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类型铝土矿
,

应在距古平原上的古风化壳

几十公里范围内的海湾地区 寻找 类理鹅土

矿
,

必须是基底 为碳酸盐 岩含 , 较高
、

’

大于 如贵州清锁
、

修文为
’

的古岩溶型洼地
。

上述三个类型矿床

中
,

均必须有含煤岩系存在
,

它说明其下面的铝

土矿还未受到剥蚀
。

侯正洪
、

吴成柳
、

刘鸯玲
、

庄世杰
、

郭永芬
、

简可清
、

苏 惠 娴 等 同 志 参 加 了 部 分 工 作

并提供了 大量侧试 数据及照片
,

在 此 一 并 致

谢
。

主要参考文献
一 · ,

雌

耐 脚
一 比 阵

。

许勒
,

地质译丛 一

页

〔 月 , , ‘ ‘ “ 曰 , 口 “ , ,

,

‘ “ 月 鱿‘ 。 “ ”。 月 “

“ 佣
, ,

〕石 , 月 ‘ 。 , ” 只 ” 幼 ” 。

面 “ 丁佣
, ,

石绿岩溶孔雀石矿床的年龄

成因及成矿愈义

广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队 阮 汀

石绿岩溶孔雀石矿床
,

是一个赋存在山间盆

地第四纪洪积层下部
、

岩溶洼地不整合面上的隐

伏矿床
。

矿体形态简单
,

以似层状为主
。

大部分

矿石为铜品位在
‘

以上的富矿
,

有用矿物

为孔雀石
。

矿床规模中等
,

近地表产出
,

开采

方便
。

矿区地质略圈

一全断统
,

一晚更新统 一中石炭系 一下石

炭悦
,

一上泥盆统 一夕卡岩 ‘。宝
一 ,

一燕山第二期

对英闪长粉岩
‘ 一含砂枯上层 一砂 砾层 一含孔蔺

石枯土砂砚棍杂层 一大理岩 一断层 一翎矿体

一岩溶洼地 一
‘

采样点

矿 床 年 龄

为研究矿床形成时代
,

作者除采用传统的地

质地貌法外
,

还采
’‘

样品测年
。

采样点位于矿

区中部 线
,

地表标高 米
。

地层剖面自

上至下依次为 图

灰
、

灰黑色腐植质裹土层 厚 米

灰一
、

土黄色砂砾
、

含土砂砾
、

含土砂层 地

表为清晰可辨的山前洪积平原
,

砾石成分以云母石英片

岩为主
,

花岗岩
、

花岗片麻岩
、

石英闪长岩
、

石英粉砂

岩等少量
,

位径一般 厘米
,

次棱角状或棱角状
,

部分次圆状
,

砾石表面新鲜
,

断面未见风化晕圈 砂以

石英居多
,

绢云 母 次之
,

分选性差
,

局部夹有薄层状或

透镜状含土砂
,

交错层理
、

斜层理清楚
,

透水性好
,

未

含矿 与下伏岩溶混 杂堆积物和盆地边缘残坡积物不整

合接触
,

推断其成因 以洪积为主 部分 为冲积或坡积

相
,

厚 米

闽
习瓜 次



灰黄
、

土黄带策 红色含砾 砂质粘土
、

粘土质

砂
、

砂砾等混杂堆积物 分布在岩溶洼地上部 半胶结

状 胶结物 为泥 质
,

砾石成分与上层从本相同 有时含

孔雀石矿石
,

粒径一般 匣米
,

个别人 厘米 磨

圆度不一
,

部分磨圆度较高 次圆状或棱角状均可见
。

砾

石大部分已风化
,

仅 见砾石 轮廓
,

手捏即成泥沙
,

部分

半风化者断面 可见 多层风化晕圈 本层透水性矛 为矿

区主要隔水层
,

含矿贫或不含矿 其成因为岩溶堆 积
、

化

学沉积
、

冲积
、

洪积等所组成的岩溶洼地上部混杂堆积

相
,

厚 米

棕 揭
、

黄绿
、

灰绿
、

灰 白等杂色含孔雀石矿石

粘土质砂
、

含土砂砾
、

砂 砾等混 杂堆积层 分布在洼地

中
、

下部
,

胶结状
,

各岩层 相变迅速
,

旱不规则犬齿状

相接
,

连续性差
,

砾石成分纂 本同上层
,

所含孔雀石矿

石大量增多
,

可达 一 朽 部分是含铜夕卡岩角砾
,

枯

上为含铜胶泥
,

构成 富矿 层
,

钢品位 一 州 不等 品

位高
、

变化大
,

砂砾状结构
,

透水性好
,

底板起伏不 平

紧贴下伏纂岩 本层 上部有一厚。 一 米的 上黄色粘

土透镜体
,

其中所含腐木共多
,

腐木走向人致 为 加 一

,

取
‘

样一个
,

编号石
,

推断其成因 为岩溶

堆积
、

化学沉积
、

残坡积
、

冲洪积等所组成的岩溶洼 地

中
、

下部混杂堆积相 厚 米

中石炭统黄龙群灰岩 已 变质成 人理 岩
,

溶洞

发育
。

’‘

测年腐木样品 采 自矿 区 主要含矿 层

位
,

