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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解到
,

近年来江西金矿勘查有较大的突破
。

其

标志是
,

突破了原来以伴生金矿为主要金矿类型的

局面
,

发现了一批独立金矿
,

其巾个别矿床已达大

型规模 , 伴生一共生金矿也有较大突破
。

现在 江西

已成为金矿类型齐全
,

找矿前景颇具希望的我国又

一个黄金重要产地
。

作为我国主要金矿类型的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

即大型剪切带型金矿
,

在江 西省也 有 广泛分

布
,

巳成为该省重要的金矿类型
。

该类金矿首先在

按东北的金山金矿区突破
。

勘探资料表明
,

金山金

矿赋矿岩石为元古界双桥山群浅变质岩系
,

金矿化

受北东东向大型切性剪切带控制
,

以产于韧性剪切

带中的糜棱岩型金矿化为 主
,

其次 为石英 脉型矿

化
。

由于矿床类型的突破
,

使一个原来的小型金矿

上升为大型金矿
。

这是继广东河台金矿之后
,

华南

地区发现的又一个大型 “ 剪切带型金矿 ” 。

金山金

矿找矿工作的突破和典型矿床的解剖
,

必将对江西

乃至整个华南地区金矿勘查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

城东北除金山金矿外
,

还发现了几处在地质特征上

与其类似的金矿床 点
。

在江西东南部与 福 建接

坡的武夷山地区
,

也发现了受北东向韧性剪切带控

制的魔棱岩型一石英脉型金矿
。

初步查明
,

控矿剪

切带 长数十
,

宽达 余
,

是江西 又 一个金矿

成矿远景区
。

在赣西北
、

赣南及赣中地区
,

也发现

了若干处剪切带型金矿
。

此外
,

在赣南还发现了破

碎型银矿
,

初步探明的储量已达 中型以上 规模
。

近年来江西伴生共生金矿的重大突破是在德兴

银山铅锌矿
。

该矿经长期工作
,

在原来铅锌矿体的

下方深部发现了伴生金的铜矿体和金铜共生矿体
,

初步预测金铜储量均可达大型以上规模
。

该矿正在

向深部勘探
,

成矿远景相当可观
。

此外
,

铁帽型
、

火山岩次火山岩型及金铀型等类型金矿的勘查也有

一定进展
。

江西金矿勘查的经验表明
,

敢于跳出已有的成

矿模式
,

发现新的矿化类型
,

是实现金矿重大突破

的关键
。

其次
,

在原来的老矿区进行过细的研究工

作
,

不受已有结论的束缚
,

敢于向深部探索
,

就有

可能发现大型隐伏矿体和新的矿化类型
。

第三
,

金

矿成矿地质背景的研究结果
,

是金犷助查战略部署

的依据
,

也是发现金矿新类型的地质 依据
。

金山等

金矿的分布规律表明
,

长期相对稳定的前寒武纪地

块
,

是剪切带型金矿产出的有利地质环境
,

大型韧

性剪切带是控矿的主导因素
。

新一代多功能微机钻参仪试验效果好

毛清阳 王培余

核工业华东勘探所与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探

工系合作
,

研制出 型多功能 微机 钻参仪
,

经室

内和野外水文钻机的深孔钻进试验
,

效果很好
。

型多功能徽机钻参仪
,

由全封闭式主 机箱
、

各种防水型传感器和信号电缆组成
。

主要功能有

系统可采集与显示钻压
、

泵压
、

泵是
、

钻

进速度
、

钻机功率
、

立轴转速
、

立轴扭矩等参最
。

系统可对以上钻进参数任意设置下上 报警

限
,

进行超负载报警
。

系统的数据存储器具有掉电保护功能
, ‘ ,

停电时
, 已采集的参数不会丢失

。

同时
,

配有自动

记录磁带
,

随时将参数记录在磁带上
,

以便开展工



艺研究和指导复杂层的施工
。

柴油机参数遥测盒
,

可对柴油机的机油压

力
、

机油温度
、

冷却水温度以及油泵等参数进行监

测
,

也可对电动机的部分有关参数监测
。

该系统设有标准的隔离型 一 串 行通

讯 口 ,

能与其他计算机联机
。

系统配有打印盒
,

在现场将所测参数打印

并绘制成曲线
。

微机钻参仪有以下优点

系统主机箱采用全密封式结构
,

具有防潮

能力
。

利用悬浮原理进行减 震
。

设有 自动 控温装

置
,

能在 一 的温度下工作
。

数字显示装置
,

便于指导操作 微机

装配电路简单
,

容易安装与掌握
。

仪器价格较低
。

由于仪器采用了电源尖锋吸收
,

共模千扰

抑制
,

工频干扰滤波
,

数字滤波等技术
,

所以有较

强的抗干扰能力
。

新一代微机钻参仪的开发
,

对于科学打钻
,

提

高钻探效率
,

降低钻探成本
,

促进钻探参数优选的

研究工作
,

都有重要作用
。

桃沟钾化蚀 变角砾岩中发现 自然铝

孙启故 王北宁

铝在自然界很难呈 自然元素存在
,

国内外文献

报道也屈指可数
。

这次在河北省赤城县金家庄矿田

桃沟金矿 孔钾化蚀变角砾岩中发现了这种天

然矿物
。

该自然铝呈不规则片状嵌于黄铁矿边部
,

并与

磁铁矿共生于碳酸盐细脉 中
。

集 合体 粒度
,

此
,

反射率大于黄铁矿
,

银 白色
,

硬度低
。

经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电子探针室探针测定
,

自

然铝的平均化学成份 重 量
、

、 、 、 。

所见钾化蚀变角砾岩碳酸盐化较强
,

具交代结

构
,

角砾状和斑杂状构造
。

角砾成分为不含暗色矿

物的斜长变粒岩和二长岩
。

钾化蚀变角砾岩产于海西期碱性杂岩体中的太

古界桑干群斜长变粒岩残留体边缘
。

区内石英脉型

和钾质蚀变岩型金矿大部分产于碱性杂岩与超基性

岩或太古界变质岩的接触带附近
。

一般认为
,

自然铝大都与地慢上升的原生高温

条件下的岩浆有关
。

自然铝的发现
,

不但为探讨该

区岩浆岩的成因
、

岩浆岩与金矿的关系提供了新的

资料
,

也对铝矿物
、

铝的地球化学研究具有重要学

术意义
。

用边缘成矿理论剖析

中国大型矿床产出的构造环境

池三川

边缘成矿理论是 由芬兰加拉 于

年首先提中的
,

苏联卡赞斯基 中
· ·

玖 幻

等人积极支持
。

其主要观点是 大部分金属矿床在

空间上是沿着大地构造单元 如各种板块边缘
、

大

陆边缘
、

槽台边缘等 和地质体 如盆地边缘
、

岩体

边缘 的边缘部位
,

即异相交接带分布的 时间上

是在不同地质时期或成矿作用时期的早期或晚期形

成的
。

从板块构造角度
,

与成矿有关的沉积
、

岩浆
、

变质
、

构造变形等各种地质作用
,

都取决于板块相

互运动的 性质和状况
,

故不同类型的板块边界 如

裂谷带
、

俯冲带
、

碰撞带
、

转换带等 即是最有利

于成矿的构造环境
。

大多数矿床之所以在边缘地带形成
,

其主要原

因是地球内
、

外部广泛存在的各种差异因素
,

如地

球各部位稳定性差异
,

板块运动方向和方式差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