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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北部成矿地质环境与成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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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西北部地处欧亚大陆板块东南沿海前陆推覆冲断带，与扬子、华夏古板块结合带

叠加部位。有色金属矿床的形成、演化，具有“多次成矿叠加、燕山期最强”；“块、带”成矿分区，

块体边缘深断裂带聚矿，沿前陆推覆冲断带“向洋”分带；走滑剪切、扭动与推覆构造复合控岩控

矿；岩浆多层次造浆、多层次就位成矿；大型矿集区产布环境的偏在性等成矿特征。具有较大的

矿产资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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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以理论科学找矿和预测已成为新世纪提高找矿效果和效益的必由之路。发现或建

立符合本区矿产分布特点的地质成矿新理论或新认识、新思路，已成为解决地质找矿与资源

评价的突出问题。

从本区找矿实践经验出发，本文基于地质环境控矿的总体思路，阐明区域成矿特征和大

型矿集区的产布特征，作为成矿远景区预测的基础，并为突破新地区，发现新矿种、新类型，

探寻大型或超大型矿产资源基地提供科学信息或依据。

5 区域成矿地质环境

江西北部地处中生代以来欧亚大陆板块东南沿海前陆推覆冲断带，与扬子、华夏古板块

结合带复合叠加的部位，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优越成矿地质环境。

5 45 壳幔构造特征

现今壳幔构造主要反映中生代以来的特征。综合重、磁、大地电磁测深及人工地震剖面

等资料，本区及相邻地区壳、幔构造有如下重要特征：一是具薄壳、厚上地幔特征，重力场以

波阳一带最高（ > 5: ?@3），为华南陆内地壳最薄地区；二是地壳和上地幔厚度总体上由西往

东减薄，中部为轴向北北东的幔隆区；三是重力高异常轴呈北北东向与北东东向交织出现，

北西部为重力低异常区；四是壳内存在多层拆离带；五是赣东北、萍乡—广丰深断裂对莫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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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显著错断。这些特征与中生代大规模成岩成矿作用有着内在的联系。

! "# 中生代以前古构造格局

越来越多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华南存在着扬子和华夏两个古板块［!］。据区域地质

调查的成果（楼法生等，#$$#），认为宜丰—景德镇—歙县断裂以北为扬子地块；萍乡—广丰

—绍兴断裂以南为华夏地块；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之间为华南中部复合构造混杂岩带（图

!），即萍—乐结合带。

图 ! 江西北部构造单元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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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萍—乐古板块结合带主要特征

（!）保留有洋壳残片

在德兴—弋阳、铜鼓、塔前、余江、湖南浏阳及浙江龙游等地，均有蛇绿构造混杂岩或蛇

绿岩残片，在安徽歙县伏川出露有较完整的蛇绿岩剖面［#］。伏川蛇绿岩 9:—;< 等时线年

龄 !$#= >2［?］；弋阳—余江蛇绿岩同位素年龄分别为 !!@= A =? >2［=］、B#B "C? A ?? "D >2［@］。

（#）构造混杂岩发育

该带内出露的变质岩块，许多岩性特异无法对比，如七宝山的震旦—寒武系浅变质岩断

片；丰城白土—南昌黄马的一套细碧角斑岩、变辉绿岩、硅质岩、碳酸盐岩地层；临川十二公

包、金山岭、荷叶岭一带的一套灰白色凝灰质含砾砂岩夹板岩层；横峰强盗山的一套黑色板

岩、含古蛋化石的碳酸盐岩；以及德兴—弋阳一带的构造混杂岩与蛇绿构造混杂岩等等。这

些奇异的岩块，均为断裂带内的构造混杂岩块或推覆构造形成的外来岩片。

（?）为晋宁期碰撞造山带

沿宜丰—景德镇—歙县断裂带北侧发育一条晋宁期堇青石花岗闪长岩带，包括九岭

（CCB "? A # "= >2、CD= A !E >2、DC= A EC >2、DC= A EC >2）、石耳山（CED A #D >2、CE@ A =B >2、D!=
A #B >2、D#@ A ? >2），休宁、许村、歙县（BE? A E# >2、B#D "! >2）等岩体，它们均为同碰撞期过

