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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黑水锰矿床沉积环境的地球化学标志

魏富有

西南冶金地 质六
_

五队

含锰岩系不同地段的地球化学资料
,

可明显地反映不同地段的沉积地球化 学环境和含矿

性的差异
。

其效果和用传统的岩相古地理方法近似
。

但前者简单快速
,

并能反映岩相古地理

方法所无法反映的微量元素局部变化地段
。

它给锰矿的成矿预测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

一
、

地质概况

工作区位于摩天岭古陆和龙门山古岛弧西缘
,

瓦布一 四美复背斜的两翼
,

出露有陆源海

相沉积的三迭 系菠茨沟组 (Tl b ) 含锰岩系 目前发现的三个矿床均位于T
上
b千枚岩与灰岩

过渡带的海进式层序中
,

属沉积变质型锰矿 主要金属矿物为低磷的碳酸锰矿 ‘菱锰矿 )
,

少

量磁铁矿
,

赤铁矿
。

二
、

沉积环境的地球化学标志

(一 ) 样品的采集与分析

在复背斜两翼的含锰岩系上每 3 一 4 K m 为一段
,

用岩石地球化学方法采集地层和矿(化)

样品
。

全区共分成 24 段
,

采岩 (矿 ) 样6 73 件
,

其位置和样数见图 1和表 1
。

样品作F e 、

Mn

(原子吸收分析 )
,

A s (斑点分析 ) 和发射光谱多元素分析
。

(二 ) 标志的确定

“

为寻求不同沉积地球化学环境中含矿性的地球化学差异
” ,

统计了矿床和矿点上入,In
、

A g
、

A S 、

M O
、

C o
等元素的平均值

,

发现在矿床和矿点上这些元素无明显的差异 (表 2 )
。

因为含锰岩系中
,

只要M n达到一定的含量就能吸付一定量的A 绪
、

A s
等元素

,

与锰矿的规

模关系不大
。

因此要利用与锰矿伴生的元素去直接预测锰矿的远景是困难的
。

考虑到不同的

地球化学环境下 F “ 、

M” 元素的活动性有差异
,

为此计算了F e 、

M”

娜 关系数 (丫Fe
、

Mn ).

M n /下 e 、

和 C r 、

N j
、

V
、

T i 的累 加值 (下称累加值
,

其中T ,
缩小 10 0倍

,

其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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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特征表 表 1

地地化场场 编号号

⋯
样数数

⋯
累力口值值 M nnn Y 一。入幻幻 浓浓

FFFFFFFFFFF eeeeeee

勺勺勺 111

⋯
3。。

⋯
, 7 888 666 一 0

.

4 999 0
.

3 8 (2 6 )))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球球球 222

⋯
1 ,, 18 111 333 0

.

1 666 0
.

5 5 (1 1 )))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学学学 333 2 000 13 999 444 一 0
.

3 777 0
.

4 2 (2 0 )))

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

4444444 2 555 l峨666 333 0
.

0 888 0
.

4 6 (1 7 )))

口口口口 2 222 14 888 666 0
.

1777 0
.

4 4 ( 18 )))

6666666 4 ())) 1 7 222 777 一 0
.

2 888 0
.

3 0 (3 9 )))

7777777 3 444 1 5 777 666 一 0
.

2444 0
.

3 5 (3 2 )))

8888888 2 333 18 666 666 一 0
.

1 111 0
.

3 8 (2 3 )))

9999999 2 555 1 6 888 666 一 0
.

3 888 0
.

3 8 (2 5 )))

11111000 4 666 2 0 222 555 0
.

0 777 0
.

2 9 (4 4 )))

11111 lll 2777 1 8 444 666 一 0
.

1 999 0
.

3 8 (2 7 )))

lllll222 4 444 18 888 777 一 0
.

1666 0
.

2 9 (4 4 )))

号号号 l333 888 3 4 333 333 0
.

8 000 0
.

7 0 ( 6 )))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球球球 1444 4 333 1 9 777 333 0
.

3 999 0
.

