矿

体
。

砷和汞
,

在石峡矿床形成了工业矿体
,

与金矿体完全一致
,

但金矿化面积和厚度大

大的超过了砷
。

锡在坦头山矿床达到了工业要求
,

构成

单独的锡矿体
。

由此可见
,
这些伴生元素与金矿呵七不仅

在空间分布上有密切关系
,

而且在成因上也

有内在联系
。

矿石矿物组合以自然金
、

雄黄
、

黄铁

矿
、

辉锑矿
、

辰砂最普遍
。

其次为毒砂
、

雌

黄
、

赤铁矿
、

褐铁矿和少量方 铅 矿
、

闪 锌

矿
、

黄铜矿等硫化物
。

非金属矿物主要为石

英
、

重晶石
、

方解石
、

白云石和少量粘土矿

物
。

根据矿物组合特点和生成顺序大体可划

分三个成矿阶段 早期高温铁铜氧化物和硫

化物成矿阶段 , 中期铜
、

铅
、

锌等硫化物和

自然金成矿阶段 , 晚期汞
、

砷
、

锑硫化物和

自然金成矿阶段
。

晚期阶段是本类型金臼
‘

主

要成矿期
。

自然金粒度在不同形态的矿休中是不

一样的
,

一般来说
,

由蚀变矿化所构成的浸

染状矿体
,

粒度细小
。

粒径 多在 一 。

毫米
,

多半与伊利石等粘 矿物相伴生
,

呈

次显微金
,

是本类型金矿最主要赋存形式
,

占矿石含金量的 以 ’
。

粒径在 , 汪米

以上的呈自然金状态
,

常与黄铁矿
、

石英
、

重晶石
、

方解石等矿物共生在一起
,

约占而

石含金最的
。

在 毫米以下的呈胶体

金状态
,

被粘土矿物和碳质物所吸附
。 ’

然

金的形状多为粒状
、

粉末状
、

小 圆球状
、

棒

状
、

树枝状和片状等
。

由含金石英脉
、

含金

石英方解石脉等所形成的脉状
、

透铰状
、

扁

豆状和筒状的矿体
,

金粒往往较大
,

一般在
。 毫米

,

呈片状粒状为主
,

次为树枝

状和不规则状
,

与黄铁矿
、

石英
、

揭铁矿
、

方解石等矿物相伴生
,

占初
‘一

石金含虽的

以上
。

综上所述
,

我国碳酸盐地层 中的不同金

矿
,

、

在成矿特征上与 国外同类型金矿相比
,

既有独特性又有相似性 表
。

碳酸盐地层中金矿的成因
,

是一个比较

复杂的问题
。

国外大体上有热液成因
,

沉积

成因和与温泉有关三种看法
。

在我国对此金

矿类型研究的不多
,

缺乏足够的数据和充分

的依据来说明成因
,

有待于今 后 进 一 步研

究
。

找 矿 方 向

我国碳酸盐地层分布比较广泛
,

特别是

古生 代地槽区广泛发育
,

这就提供了广阔的

找矿前景
。

通过国内外找矿实践证明
,

在找矿工作

中首先应该注意下列问题

产于碳酸盐地层中的金矿
,

除具有其

特殊性外
,

还与其他类型金矿存在若有机联

系
。

国外找矿实践证明
,

这类金矿常与火山

岩型金矿
,

含金蚀变变粒岩型金矿和砂金矿

组合在一起
,

共生在一个地区
。

国内找矿实践证明
,

古生代地槽区的

碳酸盐地层中金句‘
化较好

,

有些 已 富 集 成

矿
。

所以
,

要特别注意古生代地 价区碳酸盐

地层的找矿
。

本类型金矿的金多具有细小分散 吮
’