铝 9 型花岗岩。

（=）为一条负的地质构造带

该带为一条巨大的古生代盖层坳陷带，并分布着一系列中、新生代断陷盆地。此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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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弧后盆地也为古生代盖层坳陷带。

（!）为印支期强烈推、滑覆构造带

沿宜丰—景德镇一线向南大规模逆冲推覆，推覆距离约 "# $ !# %&；沿萍乡—广丰一线

往北推、滑覆，其间坳陷带发育多层拆离滑脱和叠瓦式褶皱冲断，其影响的最新地层为中三

叠世地层。

（’）为一条重要的同熔型斑岩成矿带

( )* )* 萍—乐结合带的对接程式

扬子、华夏古板块之间的“萍—乐结合带”，经历多次开裂造海和对接造山，拼接带蜿蜒

曲折，属 + 型俯冲带。

根据现有资料，扬子、华夏古板块分离于中元古代早中期之前，其间为华南洋。中元古

代晚期，华南洋向两侧的扬子、华夏古板块俯冲，出现沟、弧、盆系，但对其板块运动机制尚知

不多。自晋宁期对接造山后，随着残留洋盆的碰撞闭合，曾出现统一的盖层沉积。经加里东

运动的再次对接造山，则出现了前陆坳陷和弧后盆地，自北东向南西依次形成了晚奥陶纪、

志留纪的浊流沉积。此后，晚古生代—中三叠世，沿结合带形成一条宽达 (## $ *## %& 的巨

大坳陷带。经印支运动（中三叠世末），沿板块结合带两侧深大断裂带发生强烈的大规模推

（滑）覆造山，完成了向大陆的转变，成为欧亚大陆板块的组成部分。从此开始进入北东—北

北东向为主线，即由南北离合转换为东西分异为特征的构造发展时期。

( )" 中新生代地质构造特征

中新生代多次断块、断裂造山运动，依次形成了以北东—北北东向为主导，与东西、北西

向三大构造系统复合的格局。其突出特点是：深大断裂带活动强烈；两大推（滑）覆构造系统

广泛发育；大规模走滑剪切、伸展构造显著，出现了众多的扭动构造，为燕山期大规模成矿创

造了有利的成矿地质环境（图 *）。

( )" )( 深大断裂活动强烈

中新生代强烈活动的深、大断裂有：赣东北、湘赣边界等北北东向深断裂；宜丰—景德

镇、婺源—余干等北东向深、大断裂带；萍乡—广丰、修水—德安等近东西向深断裂带；以及

南昌—临川、都昌—鹰潭等北西向大断裂。

( )" )* 两大推（滑）覆构造系统广泛发育

（(）北东—北北东向推（滑）覆构造系统：规模较大的主要在东部，如婺源—德兴—余江

推滑覆构造带，以及波阳—景德镇、塔前—赋春—鄣公山、永平、冷水坑等推（滑）覆构造；在

西部修水—万载一线和中部铁岗山等地也存在明显的北北东向推（滑）覆构造。此推覆构造

系统，主体从北西向南东方向逆冲推覆，晚期常出现反推覆。推（滑）覆影响的最新地层为晚

白垩世与老第三纪地层。

（*）近东西向推（滑）覆构造系统：主要为沿宜丰—景德镇、萍乡—广丰断裂带的大规模

推（滑）覆极为发育，包括九岭南缘推滑覆构造带、东乡—丰城推（滑）覆构造带等。所影响的

最新地层为晚白垩世地层。

( )" )" 大规模走滑剪切、伸展构造显著

区内北东—北北东向断裂带左行走滑剪切极为普遍，尤以深、大断裂更为显著，造成岩

层（块）扭转或折转，出现众多的多字型、, 或反 , 型等扭动构造，如赣东北断裂带即为 , 型

断裂带；永修—新余为一“边缘弧”构造；在九瑞地区夹持两条北北东向断裂带之间的北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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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背向斜，多为反 ! 型。

沿深大断裂带及其推滑覆构造的韧性剪切带十分发育，如婺源—余干、德兴—弋阳、庐

山—星子等一系列北东—北北东向韧性剪切带，以及武宁—修水、奉新—铜鼓、北武夷等一

系列近东西向韧性剪切带。

区域伸展构造较为发育，除隆—滑或断陷形成的白垩纪盆地十分醒目外，在庐山地区星

子变质核杂岩为典型的伸展构造，呈北北东向宽缓卵形穹隆状，其南西侧为彭山穹隆［"］。

图 # 江西北部地质构造格架略图

$%&’# !()*+(*),- .),/012)3 2. (40 52)(40)5 )0&%256 2. 7%,5&8% 9)2:%5+0
; < 结合带边界深断裂带；# < 逆冲推覆断裂带；= < 滑覆断裂带；> < 走滑断裂带；? < 韧性剪切带；" < 构造混杂岩带；@

