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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陵新桥铁帽型金矿床

分带特征与成矿作用

曹晓生 孔德凤
(治金部华东地质勘查局 ) (冶金部华东地勘局八 O三队 )

提 要 铜陵新桥铁帽型金矿床赋存在硫化物矿床氧化带中
。

本文在论述该矿床氧化带形成条件

基础上
,

根据地球化学资料统计结果
,

对矿床氧化带进行了剖面分带
,

并简述了各带地质
、

地球化学

特征
。

研究表明
:

新桥铁帽型金矿床在氧化带中成矿
,

是由于地面抬升
,

地下水位下降
,

氧化带物化环

境发生变化
,

金 (银)等成矿物质不断氧化
、

分解
、

迁移
、

富集的结果
。

关键词 铁帽型金矿床 氧化带剖面分带 成矿作用 铜陵新桥

“

铁帽型金矿床
” ,

系指这类矿床赋存于硫化物矿床氧化带中
,

铁帽的下部
,

与铁帽形成有

成生联系
,

且铁帽可作为重要找矿标志
。

近几年
,

该类型金矿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形成了一

定规模
,

而且在矿床地质特征和成矿作用等方面均反映出一定特点
,

已构成了一种新的金矿类

型而被人们所重视
。

铜陵新桥铁帽型金矿床就是这类矿床中的一个典型
。

本文在总结该矿床

形成条件基础上
,

讨论矿床氧化带分带特征和成矿过程
,

旨在拓宽对该类矿床的研究思路
,

如

有不妥之处
,

望读者指正
。

1 矿床氧化带形成条件

新桥铁帽型金矿床氧化带
,

位于新桥大型多金属硫化物矿床上部(图 1 )
。

地表延长 1 5 0 0

余 m
,

宽 4 0一 1 2 0 m
,

地表标高 5 0一 ] 5 0m
,

走向北东
,

倾向北西
,

倾角 4 5
0 。

金 (银 )矿体赋存在氧

化带下部靠近底板处
。

1. 1 物质来源

铁帽型金矿床氧化带的形成
,

是新桥大型块状硫化物多金属矿床氧化
、

分解
、

淋积的产物
。

该原生硫化物矿床赋存在闪长岩体周 围及东西两侧中下石炭统和泥盆系上统假整合面附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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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呈似层状
,

层状产出
。

块状硫化物中不仅能独立圈出具有较大工业价值的铁
、

铜
、

金
、

银矿

体
,

且含有伴生或共生矿产秘
、

锑
、

谛
、

稼
、

福等可综合利用
。

1. 2 围岩条件

氧化带上部顶板为易风化的闪长斑岩和岩溶较发育的石炭系黄龙组灰岩与船山组灰岩
。

氧化带底板为渗透性较差的石炭系高骊山组砂质页岩和泥盆系五通组石英砂岩
。

顶底板围岩

岩性差异既有利于氧化带中水的淋滤
,

又利于成矿物质的保存
、

富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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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1

.

孤峰组

2
.

栖霞组
3

.

船山组

4
.

黄龙组

5 高骊山组

6
.

五通组

7
.

闪长岩
8. 闪长粉岩

9
.

矽卡岩
10

.

铁帽

11
·

断层及编号

昭
·

等高线
13

.

勘探线及编号

图 1 新桥铁帽型金矿床氧化带地形地质图
F且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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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造的控制作用

矿区构造岩浆活动强烈
,

直接控制氧化带形成的构造有印支期褶皱和燕山期新桥闪长岩

体侵位形成的北东向层间纵断裂 (图 1 ) ,

以及两者派生的层间裂隙
。

它不仅为含矿热液充填叠

加提供了通道
,

也为水在表生氧化淋滤过程中创造了循环场所
。

L 4 地球化学景观

本区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

位于长江南岸残坡积发育的低山丘陵地带
。

年均降雨

量为 1 4 0 0~ 左右
,

雨量多集中于春末夏初梅雨季节
,

蒸发量小于降雨量
。

区内气候温和
,

植被

茂密
,

这些特定的自然景观环境
,

为氧化带发育
,

金等成矿元素的氧化
、

迁移
,

提供了客观基础
。

1
.

