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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地台西南部

某些金矿床地质学与地球化学

几
·

B
·

阿拉宾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质地球物理矿物学联合研究所 )

西伯利亚地台西南缘加里东褶皱系中
,

金矿床发育有两种建造类型
: a

.

金一硫化物一石英

建造
, b

.

金 一矽卡岩建造
。

它们形成于古岛弧的地动力学构造环境
,

一般位于蛇绿岩建造带中
,

成因上与原地型深成花岗岩类岩体有关
。

矿石的伴生元素有 C
u

、

P b
、

Z n ,

丰度值一般高于圈岩

10 一 20 倍
。

A , 、

s b
、

M
。 、

w
、

iB
、

eT 等元素可作为工业矿体之标志性元紊
.

关锐词 西伯利亚地台西南部 金矿地球化学 建造类型 深成花岗岩

西伯利亚地台西南缘加里东摺皱带中广泛分布有不同建造
、

不同成因的深成热液金矿床
.

此种类型金矿床形成于褶皱构造发育的岛弧阶段
,

分布于古大洋向古大陆过渡的铁镁 一硅铝

地壳之上 ( A 、 6朋
, 1” 1 )

。

在空间上金矿床主要分布于蛇绿岩带
,

并有原地深成花岗岩体穿

切
。

下面简述在不同物质组分围岩中金矿床之特征
。

1 “

中央
”
矿田 (图 1 )

该矿 田产在
“

中央
”
深成花岗岩体 ( 任

:

一O ) 中部
。

中央花岗岩体侵入于安山一玄武纷

岩及其凝灰岩 ( 任
2
) 中

,

呈岩盖状
,

并具分带特点
,

其中心部分为花岗闪长岩
,

边部为石英

闪长岩
、

闪长岩及辉长一闪长岩成分的混染岩
,

含大量的围岩残体
。

深成花岗岩又为花岗细

晶岩
、

细晶岩
、

伟晶岩 (第~ 期岩墙 )
、

斜长煌斑岩
、

闪长岩
、

辉绿粉岩 (第二期岩墙 ) 所穿

切
。

矿 田中的金一硫化物 一石英脉 (超过 2 0 0 条 ) 主要充填于走向北西 ( 3 0 0一 3 3。
“

)
、

北东

( 3 0一 6 00 ) 的剪切裂隙和近东西向 ( 60 一 1 2 0
“

) 裂隙中
,

倾角 35 一60
“ 。

围岩蚀变主要为黄铁

绢英岩化
。

矿田中具有明显的纵向和横向 ( 自南至北 ) 矿物和地球化学分带性
,

自下而上
,

自

岩体中央到边缘地球化学分带组合为
:

M o 、

W~ e u 、

z n 、

P b~ A s 、

s b
、

H g
。

2 “

共青团
”
矿田 (图 2)

该矿田产于 由橄榄辉长岩
、

含黑云母辉石 一角闪石辉长岩
、

辉长苏长岩
、

辉长一闪长岩

本文为本刊特约稿 ; 邵晓东编辑 ; 收摘 日期
: l , 9 1 年 11 月 3 日

.

DOI : 10. 13686 /j . cnki . dzyzy . 1993. 01. 001



2 贵 金 属 地 质 19 9 3年

x

\+一I.一犷代
义/

干一刃l州
,/
.
一一匆一一6O胜

vv\ (
义

X
V

X

L X

V 知丫钻百 6\ X

巨 只

丫
+、L L

V

V

{浦丢妥卜 、 +

人+ 分 11 七 \
,

(
一

习丘瑟 7 +
x

冷和花鲤邢翻
? 州性弓创叹 +

和闪长岩 ( 〔 :
)组成的侵入体中

。

该岩体分布于

里菲一文德期的大理岩化灰岩
、

白云岩
、

碳质

一 硅质片岩
、

钠长绿泥阳起片岩
,

下寒武统含

古杯化石的块状灰岩
,

中寒武统安 山一 玄武粉

岩中
,

并为晚寒武世一奥陶纪细晶岩
、

伟晶岩
、

花岗细晶岩
、

花岗正长岩
、

花 岗闪长岩岩墙
、

岩

株所穿切
,

成因上可能与矿 田东南 3一 s k m 处

的深成花岗岩体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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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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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
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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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中寒 武世 至 奥内纪 火 山岩
; 2一中寒武 世火 山岩 ; 3 ,