< 变质核杂岩；A < 飞来峰；B < 构造窗；;C < 背斜轴；;; < 向斜轴；;# < 浅或超浅成斑岩

! 萍—乐古板块结合带；" 江南地块九岭结合带；# 北武夷褶皱隆起带；$ 下扬子坳陷带

# 区域成矿特征

本区有色金属矿床的形成、演化和分布，在时间上显示“多期成矿、燕山期最强”；在分布

上表现为“块、带”成矿分区，块体边缘深断裂带聚矿，沿前陆推覆冲断带“向洋”分带；在形成

上体现为“多次成矿叠加、多类型聚合”，走滑扭动与推滑覆构造复合控岩控矿，岩浆多层次

造浆、多层次就位成矿，以及大型矿集区分布环境的偏在性和控矿因素耦合关系的显著性。

# ’; 多期成矿、燕山期最强

# ’; ’; 中新元古代成矿期

本区与铜、金成矿关系密切的古火山岩，主要为中元古代晚期和青白口纪火山沟弧型岩

性组合，形成一套深海火山浊流或细碧角斑岩系。德兴地区细碧岩的 !/—DE 等时线年龄

;;;= F G,，含 H* 丰度 ;? ’= I ;C< B、含 J* 丰度 "? I ;C< "，为此区铜、金矿源层。弋阳铁砂街

（岩）组为细碧岩—碳酸盐岩组合与细碧岩—石英角斑岩—凝灰岩组合，形成了西裘—铁砂

街海相火山成因的黄铁矿型铜矿床。

C"#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CC# 年

万方数据



! "# "! 海西期成矿

在九江团树山上石炭统底部有一层褐铁矿铅锌矿化层；枫林矿区石炭纪沉积的葡萄状

构造黄铁矿，是含铜胶黄铁矿石的主要铜矿石类型之一；城门山矿区存在同沉积的胶黄铁

矿，胶白铁矿呈连晶的黄铜矿；武山矿区有含铜角砾大理岩；七宝山矿区有晚泥盆世含 $%、

&’ 火山碎屑岩及含 $%、&’ 菱铁矿、黄铁矿层等。这些均表明海西期也存在有色金属成矿，

有的已局部矿化富集乃至形成初具工业意义的矿层。

! "# "( 印支期成矿

以动力变质热液成矿为主，如众多的与韧脆性剪切带有关的变质热液型金矿，也有与岩

浆热液有关的金、锡等矿化。

! "# ") 燕山期大规模成矿作用

据矿床地质及同位素年龄资料，绝大多数矿床富集成矿时代主要为燕山期，并集中出现

在 #*+ , #++ -. 间。伴随中、晚侏罗世及早白垩世多次火山活动和岩浆侵位，均有不同程度

的成矿作用；成矿高峰期为燕山运动的转型期晚侏罗世，进入早白垩世伸展期主要为火山—

斑岩成矿。

成矿作用有动力变质热液有关成矿、岩浆热液有关成矿，而与火山—斑岩有关中低温浅

成热液成矿更为强烈，彼此常交替叠置，所形成的矿产类型复杂多样。各种有色、稀有、贵金

属及分散元素均有成矿，而且往往形成多矿种共、伴生矿床。钨、锡、铌钽成矿时间较长（!/!
, #++ -.），高峰期为中侏罗世（#/+ 0 #/ -.）；铜、铅锌成矿高峰有中侏罗世、早白垩世两个

时期；金、银成矿具多期特点，主要为晚三叠世—早侏罗世（!(+ , #*1 -.）及早白垩世（##/ ,
2+ -.）两个区间。

! "! “块、带”成矿分区，块体边缘深大断裂聚矿

! "! "# “块、带”成矿分区

从区域金属矿产分布和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编图成果可以看出，萍—乐结合带、下扬子