5 新构造运动的影响

区内从已知的古夷平面—矾头剥蚀残丘
,

标高 3 20 m
,

剥蚀发展到现代河谷—新西河

侵蚀基准面 20 一40 m
,

两者高差达 3 00 余 m
。

再则矿区内石炭系船山灰岩溶洞可见于 1 90 m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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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而栖霞灰岩(P
;
)溶洞出现在 38 一 187 m 处

。

¹ 这些说明本区有过较大幅度的下降或抬升
。

地面上升 (隆起 )
,

地下水位下降
,

早期断裂
、

裂隙的复活给地下水循环淋滤形成了 良好的网络

系统
。

1
.

6 淋滤水的供给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

现代地下水位标高为 10 一 40 m 。

除氧化带上盘岩石有丰富的裂

隙
、

溶洞水外
,

第四系洪积冲积层中也有丰富的孔隙水
。

矿区内最大单位涌水量为 1
.

175 升 /秒
·

米
2 。

水化学类型
,

氧化带中主要为重碳酸钙型水
,

并含有 K 十 、

Na + 、

51 0 2

等离子
、

硫化物矿体

淋滤水中有大量 s讲
一 、

Cl
一

等离子
。

综上所述
、

硫化物矿床

特有的物质基础和所处特定

的地质条件
,

再加上矿区 中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所造成

的景观地球化学环境
,

为氧

化带的形成
、

金银等成矿元

素在氧化带中分解
,

迁移
、

富

集
、

成矿
、

提供了极为有利的

条件
。

2 氧化带剖面分带

及各落脸征

2
.

1 氧化剖面分带

为研究其氧化剖面分带

特征
,

这里选取典型剖面 ( 19

勘探剖面线 ) 样品 29 件
,

变

量 (元素 ) 16 个进行 Q 型聚

类分析
,

其计算结果如图 2
。

从图 2 可见
,

在 R 一 0
.

8

水平上
,

明显将样 品分 为六

类
,

每类与其样 品属性对 比

可知
, I 一 l 类样 品为褐铁

钻钻孔 取样号号 类 别 系 执执 岩(矿 ) 性性 类别别
zzz K 4z K3 z ‘z KKK 1 0 8 0 6 0 4444444

JJJJJ

丁
---

--- I 一 lll

lll 66666 铁铁铁
IIIIIII 矿矿矿
,,,,,,,,,,,,

5555555 含 铁铁 1一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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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呼lllll 姗 君君君
III 222222222222222222222

勺勺77777 含含 I 一 333
三三88888 金金金

7777777 银银银

III 44444 姆姆姆
lll 33333 铁铁铁

222 33333 矿矿矿
lll,,,,,,,,,,,

22200000 含铜硫硫 nnn

6666666 化 物物物

88888888888888888888888

222 lllll 原 生生 Innn
22222222 硫化物物物

222555555555555555555555

222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222 ,,

}}}}}}}
』』』』』』

222 ,,,,,
... .. 叫.. ..

-
. .. . . 月

口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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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4444444

222444444444

图 2 点群分析谱系图

F ig
.

2 L in ea r

ma p of c】as t e r an al ys is

矿
,

I 一2 类为含铜褐铁矿
,

I 一 3类为含金银褐铁矿
, l 一 4类为含铜次生硫化物

, l 一5 类为

黄铁矿矿石
,

第 6 类 9 、

巧 号样品为高骊山组砂页岩
, 4 号样为风化闪长粉岩

。

24 号样为含金

( > 3g /t )的块状黄铁矿石
。

¹ 楚之潮
,

新桥铁帽金银矿床成矿条件及成矿过程的探讨
,

华东冶金地质与勘探
, 19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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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聚类分析结果
,

结合氧化带地质
、

地球化学特征分析
、

将氧化剖面分为三个带
,

氧化带

又分成 3 个亚带
,

其剖面分带空间分布见图 3
,

即
:

I
、

氧化带
a 、

铁帽亚带 (或铁锰胶结亚带 )

b
、

改造铜 的次生富集亚带 (或铜的次生富集再氧化亚带 )

c 、

金 (银 )淋积亚带

l
、

铜的次生富集带

l
、

原生硫化物带

2
.

2 各带地质 一地球化学特征

为阐述以上氧化剖面分带的特点
,

现将各带地质
、

地球化学特征综述如表 1

到

z K , z 多2

程

外 /,

C g

图例说明
:

1
.

高骊 山组

2
.

