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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上虞横塘斑岩型铜钼矿区找矿潜力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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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浙江上虞横塘铜钼矿是燕山期岩浆侵入中元古界片麻岩中成矿的(以往勘查显示其为一

低品位小型斑岩型矿床(铜&钼'矿化呈细脉状*网脉状*薄膜状赋存于蚀变片麻岩中%在近年的地

质勘查工作中(分析了成矿地质特征(重新评价了该区的找矿潜力(认为已知低品位矿体可能是典

型斑岩铜钼矿床的浅部矿体(其深边部的找矿潜力较大(通过新一轮隐盲矿体勘查工作很有希望

实现找矿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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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岩型铜钼矿床"地质特征"成矿潜力"浙江上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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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矿产资源短缺形势的加剧以

及矿产勘查程度逐年提高(地表露头矿和浅部矿愈

来愈少(勘查的难度和风险日益增加(找寻深部隐伏

矿床成为当前我国地质勘查的重要方向%众多专家

提出#深部找矿$*#盲矿预测$等诸多找寻深部隐伏

矿床的专门论述"

,

#%

-

%#就矿找矿$和深入勘查第

二成矿深度范围&

=$$

%

!$$$B

'内的矿床成为共

识(且#就矿找矿$是发现新矿床*增加储量的有效途

径%国内外所发现的重要矿床中(绝大多数是在已

知成矿区带以及老矿山深部&外围'再认识*再勘查

的结果%如美国内华达卡林金矿带在
#>"N

年以前

就已发现金矿床
!$

余处(探矿深度多为
#$$

%

%$$

B

(以低品位金矿床为主"

#>"N

年以后(美国矿业公

司研究成矿规律时发现浅部细脉浸染型金矿床与深

部&主要为脉状'的富金矿床可能存在密切的成因联

系(它们极可能是一个完整热液成矿体系中的不同

矿化部分(属于一个有机整体(浅部细脉浸型金矿

&化'有可能只是其深部更为强烈金矿化体的衰弱相

或边缘相%于是公司及时转变找矿思路(运用物化

探异常加钻探验证的方法在该矿带
%$$B

以下的深

度&主要为
%=$

%

?$$B

'进行探矿(先后在矿区深部

发现一系列高品位大型金矿床,

%

-

(并认为此类卡林

型金矿深部仍存在巨大的找矿潜力%可见(开展综

合研究*转变勘查思路以及增加勘查投入对于地质

找矿的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浙江上虞横塘铜钼矿区位于浙东银铅锌多金属

成矿区带附近(于
#>="

年大炼钢铁时发现%当时将

地表的铁帽作为铁矿开采(随后在铁帽之下发现了

铜矿&化'体"上世纪
N$

年代(前人分别以寻找夕卡

岩型和斑岩型矿床为目标开展过浅部的评价工作(

认为该处的铜钼矿化的特点为埋藏较浅*矿化规模

较大*品位低而分散(仅为斑岩型铜钼矿床的雏形(

基本否定了其工业意义,

C=

-

%近年的少量勘查工作

显示该区深部花岗闪长斑岩体内存在较好斑岩型钼

矿&化'体(至钻孔底部的岩体内仍可见钼矿化(考虑

到前人钻孔深度普遍过浅*质量不高以及当时认识

的局限性(结合该区的成矿地质背景和部分矿床勘

查实例(我们认为横塘矿区浅部蚀变片麻岩中的细

脉状贫矿体很可能与河南商城汤家坪*内蒙古苏尼

特左旗乌兰得勒等矿床类似(为典型斑岩矿床主矿

体的上部或旁侧的矿体部分(初步推断其深边部仍

具较大的找矿前景%重新审视*评价其找矿潜力对

该矿区及其附近众多矿床&点'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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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地质背景

横塘铜钼矿区地处扬子古板块与华夏古板块结

合部位的江山+绍兴拼贴带北东段南东侧(余姚+

丽水深大断裂北段西侧附近&图
#

'"成矿区划位于

全国
#>

个重点成矿区带之一的钦杭成矿带北东段%

区内除横塘铜钼矿床和吕宅+下埠头*童山湖+季

岙*丁宅等铜矿&化'点外(外围尚有大齐岙*大岙银

多金属矿点*沙墩铅锌矿点以及田家山*章镇*庙湾

等诸多铜&多金属'矿化点围绕横塘铜钼矿床分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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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塘铜钼矿区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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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

矿区内主要为呈#天窗$出露的中元古界陈蔡群

第四岩性段!下部为黑云母斜长片麻岩夹钙镁硅酸

盐角岩*黑云角闪岩&蚀变为绢英岩'(岩石普遍具有

挤压现象(呈碎裂状*糜棱岩化(长英质脉及伟晶质

团块发育(具显著混合岩化特征(是已探明浅部贫矿

体的主要赋矿围岩"上部岩性为夕线石云母石英片

岩夹钙镁硅酸盐角岩透镜体(长英质脉体较少(岩石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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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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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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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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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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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蔡群的外

围大面积出露中生界火山 次火山岩地层%

!$%

!

