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起伏
、

古水文网分布及 流 向 的 差异
。

当

然
,

基岩含金性的不同更不可忽视
。

综上所述
,

在进行砂金找矿选区时
,

要

注意 目的区的地质一地貌条件的综合分析
。

先确定该区有否古准平原
,

而不必过多地考

虑内生金矿化
,

再确定水系对古淮平原的下

切深度
,

选定靶区
。

然后
,

根据地质
、

微地

貌条件和过采情况
,

充分利 用传统方法和新

技术
、

新方法
,

具体部署找矿工作
。

淮水原化除了对砂金矿的形成起了决定

性作用外
,

对砂铂
、

金 刚 石 砂 矿
、

妮钮砂

矿
、

砂锡矿〔
、

〕等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

它

们的区别在于砂金的富集和增生
,

这是别的

矿种难以具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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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西南首次发现石英脉型金矿床

王 明新

云南第五地质大队

在云南省澜沧江以西的阿侃大山上
,

我队经过

两年的工作
,

最近找到了一个很有前景的石英脉型

金矿床
。

这是在滇西南发现的第一个金矿床
。

它的

发现
,

对繁荣边疆经济
,

使优族群众脱贫
,

具有重

要意 义
。

这个矿床的发现
,

首先是依靠 万区域地质

调查资料提供的信息
。

区调报告对该点的描述是

发现多条矿脉及矿化脉
,

规模不大
,

一般长
,

厚
,

品位
,

还含高的银
、

铅
、

锌等
。

其次是我队到胶东地区参观考察了焦家

式及玲珑式金矿的地质特征
,

认为我们工作的地区

与胶东在区域成矿条件方面有相似之处
。

即处于深

大断裂带上盘
,

深大断裂深部属韧性剪切带 前寒

武纪变质火山岩层发育 , 中生代重熔花岗岩类岩浆

活动强烈
,

等等
。

从而坚定我队 自筹资金开展找矿

工作的决心
。

第三是
,

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

县政

府派了一名副局长常年随队协助工作
,

协调民族关

系
,

帮助解决地质工作者生活 上的困难
,

使地质队

在阿仇大山土站得住脚
。

第四是
,

野外作业人员不

怕艰苦
,

克服困难
,

立足找矿
,

而且掌握了正确的

工作方法
。

他们在争取多发现矿脉的同时
,

对认为

含矿较好的矿脉做了详细的工作
。

按规范进行地表

工程揭露
,

以提高工作程度
。

这样
,

既发现了多条

矿脉
,

打开了远景
,

又可供对主矿脉进 行 深 部 评

价
,

很快地肯定了它们的价值
。

地质工作表明
,

该矿床赋存在侵人于前寒武纪

地层内的中生代花岗岩体中
,

矿体产于黑云二长花

岗岩内近东西向的压扭一张扭性断裂带中
。

围岩蚀

变主要有硅化
、

黄铁矿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还普遍见较弱的铬水云母化
。

矿石矿物主要有黄铁

矿
、

毒砂以及方铅矿
、

闪锌矿等
。

金银矿物以自然

金为主
,

还有银金矿
、

银黝铜矿等
。

脉石矿物以石

英为主
,

次为绢云母
、

长石等
。

现已发现矿脉数十

条
,

东西延长
,

南北并列
,

一般长 数百
,

厚

度小 , 品位高
,

较稳定
。

仅早期发现的 条主 矿 脉

经槽探和平坑控制
,

已达小型矿床规模
,

而主矿脉

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 其他矿脉也不断有新发现
。

该矿床正在普查中
,

前景喜人

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