3 8 (2 7 )))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学学学 1555 l222 1 9 888 111 (M n
一

10 0 0Pp m 未计算 )))

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

lllll666 4 ())) 1 6 111 净净 0
.

0 555

⋯
。

·

3 0 ‘3 8 ,,

11111777 2 111 2 0 111 111 0
.

7 888 0
.

4 4 (18 )))

lllll888 3 lll 2 5 444 222 0
.

5 111 0
.

3 8 (2 5 )))

11111999 3 000 2 2 999 lll 0
.

7 555 0
.

5 3 (1 2 )))

22222OOO 2 000 2 0 000 lll 0
.

8 111 0
.

5 8 ( 10 )))

号号号 2 111 2 333 1 7 111 666 一 0
.

0 555 0
.

4 3 (1 9 )))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球球球 2 222 3 888 1 7 777 666 一 0
.

1 555 0
.

3 2 (3 5 )))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学学学 2 333 4 333 1 7 000 666 一 0
.

1 999 0
.

3 0 (4 1 )))

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
22222 444 1 444 1 5 000 555 一 0

.

8 999

}
。

·

5。 “4 )))

浓。
.

0 51临界值
,

括弧内为样数
。

素含量不变)
。

发现它们在矿床和矿点上有明显的差异 (表 2 )
。

即矿点上丫
F 。 、

M
。

正 相 关
,

·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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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学场 -

—一一升
~ 一一花厂一一

-
一号地球化学场

一一一州
多瓦
/

代 舜

爪加值 > 180 地段
,

其余地

段票加值劣 180
r Fe M n 正相关和 M n ·

F e

) 3 地段
、

其余地段
r F e M n

负相关或不相关和M n / 六 ) 3

E 验证区

迭 系菠茨沟组

T : 一3 三迭 系中一上统

一P 泥盆系至二迭 系
r 花岗岩

B 柑矿沉居区

量 从内往 外依

次为 5 % 10 0/0

15 %

O
T b

内圈 为采样分段编号

外圈为矿点 床
, 的锰含口

O芍

例图

图一
、

瓦布一四美复背斜地球化学场分区

矿床和矿点地球化学特征表 (元素平均值 即 m ) 表 2

类类别别 远景区区 地点 (编号 ))) M nnn A ggg A sss M ooo C ooo 累加值值 M nnn Y 「e 、一nnn 浓浓

FFFFFFFFFFFFFFFFFFFFF ccccccc

矿矿矿矿 麻窝 ( 13 ))) 14 10 000 0
.

666 11 000 5
。

111 2 666 3 4 333 333 ()
.

8 000 Jo
·

7 。 ( 6 )))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普普普普窝 ‘1 4 ))) 30 3 0 000 0
.

777 888 l 888 1777 19 777 333 0
.

3 999 0
.

3 8 ( 27 )))

维维维维古 ( 18 ,, 19 4 0 000 0 444 999 3
.

444 1 888 25 444 222 0
.

5 111 0
.

3 8 (2 5 )))

矿矿矿 AAA 德石沟 ( 6 ))) 62 7 0 000 l 888 4 333 3
.

〔)))

{干干
17 222 7 一一 一 0

.

2 888 ()
.

3 0 ( 39 )))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都都都都尔布 ( 了 ))) 6 14 0〔))) 1
.

111 5222 2 一〔))) 4 〔))) 15 777 666 一 0
.

2 444 0
.

3 5 ( 32 )))

多多多多 瓦 ( 9 ))) 92 4()())) 0
.

999 3 444 2
.

777 2 222 16 888 666 一 f)
.

3888 0
.

3 8 (2 3 )))

远远远 BBB 热十窝 (1 0 ))) 32 10 ())) 0
.

666 3 111 3
.

888 3 777 2 0 222 555 0
.

0了了 (〕
.

2 9 (4 4 )))

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景

区区区区 普格基西 ( 11 〕〕 83 9 (〕())) 1 222 3 lll 7 (jjj 3 888 18 444 666 一 0
.

1 999 〔)
.