闪长粉岩

3
.

氧化物
4

.

半氧化硫化物
5

.

原生硫化物

6
.

钻孔及样号
I 一 1

.

铁帽亚带
I 一 2

.

改造铜的次生富集亚带
I 一 3

.

金银淋积亚带
皿

,

铜的次生富集带
11

.

原 生硫化物带

I,一
,、J崎凡�R

翔伊一g一一
.
一一:e一一沼一一
s
一一
、
三图一c一一

d
一一H一一盯一一曰一一咬一

笋
。

夕
/

I 一 2

丫
图 3 新桥铁帽型金 (银 )矿床典型剖面分带略图

(据 19 线剖面资料 )

Fi g
.

3 S ke tc h o f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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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 se e t io n o f th e
为

n q ia o g 。义泛n ty 讲 g o ld ( s iiver ) de p o s it

根据表 1
,

这里重点对改造铜的次生富集亚带和金 (银 )淋积亚带的有关特点进行阐述
。

改

造铜的次生富集亚带与铜的次生富集带有其明显的区别特征
: a 、

在空间位置上
,

前者赋存在氧

化带的中部 + 50 ~ + 90 m
,

后者在地下水位标高附近富集
; b 、

在矿物化学成份上
,

前者主要是

铜的碳酸盐和少量氧化物
,

后者由于矿区近代地下水位波动较大
,

主要 以铜 的次生硫化物为

主
,

铜的碳酸盐少见
; c 、

改造铜的次生富集亚带形成后
,

从理论上讲
,

几乎没有铜的富集作用发

生
。

换言之
,

铜的淋失大于铜的富集
。

而铜的次生富集带则相反
,

铜的富集大于淋失
。

从这些

区别特征
,

结合矿区景观环境和地质条件分析认为
,

改造铜的次生富集亚带的形成
,

是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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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氧化带形成后
,

矿区受构造运动 (特别是新构造运动)升降作用影响
,

原来形成的铜的次生

富集带与地面一起抬升 (或隆起 )
。

由于环境突变
;
铜的次生硫化物再氧化

,

铜的次生氧化物分

解重结晶
,

在中偏弱碱性的氧化条件下
,

部分形成亚稳定的铜的氧化物或铜的氢氧化物
,

再转

化为难溶铜的碳酸盐类的结果
。

表 1 级化带地质
、

地球化学特征简表

T a b le 1 Cha ra c te到匕廿cs of g . 目哪汀 . n d 罗OC he . 幽tr y of o 对山匕心 z。。e

分分带带 特征元素
‘‘

特征矿物物 结构构造造 剖面面 因子关联联 关联元素素

空空空空空空间位置置 特征 二二 组合
. ‘‘

lllll I 一 111 M n (2 1
.

SU)
,
Z n (> 3

,,

针铁矿
、

水针铁铁 胶状
、

蜂窝状状 + 7 5mmm 人 lll
M n

、

Z n
、

州
、

C ooo

氧氧氧 铁帽亚带带 0 0 ))) 矿
、

赤铁矿
、

水赤赤 多孔状
、

松散散 地表表 A 222 C r
、

V 、

Srrr

化化化化 Ni (2
.

5 3 )
,

伪(1
.

11 ))) 铁矿
、

硬锰矿
、

软软 的土状等等等等等

带带带带带 锰矿等等等等等等

IIIII 一 222 (抽 (> 3
.

0 0 ))) 孔雀石石 放射状
、

蜂窝窝 十 5 0mmm A 333 C UUU

改改改造铜的的 Bi (> 1
.

1 0 ))) 赤铜矿 (少见 ))) 状
、

松散的土土 十 g OInnnnnnn

次次次生富集亚带带带带 状等等等等等
IIIII 一 333 A u (9

.

b日)
、

A S (ZU
··

自然金
、

银金矿
、、

胶状
、

土状
、

角角 十 2 0mmm A ‘‘ A u
、

P b 、

Biii

金金金(银 )淋积亚带带 1 1 ))) 金银矿
、

自然银银 砾状等等 + 1 0 0 mmm A 555

Aggg
PPPPPPP b (1

.

7 7 )
、

As (1
.

0 6 ))) 等等等等 A eee A‘ 、T iii

SSSSSSS h了3
.

9 1 )))))))))))))

III
,

铜的次生富集带带 C u (> 3
.

