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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锡矿
,

久负盛名
。

我们于去年六月赴泰

考察镶卿
‘ ,

身临其境
,

深感泰国锡矿 资源十分丰

富
,

有其独特的地质条件
,

加之政府重视锡矿业

发展
,

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

锡生产已名

列前茅
,

仅次于马来西亚
,

居世界第二位
,

年

实际生产锡精矿 吨
。

锡矿地质科研方面亦

有其特色
,

对锡矿床的形成条件及找矿标志研究

比较详细
,

在探讨锡矿床与板块构造之间关系方

面正在深入
。

政府为促进锡矿业长远发展
,

还采

取了一些战略性措施
,

诸如 内陆部分
,

建设条

件困难的泰西北山区
,

对外开放
,

鼓励力矿 海

滨部分
,

组织向大陆架深水区域调查勘探
。

已有

初步调查信息表明
,

泰国尚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潜

在锡储量
。

现就实际考察所获
,

初步归纳泰国锡

矿的若干成矿地质特征
,

供研究借鉴参考
。

称东缅一西泰一 马印支造山带
,

泰国境内出璐长

度 公里
,

向北延至缅甸和中国云南省境内
,

清莱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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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泰国地质构造轮廓

泰国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

南北方向最

大长度 公里
,

石洒方向最大宽度 公见 全

国分为五个地文区 西北山地
、

拟 呵叻高原
、

泥

南 中央平啄
、

南部 平岛和退罗湾
。

泰国在地质构造 上分 为两个大单元 东部呵

叻高原属印 支地块
,

西部为缅泰马摺皱山系
。

晚

古生代以后
,

西部 上升
,

东部下降 东西部均发

育有中
、

新生代的山间盆地
,

中央平原和遏罗湾

则是后期下沉的第三纪沉积盆地 见图
。

东部呵叻高原 整个地 区 由呵 叻群 上三

迭统一 白平 系 非海相地层组成
,

发育了良好的

膏盐建造
、

含煤 建造和富 含铜铀矿 床的碎 屑建

造
。

其基底可能是晚古生代地层
,

呵叻群为盖层

不整合于其上 基底褶皱强烈
,

盖层倾斜平缓
。

没有花岗岩类岩石侵入盖层
,

整个右部呵叻高原

未发现有锡矿来
西部缅泰马褶皱山系 缅泰马屠皱山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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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进入马来西亚
,