3 8 (2 7 )))

普普普普格基东 《12 ))) 52 7 0 000 O 777 3 777 2
.

999 2 888 18 888 777 一 〔)
.

1666 0
.

2 9 ( 4 4夕夕

CCCCCCC 俄斯库 ( 1 ))) 9 5 6 ()())) 3
.

666 8 lll 3
.

())) 1 2 111 17 888 666 一 0
.

4999 0
.

38 (26 )))

DDDDDDD 徐 古 (一6 ))) 4 6 6 (川川 〔)
.

888 3 lll 0
.

999 3 000 16 111 5 ... 0 0 555 ()
.

30 (38 )))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瓦瓦瓦瓦布一六合 ( 22 一 23 ,, 9 (j2 0 (}}} O 555 888 1

.

555 2 1

{{{
17 444 666 一 0

.

2 555 ()
.

3 8 ( 24 )))

矿床上介
。 、; 。

负相关或不相关
。

而且前者Mn/ F e < 3
,

累加值少 18 0
,

后者M n/ F e

加值 < 18 0
。

3
,

累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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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统计样品的选择

考虑到含锰岩系中锰矿化和M n 异常都是在统一的地球化学环境和水动力条件下形成
,

因

此在统计特征值时将M n 、 1 0 0o pPm 的 异常样品和已知矿化样品作为一个体系来考虑
。

为了弄

清M n
含量高低对统计结果的影响

,

将同一地区M n > 10 0 0PP m 的异常样品加已知矿化样品和

10 00 0PP m 的矿化样品分别统计
,

发现这二类样品中各类特征值都相似
。

以 丫 F。 M。

为 例

( 表 3 ) ,

不管M n
含量高低

,

只要是矿床上的样品其YF e M n
都是负相关或不相关

。

只要是

矿点上的样品 Y F以。
,

都 是 正 相关o’说 明 丫F 。 M。

主要受沉积环境中元素行为的影响与Mn

的含量关系不大
。

考虑到找矿都在未知区进行
,

用异常样品加已知矿化样品来预测含锰岩系

比只用已知矿化样品
,

其实用性更大
。

所以各类特征值都用M n 异 l0 0 0PP m 的样品进行统计
。

锰含量 对铁锰相关系数的影响 表 3

类类别别 地点 (编号 ))) 位 置置 M n 10 0 0Pp m M n loo t)o ppmmm

丫丫丫丫丫 卜。 、bbb 派 y f , 、卜卜 浓浓

矿矿矿 都尔布 ( 7 ))) 6 8 一 7 4线线
一 0

.

2 444 0
.

3 5 (3 2 ) 一 0
.

6 555 0
.

4 6 ( 17 )))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德德德石沟 ( 6 ))) 随机样样
一 0

.

2 888 ()
.

3 0 (3 9 ) 一 0
.

3 888 0
.

3 5 (3 2 )))

6666666 2 一 6 6线线 0
.

0 222 0
.

3 8 (2 3 ) 一 ()
.

3 555 0
.

5 3 (1 2 )))

多多多 瓦 ( 9 少少 随机样样
一 0

.

3 222 0
.

4 2 (2 0 ) 一 0
.

3 777 0
.

5 1 (1 3 )))

TTTTTTT C 2 222 一 0
.

3 888 0
.

3 8 (2 5 ) 一 0
.

6 555 0
.

4 7 (16 )))

矿矿矿 维 古 (1 8 ))) 随机样样 0
.

5 111 0
.

3 8 (2 5 ) 0
.

5 666 0
.

3 8 (2 4 )))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普普普 窝 (1 4 ))) 随机样样 0
.

3999 0
.

3 8 (2 7 ) 0
.

3 999 0
.

3 5 (2 6 )))

疾 0
.

05 临界值
.