4一
“

中央
”
深成花岗岩体 ( 任

:

一O )
,

其中 3一花岗闪长岩
,

4一石英闪长岩
、

闪长岩 ; 5
,

6 , 7一金一硫化物一 石英脉系
,

其中 5一充填于近东西向张性断裂裂 隙系中
,

6一充填于北

东向的剪切裂欧中
,

7一个别的金一 硫化物石英脉 ; 8一矿物
一地球化学分带界限

; 9一深断裂 ( a )
,

羽状断裂 (b ) ; 10 一

地质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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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一硫化物一石英脉 (计 1 50

填于辉长岩中走向 N W 3 1 0一 3 3 0
0 、

的剪切裂隙及近东西向张性裂隙中

条 ) 主要充

N E 3 O一 6 0
。

图 2
“

共青团
”
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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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 中寒武统中一荃性火山岩 ; 2一下寒武统致密块状古杯

灰岩 ; 3一上里菲至早寒武世沉积一 火山岩地层 ; 4一晚寒武

世 至奥陶纪中一酸性岩
; 5 , 6一中寒武世

“

共青团
”
辉长岩

岩株
,

其中 5一基性岩
, 6一超 基性岩

; 了一上里菲至 早寒武

世荃性岩 ; 8一金 一硫化物一 石英脉 ; 9一 岩石产状要素 ;

10一断裂 ( a )
、

地质界线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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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o w e r

在 3 0一 3 50 至 50 一 6 00 之间
。

矿体经常伴随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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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 闪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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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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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细晶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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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晶岩岩 6一丁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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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 m

、 o n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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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一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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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出现
。

近矿围岩蚀变有辉长岩类的滑石菱镁

片岩化和花岗岩类的黄铁绢英岩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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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 u
l if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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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
卜 ( a )

G e o l o g ie a l l im i t ( b )

矿 田中具有明显的矿物 一 地球化学分带

性
,

如在辉长岩体的南东边部与深成花岗岩体之接触带上形成有高温的石英 一 黄铁矿 一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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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矿脉和近脉石英 一绢云母一黄铁矿矿物组 合体
,

向辉长岩体之中心部位则为中一低温的石

英一 多金属硫化物及石英一 黄铁矿 一 毒砂矿脉所取代
。

近脉蚀变有绿泥石一方解石化及绿泥

石化
。

与之同时
,

沿上述方向石英脉中的气液包裹体均一化温度 自 48 0一 32 0℃下降到 36 0一

2 2 0℃ ; 金的成色由 8 70 下降到 7 3 0
。

上述矿物 一地球化学及温度分带性对于深

成花岗岩体来说是正相关性
; 而对于辉长岩体

来说则为反相关性
。

沿金一硫化物 一石英脉分

布的辉长岩的滑石菱镁片岩化和花岗岩的黄铁

绢英岩化
,

以及伴随的细晶岩
、

花岗细晶岩成

分的岩墙
,

表明金矿化与深成花岗岩的形成作

用有关
,

其成矿时代与
“
中央

”
岩体的形成时

代相近
。

图 3 别里库里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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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里菲至早寒武世沉积 一 火山岩系 ; 4 ,

5一晚寒武世至奥肉

纪深成 花岗岩类
, 4一闪长纷岩

,

5一中一 酸性岩
, 6一中寒

武世中一 墓性岩
; 7一金 一硫化物一 石英脉

、

碳酸盐一 石英
脉 , 8一岩石产状要 素

, 9一断裂 ;
10 一地质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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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别里库里矿田 (图 3)

