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都共生或伴生有大量有色
、

稀有金

属和分散元素
。

个 旧矿区迄今 已探明

锡
、

铜
、

铅
、

锌
、

钨
、

被
、

钥
、

快
、

锢
、

褚
、

稼
、

银
、

福
、

妮
、

错等 种

矿产
。

大厂矿 区除锡外还丰产锌
、

铅
、

铜
、

锑
、

砷
、

硫
、

钨
、

汞
、

银
、

钻 等矿产 , 此外 , 就工业意义和经济

价值而育
,

其中伴生的锢
、

福最大
,

硒
、

祖
、

妮
、

稼次之 , 再 次是啼
、

铭
、

杭
。

据统计 ,

大厂 锡矿中伴生的

栩经济价值可 与锡相当
。

所 以在开展

拐矿的工作中
, 一 定 要重视综合勘

探
、

综合评价和 综合 利用
。

开拓新的研 完领域
在这 次会议上 ,

许多新 的研究领

域引起 了代 表们的兴趣
。

生物确 近年来
,

随着矿床

成因理 论研究的发展 , 生物礁与金属

矿床形成的关系 ,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

注意
。

据介绍 ,

广西大厂发现近 平

方公里的长圆形弯丘状生物成因的确

杂岩
。

确体内外的矿 床 已 有初步揭

耳
, 主 要是不同形态的锡石一寿金属

硫化物矿床
, 少数为夕卡岩化一角岩

化锌硫化物矿床
。

锡与 的成因联系

尚待进一步研究 ,

但铅
、

锌 含量往生

物确方向有明显增高趋势
。

从 区城上

看
,

锑矿床与确杂岩关系密切
, 确带

与矿带的地理分布重合
。

含锡磁铁矿夕卡岩 国 外若

干矿区及我国广东
、

内蒙
、

四川
、

云

南等地都有含锡磁铁矿夕卡岩产出
。

该类矿石普遍含锡 , 但 很少出现锡

石 , 具有品位低
、

储量大的特点
。

研

究这 类矿床中锡的斌存状态 , 对寻找

新矿床类型 不无益处
。

据说
, 这种锡

的回收利用
,

选矿技术 已有突破
。

锡矿床中的做量元素 如前

所述 ,
锡矿床中含有大量分散元素

。

这 些元素除经济价值外
, 对探讨矿床

成因也很有指示意义
。

中国科学院地

球化学研究所章振根等在会上报告了

广西大厂矿 田中分散元素 的 分 布特

征
,

提限人们注惫
。

新类型的找矿问题 昆明工

学院马镇坤在谈到个旧西区找矿 间题

时指出 , 要 研究新的成矿条件和新的

矿床类型
。

他说
, 国外已发现与基性

岩有关的海相火山岩型锡矿床和大型

斑岩拐矿床
, 值得注意

。

今后工作意 见

加强对锡矿分布密集的 南

岭
、

兰江
、

川滇矿带的研究
, 以期使

这些地 区 的特长能充分发挥
。

同时
,

也要注意过去不太重视的锡矿带
, 开

辟新途径
。

冶金地质找矿工作的重 点

放在最佳类型
、

最佳地 区 上 , 以矿床

时 空分布规律
、

找矿方 向 的 研 究为

主 ,

锡矿的研 究也应这样
。

希望有关

地质院校 系
、

研究所从理 论探讨

方 面予 以配合
。

有锡矿成矿条件的省 汉

应 成立专门的研究组 , 系 统整理 有关

资料
。

各单位 之 间应加强联系 , 交流

工作经 验和资料成果
。

注意综合研 究
、

综合找矿

评价和矿产的综 合利用
。

本 刊 通讯 员

谈谈重砂测量找金的局 限性

浙江省地质科学研 究所 梁子豪

重砂测量 , 是普查找矿常用 而 又 比 较有效的手段之

一 , 但是对黄金普查来说 , 它却有很大的局 限性
。

因为重

砂洲量之所 以有效
,

除 了矿物本身有较大的比重外
’

,
还须

具备几个前提条件
,

即 重矿物顺粒 的大小 , 必 须能

在一般重砂鉴定仪 器 中分辨出来 , 某种重矿物若斌存

于其他矿物中
,

则必须使之从寄居矿物中解离出来 , 矿

床必须经地表暴膝 , 长期受风化剥蚀 , 为重砂提供物质来

稼

根据这几 个前提考察
, 就会发现 以 下问题

有的金矿床 , 黄 金粒度极小
, 小到在双 目俄下无

法分辨
。

如 山东某金矿
,
黄金粒径小于 微米者占

,

徽米者占 ,

微米者占 ,

大子

徽米者占
。

浙江某金矿的 自然金粒度一般为

徽米
。

实际上粒度小于 徽米在双 目镜下即无法辨认 ,

也就是说
,

在这 些 金矿床 中
,

会有很大一 部分 金较在重砂

鉴定时被漏掉
。

美 国 的卡林金矿 , 最初就是 因为金拉细小
,

在重砂测量中未被发现
, 后 来采用地 质 与 化探结合的方

法 , 才发现 它是一 个规模巨大 储量 吨 的金矿床
。

自然金的赋存状 态 复 杂
。

据 已有资料
,

自然 金

或银金矿
、

金银矿 的欺存状态主 要有 以 下几种 ①被

包裹于硫化矿物 如黄铁矿
、

闪锌矿
、

黄铜矿等 中
。

②被

包裹于 石英或硅铝酸盐矿物 如绢云 母
、

长石
、

绿帘石

等 中
。

③生长于硫化矿物
、

石英和硅 铝酸盐矿物之裂晾

中
。

④生长于先成矿物颖粒的间晾中
。

当风化剥蚀作用并

不十分强 烈时
,

第 ① ③类金粒是难 以从载体矿物中解离

出来的
。

这时
,

在重砂矿物中
,

只看到一 些硫化矿物或石

英和硅铝酸盐矿物
,

而看不到金粒 ,

或者只在个别样品 中

偶尔见到几粒
。

浙江某金矿的选矿试 验表明 , 在 粗 粒 级的浮选尾矿

中
, 一部分极细金粒存在于 石英之 中

,

少量细粒 自然金包

在褐铁 矿中
。

如果在野外进行天 然重砂淘洗时
, 这部分金

粒 就有可能流失掉
。

结 果 在 重矿物部分 ,

金粒就 大为减

少 , 甚至 看不到
。

浙江有几个原生金矿点
, 在对其周围水

系进行的重砂 测量 时
,

竟未发现过金异常
。

矿床遭受剥蚀的程度不同
。

很明显 , 若原生 金矿

床处于隐伏状态 ,
在其周 围的水系 或残坡积层 ,

就没有金

的机械分散晕 , 在重砂矿物中也就见不到金粒
。

可见
,

在 利用前人的重砂测量 成果时
, 要 具体分析

,

不要一看到没有金异常的地段就予 以否定
。

要根据金矿的

成矿地质条件进行具体考察 如地层和造 ,
混合岩化作用

强 度
,

后期热液叠加作用 , 蚀变情构况 , 化 探效果 等
,

同时要 改进重砂 鉴定的方法
,

如抽一定数量的样 品在偏光

镜下检查 ,

对进入重 矿物部分的硫化矿物
、

石英及硅铝酸

盐等矿物进行金的测定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