为世界著名的东南亚锡矿带

的重要组成部分
。

组成该造山带的岩石
,

主要是

花岗岩和古生代沉积物及其变质岩
。

矿产以锡
、

偏

为主
,

还有锑
、

锌
、

铅
、

银
、

铜
、

铁
、

萤石和锰

矿等
。

该造山带在泰国北部
,

大致以泥南河为中线
,

其西岩层向西倒转
,

其东则向东倒转
,

从而 形成



一个巨大的扇状复背抓 或者说 以 循南河为中

线
,

在其东西两侧分别向东和向西呈叠瓦式冲

断
,

而形成从中线向两侧推复的扇状冲断带
。

沿

泥南河中线形成了中央平原和通罗湾构成的巨大

的第三纪沉积盆地
造山带的西部按断裂性质和矿 产特征

,

又可

戈吩三个部分
,

北段 指麦拉玛

一 那空沙旺 连线以北
,

为

南北向断裂体系
,

岩层和断裂走向以及花岗岩体

的出礴长轴均大致呈南北向或略偏北东的弧形
,

锡矿产普遍与钨伴生
,

很少有单独的锡矿
。

中

段 为北西向断裂带
,

其范围北缘是泰国的麦拉

玛经那空沙旺
、

巴真武里 至柬

埔寨金边 南缘是泰国干 差那武里

向南东沿东南海岸延展
。

在此 北西断裂带

中锡钨矿点显著减少
,

而低温的锑
、

钡矿床有所

增加
,

显示其地质背景的变化 南段 为北东向

断裂体系
,

范围在干差那武里以南
,

主要在南部

半岛
,

尤以拉 廊 一 普吉 之

间断裂发育
,

矿点密集
,

南部钥澎
月

床含钨较少
,

甚

至不含钨
,

而以伴生锐担为特征
。

泰国锡矿成矿地质特征

锡矿床与花岗岩类俊入体有密切的空间

关系
,

黑云母花岗岩是含锡的矿源岩 泰国锡矿

床与花岗岩侵入体有密切的空间关系
,

最强烈的

锡矿化出现在造山带花岗岩活动最强烈的地区
,

主要是矿脉带可以出现在花岗岩体的尖峰部位
,

也可以沿花 岗岩岩脊的 侧翼分 布
,

但最强烈的

矿化
,

则分布在尖峰周围的有限范围
。

某些地区锡

和钨矿物浸染在蚀变花岗岩中
,

锡石聚集成为可

以开采的矿床
,

即含锡花岗岩型矿床
,

又利之为

蚀变花岗岩中的浸染型锡石矿床
,

是泰国很重要

的锡矿床类型
。

此外
,

泰国南部也拉府

也有一些类似我 国云南个旧的小矿山
,

那里含

银 锌
、

铜和锡的块状硫化物矿床产于花岗岩和

石灰岩的接触带
。

含锡石的花岗岩有如下一些特征
含锡的蚀变花岗岩多分布在造山区

,

其

产出部位局限在花岗岩岩钟的上部或者靠近围岩

接触带的花岗岩
,

也可能发生在挥发物能穿入的

花岗岩中的软弱带
。

蚀变花岗岩的含锡量比未蚀变的粗粒或

娜伏花岗岩的平均锡含量高出很多
。

据对全国

个地区的花岗岩进行了锡含量的地球化学分析
,

得出如下结论 ①原始花岗岩的锡含量低
,

例如

角闪石花岗岩
,

泰国的富含角闪石的花岗岩没有

与之共生的锡矿来 ②湘粒含锡黑云母花岗岩比

原始花岗岩产生较多的锡矿石
。

③蚀变花岗岩含

有显著高的锡量
,

不但形成原生锡矿床
,

而且在

很多地方找到的砂锡矿是由蚀变花岗岩产生的
。

蚀变花岗岩的结构较细晶岩粗
,

一般是

细粒
、

中粒到粗粒
,

不含锡花岗岩的粒度一般是

粗到很粗粒
,

并常出现很大的长石斑晶
。

蚀变花

岗岩的结构与气化作用有关
,

主要是
、 、

对老花岗岩作用的结果
。

因此
,

斑状黑云母

花岗岩转变为细粒白云母一电气石 高岭石 花岗

岩
,

二者之间的渐变现象很显著
。

富锡地区的花 岗岩总是遭受 了气化作

用
,

花岗岩被气化作用所蚀变
。

蚀变种类有钠长

石化
、

微斜长石化
、

电气石化
、

白云母化
、

高岭

土化及硅化 黑云母花岗岩蚀变后成为电气石一

白云母花岗岩
、

电气石花岗岩或淡色花岗岩
。

黑

云母的量减少到完全消失
,

电气石
、

白云母含量

增加
。

含锡花岗岩中的浅色矿物比不含锡花岗

岩的多
。

所以
,

大多数含锡花岗岩是白色或淡灰

色
,

而不含锡花岗岩为深灰色
、

粉红色及有黑斑

块
。

含锡花 岗岩的酸性 比不含锡花岗岩的

高
,

据 件含锡花岗岩样品平均含石英 咒
,

而 件不含锡花岗岩样品平均含石英
。

含锡花岗岩的形成温度低于 ℃
,

而

贫锡花 岗岩的 形成 温 度高于 ℃ 长石温度

计