该矿 田产于中寒武世安 山一玄武纷岩 中
,

并有同岩浆型辉长岩
、

辉长一苏长岩
、

辉长一

闪长岩岩墙
、

岩株出现
。

在矿区西部
,

安 山一

玄武纷岩不整合于下寒武统古杯灰岩之上
; 而

在东部则见有晚寒武世一奥陶纪的闪长岩
、

石

英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
、

花岗岩侵入于其中
。

由

于深成花岗岩体之作用
,

纷岩强烈角岩化 (形

成辉石斜长角岩
、

角闪斜长角岩 )
、

花岗岩化
。

该矿田的金 一硫化物一石英矿脉 ( 2 0 0 条 ) 及

金一硫化物矿脉
,

一般呈透镜状或不规则脉状

分布
。

北西
、

北东走向剪切断裂和近东西向张

性断裂为控制矿体分布之主要构造因素
,

一般

倾角为 1 0一 20
“

至 35 一 65
“ 。

控矿构造主要发育

在脆性硅铝质岩石中
,

而在塑性的碳酸盐岩石

中
,

一般多趋于尖灭
,

故热液型金一硫化物一

石英脉多发育在硅铝质岩石中
; 在碳酸盐岩石

中多发育有金一硫化物热液交代型矿体
,

有时

此种矿体亦见于碳酸盐与铝硅酸盐岩石之接触

带上
。

沿金一硫化物 一石英矿脉发育的近矿围

岩蚀变有黄铁绢英岩化或滑石菱镁片岩化
;
沿金一硫化物矿脉则有阳起石化

、

碳酸盐化
、

硫

化物矿化等
。

矿田中围岩与深成花岗岩体之接触带上亦见有矿物一地球化学分带现象
,

自东

向西蚀变减弱
,

同时
,

石英脉中之气液包裹体均一化温度亦从 5 20 一 3 60 ℃下降到 4 8 0一 22 。℃
,

从而表明金矿化与深成花岗岩体之贯入作用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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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纳塔里也夫矿田 (图 4)

该矿 田产于下寒武统致密块状古杯灰岩中
,

i亥灰

岩夹有白云岩
、

玄武 一辉绿纷岩薄层
。 _

皿述沉积 火

山岩层 又为中寒武世辉长岩
、

辉长苏长岩
、

辉 于; 沁 长

岩岩墙及晚寒武世一奥陶纪的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
、

花

岗闪长岩
、

花岗正长岩岩株所穿切
。

在花岗岩岩株的

热晕带及铝硅酸盐岩石与碳酸盐岩石之接触带上发育

有镁质尖晶石一 金云母
、

金云母一 透辉石矽卡岩
,

为

花岗岩侵人体形成过程中岩浆阶段的产物
; 同时

,

还

见有热液阶段形成的钙质辉石 一 石榴石
、

石榴石
一

硅

灰石
、

透闪石扩散型和渗透型矽卡岩
。

镁 质矽 任岩矿

物共生组合的形成与岩浆期后热液作用密切相关
,

井

形成交代型蛇纹石
、

金云母
、

透闪石 ; 金 一硫化物和

金一硫化物一石英矿化均可见于上述两种类型矽 卡岩

中
。

5 费德洛夫矿田 (图 5 略 )

该矿田中同时存在有矽卡岩型和石英脉型 两种金

矿化
,

因此
,

对于研究矿物组成和地球化学特点及金

一 矽卡岩与金一硫化物一 石英矿 化组合之间的相互 关

系十分有利
。

矿田位于晚寒武世一奥陶纪花岗岩类岩

体及其晕带中
。

该类侵人岩体主耍由花岗闪长岩 闪

长岩
、

石英闪长岩
、

花岗正长岩所组成
,

其中发育有

含黄铁绢英岩的石英脉或方解石 一 石英脉
。

花岗岩之

外的热晕圈及铝硅酸盐与碳酸盐岩石之接触带上发 育

有钙质辉石 一石榴石
、

辉石 一 石榴石 一硅灰石
、

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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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纳塔里也夫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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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下寒武统参性火 山岩
; 4一下寒

武统碳酸盐岩 ; 5一上里菲至 下寒武统沉积 一火山

岩地层 ; 6一晚寒武世一早奥陶世 中酸性岩 , 7一中

寒武世 中一荃性岩 ; 8一上里菲至早寒武世 中一 荃

性 岩 ; 9一矽卡岩 : 10 一岩石产状要素 ; l卜一断裂 ;