经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张景文测定 洲
·

年龄为 士 年 起始年龄 〔年
’‘

半衰期 年
,

属晚更新世
。

上述年龄值
,

可作为该矿床的成矿年龄
。

据报道
,

广 东沿海陆丰 ’ , ’」、

澄海
、

惠东
、

阳江
、

深圳 〔“ 」等地
,

在海 港 湾和河谷底部厂
‘

泛发育一层晚更新世河流相或三角洲相或海相的

粗碎屑砂 砾
、

含土砂 砾
、

含砾砂
、

含土砂
、

砂

层
,

并在该层中
、

上部
,

常见呈薄层状或透镜状的

腐木层或泥炭土层
,

经
’‘

测年为距今 阴 一

士 年
。

显然
,

本矿区主要含矿层的年龄

与上述层位大致相当
,

可与区域对比
。

矿 床 成 因

同 其成囚至今仍众说纷纭
,

主要观点有

堆积 次生富集孔雀石矿床 〔礴 」或谓之
‘ ·

第

四纪次生富集氧化铜矿床
” ①

淋滤一化学沉积型矿床
,

即以化学沉积为

主
,

伴以淋滤成矿作用的混合沉积矿床【“二

淋积型孔雀石矿床
‘

多元浊流淋积铜矿床 ②

以机械沉积作用为 主的冲
、

洪彩渺矿床

根据前人成果和作者实地调杏研究 我们对

该矿床成因提出新的认识 —岩溶孔雀石矿床
。

其主要依据有

一 从矿石物质成分和结构构造来石 该

矿床成矿作用多种多样
,

前人所提出的观点中
,

第一种认识过于笼统
,

其余几种吞法仅表明 了该

矿床实际存在的某一种成矿作用方式或某一种矿

床类型
,

而忽略 了对成矿富集和后期改造过程

起着重要制约的岩溶作用
,

以及矿床贮存的空

间 —岩溶负地貌

业已查明
,

区内西北侧燕山第二期花岗闪长

扮岩和矿区纂底中石炭统黄龙群变质灰岩一人理

岩接触交代所形成的原生夕卡岩黄钢矿矿床 以

下简称原生钢矿
,

是该区岩溶孔雀石矿床的 主

要来源
,

其次是其余各类含铜岩石
。

从勘探和开采资料得知
,

在岩溶洼地西侧接

触带附近 原生铜矿上部的次生岩溶矿床中的部

分矿体
,

呈棕 褐
、

黄绿色 矿石成分较简单
,

为

夕卡岩及其风化的岩块
、

碎屑物
,

从本保持 下伏

夕卡岩原生铜矿岩石的结构
。

常 见原生硫 化物溶

蚀后留下的孔隙
,

带棱角状的风化夕卡岩 多为

石榴石夕卡岩 残骸和蜂窝状
、

角砾状构造 局

部与原生矿体直接相连 如 线 孔
,

两

者渐变过渡
,

其间半风化状矿石所含黄铜矿
、

黄

铁矿
、

孔雀石等尚可见及
,

矿化相若 含铜品位

一般 一 叭、,

表明是原生铜矿受风化后
,

在

地表水和地 卜水的影响 下
,

铜 自上乍 卜淋滤 积

而未发生明显迁移的产物
。

故这部分应属岩溶矿

该矿床地质特征与通常的铜矿床类型截然不

①厂 东冶金地 质 , ”队
,

石绿铜矿次生矿 补充助探储狱

计莽说明 朽
,

、“

②肖少 赓
,

多元浊流淋积成矿一
一

石绿次生铜矿成因

初探
,

冬



床中的淋滤 柳 残积型矿体
。

堆积在岩溶洼地下部的含孔雀石粘土质砾石

部分为碎屑
、

岩块 砂混杂堆积层
,

是矿区主

要含矿层位
。

前已述及它的成因属岩溶堆积等混

合相
。

矿体形态和产状与岩溶洼地 部分溶洞 地

貌近
一

于一致
。

平面上
,

矿体墓本连成一体
,

长

米
,

宽数米至 汕 米
,

面积 平方公里
,

计 个矿体
。

剖面上
,

矿体沿岩溶侵蚀面展布
,

呈似层状 部分呈囊状
、

透镜状
、

脉状和不规则

状 产出
。

矿体底板起伏悬殊
,

其中 紧贴岩

溶洼地基岩大理岩
。

埋藏深度自细一 米
。

顶

板较平整
,

纂本上与岩溶洼地中的大理岩最大埋

藏标高相一致
。

矿体厚度变化大
,

平均 米
,

最

厚 米
。

在相距数十米范围内
,

可由十余米变

为百米许
。

矿体与围岩接触截然呈直起直落状
。

铜 品位较高
,

平均 但变化较大
,

最高
。

矿石以松散状居多
,

少数为半胶结状

和胶结状
。

主要为 自形晶状
、

胶状结构
,

薄层

状
、

同心环带状
、

钟乳状
、

皮壳状
、

角研砚犬构

造
。

组成矿石的各种岩性
、

岩相
、

矿物组分等相

互混杂
、

分选性差
,

无一定沉积次序 无明显界

线 磨圆度不一
,

以棱角状
、

次棱角状常 见
。

粘

土在洼地底部多呈 赫褐色 常具薄层状构造
,

有

时与底部大理岩之间尚有一层厚 一 厘米的棕

红色胶泥状菱铁矿
。

砾石成分以洼地
‘·

原地
”

夕

卡岩
、

大理岩居多
,

次为洼地西侧山地
’·

异地
”