括号内为样数

(四 ) 地球化学场分区

根据表 l 的特征值将复背斜北翼东段 13 一 2 0号划为一号地球化学场
。

其丫F
e Mn 除 16

号之外均为正相关
。

复背斜北翼西段及转折端 1 一 12 号和东段及转折端 21 一 24 号
,

分别划为

二号
、

三号地球化学场
。

它们的丫F
e M n 均为负相关或不相关

,

见图 l
。

Mn/ F e 和 累加值

统计结果
,

在一号地球化学场M n / F e < 3 (即F e 、

Mn
含量相差不大)

,

累加值 15 0
.

一 34 0
。

在二
、

三号地球化学场M n/ F e ) 3 (即F 。
、

M n
含量相差大)

,

累加值巧。二 18 00 从图 1和

表 1还可以看出
,

累 加 值 不 如 丫 F
。
M。

和Mn/ F e 的规律性强
,

如二号地球化学场中1仅

11
、

12 号的累加值偏高
,

说明还有一些没有搞清楚的因素在控制着C r ,

N i
、

V
、

T i 元系

的分布
。

三
、

对锰矿沉积地球化学机理的初步认识

F e 、

M n 均属亲氧亲硫变价元素
,

电价和离子半径相似
,

两者有明显的地球化学亲和性
。

.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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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锰矿的垂直或侧伏方向上常伴生铁矿
。

但由于古地理环境和沉积分异条件的不同
,

造成F 。

M n
集中

、

分散能力的差异和存在形式的改变
,

使两者的 j翅主关系发生变化
。

区内三个地球化学场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古地理环境
。

据公司科研所编
“

早三迭系岩相

古地理图
’‘

的分区
,

一号地球化学场称为维古水下隆起
; 二

、

三号地球化学场分别称为黑水

半局限海盆地 (图 2 ) 和瓦布水下洼地
。

在水下隆起区处于高能带
,

沉积速度快
,

砂质多钙泥质少
,

不利于F e ,

M n 的沉积分异
_

而且在氧化条件下 (见图 3) F e ,

M n
均呈高价的氧化物 (赤铁矿

,

镜铁矿
,

软锰矿
,

铁锰

矿 ) 形式出现
,

铁锰同时沉积
,

形成 F e
高

,

M n
高的状态

,

造成铁锰正相关和Mn/ F e 比值

小
二

而且在沉积过程中接受大量的粗碎屑物质
,

造成与碎屑物质相亲的C r 、

N i
、

V
、 ‘

f
l

元

素含量高
。

在这一地区仅见品位低
,

厚度小的铁锰矿 (如维古)
。

由于磷元素的运移与上升的

海流有关
.

富集在海底突起部位
,

故这一地区的铁锰矿含磷高
。

、

叮M o o :
’

\
、、 钦锰矿 、\、

\
、l、。司布水下洼腆

"

川��甲澎知
、 1 1 1 1 / I

, J / j l / /

,吕J/I

维古水下隆起

丫
红 叹悦

一、 ‘/ ‘

以
,“ 1

.

0
.

6

0
.

4

0
.

2

O

r e 苦+

M 。 卜

( 溶解状 态 )

协
’+

\
厂‘ 足o a

、 〔赤铁矿 )

\

\

\

\

\

\

\

M n , O 户\

队
‘
水铭确

M o C 0 3

(夔锰矿 )

、 代
、 、 刀

心

06040208
J,.门lljl门比”se口eses

色尔古

、瓦布
护

,
笋

‘M n ’十 , 一 一
10 9 ( F c 卜 ) 二 一 6

一

一丁一飞一万一而一
~

万习
P “

/黑半局水限海地盆
/
声

l
///J1111、\\/

图二 瓦布一四美复背斜早三迭系古地理留
图例 区{ T , b 菠茨沟地层 1困 地层等厚浅 ‘M )

图三 M n 一F e
一H

Z
O 体系的 E ll

一 PH 图解
T = 2 5 ℃ P 总二 1 Pc o Z = 一,〕

( 据 H 赞托普 一9 7 5 )

在局限海盆地和水下洼地均处于低能环境中
,

有利于铁锰的沉积分异
。

从图 3 看出
.

在

还原条件下M n 主要呈低价的碳酸盐 (菱锰矿 ) 的形式存在
,

赤铁矿
,

镜铁矿已不复存在
.