12一地质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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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t l o n ; 2一 M id一
e a

m b
r [ a n 一n t e r

m e d
l a r e 一 ba -

5 i e v o l e a n i e r

oc k
s 苏 3一 E

a r l y e a
m b

r i a n
b

a s i e v o l
-

赞~
r

` “ “ , 4二aE vlr
e

am ibr 叨 ca 少
。 an et ,

_

5一 石 一 符山石矽卡岩及角岩
。

金矿化主要集中十热液蚀
次 d t

m
e n t a r y 一 v o l c a n l e s t r a t a 戈K ,

一 七 1 ) 备 6一乙 a t e

e a
m b

r i a 叼一 ea
r
l y o r

do
v i e i a n i n t e r

tn e d
、 a t e 一

a c id ie

r

仪 k
s ` 7一M

一
d 一 e a m b r 一a n i n t e r

m
e
d i a t e 一 b

a s le

r o e
k

s ; 8一 B a s i e 一 i n t e r
m

e
d i a t e r汉 k

s
( R

,

一 任
一
) ;

9一 S k
a r n ; 1 0一 R仪 k o e c u r r e n e e 子 1 1一 F a u l t ; 1 2一

G e o l o g i
e a

l l im i t

变带中
,

即在再结晶和硅化矽卡岩中
。 _

上述矿床地质

调查
、

构造填图及矿物一地球化学研究结果表明
,

被

含金 一硫化物一石英矿化的片理化带所穿切的矽 粉宕

一般多系重结晶
、

硅化并富含金 一 硫化物矿体
。

综上所述
,

本区金矿床
,

根据矿物共生组 合可划

分为
:

①金一硫化物一 石英矿化建造 ; ②金 一矽卡岩矿化建造 (表 1略 )
。

金矿田的地球化学研究表明
,

金
、

银矿化的伴生元素有 C r 、 N i
、

C O 、

T
,

、

M
,、 及 C 、 , 、

I ) b

Z n
等 (图 6 )

。

在近矿蚀变岩 (黄铁绢英岩
、

滑石菱镁片岩 ) 中 C r 、

N i
、

C 。
、 ’

ir
、

M
。
的含量

减少 1
.

5一 2
.

0 倍
,

而 C u 、

P b
、

Z n 增加一个数量级
,

在矿石中前者减少 5一 10 倍
,

后者增加

1
.

5一 2
.

0 个数量级
。

在岩石和矿体中
,

A u 、

A g 的 含量与 C u 、

I〕 b
、

Z n 呈正相关关系
。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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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矿蚀变围岩和矿石中还见有 A s 、

S b
、

S n 、

B i
、

C d
、

M o 、

W
、

B e 、

T e
等元素

,

并可作为

普查工业矿床的直接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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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西伯利亚地台西南部金矿床岩石及矿石中元素分布简图
F ig

.

6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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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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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o u t h w

e s t o
f S i b e r ia n

I 一
“

中央
, 矿 田

: 1一安山一玄武粉岩
、

凝灰纷岩 ; 2一 石英闪长岩
、

闪长岩 : 3一花岗闪长岩
; 4一黄铁绢英岩化花岗闪

长 岩 . 5一黄铁绢英岩
; 6一金一 硫化物一 石英脉

.

卜
“
共青 团

”
矿田

: l一花岗细晶岩
、

细晶岩 , 2一辉绿岩及辉绿粉岩
;

3一辉长岩
; 4一滑石垄镶片岩化辉长岩

, 5一滑石英模片岩
、

黄铁绢英岩
, 6一金一 硫化物 一石英脉

。

. 一别里库里矿 田
: 1一

安 山一 玄武纷岩
、

凝灰粉 岩 ; 2一角岩化
、

花 岗岩化安 山一 辉绿纷岩 ; 3一黄铁绢英 岩
. 4一金 一硫化物一 石英脉

.

卜纳塔
里 也夫矿 田

: l一矿 田范围外的灰岩及大理岩化灰岩
; 2一矿田 内大理岩 化灰岩

、

大理岩 ; 3一沿碳酸盐岩石发育的矽卡岩
;

4一沿铝硅酸盐岩石发育的矽卡岩
; 5一再结晶矽卡岩及热液蚀变矽卡岩

; 6一矿石矽 卡岩
。

v 一费德洛夫矿 田
: 1一沿碳酸

盐 岩石发育的矽卡岩
; 2一沿铝硅酸盐岩 石发育的矽卡岩

, 3一再结 晶矽卡岩及 热液蚀变矽卡岩
; 4一矿石矽卡岩

, 5一金一

硫化物一 石英 脉
I 一 T卜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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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r f i

e
l d

: 1一 A
n
d

e s i t e 一 ba o a l t i e p o r p h y r i t e , t u f fp o r pb y行 t e , 2一 Q u a r t z
d i o r i t e ,

d i o
r i t e ,

`

3一 G
r a n o d i o r i t e ;

4一G r a n

od i o r i t e w i t h 反 r吧 s i t i已 a t i o n 冬 5一玉
r e s [t e , 石一 go ld一

s u l f id一
q “ a r t名 v e i n

.