花岗片麻岩
、

石英砂岩
、

云母石英片岩
、

页岩

等
。

此外
,

尚有化学沉积作用所形成的孔雀石等
。

后者为自形
、

半自形晶纤维束状
、

环带状 断面

呈同心圆状或放射状
、

钟乳状 石笋或石钟状
、

皮壳状
、

角砾状
、

葡萄状
、

肾状等集合体
。

主要

以脉状
、

碎屑状分布于粘土和砂 砾之间或裂隙

中
,

少部分以半自形
、

他形薄膜状
、

浸染状附着

在砂 砾表面
,

形成艳丽的绒毛
。

后期岩溶的破碎和塌陷作用
,

常使早期岩溶

原生沉积矿床发生错位或形变
,

并形成岩溶角砾

状构造
、

漏斗构造和陷落构造等
。

矿体中偶尔可

见体积巨大 有时达数至数十立方米
、

孤立分

布的大理岩岩块
。

综上所述
,

岩溶作用是区内成矿富集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控矿因素
。

矿区次生铜矿
,

主要有用矿物是孔雀石
,

硅

孔雀石和蓝铜矿少量
,

称为孔雀石矿床
。

上述铜矿物堆积于岩溶洼地中
,

系由矿源体

经风化淋滤
、

溶解迁移
、

堆积富集而成
。

其化学

变化如下

夕卡岩中的黄铜矿氧化成硫酸铜
妥 全

硫 酸铜冷水溶液流入岩溶洼地
,

遇到沉淀

剂 —组成洼地基底的大理岩
,

生成孔雀石
。 ,

一
卜

, 〕

在接触带上部
,

当硫酸铜溶液遇到矿源体风

化放出的胶状硅氧时
,

则生成硅孔雀石
,

一 ,

·

可见
,

化学沉 积作用是矿区 重要成矿作用

之一
。

需要指出
,

区内断裂破碎带发育
,

有利于氧

化作用向纵深发展
,

黄铁矿分布广泛
,

作为溶剂

的硫酸铁非常丰富
,

使含铜硫化物经风化淋滤容

易溶解成硫酸铜溶液
,

而岩溶洼地基底绝大部分

为硫酸铜的沉淀剂大理岩
。

这 就 是 矿区主要为

孔雀石等所组成的氧化矿石
,

而缺少辉铜矿
、

铜

蓝等含铜硫化物的重要原因
。

,

一
,

岩溶洼地标高 至 一 米之 石哟富矿
,

集中

了矿区近一半的金属量和 以上的矿石量
。

该

带正好处于垂直渗透带底部
,

岩溶地下水上下频

繁波动变化的界面上
,

是充满新鲜空气的良好氧

化环境
。

地下水的波动增强了铜的溶解作用
,

有

利于上述氧化铜矿物沉淀
,

是该矿床的主要矿化

地带
。

在富矿体的边部和顶部
,

尚有相当数量的松

散粉末状贫矿石
,

呈棕 褐一黑色
,

矿化均匀
,

含

铜一般 一 ,

与富矿界线清楚
,

粘土含量

增多
,

呈泥状结构
、

半胶结状构造
、

含铁
、

锰较

高 左右
,

未 见孔雀石
。

据物相分析
,

含



结合铜高达 一
。

据许志华研究认为 ③
,

该

矿石中的铜主要分布在 褐铁矿中
。

后者在电子吸

收图中显示同心圆状和多孔状结构
,

表明系由胶

体凝聚而成
。

电子探针扫描结果
,

铜在褐铁矿颗

粒的面分布和线分布都是均匀的
,

说明铜可能呈

类质同象或胶体吸附状态存在
。

但由于三价铁离

子和二价铜 离子的离子半径相差达
,

两者在

表生作用下不可能进行类质同象置换
,

因此铜只

能以离子吸附状态存在于粘土矿物表面
。

岩溶洼地下部的含孔雀石混杂堆积
,

有时具

有冲积物的特点
,

说明成矿过程中还受到河流机

械沉积分异作用的影响
。

二 铜矿体赋存于岩溶作用所形成的空

间
。

矿体分布在岩溶地貌中
,

以岩溶洼地为主
,

岩溶不整合侵蚀面和溶洞居次
。

溶蚀洼地控制了

矿体形态
、

产状和分布