0 0 )
、Z n (>>> 辉铜矿

、

铜兰
、

黄黄 块状
、

松散的的 一 10 mmm A 777 C u
、

A uuu

33333
.

0 0 ))) 铁矿
、

黄铜矿等等 粒状等等 + 4 0mmm A aaa B a 、

sbbb
SSSSS r(3

.

8 2 )))))))))))))

班班
.

原生硫化物带带 C u
、

A u
、

A g
、

B i
、

Sbbb 黄铁矿
、

胶黄铁铁 块状
、

角砾状
、、

+ 1 0mmm A 999 Cu 、Pb
、

A uuu

矿矿矿矿
、

黄铜矿等等 胶状等等 以下下下 (Ag )))

注
: .

特征元素是根据不同部位样品中有关元素均值与原生硫化物中相应元素均值之比求得
,

括号内为两者之比值
。

, ,
为 R 型因子分析培果

,

关联元素组合从上到下排列与氧化剖面元素垂向变化一致
。

金 (银 )淋积亚带位于氧化带下部
,

靠近底板处 + 20 ~ 十 SOm
。

金元素在剖面上分布如图 4
,

金元素在淋积亚带中较原生硫化物带富集 10 倍左右
,

银富集约 30 倍
,

形成具有中型规模的金

(银 )矿床
。

该矿床主要由两个 主矿体组成
,

1 ”主矿体占总储量的 90 %
,

呈似层状
,

延长近

1 0 o 0m
,

延深 10 ~ 1 40 m
,

均厚 6
.

7m
,

其矿体走向和倾向受氧化带控制
,

与氧化带展布方向一

致
。

矿床主要矿石类型为含金
、

银褐铁矿型矿石
。

3 金 (银 )的赋存状态和富集特征

3
.

1 金(银 )在氧化带 (主要为淋积亚带 )中的赎存状态

据研究资料
,

金银微粒呈自然金
、

银金矿
、

金银矿和自然银等矿物形式产出
,

其赋存状态主

要有以下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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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呈不规则状的粒状
,

角砾状
,

针线状
、

片状等赋存在胶状
、

球粒状结构的针铁矿一水针撇
矿边部或间隙和裂隙中

。

这种赋存状态约占可见金的 80 写以上
。 、

b
、

呈包体产于已被破碎成角砾状的石英及被针铁矿交代的石英残晶中
。

金银矿物的粒度经矿相
、

物相资料统计
,

在 1一 5协m 之间
,

约占 90 %
,

> 5 0林m 的金粒少见
。

氧化带中金银矿物的这种粒度特征与新桥原生硫化物矿床中金粒大小基本相同
,

[4j 无明显加

大现象
。

金矿物成色
,

随矿物中金银的比例不同而变化
,

一般靠矿体上部成色高
,

下部成色低
,

经研

究认为这是由于金银元素在垂向上
,

矿体上部富金
,

下部富银所致
。

3. 2 金银富集特征

金银等成矿元素在氧化带中的富集特征 (图 5)
,

从垂向上反映
,

金银在氧化带中自上至下

呈正相关
,

与铜呈反相关关系
。

金银主要在金 (银 )淋积亚带中富集
,

铜元素有两个富集高峰
,

即

改造铜的次生富集亚带和铜的次生富集带
。

从金 (银 )矿体富集规模上分析
,

根

据该矿床勘探资料
,

金以 4
.

0 49 /t 的平

均 品位圈定工业矿体(9 一 26 线 )计算
,

则含金褐铁矿 (金工业矿体 )矿石量占整

个氧化带 (1 一 31 线 )褐铁矿矿石 (除去

部分菱铁矿 形成的褐 铁矿 石 )总量 的

4 0%
;
而矿体部分以外的硫化物形成的

褐铁矿石含金量平均为 0
.

59 /t
。

且原生

硫化物 矿体伴生金 的平均 品 位为 。

78 9 /t
。

对比这组数据
,

说明该氧化带铁

帽型金矿床的形成不是一次简单的氧

化
、

分解
、

迁移
、

沉淀富集作用的产物
。

图例说明
:

1
、 A u ) 0

·

2 5 (p pm )

3
.

A u
) 4 (pp m )

2
.

