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说明黄铁矿是在相对还原条 件 下 沉 积

的
。

结 论

黔中铝土矿形成于热带一亚热带炎

热潮湿的气候环境
,

成 矿 区 古 纬度为北纬
。 。

基底构造控制成矿区 带 和矿床

分布规律
,

古岩溶洼陷明显控制铝土矿矿体

的形态
、

规模和质量
,

成矿后的构造作用可

以使铝土矿进一步富集
。

铝土矿形成于早石炭世大塘期
,

沉

积于古隆起边缘淡化泻湖盆地的泻湖潮坪相

中
,

以泻湖洼地亚相
、

泻湖槽谷亚相和泻湖

沼泽亚相最佳
。

沉积水体中的
、 、

和 有机

质
,

随着介质地球化学环境变化
,

发生元素

沉积分异作用
,

形成有规律的含 矿 岩 系 剖

面
,

铝土矿主要在弱氧化一弱还原条件下形

成的
。

主要 , 文公

【 布申斯基
, 。

凡 王恩孚等译
, 《铝土矿地质

学 》,

地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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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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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子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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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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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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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公 恤

,

川 恤 叮 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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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矶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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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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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倪
,

朋 功
,

一 钊

, 金矿包找矿标志有突破

湘西南一黔东地区前寒武纪地层内盛产贫硫化

物石英脉型粗粒明金矿床
。

这类矿床的显著特征是

突然出现品位达数百上千克 吨的 富金 矿包 常含

数十至 金
。

我们对富金矿包赋存的石英 脉 的

结构构造
、

矿物学
、

地球化学和石英脉产出的构造

特征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详细峨究
,

初步总结出了富

金矿包赋存规律和找矿标志
,

并在应用于漠滨金矿

的生产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

富金矿包的找矿标志是

赋存富金矿包的石英脉均为烟灰色和灰白

色
,

透明度中等
,

而且呈微砂搪状
,

易碎
。

灰白色粉末状不透明方解石
、

网脉 与矿

后期透明度高结晶完好的方解石不同 穿插不纯的

灰白色石英脉时
,

预示着富金矿包的存在
。

钠长石石英脉含金性好
,

而且钠长石化的

程度与金矿化程度成正比
。

强烈钠长石化地段存在

富 金矿包
。

石英脉中大量发育硫化物和硫盐矿物时含

金性好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辉锑矿
、

辉铆矿
、

脆硫

锑铅矿和车轮矿组合是近矿标志矿物
。

上述矿物突

然大 出现时暗示着富金矿包将要出现
。

·

金矿化的指示元素为
、 、 、 、

、 、

和
。

特别是
、 、 、

和

高度富集时则出现富矿包
。

石英脉中韧含 或汞含

量高于 时
,

必定存在富金矿 包
。

在石英脉分支复合
、

尖灭再现及厚度急剧

变化地段将存在工业矿体
。

剪性雁列脉及透镜状脉

体呈迭瓦状排列
,

石英主脉派生侧羽脉时
,

金矿化

往往很好
。

含金石英脉均赋存在层间滑动构造及其次

级裂隙中
,

其脉体顶板
、

底板及脉内均存在剪切滑

动构造面
。

含金石英脉体常遭受多次挤压和剪切作

用以致于褶皱
,

挠曲
、

角砾化和微砂搪石英化
。

特

别是橄砂箱状石英往往是富金矿包的容矿部位

中南工业 大学地质承 刘扭 段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