。

洼地基底拗槽与矿体底

板起伏和铜的品位变化基本吻合 图
。

可见
,

岩溶作用形成未含铜的岩溶堆 积物
,

使矿石贫

化
。

并且后期岩溶作用产生的塌陷
,

使早期形成

的岩溶堆积矿床发生错位和形变
。

但所形成的岩

溶负地貌单元
,

都提供了铜矿贮存的环境
。

岩溶矿床
“
是以岩溶作用形成的空间 古的

或晚近的岩溶侵蚀面或洞穴 作为有用矿物贮集

场所的矿床
” 〔 ’。 石绿孔雀石矿

,

不仅钢矿堆积

在岩溶空间
,

而且成矿富集作用与岩溶发育同时

进行
,

故应属岩溶矿床
。

由于赋存上述铜矿的含

矿层具有一定层位 有特定的地质时代
、

岩性
、

岩相和古地理环境
,

可与区域对比
,

所以该类

矿床也是一种层控矿床
。

成 矿 意 义

妙 乡 以古 叱于 加
一

「才

勘探宇戈编号

现代地 卜水面

仃
一

体 顶板标高

矿 体底板知
、

高
,,

矿 石品 立

基底平,
、

,氏

卜,‘、月、

,卫嘴胜叮,卫

飞,﹄,了

岁塑哈盔如

‘来

圈 岩协洼地签底与矿体有关今徽的 曲线

③许志华
,

石绿钥 矿 离析 产品 中的结合铜的初步研

究
, 。

‘一 岩溶矿床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工业

矿床类型之一
。

近十余年来
,

由于岩溶矿床的成

矿作用被
, ,

记

等作了较为深入
、

合理的阐述
,

并获得

了多数矿床学家的赞同
,

使其从传统的远成热液

矿床中划分出来 〔 。

据统计
,

在碳酸盐岩洞穴或

洼盆中已发现 涂种次生矿物
。

六十年代晚期
,

运用岩溶矿床成矿理论
,

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埃尔

姆伍德发现了一个大型锌矿床 矿石储垦达 万

吨以上
,

品位 ④
。

因而
,

该类矿床

的 工 业 价值和成矿机 制越来越 引起国外有关

地质学家和工业部门的 重视
。

在 我 国
,

砂 锡

矿 〔’ ” ”
、

铝土矿和褐 铁 矿 等 与岩 溶矿 床

关系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

现有正在开发并具有重

要经济价值的岩溶矿床有个旧砂锡矿
、

平桂砂锡

矿和平果铝土矿
,

山东某地褐铁矿和鲁西南金刚

石砂矿
,

四川盆地卤水和会理铅锌矿
,

古潜山油

田以及凡 口铅锌矿 部分矿体
,

石绿孔雀石矿
、

金庄砂金矿
、

粤中某地锐铁矿砂矿和南海诸岛鸟

粪堆积磷矿等大
、

中型矿床 〔 」。

以往在国内
、

外

文献中〔 , ’ 〕 ,

岩溶铜矿少见先例 据姜齐 节

同志推测
,

我国除石绿矿外
,

尚有江西瑞昌铜岭

铜矿和 滇中罗次地区的某些铜矿等
。

在我国南方热带
、

亚热带潮湿气候型侵蚀一

溶蚀及溶蚀岩溶区 〔’ ,

新第三纪以来的新构造

运动的抬升幅度自东至西逐渐增大
,

使岩溶矿床

的赋存环境各处有别
。

以砂锡矿为例
,

西部强烈

隆起的 滇东南溶原一峰林高原区形成了溶盆
、

落

水洞裸露型 局部漏 斗
、

溶洞
、

地下河覆盖型

④地质部情报研究所墓础地质室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情报

组
,

国外岩溶的某些进展
,

国外地质工作概次之四
, ,

。



岩溶矿床
,

如个 旧砂锡 矿
,

有人称为
‘

个旧

式
” ‘’们 。