A u
) 1 (pPm )

4 金矿床成矿演化过程讨论
图 4 新桥级化带 19 线剖面 A u

富集分带图

F地
.

4 M a p of A u 一 Co m Po n ent 别兄 lio n of N o
.

1 9 lin
e

根据铜陵地区铁帽型金矿床资料的

综合研究认为
,

铁帽型金 (银 )矿床的成矿过程
,

也就是硫化物矿床氧化带形成
,

发展演化的过

程
。

为反映这一演化过程的特点
,

笔者据氧化带发展的时间顺序
、

地质条件
、

物化环境
、

成矿机

制等因素
,

将氧化带成矿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 a 、

氧化带形成阶段
; b

、

氧化带发展阶段 (金

(银 )成矿阶段 ) ; 。、

氧化带停滞阶段
。

新桥铁帽型金矿床成矿主要表现在前两个阶段
。

4
.

1 氧化带形成阶段

新桥含铜大型硫化物矿床上部暴露地表以后
,

在该区特有的景观环境所具有的物化环境

下
,

很快遭到氧化
、

分解
,

形成较为典型的硫化物矿床氧化带
。

在氧化带形成初期
,

介质处于强酸性 随着氧化作用的进行
,

pH 值逐渐增大
,

Eh 值减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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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中含有大量 cl
、

so 李
一

等离子和 Fe
Zo 3 、

Fe
:

(S 0 。
)
:

等物质
。

金在这个阶段的活动行为
,

主要表

现为赋存在硫化物中的金微粒
,

遭氧化
、

分解作用的侵蚀
,

受 Fe 刃
: 、

Fe
Z
(5 0

;
)
:

的吸附
,

转入溶

液
,

与溶液中 CI 一 、

s例
一
等离子形成金的络合物

,

如 A
ucl

矛
、

A u cl 矛
、

A u (比 )『
、

A u( S 2 o 3
)里一 等形

式
,

随水溶液迁移
。

据栗世伟介绍阁
,

这种金的迁移形式具有动态特征
, “

当溶液 (络合 )作用占

优势时
,

金将处于分散迁移过程中
,

当沉淀 (解离)作用占优势时
,

金将发生次生富集
” 。

笔者根

据铜陵地区硫化物矿床氧化带中金矿床的形成演化特点
,

认为以络合物形式进行迁移
、

沉淀的

金 (银 )微粒
,

即使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次生富集
,

但不足以形成具有工业意义的矿体
。

4
,

2 氧化带发展阶段
,

是铁帽型金 (银 )矿床主要成矿阶段

氧化带形成后
,

由于地面抬升 (或隆起 )
,

侵蚀
、

剥蚀作用增强
,

地下水位下降
,

氧化带环境

发生变化
.

介质的 pH 值不断增大
,

助值相对减小
,

其物质不断产生新的调整
。

金 ‘银、微粒在这一阶段的迁移形式
: a 、

由于这一阶段氧化带处于弱碱性氧化条件下
,

cl 一 、

5 0 最
一

等离子将显著减少
,

金 (银 )微粒不可能再以络合物为主要形式进行迁移
; b

、

一般认为受

水动力影响
,

以机械形式进行迁移的金微粒粒度将会不断增大
,

而新桥铁帽中金的粒度与下部

氧化带中金粒度相 比
,

无明显增大
。

根据这一事实
,

用地表水下渗
,

重力机械形式来解释该矿床

中金的迁移富集
,

似乎与客观实际不符
。

然而
,

笔者根据氧化带所处的地质
、

地球化学环境
,

金

银的赋存状态以及成矿元素自身的地球化学性质诸因素
,

提出在这一阶段金 (银 )的分解
、

迁移

形式极大可能是
,

赋存在针铁矿
、

水针铁矿等矿物中的金(银 )矿物微粒
,

遭受氧化和淋滤作用

破坏以后
,

受 Fe
、

M n
氧化物

、

氢氧化物
、

51 0 :

溶胶等吸附转入溶液
,

在地表不断向下提供有机

质(该区植被茂密
,

生物繁衍昌盛
,

具备这个条件)保护条件下
,

受重力影响
,

随水溶液迁移到氧

化带下部
,

物化环境发生变化
,

主要是还原地球化学障作用
,

使有机质失去保护
,

金银矿物微粒

随胶体发生沉淀
,

经这种作用多次循环
,

逐步富集成矿
。

由于银元素比金溶解度大
,

活动性强
,

故银富集部位应较金靠下部
,

这种推测与金
,

银元素的垂向分带一致
。

元元素分带带 矿石分带带 地下水水 A u (g / t))) Ag (g / t)))

下下下下下 兮 寻 斗 导导 ‘宁 2 0 3 0 4 0 反OOO

氧氧氧 铁帽亚带带 褐铁矿石石 渗渗

一
___

点
___

化化化 (Fe
.