。

在蚀变花岗岩中锡石呈半自形
、

它形细

粒状浸染或呈锡石囊产出
。

锡石与电气石紧密集

合在一起
,

可能系同时匆戎
。

含锡花岗岩中其它副矿物的特征 ①含

锡花岗岩中的磁铁矿少 于贫锡花岗岩 ②含锡花



岗岩的独居石 为
,

而贫锡花岗岩的独居

石 一般大于 ③在所有可能含锰的矿物

中
,

其锰的含量都非常高 醚兑钦矿
、

独居石
、

错石
、

磷忆矿
、

萤石
、

黄玉和丝光云母 普遍分

布 ⑤石英
、

锡石和磷忆矿有很短的柱面
,

或者

没有柱面
,

可以看到锡石和磷忆矿有扭曲的延长

形态
。

蚀变花 岗岩 中经常可见含锡钨的石英

脉
、

伟晶岩脉
、

云英岩脉
、

云母岩脉
、

细晶岩脉

以及石英长石脉等穿入
,

这些脉岩往往含锡石
、

黑

钨矿 白钨矿 较多
,

形成独立的矿来 此外
,

在宋

卡府的童卡朋矿山蚀变花岗岩中还发现一种铀矿

物
,

其化学成分是
· · ,

但量很少
,

没有经济价底
锡矿化多期

,

但以白至纪一第三纪的超

酸性花岗岩矿化最强
,

主要成矿期为燕山期 东

南亚全区是构造运动多旋回
、

岩浆活动多期
、

成矿

作用多次的地区
,

泰国锡矿床的形成正是受着这

种特定地质环境的影响
。

据现有资沐斗 花岗岩主

要有三期
,

即晚石炭一二迭纪的花岗岩
,

同位素

年龄为 土 百万年
。

相当于海西期 晚三迭

一 早侏罗世的花岗岩
,

同位素年 龄为 土 一

士 百万年
,

相 当于印支期 白要纪一第三

纪花岗岩
,

同位素年龄为 士 一 士 百万

年
,

相当于燕山期 以上同位素年龄测定均用枷

银法
。

燕 山期花 岗岩 明 显地 含锡
,

分布较普

遍
,

泰国大多数锡和钨矿床都与燕山期花岗岩有

关
,

而海西期和印支期花岗岩则只含少量的锡或

不含锡
,

常常成为其它矿产
,

如萤石
、

锑
、

金
、

铁
、

铜
、

铅
、

锌和重晶石的来瀑 原生的大锡矿

床与晚白垄世花岗岩有关
,

较小的锡矿床产在三

迭纪或更老的花岗岩中
。

从地区分布来说
,

自东向

西花岗岩的时代越来越新
,

锡矿化也越来越强
。

正

如泰国阿玛钦达 所认

为
,

著名的东南亚锡矿区的原生锡矿
,

实际上只

产在南北向的褶皱带内
。

在这个地区
,

锡矿床与

彼此近乎平行的弧状花岗岩带密切相关
,

这些花

岗岩带又代表三条不同的锡矿带
。

如果锡矿化与

伴生的花岗岩有成因关系
,

则可以分出三个成矿

期
,

即 东部 锡矿 带是在晚石炭世到二迭纪形成

的
,

中部锡矿带是在三迭纪形成的
,

西部锡矿带

是在白坚纪到第三纪形成的
。

锡矿带上广泛见到各种类型的含锡石脉

岩
,

有利部位是花岗岩岩脊的侧部和岩株的周围

与顶端 在整个锡矿带上
,

普遍见有石英脉
、

伟

晶岩脉
、

细晶岩脉
、

云英岩脉
、

云母岩脉和石英

长石脉穿入蚀变花岗岩中
,

这些岩脉呈脉群
、

脉

带出现
,

往往含有锡石
。

脉群的大小和含锡量有

很大变化
,

一些脉群形成工业矿体
,

虽然都是一

些小矿体
,

但由于矿脉多
,

分布广
,

也能构成很

有经济价值的矿区
。

一些脉群的品位很低
,

没有

开采价值
,

只有在长期风化后 可以形成砂锡矿

床
。

这些脉岩类型的锡石矿体多在花岗岩岩脊的

侧部出现
,

特别是在岩株的周围和顶端
,

并且不

会距花岗岩和围岩的接触带很远 表
。

砂锡矿广布泰国南北
,

但受地质地理因

素控制明显 泰 国砂矿 类 型 主要有残积型
、

冲

积型
、

冲积残积复合型和海滨砂矿
。

矿点广布南

北
,

北部砂矿
,

一般见于花岗岩山脉内的小冲积

平原或盆地中
,

也有小型冲积型砂矿床沿河谷分

布
,

这些砂矿的规模不如南部半岛区的大
。

在小

盆地中
,

特别是在较老的沉积岩和花岗岩或蚀变

花岗岩接触带附近的小盆地中
,

是形成砂矿床的

有利场所
。

就细部构造来说
,

在接近基岩部分矿

石品位较富
。

沿山间沟谷形成的冲积型砂矿床仍

然以接近基岩的粗砂砾石层的锡石含量最多
。

纵

观陆上锡石的所有次生矿床
,

均与一邻近的原生

来源地共生或靠近花岗岩侵入体的接触带
,

一般