而

在菱锰矿的上下盘和尖灭端出现磁铁矿
。

由于铁锰的存在形式和共生关系的改变
,

在矿体上

出现M n
高F e 不高

,

甚至 F e 低的状态
,

故丫F e M n呈不相关甚 至负相关
,

Mn/ F e 比值大 而

且在这一带一般远离剥蚀源
,

沉积物主要是泥质
、

钙质
,

粗碎屑物少故与碎屑相亲的Cl
l 、

N i
、

V
、

T i 低
。

由于低能环境下
,

既有利于F e 、

M n 的 分异也有利于M n 、

P 的分异
,

故

在海盆地或水下洼地往往形成品位高
,

厚度大的低磷锰矿床
。

本区已知的三个锰矿床均产于

这一环境
。

·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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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位置特征值差异 表 4

地地点 〔编号 ))) 位置置 M nnn
一

丫F e M nnn 浓浓

FFFFFFF eeeeeee

徐徐徐 17 8 一 1 8 0线线 lll 0
.

8 333 0
.

4 8 (1 5 )))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 16 ))) 17 6线线 555 0
.

0 555 0
.

3 0 (3 8 )))

111117 2 一 1 7 5线线 666 一 0
.

0 666 0
.

3 2 (3 3 )))

11111 6 9 一 17 0线线 222 0
.

3 999 0
.

3 8 (2 6 )))

执执执 1 1 2 一 1 1 5线线 111 0
.

4 777 0
.

6 0 ( 9 )))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窝窝窝 1 1 0 一 1 1 1线线 444 0
.

0 777 0
.

2 9 (4 4 )))

‘‘
[O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剖剖剖面面 555 一 0
.

2 000 0
.

5 8 (10 )))

11111 0 8线线 lll 0
.

8 888 0
.

7 5 ( 5 )))

多多多 8 2 ~ 9 0线线 111 0
.

4 222 0
.

4 2 (2 0 )))

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瓦

999 ))) 9 2线线 lll 0
.

9 111 0
.

4 4 (18 )))

TTTTT C Z aaa 333 一 0
.

3 222 0
.

3 8 (2 4 )))

99999 8 一 1 0() 线线 777 一 0
,

3 888 0
.

3 8 (25 )))

林 。
.

。, 临界值
,

括号内为样数
。

见 矿槽探品位厚度 表 5

槽槽号号 矿层数数 矿累计厚厚 M n
含量量 Mn

平均含量量

((((((( M ))) (% ))) (乡。)))

’’

! c
:::

lll 3
.

222 11 ~ 1 555 1 3
.

333

JJJ
’

。。 333 2
。

666 1 0 ~ 1 666 12
.

777
lllllllllllll

’’

rc
666

999 1 1
.

888 1 0 ~ 3 444 16
.

999

’’

!
’、‘ ,,

666 4
.

444 1 0 ~ 3 111 17
.

222

TTT 〔
一

、、

666 6
.

555 10 ~ 1999 14
.