坳陷带与九岭隆起块体、北武夷块体，在壳幔结构、地球化学与成矿特点等方面有明显差异，

构成了“两块、两带”不同的构造—地球化学—成矿分区。萍—乐结合带以同熔型中酸性小

岩体及中低温热液金属硫化物矿床为主，为富铜、铅、锌、金、银，并混有铌钽、锡、钼的地球化

学—成矿区。九岭隆起块体以重熔型酸性中浅成岩体为主，为高锡、钨、金、铜的地球化学—

成矿区。下扬子坳陷带为同熔型中酸性斑岩，富铜、金、铅、锌的地球化学—成矿区。北武夷

褶断块体为重熔型与同熔型岩浆混染，富银、铅锌及高铜、金的地球化学—成矿区。

! "! "! 块体边缘深大断裂聚矿

块体边缘（包括隆坳交接带）深大断裂带为岩浆—成矿和动力变质热液成矿的有利地

带，如德兴—东乡铜金矿带，恰处于万年块体与怀玉块体间，赣东北与乐安江深大断裂带所

夹持的构造混杂岩带内，拥有超大型铜厂铜金矿床和金山金矿床。

! "( 前陆推覆冲断带复合控岩控矿

前陆推覆冲断带是燕山期强烈活动的主导成矿体系，包括活动较早的（早—中侏罗世）

北东向构造和形成较晚的（晚侏罗世以来）北北东向构造。

! "( "# 前陆推覆冲断带成岩成矿环境

区域性北东向或北北东向主干断裂带，以其强烈的左行走滑剪切、推覆冲断有利的动热

条件，成为重要的导岩导矿和形成动热变质的优势构造；其良好的封闭环境和低氧逸度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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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的较好成矿环境；其低级序次高密度分布的张扭性裂面与压扭性裂