, 一 T h e “
C o m

s

帅
0 1

” o r e f i
e
ld

: 1一 G
r a n i t i e

a p l i t e
, a p l i r e ; 2一 D i a b

a

沈 a n d d i a b a s e一 p o r p卜y石 t e ; 3一 G a b b
r o 各 4一G

a
bb

r o w i t h t a l e 一 m
a g n e s i t i z a t i o n ; 5一 T a l

e
一 m

a g n e s i t e

s e h i
s t ,

be r e s
i t e ; 6一G o ld一 s u l f id e一 q u a rt z v e i n

.

, 一 T h e

eB
r i e u l e o r e f i

e
ld

: 1一 A n d e s i t
e
一 b

a

as l t i e p o r p h y石 t e , t u f f即
r ph ” t e .

2一A 幻d e s i r e一 d i a b a s e p o r p h y r i t e w i l h k e r a t o l ) h y r 一t i az t i o n a n d g r a n i t i z a t i o n 吕 3一压
r e s i r e ; 4一G o ld一

s u l f id e 一 q u a r t名 v e i n s
·

柑 一 T h e N a t a
l i

e v o r e
f i e ! d

: l一 L i m e s t o n e a n d m a r
b l

e i沈 d l im
e s t o n e o u t s

id e o r e
f i e l山 2一 M

a r b l e ize d l im e , t o n e a n d m a r b l e i n

t h e o er f i e 、d ; 3一 s k a r n f o l l o w i n g e a r

bo
n应t e ; 4一 S k a r n f o l l o w i n g a

l u m玉n i u m
s i l i e a t e ; 5一 R e e r y s t a l l iez d s k a r n a n d a l t e r司

s
k a r n ;

6一 o
r e s

k a r n
.

v 一 F
e o d l咖

o r e f i e ld
: l一S k a r n f o l l o w i n g e a r

bo
n a t e . 2一 S k a r n f o l l o w i n g a

l u rn i n i u m
s i l ie a t e 布 3一R e c r y s t a l l i z

e
d

s
k a r n a n d h y d or t h e r

讯 a l a l t e
r

ed
s
k a r n 军 4一O

r e s
k a r n , 5一 G o ld一

s u l f id 吧一 q u a rt z v e i n s

在金一矽卡岩矿 田
,

碳酸盐岩石中 C r 、

N i
、

C 。 、

iT
、

C u 、

Z n
的含量高出矿 田范围之外

同类岩石的 2
.

5一 5
.

0 倍以上
。

此外
,

矿田中还见有 C u 、

S n 、

Z r 、

B e
等元素

,

这可作为区别

含金与非含金矽卡岩之地球化学标志 (图 6 )
。

上述金矿床地球化学特点可作为普查新矿床
、

矿 田及 已知矿床深部和侧翼的普查评价标

志
。

众所周知
,

金矿床在应用岩心钻探过程中
,

特别是在深部和侧翼
,

由于矿体小
、

岩心采

取率低或钻孔倾斜等原因
,

经常漏掉矿体
。

同时
,

由于矿石中缺失磁性矿物 (矽卡岩型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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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 或硫化物含量少 (一般 1%一 3写
,

很少达 3%一 8 % )
,

磁法测井或电法测井亦很少应

用
。

此外
,

通过地球化学研究所确定的近矿围岩蚀变范围可能比肉眼所见之范围大 2 一 S 倍
,

因此
,

金矿田系统的地球化学定量分析
,

特别是普查和勘探岩心 (钻孔地球化学或测井 )
,

对

于普查和勘探矿体
、

矿田的定量分析十分重要
,

效果明显
。

上述矿田 (矿床 ) 中
,

硫同位素组成研究结果表明
,

护
` S 介于 + 0

.

1编一 + 8
.

