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岩溶凹陷往往会是矿体产出位置
,

主要找矿

层位为 寒武统顶面古岩溶面之上的下泥盆

统坡脚组或益兰组以及下二叠统或上二叠统

吴家坪一长兴组顶面古岩溶面之上的层位
。

②可在褶皱和断裂发育的储金地层分布区寻

找丫他式金矿床
,

区域性断裂与背斜交汇的

压扭带内
,

是找矿最有利的构造部位
,

矿化

带往往发育于主构造派生之次级构造带内
。

中部峨眉山玄武岩前缘及台地边缘

区

主要矿源层有大厂层
、

龙潭组底部
、

早

二共世及早泥盆世矿源层
。

虽然数量较多
,

质从却较差
,

矿源层厚度小且多不连续
,

除

东南缘 早泛赘世矿源层分布区一般重叠有

个不 同时代矿源层外
,

基本上都是两层重

柱
。

此外
,

该区燕山期构造活动不如海盆区

强烈
,

以平缓褶皱为主
,

区域地温也较低
。

故该区是第二位的找矿远景区
。

区内已发现

有戈塘
、

紫木山
、

三岔河
、

鲁布格
、

雄武等

金矿床 点
。

主要在该区寻找戈塘式金矿

床
,

沿下二叠统或上寒武统顶面的古岩溶面

进行
,

主要找矿层位为大厂层
、

龙潭组底

部
、

坡脚组或坡松冲组
。

由于成矿条件较

差
,

因而形成的矿床规模一般不大
,

以找到

中小型矿床的可能性最大
。

在早三叠世矿源

层分布区
,

也应注意在各储金地层中寻找
’

他式金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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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我国矿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矿物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变化有着密切关 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

系
。

我国恢岌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后
,

必将对矿 关贸总协定市场准人的承诺
,

会使国内经济发

业产业产生屯要的影响
。

展失去往 日足够的保护
。

仅就关税而言
,

发达国家

从有利的一面看
,

人关为了进一步扩大矿业部 的关税 目前为 左右
,

人关的发展中国家也仅为

门的对外贸易 与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有利于我 左右
,

而且原材料及矿物原料产品的关税更

国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 对矿业产业的科技进步和 低
。

我国的进 口关税在世界上是相当高的
,

这将

产业结构调整将起到加速推动作用 为进一步推动 使国内的矿业企业又失去一层重要的保护屏障
。

而

矿山企业经背机制的转变
,

建立和完善国内矿产开 从矿业企业 自身竞争能力和实力来看
,

技术装备落

发的市场机制
,

进一步规范矿业企业的经济行为
,

后
,

经济效益低下
,

亏损严重
,

不少产品规格落

提高经济效益带来 一定机遇
。

但是
,

同时也将带来 后
、

质量不高
,

在国际市场冲击下
,

有些企业将面

挑战
,

国内矿业企业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大
,

其发展 临被淘汰的危险
。

摘 自《矿产开发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