情况下
,

工业次生矿床均在其原生来源地 一

公里范围内发现
。

泰国砂锡矿尚有一些特殊情况 古河道或分

水岭形成的砂矿床
,

规模一般都不大
,

但有例外
,

有的矿床可延长数公里
,

宽度不少于 米
,

且矿

石很富
。

在南部半岛
,

有些地方的可采砂锡矿
,

由于被氧化铁胶结而成为锡红土层
,

含锡量可达
,

此类矿床与含有大量硫化铁矿物的热液

矿脉紧密共生 有些可采砂锡矿层被假基岩所彼

盖
。

靠近花岗岩构造带的石灰岩地区有冲积锡石

矿
,

矿石常常是沉积在石灰岩的落水洞中
。

在一

些砂锡矿床中
,

可采层的上部砂质或粘土沉积物



含有较多的炭质和褐煤粘土
,

其中的泥炭木和花 粉经鉴定为第三纪沉积物
。

秦国原生锡矿类型特征表

矿矿床类型型 围 岩 性 质质 地 质 环 境境 锡 矿 化 特 征征 伴 生 矿 物物 蚀 变 种 哭哭 矿 床实例例

含侣花花 蚀变花岗岩岩 花 岗岩岩钟的上部部 锡石呈 浸染状状 白钨矿
、

锐钦矿
、、

钠长石化
、

自云毋毋 户丫与府 习习

岗岗 岩岩岩 或靠近围岩接触带带带 独居石
、

错石
、

磷磷 化
、

电气石化
、

钾钾 山矿 区区

忆忆忆忆忆忆矿
、

萤石石 长石化
、

硅化
、

高高高

岭岭岭岭岭岭岭 卜化化化

含 石石 花岗岩
、

贞岩
、

砂砂 与云 英岩紧密共生生 锡 石 呈 散 点 及 团团 黑钨矿
、

萤石 奏奏奏 千 篆川‘武武

英英 脉脉 岩
、

千枚岩
、

薄层层层 块
、

矿 任任 锰矿及硫化物物物 ‘牡府的 比比

石石石英岩岩岩岩岩岩 劳 克矿 攻攻

含 伟伟 蚀变花岗岩
、

片岩
、、

多在岩体的上部 及及 锡石 笔黑色 粒 径径 视铁矿
、

祖铁矿
、

锐锐锐 春蓬府怕怕

晶晶岩脉脉 片麻岩
、

角 页岩岩 边部部 大
,

达 一 饰饰 忆矿 锉云母 桔桔桔 托区的北北

石石石石石石
、

绿柱石 等等等 松矿床床

含姗夕夕 花岗岩与石 灰岩岩 花岗岩与石 灰岩的的 锡 石 多 呈 散 点状状 班铁 矿 铜 铅 锌硫硫硫 也拉府的的

卡卡 岩岩岩 接触带带 有的 呈针状
、

像 放放 化 矿 物 平约矿 区区

射射射射射群群群群群

含祖细细 蚀变花岗岩岩 有 的 与伟 晶 岩脉脉 电气石细晶岩含锡锡 锐铁矿
、

袒铁矿矿矿 拉 廊府哈哈

晶晶 岩岩岩 共生生 量高高高高 德 松 潘潘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区区

含 云云 蚀变花岗岩岩 常与石英脉共生生 一般含锡量高高 黄玉
、

磷灰石石石 素叻他尼尼

英英 岩岩岩岩岩岩岩 府空斯拉拉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床床

含 云云 白云母一电气石花花 云 英岩继续 白云 母母 靠近石英脉的云 母母 黄 玉玉玉 洛坤府邦邦

母母 岩岩 岗岩岩 化的结果果 岩含锡量高高高高 隆矿 床床

含锡石英英 中粒蚀变花岗岩岩 常与石英脉 共生生 锡石 呈散点及 团块块 黑钨矿矿矿 末卡府童童

长长 石 脉脉脉脉脉脉脉 波镇矿 区区

形成砂矿床的主要条件有四
,

即含锡石矿源

岩的存在 强烈的潮湿热带气候的化学风化作

用 轻物质被水流移去 有利于锡石富集的封闭

地形
。

值得注意的是在评价砂矿 床的工业价值

时
,

一定要全面研究矿床形成的地质条件
,

尤其

是附近可能成为矿源的花岗岩的侵蚀保留程度
,

同时
,

工程验证一定要穿过粗砂砾石层
,

穿过假

基岩到达真正的基岩才能停止
。

否则
,

会得出错

误的评价
。

滨外锡矿十分丰 ,
,

滨外锡矿床与陆上

地质体间存在粉总的联系 泰国锡矿生产的一个

重要来源是滨外锡矿
,

目前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

的一半以上
。

在泰国南部海域大陆架
,

尤其是西部

安达曼海大陆架有十分丰富的滨外锡矿
,

这些滨

外锡矿床与陆上地质体间存在着总的联系
。

海滨

砂锡矿包括三个方面的形成条件 近海的被

风化出来的锡石
,

被河流带到海滨地区
,

然后又

被沿岸流搬运并形成平行海岸线的浅水区砂锡矿

带
。

由于海水侵入到有
‘’