构造

矿区西侧的江山+绍兴拼贴带为扬子古板块与

华夏古板块的分界线(为超岩石圈断裂"沿断裂带分

布有多期次的中&酸'性*超基性岩(显示出长期活动

的特征%矿区东侧的余姚+丽水深大断裂北起余

姚(经丽水东侧(向南延伸进入福建*广东(是余姚+

海丰断裂的北东段"

6M

资料显示(断裂向下延伸波

及软流层的高角度低阻带(具逆冲性质"电磁资料也

证实为超岩石圈断裂(倾角较陡"沿断裂出现重磁异

常(两侧磁场有错位滑移和磁参数矢量变化%上述

两大构造带挟持的整个狭长地带内
<@

向*

<<@

向

断裂密集成组*成带出现(韧性剪切带发育(并见有

局部负重力异常梯度带%

区内断裂发育(

<@

向*

<<@

向断裂破碎带斜

贯整个矿区(有一定规模(一般宽
!=$

%

C$$B

(由若

干断裂组成(走向
C$W

%

=$W

(断面呈舒缓波状(局部

扭曲强烈(倾向
F@

或
<L

(倾角
?$W

%

"=W

(多期次活

动和挤压特征明显(具片理化*糜棱岩化"为本区主

要控岩构造(控制了区内主要斑岩体及中酸性岩脉

的空间分布"部分破碎带已被胶结并具矿化现象(部

分被中酸性岩脉充填"已发现断裂
!"

条(其中压

&扭'性断裂
#?

条(张&扭'性断裂
#!

条%其他如

<L

向*近
@L

向断裂主要为成矿后构造(破坏矿

体%

矿区地层为陈蔡群变质岩系(呈倾向
F@

的单

斜构造(一般倾向
#$$W

%

#=$W

(倾角
C$W

%

=$W

%

!$#

!

岩浆岩

区内燕山期侵入岩发育(主要由
!

条断续延伸

长约
!$$$B

*宽
#$$

%

C$$B

的花岗闪长斑岩体组

成(以东山*横塘*郑岙*季岙*韩宅等为主(它们在地

表均呈
<@

向断续展布(以&长条状'小岩枝或岩株

形式侵入变质岩中(出露面积为
$;$C

%

$;!=PB

!

%

其中(东山*横塘*郑岙花岗闪长斑岩体与已发现的

矿&化'体关系最为密切(推测其深部相连为同一岩

体&郑岙+东山岩体中部出露较窄部位已被铜矿详

查工作证实为隐伏岩体(且为已知钼矿化的主要区

段'"横塘岩体局部相变为石英闪长斑岩%此外(区

内尚有石英斑岩&

#$%

'*闪长玢岩&

"

&

'*辉绿玢岩

&

'&

'等岩脉沿
<@

向*

<<@

向断裂充填侵入%

!

!

铜钼矿&化'体特征

上世纪
N$

年代(前人在矿区东部东山+郑岙一

带的小岩枝浅地表找矿评价中曾发现该区矿化蚀变

带具有分带性(如东山含铜斑岩自岩体边缘至围岩

依次为石英 黑云母化带*石英 绿泥石化带"郑岙

%#

第
!"

卷
!

第
#

期 张国全等!浙江上虞横塘斑岩型铜钼矿区找矿潜力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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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塘矿区东山矿段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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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冲积物"

!;

花岗闪长斑岩"

%;

石英闪长斑岩"

C;

陈蔡群变质岩"

=;

闪长玢岩脉"

?;

石英斑岩脉"

N;

辉绿玢岩脉"

";

角砾岩"

>;

挤压破碎带"

#$;

矿体及编号"

##;

矿化带"

#!;

云英岩化"

#%;

石英*绿泥石*白云母化"

#C;

钻孔勘探线及编号

含钼矿化岩体自岩体中心至围岩蚀变依次为云英岩

化带*石英 钾长石 绿泥石化带*石英绢云母化带*

黑云母绢云母化带%铜钼矿&化'体主要分布在石英

&钾长石'绿泥石化带内(富集于岩体前缘或上盘(

具有规模大*埋藏浅的特征%矿&化'体的显著特征

是呈脉状产于#天窗$内陈蔡群的裂隙及蚀变带内(

即燕山期花岗闪长斑岩*石英闪长斑岩岩枝的外接

触带中(少数产于
<@

向断裂带中%

前人曾在矿区东北侧圈出浅部大小不等的低品

位铜矿体
#N

条&图
!