中部中度隆起的黔桂溶洼一峰林山地

区形成了洼盆
、

波立谷
、

漏斗
、

溶洞半裸礴型岩

溶矿床
,

如大厂砂锡矿
。

东部轻微隆起一稳定的

粤桂溶原一峰林平原区形成了侵蚀堆积平原
、

侵

蚀一溶蚀盆地
、

波立谷
、

溶洞埋藏一半裸露型岩

溶矿床
,

如平桂砂锡矿
。

二 第四纪岩溶铜矿的地质特征
,

以往报

道甚少
。

据初步了解
,

除本文前述数处岩榕铜矿

和各地常见的原生铜矿地表氧化带外
,

较为重要

的有智利埃克索提卡铜矿〔’ 〕和我国台湾金瓜石

更新世英安岩 其中爆破角砾岩筒中品位最高

金铜矿 ‘’ ’、

四川峨媚第四纪玄武岩铜矿 〔’ ’以

及安徽铜 绿 山晚 全新 世 近 代 人工堆移栩
矿 〔’ 等

。

前者含铜
,

矿石 亿吨
,

是在

丘基卡马塔斑岩钢矿顺坡下移 公里处堆积而成

的
,

是以硅孔雀石
、

水胆矾 为主的氧化矿
。

后者

为古代开采原生铜矿的废矿石
,

经
’‘

测年为距

今 士 ‘啤
。

掌握第四纪铜矿的成矿规律
,

不

仅可运用将今论古和地壳 矿床 演化相结合的

原则
,

深入研究第四纪以前形成的铜矿床 特别

是原生沉积型矿床
,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而

且还可通过次生铜矿的研究
,

指导寻找该地区的

原生铜矿
,

石绿铜矿即属其例
。

在该矿区根据勘

探次生矿时所总结的成矿条件和富集规律
,

以及

对原生矿和含铜夕卡岩的研究
,

在矿区西侧低山

区找到 了一些新矿体
,

达到 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原

生铜矿床
。

现对第四纪岩溶次生堆积铜矿的地质特征初

步总结如下

多矿源
。

形成次生铜矿的矿源体
,

既有夕

卡岩型 石绿铜矿
、

东川式沉 积变质型 滇中

某些铜矿 铜矿
,

也有含铜丰度较高的中
、

基性

岩
,

如玄武岩
、

英安岩和闪长岩等
。

矿体赋存于岩溶洼地
、

溶洞和不整合侵蚀

面等岩溶空间
。

矿体形态
、

产状和分布均受上述

岩溶负地貌制约
。

岩相
、

古地理是主要成矿因素
,

成矿过程

经受 了岩溶作用 巨 能有风化淋 残 积
、

化学

沉积
、

河流冲积和粘土离子吸附 〕等多种营力影

响
,

形成 了多成因混杂堆积
,

具沉积矿床基本

特点
。

矿石一般未受岩浆热液作用
、

变质作用和

近矿围岩蚀变影响
。

矿体也未受明显构造变动
。

矿床富集与潜水面关系密切
。

富矿多位于

垂直渗透带下部岩溶地下水潜水面上下频繁波动

变化的界面上
,

形成孔雀石
、

硅孔雀石
、

蓝铜矿

等组成的氧化矿石
。

矿石含铜品位较高
,

选
、

冶

工艺较复杂
。

三 为寻找隐伏矿床提供 了一定的找矿信

息
。

如前所述
,

粤桂溶原一峰林平原区埋藏
、

半

裸露型岩溶矿床
,

矿层赋存于溶蚀一侵蚀洼盆底

部的中
、

晚更新世岩溶混杂堆积
,

其上往往菠盖

有一层不含矿或微含矿的全新世冲洪积物 〔’ ”〕,

从而构成一系列隐伏矿床
。

这些隐伏的埋藏
、

半

裸露岩溶矿床的成矿时代
,

自西往东逐渐年轻

平桂砂锡矿 为白沙期
、

望高期 和

全新世 〔’ 〕,

金庄砂金矿为石塘期

和老拍期 石绿孔 雀石矿 为距今
士 年 , ,

粤中某地锐铁矿砂矿和茶排铅

锌矿为晚更新世至全新世
, , 。

若再往东
,

杨柳埔砂锡矿 不属岩溶矿床
,

而是海河混合

成因砂矿 经
’‘
测年

,