面的结点，以及众多的扭动构造，为有利的储岩储矿构造。

! "# "! 与其它的构造复合控矿

北东或北北东向与东西、北西向构造“双向”或“多向”复合控矿较为明显，尤其是与火

山、隐爆、侵入构造复合控矿是火山—斑岩成矿系列一大特色。

在下扬子坳陷带与萍—乐结合带西段，晚古生代地层总体呈近东西（北东东或北西西）

向展布，由于北东或北北东向走滑或推覆断裂带的强烈左行扭动，所形成的岩层大角度折转

或弧形弯曲、$ 或反 $ 型扭曲强烈地段，是构造复合控矿有利地段。在萍—乐结合带东部及

北武夷等地区，复合构造所形成的地（层）体异向交替排列，或在强北北东向断裂带内出现近

东西向岩（层）块以及扭动构造，均为复合控矿有利地段。

! "# "# “向洋”成矿分带

系指由北东—北北东向构造系统为主导，构成的面向太平洋的构造—岩浆—成矿分带。

本区东部各矿带明显呈北东—北北东向多字型排列，依次有郭桥—阳储岭、波阳—景德镇、

塔前—赋春—鄣公山、婺源—德兴—东乡、怀玉—葛源、玉山—广丰等一系列北东向矿带；西

部有永修—新余北东向弧形矿带，彭山—云山、大湖塘—千里峰、香炉山—梅尖峰等一系列

北北东向矿带，以及罗城—村前和九瑞等近东西向矿（区）带。

! "% 大规模走滑扭动构造控岩控矿

在北北东向深、大断裂带内或旁侧，以及两条相邻的北北东或北东向主干断裂之间，由

于大规模的左行走滑扭动，常出现一系列不同级、序的多字型、入字型，帚状、弧形、$ 型或反

$ 型等扭动构造形式，这些扭动构造形式控岩控矿极其有利。

区内赣东北断裂带就是典型的 $ 型构造，沿其形成一系列大型、超大型矿床。在断裂带

内的德兴斑岩铜矿田，由泗洲庙弯曲的复式向斜与两端的弧形岩层构成反 $ 型构造，朱砂红

铜矿床处于头部、富家坞铜钼矿床在尾部，铜厂铜金矿床位于中部；金山金矿田则为一系列

北东—北北东向剪切断裂带之间的呈北东东向 $ 状推覆剪切带控矿。九瑞成矿区东侧为庐

山北北东向断裂带，西侧为富池镇北北东向断裂带，其间形成 & 条北东东向延伸的反 $ 型褶

皱与层间滑脱裂隙带，控制着 & 条呈反 $ 状斑岩—铜矿带，其中武山铜矿床处于黄桥反 $ 型

复向斜东段转折部位。

! "& 低角度推滑覆构造控矿

区内许多控矿构造与推、滑覆构造有关，如推覆剪切带、滑脱带或层间滑脱带。

归纳本区推滑覆构造控矿的特征，表现为主要矿体或富矿体均处于推覆剪切带或滑脱

带的缓倾斜部位，在由陡变缓部位往往形成厚富矿体，如金山金矿、七宝山铅锌矿、枫林铜

矿、永平铜矿、冷水坑银铅锌矿等。

! "’ 多次成矿叠加、多类型聚合成矿

九江城门山大型铜（钼、金）矿床的形成，经历了海西期火山喷流成矿、燕山早期花岗闪

长斑岩侵位形成了矽卡岩型铜矿、燕山晚期石英斑岩及其隐爆角砾岩形成了斑岩铜钼矿，以

及表生作用成矿。

德兴铜厂超大型铜金矿床，是燕山期中酸性岩浆多次浅—超浅成侵位与中元古代矿源

层叠加形成的斑岩铜矿。

金山超大型金矿床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中新元古代古火山热流体成矿、晋宁或印支—燕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年