'*钼矿体
=

条(矿体倾向
F@

或

<L

(倾角
%=W

%

""W

"铜矿体主要呈不规则脉状*透

镜状分布于东山岩体上盘的围岩中(长
!==

%

N?%

B

(厚
$;>

%

?";""B

"钼矿体主要呈长条状或板状

产于郑岙岩体外接触带(长约
#$$B

(厚
%;$?

%

!=;$#B

"矿体平均铜品位一般为
$;!I

%

$;=I

(矿

床平均品位
$;!=I

"钼矿体品位一般为
$;$!CI

%

$;$C>I

(矿床平均品位
$;$!NI

%已探获铜资源量

%;?b#$

C

)

(钼资源量
%?$)

%

最近(在郑岙岩体附近的芝麻坟山勘查工作中(

在孔深
%C!;$?

%

%?C;$?B

处(见约
!!B

厚的铜矿

化体赋存于片麻岩中(铜最高品位达
$;%NI

(平均

$;#"I

&图
%4

'"在
=N#;!?

%

="?;C?B

处(见约
#=B

厚的钼矿体(赋存于岩体的外接触带即花岗闪长岩

体及辉绿岩脉附近的片麻岩中(钼品位最高达

C#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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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塘矿区铜钼矿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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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麻岩中的浸染状*细脉状铜矿化"

,

(

8;

&混合岩化'片麻岩中的星点状*小团块状钼矿化"

5;

片麻岩和花岗闪长斑岩中的薄膜状钼矿化"

0;

花岗闪长斑岩中的小团块状钼矿化"

Q;

花岗闪长斑岩中的星点状钼矿化

$;%!I

(平均
$;$?%I

&图
%,

(图
%8

(图
%5

'"二者之

间的片麻岩中还见有
%

层厚度较小的钼矿体(假厚

度
#;=

%

!B

(品位
$;$%=I

%

$;$"!I

%自
="?;C?

B

以下的花岗闪长岩体中见到
C

层达边界品位的钼

矿体(岩体中最深的矿体为
?N=;$#

%

?N?;=#B

处(

品位
$;$NCI

&图
%0

'"钻孔底部
N$$B

处的花岗闪

长斑岩体内仍可见部分钼矿化体&图
%Q

'%

该矿区矿石矿物以黄铜矿*辉钼矿*黄铁矿为主(

辉铜矿*斑铜矿次之"脉石矿物为石英*绢云母*绿泥

石*透闪石*阳起石*硅灰石*石膏及方解石等"黄铜

矿*辉钼矿的产出形式有单细脉状*网脉状沿裂隙或

片理充填于蚀变片麻岩中(呈浸染状分布于绢云母化

为主的强蚀变片麻岩中(充填在石英*绿泥石颗粒间

包裹石英*绿泥石(与混合岩化中的石英*长石脉伴

生(赋存于蚀变斑岩的石英 钾长石脉中等%矿石为

他形 半自形结构(细脉状*网脉状*浸染状构造%矿

石类型主要分为含黄铁矿 黄铜矿强蚀变片麻岩*含

辉钼矿 黄铜矿碎裂蚀变片麻岩和含铜钼矿化蚀变斑

岩
%

种(前二者为浅地表矿体的主要矿石类型%

%

!

化探异常特征

次生晕扫面工作显示该区铜钼异常特征明显(

主要分布在东山+郑岙*韩宅+季岙两区&图
C

'(面

积均分别达
!PB

! 左右%

!

&

&-

'

c!$$b#$

T?

%

#

?$$b#$

T?

(有的已经达到矿化标准&高达
!N$$b

#$

T?

'"

!

&

6'

'

c=b#$

T?

%

?$b#$

T?

%东山+郑岙

矿化带元素组合主要为
&-A6'AM+

(次为
K

2

A&'A:

"

横塘矿化带除
&-

外(尚含有较多
J,

(

R(

(

K

2

(

6(

%

各岩层*中酸性岩石均含有一定量的
&-

(

6'

(表明

本区矿床形成前的岩浆本身就具有提供成矿物质的

潜力或各岩层在成矿时广泛遭受矿化影响%

C

!