下部矿体为距今
士 一 , 年 一

,

上部矿体 距今
一 士 年 一 一 〔’ , ,

可以佐证
。

现以石绿铜矿为例
,

提出以下寻找第四纪隐

伏岩溶铜矿的主要找矿前提 〔 “ 〕

存在规模较大的矿源体 原生矿或丰度高

的含铜岩石
,

能为成矿提供充分的物质来源
。

在成矿时期
,

位于热带
、

亚热湿润气候型

岩溶区
,

新构造运动稳定或微上升的地块
,

地质

构造软弱带
,

特别是几组构造线交叉部位
,

层

厚
、

质纯的碳酸盐岩分布广泛
,

水平及垂直的岩

溶地貌发育
,

具有较矿源体所处地形高度相对低

下的第四纪溶蚀一侵蚀山间洼盆或山前平原 ‘应

有较封闭的基底
,

作 为铜的贮矿空间
。

矿 区附近 。 见古代采炼铜矿之炉 渣和废

石
,

地表可见孔雀石碎屑
,

残积物中含
,

埋藏矿体上部一般有 。一 咖玛的低

磁异常 地表水
,

特别是泉水
,

矿化度高
,

一般
下转 第 页



常受断裂带控制时
,

还可指示 「部有热液型铅锌

矿存在
,

据此
,

用原生晕圈出 了 异常的浓集

带
,

布孔验证见加余米厚的铅锌矿体 图
。

因而该区 从寻找铂矿转入 了铅锌 翎的综合找矿

阶段
。

初步认识

物化探方法和钻探验证紧密结合
,

在克旗小

东沟矿区取得了较好的找矿效果
,

经过几年的实

践
,

我们认为在该区用化探方法找矿应注意实验

研究
,

结合验证结果
,

不断提高对异常的认识和

推断解释水平
,

扩大找矿远景区
。

在干早条件下的 山地一荒淇 景观区开展

次生 晕 工 作
,

如 果疏 松层 不 能 正 常分层
,

应

当进行取样深度和取样介质的实验
。

通过实验
,

确定最 佳 取样深 度和元 素较 为富 集的取样介

质 咬口粘 上
、

亚粘土
,

可以提高次生晕的找矿

效 果

研究原生晕的分带规律 应 当考虑成矿物

质来源的多样性
、

成矿活动的多期性 以及构造

条件对元素富集的控制因素
,

这样 在评价异常

时才能不断深化推断解释能力
。

如本矿区西部综

合异常
,

原来用小东沟岩体内外接触带的分带规

律进行解释
,

作出了是岩体上部晕的结论
、

通过

钻探验证和进一步的原生晕工作
,

发现异常主要

受断裂控制
,

深部不是岩体而是铅锌矿体这样就

就把
,

是相盯体外带的成晕元素上升到在

构造有利部位是成矿元素的概念
。

该 区
,

异常在矿区南北延伸达 公里
,

还伴有
,

的异常 由于推断解释的深化
,

在
,

异常

带上寻找铅锌盲矿体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了
,

从而

扩大了该区的找矿远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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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毫克 升
,

构成水化学异常
。

我勘探公司郭凡同志参加了野外工作
,

中国

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希涛同志对本文编写给予热

情指导并提供资料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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