2编之间 (表

2) 的狭窄范围内
,

表明硫统一来源于深部
,

而且金矿床形成于相近的物理化学环境 中
。

在金 一

矽卡岩建造类型矿床的硫化物中未进行或仅出现极弱的硫同位素分馏作用
,

护
`
S一 + 0 1%

。
一

+ 3
.

0编
,

与地球硫或陨硫铁的组成相近 ( B
·

A
·

戈里年柯等
,

19 7 4 ) ; 在金一硫化物 一石英

建造类型矿床的硫化物中
,

护侣一 + 2
.

3编一 + 8
.

2编
,

即比前者增长了 2一 3 倍
,

从而表明
.

上

述建造类型矿床形成的物理化学条件各异
,

但在时间上
、

空间上相近
,

而且距矿石 一 岩浆系

成矿的侵入岩体不远
。

这些规律也可说明
,

此种类型矿床具有硫同位素分馏弱之特点
。

形成

金一硫化物一 石英建造类型矿床的矿石
一

岩浆系在空间
、

时间上延续相当长
,

从而决定了硫

同位素分馏的特点
,

即矿 田中硫化物具有富集重硫同位素之特点
,

由矿带根部向前缘
,

硫同

位素
“
越来越重

” ,

这一规律在
“
中央

”
矿田表现得最为明显

,

该矿床位于花岗闪长岩中
,

属

均一脆性物理条件
,

对于形成剪切或张性构造裂隙十分有利
。

与之同时
,

花岗岩类本身为均

一的物理化学介质
,

有利于成矿热液循序渐进的演化
,

从而最终导致形成在空间上
、

时间上

延伸稳定的矿石 一岩浆系
。

在
“
中央

”

矿田中主矿体 (主干带 ) 的 护侣 平均值介于 + 2
.

3%
。
一

+ 4
.

5编的狭窄范围内
,

即硫的同位素组成接近于陨硫铁
; 而边缘矿体 (边缘带 ) 的 护

`
S 则介

于 + 2
.

0编一 + 8
.

0编之间 (表 2 )
。

上述规律可指导评估矿床或个别矿体的剥蚀深度和远景预

测等
。

综上所述
,

结论如下
:

A
.

西伯利亚地 台西南部金矿田 (矿床 ) 分布于成矿建造 (如
“
中央

” 、

费德洛夫矿床 ) 或

容矿建造 (如
“

共青团
” 、

别里库里
、

纳塔里也夫
、

费德洛夫等矿床 ) 中
,

表明存在两种金矿

化
。

含金矿石 一 岩浆系垂直延深达 k3 m 以上
。

B
.

虽然金矿田赋存于不同类型
、

不同时代的围岩— 辉长岩
、

辉绿岩
、

闪长岩
、

花岗闪

长岩
、

玄武纷岩
、

安山一玄武扮岩或镁质及钙质矽卡岩中
,

但这些矿田具有
: a

.

共同的矿物

组成 ; b
.

共同的近矿围岩蚀变
; c

.

相近的地球化学特征
。

从而表明含金热液的深成性质
,

因

此
,

金矿化形成之物理化学条件也近似
。

这一结论也为金矿化过程中硫同位素组成的特点所

证实
。

C
.

矿田中金的工业富集在成因上与早古生代深成花岗岩体密切相关
。

这一结论已被西伯

利亚其它金矿床的地质一地球化学特点所证实 (阿拉宾
,

1 9 83
; 戈洛别依尼柯夫

,

19 87 )
。

D
.

在金矿田中一般可有两种矿化建造类型
: a

.

金一硫化物 一 石英 ; b
.

金一矽卡岩
。

E
.

金矿田的地球化学和地质特点可作为
: a

.

金矿床的特征标志
; b

.

预测
、

普查
、

评价

西伯利亚地台
、

华北地台新矿田
、

新矿床
、

新矿结
、

新矿带之依据
。

F
.

金矿田的系统定量地球化学特点研究可应用于
: a

.

确定矿体
、

矿 田
、

矿带的地球化

学专属性特征 ; b
.

评价新矿体
、

新矿田
、

新矿带的实际工业意义
; c

.

对金矿床进行建造
、

地

球化学和成因上的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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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质一 地球化学研究的 目的主要在于提高金矿床的普查
、

找矿
、

远景评价
、

勘探和

预测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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