以往工作存在的不足

上世纪不同时期(本区的地质找矿工作重点不

尽相同!从铁矿*夕卡岩型铜矿(逐步向斑岩型铜矿

转变(区内浅地表的铜矿勘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及认识水平的限制(矿区绝

大多数钻孔深度仅
!$$

%

%$$B

(钻探深度的限制造

成了认识上的局限性%其一(当时钻孔所揭露的可

能仅为浅部的小岩枝(中深部岩体内及接触带的铜*

钼矿体尚未探及%其二(单一矿&化'体或钻进回次

的矿心采取率普遍低于
?$I

(有的仅达
!$I

%

%$I

(这对矿&化'体的贫化作用是显而易见(尤其对

=#

第
!"

卷
!

第
#

期 张国全等!浙江上虞横塘斑岩型铜钼矿区找矿潜力浅析



图
'

!

横塘矿区地质及化探异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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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斑岩"

?;

石英斑岩"

N;

花岗闪长斑岩"

";

石英闪长斑岩"

>;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

含量等值线&

#$

T?

'"

#$;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6'

含量等值线&

#$

T?

'"

##;

断裂及编号

易淋失的钼矿贫化作用更为显著"最近在前人已发

现的铜矿体部位重新采用新钻探工艺验证(铜的品

位普遍增加
$;#I

%

$;#=I

(初步估算矿床规模已

由小型升格至中型(有望达到大型%其三(隐伏岩体

内部及其接触带附近等成矿部位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前人的工作重心集中在已出露的岩枝接触带周

围(对矿区中部大面积第四系覆盖区及西部呈#天

窗$出露的片麻岩下部的隐伏岩体内带及接触带未

开展评价工作%其四(对浅表主矿体的工程控制程

度较高(但综合研究的程度有限(浅地表的低品位矿

体是由于斑岩成矿能力不足(还是部分成矿热液逸

散的原因等成矿理论方面的问题未能深入的研究%

其五(对钼矿体未进行系统控制(多为无意间碰到的

#副产品$%其六(对矿区西侧有相似成矿条件的地

段&季岙+韩宅一带'仅开展了化探*地质测量等面

积性工作(未进行系统的普查评价"未对周边铜矿点

&如丁宅*吕宅'等进行详细勘查%

=

!

矿区找矿潜力

横塘铜钼矿所处的大陆边缘构造复杂(具有深

部和浅部成矿作用易于沟通*成矿物质来源丰富*热

动力作用和大型构造密集且长期活动*壳幔物质循

环显著*成矿构造环境多样*多种临界转换成矿动力

控制*成矿作用多次叠加*岩浆活动强烈等有利的成

矿因素(是成矿作用最为活跃的地带(全球大型 超

大型矿床多产于大陆边缘,

?N

-

%环太平洋带作为世

界三大斑岩铜钼矿床最发育的成矿带之一(其中的

许多大型斑岩铜钼矿床与板块俯冲产生的火山岩浆

弧和活动大陆边缘的深源高侵位岩浆有关(是陆相

火山与深成侵入建造中的超浅成 浅成侵入的过渡

环节%我国的江西银山*内蒙古乌奴格吐山*安徽沙

溪*福建钟腾*上杭铜矿沟+萝卜岭等产于环太平洋

带内的斑岩铜钼矿床(均为燕山期陆相火山岩与浅

成 超浅成花岗质侵入岩&花岗闪长斑岩*石英闪长

斑岩等'相伴出现&与陆相火山活动同时或稍早'(斑

岩铜钼矿受浅成 超浅成花岗质岩体控制的特点与

本矿区及浙江很多地方的基本地质特征类似(其成

矿可能受附近的深大断裂或太平洋板块俯冲的影响

而产生构造 岩浆活动的结果%本矿区处于环太平

洋成矿域的范围(且位于扬子古板块与华夏古板块

两大构造单元拼合的狭长地带内&古大陆边缘'(两

大
<@A<<@

向超岩石圈深大断裂能有效地沟通深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部成矿物质"燕山期岩浆浅成侵入活动能为成矿元

素活化迁移提供充足的热能和成矿物质来源"岩体

的内外接触带能为铜钼多金属成矿热液提供巨大的

赋矿空间%因此(上述条件为本区铜*钼等多金属成

矿元素的富集创造了有利的成矿地质条件%

本区与矿化关系密切的东山*横塘*郑岙等岩体

的岩石化学成分和微量元素特征均显示岩石属钙碱

性系列(岩性偏碱性(

\

!