卡克萨
”

砂锡矿的

准平原区
,

原来的沉积物发生再沉积而形成富的

海滨砂锡矿
。

滨外矿化花岗岩的原地海蚀产

机 将三者统称海滨砂矿是不确切的
, ,

后一部分

锡矿实质上是含浸染状锡石的蚀变花岗岩被海水

淹没部分的氧化层
,

相当于陆地上的风化壳
,

面

积广
,

厚度大
,

成带状分布
,

适宜于大规模开采
,

具

有良好的可选性
,

是锡矿增产的主要类型
。

区域的滨外地质情况尚未完全弄清
,

但已有

资料说明区域的滨外信息与陆上地质体间存在着



总的联系
。

陆地上近南北 向的花 岗岩体伸向海

中
,

其围岩为石炭纪变质沉积岩
,

有板岩
、

片岩
、

石

英岩
、

角页岩
,

还有二迭纪石灰岩
。

对于近岸矿

床
,

部分采矿船的开采实例表明
,

锡的工业富集

往往非常靠近花岗岩
,

以直接覆盖于花岗岩或花

岗岩与沉积岩接触带
,

呈残积或残余 矿床形式 赋

存
。

沉积物比较粗
,

且为次棱角状
,

并未见有显

著距离的搬运
,

其上覆盖以全新世滨海泥质沉积

物
,

其下伏即为海底
,

滨海淤泥一般不具锡的显

著含量
。

对与滨外有联系的陆上花岗岩
,

采样经西南

冶金地质研究所分析和鉴定
,

其结果如下

含矿岩石为电气石化白云母化细粒花岗岩
,

岩石经数次交代蚀变
,

呈半自形粒状镶嵌结构
,

能

辨别的序次为 石英
、

微斜长石 , 斜长石 , 微斜

长石 电气石 白云母
。

主要矿物的特点是

石英 含量 一 ,

粒度 一 ,

他形粒状镶嵌产出
,

有斑块状集中分布现象
,

并

见有包裹浑圆状长石
,

石英晶体
。

微斜长石 含量
,

粒度 一
,

他

形
,

粒度较粗
,

见微斜长石沿裂隙交代斜长石颗

粒及包裹斜长石
、

石英颗粒的现氛
斜长石 含量

,

粒度
,

为更长

石
,

多呈 自形
、

半自形板状晶体滚嵌产出
,

双晶

发育
,

并见其沿裂隙交代或包裹石英颗粒
。

白云母 含量
,

粒度
, 口十片或鳞

片状
,

沿裂隙或星散分 布
,

常沿长石
、

石英
、

电

气石裂隙分布
,

形成较晚
。

电气石 含量 一
,

粒度
,

自形长柱状或呈驻方三角形
,

星散分布
,

颗粒中

常包裹有石英颗粒
。

锡石 含量 左右
,

粒度
,

半 自

形
、

他形粒状
,

与电气石紧密聚合在一起
,

可能

系同时生成
。

萤石 少量
,

粒度
,

自形粒状
,

零

星分布
。

电气石化白云母化细粒花岗岩及穿入其中的

锡石一石英一 白云母一叶腊石脉光谱分析结果中

可以看出伴生元素
、 ,

含量较高
,

其他

多为常量 表
。

普古 自 山矿花岗 岩和脉岩光
漪分析站 果

锡矿床是以锡石 为主的多种有用矿物的

组合
,

矿石建造有分带性 泰国锡矿床的矿石仍

然是以锡石为主的多种有用矿物的组合
,

但不同

的地区和不同的类型
,

矿石建造组合不同
。

北部

多钨锡共生
,

南部则主要是锡
,

伴生能
、

担
,

垂向

上个别矿床见有上钨下锡的现象
。

矿 产品就全境

来说
,

除锡石以外
,

尚有担铁矿
、

锐铁矿
、

担忆

矿
、

锐勿犷
、

磷钉对
、

黑钨矿
、

白钨矿
、

金红石
、

桔石
、

独居石
、

石榴子石等十多种有用矿物
,

综

合利用价值很高
。

板块构造与锡矿成因关系
·

认为缅马泰半岛锡等金属成矿与中新生代时期印

度洋板块向东俯冲有关
。

承袭了 和
,

提 出的观点
,

认为大陆壳



前寒 武纪 变质岩 是尔后 含锡花 岗岩活化的条

件
,

并认为含锡花岗岩有三种构造环境

裂 谷及 壳层拉 张之前就有 了内大陆

环境的高热点及岩浆侵位

在或靠近大陆边缘的俯冲环境 安第斯

或太平洋型

大陆碰撞的岩浆带
。

认 为缅 马泰半岛经历 了四

个演化阶段
早古生代大西洋型地槽阶段