555

从图 l 各矿点锰的平均含量看

出
,

在不同的环境下锰的矿化强度

有明显的差异
。

表现在隆起区 (除

16 号之外) M n
低

,

海盆地和水下洼

地Mn
高

。

从图 l 还可看出
,

16号的

特征数无论 YF e M n 还是Mn/ F e

都和隆起区的特征值不相吻合
。

对

此可作如下解释
,

即隆起区可能有

局部的凹陷
。

如表 4 所示
,

16 号在

长约 3 00 0米范围内
,

两侧正相关部

位可能是隆起区
,

中间负相关或不

相关部位可能是凹陷区
。

虽然这仅

是局部的凹陷
,

但相对来说位于低

能带
,

F e Mn 的沉积分异条件好
,

M n / F e 比大
,

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锰

矿
。

同样在海盆地和水下洼地也可

能有局部的隆起
,

表现在这些地区

局部出现F e M n 正相关值
,

如表 4

的 g 号和 1 0号
。

在这些局部的隆起

区
,
F e M n

沉积分异条件差
,

Mn/

F e 比值小
,

锰矿变贫
。

由此看来
,

沉积环境的地球化

学标志比岩相古地理分区有时更能

细致地反映局部沉积环境的变化
。

根据本区的沉积地球化学标志确定
,

在复背斜南北两翼有 A
、

B
、

C
、

D
、

E 共五个有利于锰矿沉积的远

景区 (图 1 )
。

其中A 区为已知的三

个矿床所在地
,

其余四个地区经检查均见到较好的锰矿
,

有进一步工作价值
。

四
、

E 区验证结果

为证实用沉积地球化学标志确定的有利于锰矿沉积的远景区是否合适
,

在 E 区 ( 2 一 3

号) 投入比例尺 1 : 10 0 0 0的次生晕
,

磁法
,

交流电法等综合物化探方法
。

工作结果获得三

个异常
,

这些异常经七个槽子
.

揭露五个见矿
,

见矿率71 %
。

其品位
,

厚度如表 5 所示
。

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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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这一地区已提交给地质队作为评价勘探的基地

以上说明
,

用地球化学方法确定低磷锰矿的有利沉积环境是可行的
。

这一工作给地球化

学方法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途径
,

也给锰矿的评价预测提供了又一手段
。

G E O C H E MIC A L C R IT E R IA F O R S E D IME N T A R Y

E N V IR O N ME N T S O F H E IS U I MA N G A N E S E

O R E S IN S IC H U A N P R O V IN C E

We 1 F u
yo

u

(5 o u t h 一

琳
s t G e o lo g ie a l E x

Pl
o r a tso n C o rp

. ,

M
.

M
.

1
.

)

A 玩tr a e t

G e o e he m ie a l da ta o n v a r io u s s e e tio n s o f 腼
一 be a r in g r o e k s e r ie s

m a y r e fle e t d is tin e tly the r e le v a n t g e o e h e m se 巨1 e n v ir o o m e n ts a n d th e

d iv e r s ity in o r e p o te n tia l
, a n d th a t s e e m s to yie ld t he s sm ila r r e s u lts

g o t by th e p e tr o g r a p hie 一 p a le o g e o g r a p hie m e tho d
,

bu t th e fo r m e r 15

5 1m ple r a n d m o r e r a p id
, a n d e o u ld id e n t ify th e lo e a l va r ia t io n s o f t r a e e

e le m e n ts ,

p r o v id in g be t te r in fo r m a tio n fo r th e m e ta llo g e n ie p r o g n o s is o f

M n o r e s
.

会议消息
▲冶金地质技术经济及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天津地质研究院分会已于 1 9 8 6年 3 月 24 日成立

。

参加成立会议的有本院各处
、

室代表 18 人
。

天津地质研究院院长候宗林在成立会议上讲了话
,

阐述地质经济研究会的性质
、

宗旨和

和任务
,

希望天津院研究分会及全体会员把冶金地质技术经济及管理现代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搞好
,

为提高冶金地质工作社会经济效益做贡献
。

副院长万资坤就天津院地质经济研究分会

的筹备经过做了说明
。

会议通过民主协商
,

推选出夭津院地质经济研究分会委员会组 成人 员名单为
:

万资坤
、

尹子生
、

王志韬
、

吴 克成
、

连俊坚
、

李浩
、

陆丽娟
、

房政魁
、

胡桂明等九人
。

万资坤任主任

委员
,

胡桂明任副主任委员
,

吴克成任秘书长
。

经委员会研究
.

天津院地质经济研究分会 1 98 牌学术研究重点是
:

冶金地质科研项目管

理和队伍结构改革研究
:

冶金地质科研管理现代化研究
;

冶金矿产资源形势分析研究和矿床

经济评价研究等
。

目前
,

正积极发展会员并组织撰写学术研究论文
,

迎接和参加拟定今年 g 月召开的
“

冶

金地质技术经济及管理现代化研究会
”

成立大会及其年会
。

(吴克成供稿 )

·

9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