G

和
\

!

G]<4

!

G

的质量分

数明显偏高"在中国斑岩型铜矿床成矿岩体&

\

!

G]

<4

!

G

'+

F+G

!

图中(投影点集中在强碱质区与碱质

区分界线附近(反映了成矿岩体属于适度富碱低钙

的岩石类型(与我国斑岩铜矿&铜厂*富家坞*铜厂

峪'的含矿岩体特征相似,

"

-

%花岗闪长斑岩体中

&-

(

6'

元素质量分数较高(分别为
#"$b#$

T?

%

%$$

b#$

T?和
%b#$

T?

%

?b#$

T?

(为同类岩浆岩平均值

的
N

%

#%

倍和
%

%

?

倍,

C

-

"蚀变斑岩中
!

&

&-

'可高达

#!$$b#$

T?

%

!N$$b#$

T?

"原生黑云母和热液黑

云母的
!

&

&-

'分别为
%=$b#$

T?和
=!$b#$

T?

"黄铁

矿中的
!

&

&-

'

c=$Nb#$

T?

(

!

&

6'

'

c!??b

#$

T?

,

"

-

%因此(高金属含量的岩体可能与成矿热液

互为#母子$或#兄弟$关系(其中及附近极具找矿前

景%

前人曾据铜钼矿&化'体主要赋存于蚀变片麻岩

等特征认为本矿区发育的片麻岩片理和裂隙渗透性

强(成矿热液因无良好封闭条件易产生逸散而难以

集中(故认为其仅具斑岩型矿床的雏形(基本否定了

其工业意义%然而(近年来新的大型矿床勘查的经

验表明(前期如发现少量矿化体产于裂隙发育的片

麻岩中(并不能断定岩体内外无工业矿体%例如(上

世纪
>$

年代以前就已发现河南汤家坪斑岩体和斑

岩型钼矿化的信息(

!$$C

%

!$$=

年(河南省地调三

队于斑岩体中心和边部钻探验证发现了巨厚的钼矿

体(从原有的矿点一举突破为大型矿床"矿化特征显

示(该矿床的围岩为各种裂隙发育的元古宇片麻岩(

但除少量钼矿&化'体产于片麻岩中外(绝大多数矿

体均局限于斑岩体内部,

>#$

-

%另一实例是河北安妥

岭钼铜多金属矿床!上世纪
"$

年代(天津华北地质

勘查总院就发现安妥岭存在较好的钼&铜'矿化信

息(此后陆续投入了大量地质*物探和化探工作(由

于环绕岩体外接触带的太古宇片麻岩中有部分矿化

显示(且有不错的化探异常(因此绝大部分钻探工作

都针对岩体的外接触带布置(但一直未能获得显著

的找矿进展"

!$$?

年在第二轮找矿工作中(钻孔的

布设主要由接触带转向岩体内部(最终在岩体内部

及其外接触带勘探出厚大矿体,

#$#%

-

%上述实例的

共同特点是新岩体侵入老地层中(岩体出露的面积

较小(围绕岩体的化探异常较好(老地层中有少量矿

&化'体显示(前期在化探异常较好的岩体外接触带

均未发现成规模的矿体"此后调整思路主要在岩体

内部开展钻探验证(终于勘查出最主要的工业矿体%

此类矿床的成功勘探表明(片麻岩中发育的裂隙不

会成为其附近形成大型矿床的阻碍(矿床形成的直

接因素是与成矿热液互为#母子$或#兄弟$关系的中

酸性岩体%再如黑龙江鹿鸣*安徽金寨沙沟坪以及

内蒙古卓资大苏计等钼矿床也都是在花岗质岩体内

找到的,

#C#N

-

%横塘矿区主要的隐盲矿体或许与上

述矿床相似(本次勘探资料显示斑岩体内部较好的

钼矿化无疑增大了其深边部隐伏矿体的找矿潜力%

?

!

工作建议

由上述成矿地质特征及讨论可推测(前人探获

的浅地表低品位矿体可能仅为本区的次要矿体(主

矿体可能在矿区深部的隐伏岩体内及外接触带&尤

其是内接触带'附近(应加大矿区深部隐伏岩矿体的

研究和勘查力度%

&

#

'加强对矿化较好的郑岙岩体及附近的研究*

勘查工作%同时综合评价丁宅村南西的矿化点!在

其附近的河边(花岗闪长斑岩体的内外接触带发现

较好的蚀变矿化(矿化以孔雀石化*黄铁矿化*黄铜

矿化为主(次为斑铜矿化"蚀变为硅化*绢云母化*绿

泥石化*黑云母化等"接触带附近有宽约
#B

的破碎

带(原生晕
!