一

扩



点
,

故化探找矿是有效的
。

美国卡林矿床的

发现就证明了这一 点
。

因此
,

对碳酸盐地层

中过去曾被遗弃了的矿化地段
,

很有必要用

化探方法重新进行评价
。

此类金矿的找矿标志是 层位和岩性
,

层间构造
,

岩层界面
,

蚀变矿化带
,

较高的

汞
、

砷
、

金化学异常
,

铁帽及老铜等
。

在分析区域资料基础上
,

结合已掌握的

线索
,

提 出下列九片有望区

吉林南部通化地区
,

老岭背斜两翼元

古界老岭群珍珠门组 白云质大理岩和吉林中

部盘石桦甸一带志留泥盆系 呼兰群 大理

岩地层 中开展找矿
,

可能获得成效
。

辽宁东部帕岩本溪一带
,

辽河群大石

桥组和盖县组地层
,

已知有 处矿点产于大

石桥组大理岩中
,

矿化较强
。

对这些矿点及

其外围
,

特别是青城子到草河口 一带
,

开展

找矿工作是颇有希望的
。

晋南中条山地区
,

在下元 古界中条群

蓖子沟组和佘家山组白云质大理岩层中应加

强寻找金铜铂伴生矿床
。

皖南铜陵地区
,

在石炭二迭系地层
,

尤其是石炭系黄龙组地层矿化普遍
,

找矿线

索较多
,

是寻找金
、

硫铁矿最理想的区段
。

湘东衡阳地区
,

泥盆系佘田桥组硅化

灰岩是成矿有利围岩
,

石峡金矿产于其中
。

对此组层位及石峡外围进行找矿
,

是有较大

可能性发现矿化富集地段
。

桂西百色地区田阳一带
,

广泛发育石

炭系黄龙组生物碎屑灰岩
,

矿化较普遍
,

叫
馒金矿产于此层位中

。
’

所以
,

开展本层位及

叫馒矿区外围找矿
,

可望扩大矿区远景
。

陕西西南部三角地带
,

在震旦系碧口

群中寻找这种类型金矿是最具备条件的
。

李

家沟金矿就产于碧 口群地层中
,

位鸡公石向

斜南翼
,

在其北翼开展找矿很有可能发现第

二个李家沟
。

四川松潘
、

甘孜
、

旬 和广元一带
,

石炭二迭系灰岩很发育
,

矿化普遍
,

砂金矿

点也较多
,

灰岩中的含金辰砂方解石石英脉

发现多处
。

因此
,

在本区开展找矿
,

特别是

在砂金矿点的外围进行找矿最有可能发现原

生金矿
。

四川西部丹巴
、

康定
、

冕宁一带
,

泥

盆系城门组和标水崖组地层的大理岩和白云

岩中
,

金矿化较强
,

已知矿点及矿化点 处

以上
,

有的矿点已具有工业价值
。

所以 , 对

这两组地层开展找矿必能获得良好成果
。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
,

得到吉林省冶金地

质勘探公司研究所副所长朱奉三工程师的帮

助
,

并提 出宝贵意见
。

文中的插图由章晶同

志清绘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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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经馨
东南亚 、矿床 组 属组 合

矿 物 组 合 “ 属 组 合 矿 石 类 型 典 ” 矿 区

锡石一磁黄铁矿一磁铁矿 一 层状和夕卡岩型

锡石一绿 泥石

锡石一水锡矿

一

一

较大的脉状

夕卡岩 型

锡石
一

黄锡矿
一

发杂 的硫 化物

锡石一锉云母

锡石一黑钨矿

锡石一妮铁矿

锡石一毒砂一黄铁矿

锡石一方铅矿

锡石
一

钦铁矿
一

钻石
一

独居石

一 一 一

一 一
卫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浅成高温热液型

伟晶岩型

脉 群

伟晶岩型

网 脉 状

冲积砂矿

印尼 勿里 洞 岛 吐住 、

马来亚 肚

马来亚

泰 国

马来亚 ”

马来亚
一

也

国

甸

泰缅

马来亚

奉 国 “

中国个旧

马来亚 山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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