万方数据



山期动力变质热液流体成矿（与韧性剪切带有关）和燕山期岩浆热源或热液成矿富集。

众多的多成因复成层控叠改型或“多位一体”矿床，如武山、永平、枫林、铁砂街、冷水坑、

银山等，更是多次成矿叠加富集形成的矿床。

! "# 岩浆多层次造浆与多层次就位成矿

沿穿壳深断裂带，从中元古代以来一直有基性火山岩及基性—超基性岩出现。燕山期

强烈推覆冲断造山，地幔柱热涌促使幔源物质加入的强流动性岩浆体系沿深断裂带上升与

下地壳物质混熔，形成同熔型中酸性岩浆。中上地壳内多层滑脱拆离带熔融层，为重熔型岩

浆的造浆场所。岩浆上升过程和就位时必然沿途有周围物质混染和元素的带入。含矿岩浆

不同层次造浆与就位时不断分异演化，是影响成岩成矿的重要因素。

重熔型花岗质岩浆主要在隆起带中和面以上地壳伸张区就位；部分重熔型岩浆和绝大

部分同熔型岩浆是沿断裂带为通道上升于浅、表部位，形成火山岩或浅、超浅成斑岩。就位

于隆起带中浅部的花岗质成矿岩浆岩，由于处于较开放的氧化环境，形成以金属氧化物型矿

床为主体；就位于坳陷带或挤压性断裂带的成矿岩浆岩，总体处于封闭低氧逸度环境，以形

成亲硫的多金属硫化物矿床为主体。

! "$ 岩浆岩—成矿系列

从与成矿的关系角度出发，可分为火山—斑岩成矿系列、中浅成花岗岩成矿系列。

! "$ "% 火山—斑岩成矿系列

主要有九瑞斑岩区、宜丰—景德镇斑岩带、婺源—德兴—东乡火山—斑岩带、玉山—广

丰斑岩带、北武夷火山—斑岩区。成矿斑岩均属多期次分异侵位的杂岩体，常形成多矿种共

生或伴生矿床，但仍有一定的成矿专属性。

（%）偏中性次火山玢岩与浅、超浅成中酸性斑岩，形成铜、金、铅、锌、银、钼矿床，如银山、

铜厂、富家坞；最佳成铜斑岩为花岗闪长斑岩、二长花岗斑岩与英安玢岩。

（!）偏酸性浅成斑岩，形成钨、锡、钼、铅、锌矿床，如塔前、善坑岩体。

（&）酸性浅成斑岩，形成铅锌、锡、钨、银、钼矿床，如众埠街。

值得指出的是，相同岩类形成不同矿种或不同岩类形成相似矿种的现象并不少见。

! "$ "! 中浅成花岗岩成矿系列

主要分布于隆起区与隆起边缘褶断带，呈孤立的岩株状出露，成矿专属性较为明显。

（%）酸性—超酸性富碱花岗岩，与钨、锡、铅、锌、铋、钼、银成矿关系密切，如香炉山钨

（银、锌）矿床、曾家垅、尖峰坡锡矿床，太子壁（铅、锌）银矿床。

（!）酸性富钠花岗岩，形成铌钽（钨、锡）矿，如横峰黄山大型铌钽矿床。

（&）与酸性花岗岩有关的剪切带金、银、锡、钨、锑矿，如万年虎家尖银金矿床。

& 大型矿集区产布特征

大型矿集区系指有大型、超大型矿床产出或大中型矿床集中产出的地区。区内已探明

的超大型矿床有：德兴铜厂铜金矿床、贵溪冷水坑银铅锌矿床、修水香炉山钨（银）矿床、德兴

金山金矿床；大型矿床有：富家坞铜钼矿床、朱砂红铜矿床、城门山铜金银矿床、武山铜金银

矿床、银山铜金银（铅、锌）矿床、永平铜钨银（金）矿床、阳储岭钨钼矿床、黄山铌钽矿床等。

可称为大型矿集区的有：德兴地区、城门山—武山地区、冷水坑—永平地区。

& "% 大型矿集区成矿地质环境的偏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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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幔隆旁侧壳幔变异地带、深断裂旁侧，以及走滑剪切、推滑覆构造发育地区。

（"）地质体异向定位或急速转折。德兴地区西侧岩层由东西向急转为北东向，东侧岩体

呈东西向展布，南部上侏罗统岩层呈南北向狭长岩片，区内岩层混杂，彼此异向定位十分显

著。城门山—武山地区，岩层体呈北东东向、北西向、北北东向反复急速折转。冷水坑—永

平地区，岩层、岩体呈东西向、北北东向（局部北北西向）交错出现，并常见岩层大角度转折。

（#）岩块体混杂或构造混杂岩发育。在德兴地区、冷水坑—永平地区较为明显。

（$）深断裂带弧形转曲或两组深断裂带交接地带。德兴地区处于赣东北深断裂带由北

东向急转为近南北向弧形最大部位，并与婺源—余干北东向深断裂交接部位。

（%）走滑剪切、推滑覆强烈地段。德兴地区出现多组方向走滑剪切带；冷水坑—永平地

区北北东向与东西向两个系统推滑覆构造都十分发育。

（&）扭动构造发育地带。德兴地区、城门山—武山地区，弧形、’ 型反 ’ 型扭动构造均较

为发育。

# (" 各种成矿因素耦合关系显著性

（!）多次成矿叠加耦合在一起。

（"）复合构造异常聚敛场。大型—超大型矿床（田）多受中小型复合扭动构造异常的控

制，如德兴斑岩铜矿田在其北西向张裂方向却形成了压扭性的反 ’ 型构造，成为压（旋）扭与

拉张叠合的构造异常空间；金山金矿田在北东—北北东向剪切带之间，出现的北东东向 ’ 状

推覆剪切带奇异构造异常场控矿；永平铜矿床在强烈北北东向推覆冲断带西侧，形成了北北

西向岩层及其滑脱带的奇特构造控矿。这些复合构造异常聚敛场，具有多重动力学特征，为

控岩、控矿最为有利的构造场。

（#）具有易于渗滤、交代的岩（性）层或构造岩，同时也具有屏蔽岩（性）层或封闭的构造

条件。

上述控矿因素虽因地而异，但这些有利控矿因素耦合关系显著，是大型、超大型矿床及

其矿集区的共同特征。

# (# 矿种多、类型复杂

有色金属大型—超大型矿床共、伴生有价值矿产繁多是一个突出特征。德兴铜厂超大

型矿床，既是一个超大型铜矿，又是一个超大型金矿，且伴生的银、钼矿也具大型规模，同时

还伴生有多种稀有分散元素矿产。

根据上述对成矿地质环境的新认识和对区域成矿特征认识的新思路，并以大型矿集区

或大型、超大型矿床产布（奇异或奇特）的特征为依据，结合物、化、遥、矿化异常，同时考虑以

往各方面研究成果（如矿床水平、垂直分带、成矿模式、找矿标志等），对区域成矿远景区进行

了预测，提出可优选出大型矿集区的成矿远景区 # 个，有望找到大型或超大型矿产地的重点

找矿区 !! 个，均表明具有很大矿产资源潜力。

本文系“"))"#$"”实施项目阶段性综合研究成果撰写而成，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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