&

&-

'

%

#$$$$b#$

T?

(

!

&

6'

'

c#!$b

#$

T?

,

=

-

%

&

!

'寻求矿区中部第四系覆盖区的找矿突破%

如在前庄+任村一带开展重*磁*电等物探工作(确

定第四系之下的隐伏岩体及可能的矿化异常(并选

择有利部位实施钻孔验证%由于燕山期岩浆岩的密

度低于本区中元古界陈蔡群片麻岩(区域性带状低

重力异常梯度带通常为基底断裂(深部岩浆易于沿

构造带上侵(矿区内的负重力异常梯度带很可能是

第四系之下隐伏岩体和构造的物探显示%隐伏斑岩

体的顶部及其接触带在岩体成岩时冷凝收缩形成裂

隙带(在断裂活动中易形成构造薄弱带(成为矿液运

移*富集的有利地段"侵位于陈蔡群中的小岩枝附近

发育有蚀变和矿化(说明此区隐伏岩体附近具有找

矿潜力%已知的浅部片麻岩中脉状*网脉状低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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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塘矿区推测隐伏岩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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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钼矿&化'体推断为成矿主岩体旁侧的岩枝侵位形

成的%还有一种可能的模式!矿区的主期成矿之后(

又有残浆形成小岩枝(并形成矿化(即矿区存在
!

次

热液成矿(早期形成主要的铜钼矿床(晚期形成地表

浅部变质岩中及斑岩脉体中的脉状低品位铜钼矿

体%当然(这一模式构想还有待在地质勘查和研究

中证实&图
=

'%

&

%

'矿区西侧韩宅+季岙一带的勘查与评价%

该区有一定的化探异常显示(已发现季岙附近岩石

局部有较强的硅化*绢云母化*水云母化(有黄铁矿*

孔雀石*黄铜矿及微量斑铜矿等矿化现象"在浅井

##B

深处的斑岩中见到较好的矿化蚀变(矿化主要

有孔雀石*黄铁矿和黄铜矿(蚀变为硅化*绢云母化*

水云母化等(井底刻槽样
!

&

&-

'

c$;!"I

%该区靠

近大湖水库(而大型水库往往是断裂所在的位置或

是断裂交汇的部位(因此该带应具备一定的找矿潜

力%

&

C

'前人曾在铁矿普查时(发现吕宅+下埠头一

带发育孔雀石*磁铁矿*褐铁矿等矿化(近年的化探

资料证实(大部 分样品 中
!

&

&-

'

c$;$#I

%

$;$>I

(高的达
$;!I

左右"探槽中发现
#

条水平厚

度为
!;!B

(

!

&

&-

'

c#;CI

的矿体,

=

-

%所以(应深

入评价该地段的蚀变与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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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找矿论丛"网站及投稿系统将正式运行

为了提升'地质找矿论丛(刊物运行方式"适应新时期期刊办刊方式的变

化"使期刊更好地为作者和读者服务"'地质找矿论丛(的期刊网站自
!$#%

年
%

月份开始正式运行"同时开通网上投稿及查询系统)欢迎各位作者*读者登陆

使用)

目前已经运行的系统中"作者可以网上投稿*下载修改稿件的一般要求"浏

览和下载刊物创刊以来所有文章的论文题录和
JdO

全文)下一步准备继续完

善专家网上审稿系统*网上订阅等内容"更好地为广大读者*作者做好服务工

作)

'地质找矿论丛(的网址+

9))

V

+,,

5EEP18;8(

i

'-*(41.;8(

,

欢迎各位作者浏览'地质找矿论丛(网站"使用本刊的投稿系统"并欢迎提

出改进的建议!

@AB4+1

+

1-(8'(

2

!

#?%;8'B

#"以便我们进一步完善整个系统)有

些作者尚不习惯网上投稿的方式"'地质找矿论丛(编辑部近期仍将接收
@AB4+1

来稿"如果您的投稿没有回复请打电话!

$!! "C!"%$"%

#及时通知我们"以免耽

误刊发日期)

*地质找矿论丛+编辑部

>#

第
!"

卷
!

第
#

期 张国全等!浙江上虞横塘斑岩型铜钼矿区找矿潜力浅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