M n ))))) 透透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带带带带
改改改造铜的次次 含铜褐铁矿石石 潜水面面面面

生生生富集亚带带带带带带

(((((C u
.

B i)))))))))))

金金金 (银 )淋积积 含金(银)))))))))))))))))))))))))

亚亚亚 带带 褐铁矿石石石石

马马
(((((A u

.

A g )))))))))))

铜铜的次生富集带带 松散硫化物矿石石 流动带带带带

(((Cu
.

Z n
.

sr
.

Ag ))) 铜的次生硫化物矿石石石石石

原原生硫化物带带 原生硫化物矿石石 滞流带带带带

(((C u
.

A u
.

A g
.

B i
.

S b )))))))))))

图 5 氛化剖面分带及 An
、

Ag
、

cu 元紊含t 变化

Fig
.

Zo
n m g of 。劝d此ed 歇尤tlon

a n d c恤川ge Of A u 、

Ag
、
C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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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阶段氧化带发展演化的特点可知
,

由于地下水位的下降
,

氧化带不断向深部原生硫

化物矿体伸展
,

其中原生含金硫化物向氧化带不断提供新的成矿物质
,

这一过程一直进行到有

关条件改变而停止氧化作用为止
。

这一阶段是在前一阶段金银初步富集的基础上进一步富集

的阶段
,

对新桥铁帽型金矿真正成为具有工业意义的矿床和扩大成矿规模是至关重要的阶段
。

4
.

3 氧化带停滞阶段

这一阶段
,

主要表现在地面发生沉降
,

地下水位逐渐回升
,

深部氧化作用基本停止
,

同时先

期形成的金矿体逐步回降到流动带
,

在特定的地质条件下
,

由于环境变化
,

特别是流动带水流

动的影响
,

对 已赋存在针铁矿
、

水针铁矿等矿物裂隙或间隙中的微粒金进行冲刷和溶解
,

由于

水动力作用
,

部分金 (银 )微粒
,

随水溶液流动
,

在适当条件下沉淀凝聚
,

使金微粒不断加大
,

这

种现象在铜陵地区的黄狮涝山和戴家冲金矿床有较明显的反映
。

由于新桥金矿床未经过此阶

段地质作用
,

故在此不作详细讨论
。

5 几点讨论

a 、

文中提出
“

改造铜的次生富集亚带"( 或
“
铜的次生富集再氧化亚带

”
)

,

是实际资料做出

的结论
,

它虽与铜的次生氧化富集亚带有着内在的联系和某些相似的特点
,

但它也的确存在着

区别特征 (见前 )
。

研究这种区别特征
,

对认识该区地质作用
、

地形地貌发展
,

演化历史以及对讨

论铁帽型金 (银 )矿床的成矿过程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b
、

本文对铁帽型金矿床成矿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的划分
,

是对铜 陵地区硫化矿床氧化带

形成演化与成矿作用过程的初步总结
。

是否符合成矿实际
,

有待深入研究
。

但有一点必须肯定
,

硫化矿床氧化带中金 (银 )成矿不是一般简单的过程
,

文中虽重点对金 (银 )成矿过程的演化环

境和金
、

银分解
、

迁移的可能存在形式以及沉淀
、

富集的条件做了讨论
,

但由于篇幅有限
,

对影

响氧化带物化环境变化的控制因素没作较详细探讨
。

。、

铁帽型金矿床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几年来发现的一种新的金矿类型
,

希望在矿床分

类上有它一席之地
。

加强对该类矿床的深入研究
,

不仅对该类矿床本身的寻找
,

而且对原生多

金属硫化物矿床的普查均具有指导作用
。

本文收集了我局八 O 三队资料
,

在局副总工程师林根芳高级工程师指导下成文
。

林海 山高

级工程师对初稿提出宝贵意见
,

笔者在此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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