大陆断裂谷及缅 马小大陆 一

漂移阶段

晚三迭世大陆碰撞阶段

侏罗纪一第三纪西部印度洋板块向东俯

冲及后弧 一 拉张阶段
。

并且认为
,

缅马泰半岛锡成矿省包括三个平

行的成矿带
,

各有其不同的成矿构造环境及成矿

时间
。

东部矿带与早于晚石炭世的浅变质带的花

岗岩 有关
,

沿俯冲消 带

主要部分而活化 晚三迭世的印支期大陆碰撞造

山活动与中部锡矿带相也 而白奎一
一

第三纪的西

部矿带与印度洋板块向东俯冲有关
。

下部的前寒

武纪基底是金属矿的主要来佩
认为前寒武纪陆壳是含锡花岗岩的来源这一

论点尚有异洗 有人提出
,

锡的矿化强度与陆壳

的厚度有正消长关系
,

其理由是
‘’

前寒武纪
”

混

合岩与花岗片麻岩出露地区并无锡矿化迹象
,

北

纬
、

以北大量前寒 武系出露地区锡氟矿化几乎

绝迹
,

钨也锐减
,

而向南以至马来西亚半岛锡矿

密集
。

从古生 界及 中下三迭统的 大致沉积厚度

看
,

泰国南部至少在 一 米以上
,

至泰中

部约在 一 米以上 北部则更薄
。

结 语

泰国锡矿带已北延至我国境内 借鉴泰国锡

矿地质特征的研究
,

有助于强化我 国的锡矿地质

勘探工作
,

尤其是云南省西部地区更有必要
。

用

地质和地球化学的方法区分出含锡的花岗岩与不

含锡的花岗岩
,

研究花岗岩体的产状
、

形态
、

结

构
、

构造和物质组分
,

圈定蚀变范围
,

进一步确

定工业矿化区是锡矿地质工作 中必不可少的方

法
。

在锡异常背景值高的区域
,

要注意找寻砂锡

矿
,

评价砂锡矿的工业价值时
,

必须考虑地质条

件和地理因素二者的结合
,

偏废是有害无益的
。

滨

外锡矿是泰国的特殊类型
,

有其成矿条件的特殊

性
,

但与滨外锡矿相联系的含浸染状锡石花岗岩

的研究则具有普遍意义 至于板块构造与锡矿床

的成因关系以及锡质来源的探索
,

是当前锡矿地

质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

地质学家普遍感到兴趣 我

们亦有结合我国实际认真进行探讨之必要
。

懊安安
︸安奎安安安鑫
·

关安
·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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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心 ,卜识 卜父心夸 心 心卜卜 从州沁 卜卜 心卜卜火 心 心火

苏 联 的 铬 矿 资 派

苏联的格矿储量在世界上占第三 位
,

而开采

占第一 位
。

仅哈萨克斯坦的肯皮尔赛矿区
,

衡表内偏 就占全苏格矿能量的
,

足以保

证黑色
、

有色冶金以及化工 和耐火材料 工业的需

求
。

直至不久以前
,

苏联工 业上利用的都是适合

于生产铬铁
、

金属铬和格化合物的不需要选矿的

富矿
。

但开 采这种埋截深度很大的矿石
,

需要大

的投资
。

因此
,

可供忿天开采的
、

三 较化铭品

位 、 的矿石的科用问题
,

就越来越显示出

程已经制定出来
,

但由于缺乏选矿设备
,

工业上

尚未推行
。

在第十一 个五年计划 一 期
,

预

计肯皮尔赛矿区 各矿床深部中段的铬铁矿富矿储

量将有增长 旨在查明适合于礴天开采的新矿床

的找矿 工 作将继续进行 改进选矿流程和贫矿 工

业利用可能性的技术一 经济论证方面的研究工作

将得到加强
。

重要性
。

在肯皮尔赛
、

乌拉尔和苏联东部地 区
,

宁摘译 自 , , 。 “

, 七口 , , 。 。

这种矿石的储 都十分 巨大
。

此种矿石的选矿 流

耘
⋯⋯

减
卜拭 卜火 心心 心卜 心 卜二心卜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