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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岩铜矿的找矿标志和找矿方法

陕西省地质局第八地质队科技情报组

斑岩铜矿
,

又称细脉浸染状铜矿
,

是重要的铜矿工业类型之一 目前
,

此类型铜矿

在资本主义国家约占总储量的65 一 70 %
,

我 国为 24 %
。

该类型矿床多呈大 型 网 脉状 产

出
,

具有规模大
、

品位低
、

易开采的特点
,

亦经常出现矽卡岩型与斑岩型 矿共 生 的 现

象
。

矿石储量
,

单个矿床往往超过一千万吨
,

常达几亿— 几 十亿 吨 ( 如美 国
、

加拿

大
、

智利
、

秘鲁和墨西哥 26 个著名的矿床中
,

3一 5亿吨的有 9个
、

5一 10 亿吨的有 4个
、

10 一 20 亿吨的有 2个 )
;
金属储量常达几十万一几百万吨 ( 如我 国江西德兴

、

西 藏 玉龙

等铜矿达 x X 万一 x x x 万吨 )
.

但其中大部分为贫 矿
,

少 数 为 富矿
,

一般 品 位较

低
,

大多矿床原生矿石含 C u
在。

·

4%以下
,

少数可达。
·

8 %或略高
,

次生 富 集 带 可 达

l一2 %
。

矿石还伴含有M o 、

W
、

iB
、

C O
、

P b
、

Z n
、

A g 、
A u
和稀 有 元素 等 有用 组

分
。

斑岩铜矿的富集在空间上
,

与造山作用期的浅成或超浅成的花岗斑岩
、

花岗闪长斑

岩等有关
,

岩体具斑状结构
。

它们在地质构造中的区域位置
,

据国内外已知的斑岩铜矿

无例外地产于不同时代的褶皱地槽区内
。

斑岩铜矿的母岩和各种围岩都可含矿
,

矿体产

于接触带附近和岩体中
。

矿石构造为细脉浸染状
、

星散浸染状
、

条带状
、

细脉状
.

矿床

通常具有垂直分带岩面型环状蚀变分带现象
,

即
,

一般由上而下为
:

淋滤带— 氧化带

— 次生硫化富集带 ( 胶结带 )— 原生矿石带
;
从岩体边部— 接触带— 围岩具不

同蚀变类型的面型环状分带
.

( 一 ) 斑岩铜矿的找矿标志

1
、

斑岩标志

与成矿有关的岩石主要有花岗斑岩
、 _

花岗闪长斑岩
、

钠长斑岩
,

其次还 有 石 英 斑

岩
、

石英二长斑岩
、

斜长斑岩
、

钾长花岗斑岩
、

花岗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和 闪长岩等
.

其中大多数矿床与燕山期斑岩有关
,

约占斑岩铜矿储量的 64 % ;
其次与华力西

、

加里东

期斑岩有关的矿床
.

与大
、

中型斑岩桐矿有关的斑岩常为小侵入体
,

出露面积一般小于
I K m

“

( 如德兴铜厂。
·

69 K m 冬 ,

富家坞小 16 K 二 “ ,

朱砂红 0
·

06 6 K m “

)
.

据江西研 究 结



果认为
,

岩体具多期次 ( 多次侵入 )
、

多系列 〔钙碱性
:

M 。
、

W ( 酸性 ) , C u

( 中酸

性 ) * P b
、

Z n ( 碱性 ) 〕
、

多类型 ( 多种岩石类型 ) 和多形 态 的
“

杂 岩体
”

( 同期

同源多次 ) 对成矿则最有利
,

称之所佣
“

多位一体复合式铜矿床
” .

如德兴花岗闪长斑

岩的特点是
,

岩体大矿大
,

富家坞岩体为浑园状矿好
,

铜厂岩体为辣椒状矿中等
,

朱红

岩体为哑吟状矿差
.

岩体产状缓
,

矿一般都好
,

而脉状者则无工 业价值
。

黄铁矿大脉往

往位于斑岩体之外
,

也可作为间接找矿标志
.

矿体的形态取决于裂除带的形状
、

岩体形态
、

围岩性质与成矿后的构造运动
。

从已

知斑岩铜矿床来看
,

主要是椭园形或筒状 ( 爆发角砾岩筒 )
;

其次是长条形
,

在垂直剖面

上
,

矿体多呈巨厚的水平层或舞倾透镜体
、

钟状体
、

岩株状
、

碗状或倒锥状
.

这些都是

典型矿床矿体的主要形态飞接触带形状复杂者好
,

如
,

锯齿状
、

肋状
、

枝叉状等
;
而简

单平直光滑者则差
.

2
、

构造标志

目前己知斑岩铜矿
,

均明显产在次级大断裂的旁侧
。

主要与次级断裂构造有密切关

系
,

特别是构造的交汇处赚交接点
.

如沿交叉断裂
、

陡倾斜断裂
、

层 间断裂 等部 位 侵

入
;

部分则产于背斜抽部感其附近
.

矿床的产 出与岩体形态
、

接触构造
、

断裂构造等有

关
.

在这种情况下
.

矿体主要是受断裂裂隙 ( 包括节理 ) 控制
,

有时也受片理和小褶曲

控制
.

在一些矿床中
,

控制岩体的构造与控制矿床
、

矿体构造有明显的继承性和发展关

系
。

如德兴铜矿受多体系复合构造控矿
,

矿石处于东西向构造与华夏系
、

新华夏系三个

构造体系交汇处
,

以新华燕系为主导的控矿带
。

具体一个矿体则较复杂
,

可能与原来某

一种构造 ( 如 横张
、
断{裂 江有关

.

如矿田构造裂隙发育
,

一般成矿都较好
。

因此
,

岩石

裂隙是重要的成矿控制周家
,

之

许多斑岩铜矿床的品位与单位面积的裂隙数量成正比
.

3
、

蚀变标志
。

斑岩铜矿的围岩主要为千枚岩
、

片岩
,

次为角岩
、

侵入岩
、

火山岩 ( 如安 山 岩
、

二

长安山岩
、

英安岩及流坟岩 )
、

砂页岩和碳酸盐类岩石等
。

在副岩系围岩中
,

火山岩组

合均占大多数
,

但这些岩石均在斑岩侵入前形成
.

蚀变发育
,

所有的斑岩铜矿都伴随有程度不同的热液围岩蚀变
。

有绢 云 母 化
、

硅

化
、

钾长石化
、

黑云母体
。
缉泥石化及高岭土化等

.

国内外己知矿床
,

较普遍发育的蚀

变类型有四种
,

( 叉 ) 石茱尸份正长石化
;
( 2 ) 石英— 绢云母化 , ( 3 ) 绢云母—

高岭石化
;
( 4 ) 黑云母化

.

斑岩铜矿多产于蚀变的石英— 绢云母化岩石中
,

是良好

的找矿标志
.

蚀变类型复杂
、

强烈
,

范围大者对成矿有利
.

江西德兴铜矿区中间的强蚀

变带可视为直接找矿标志
.

. ,

一般围岩为火山岩者均具有典型的
“

面型环状分带
”

蚀变
;

围岩为碳酸盐类岩石则

为矽卡岩化
。

原生蚀变的分带通常表现为
,

边缘带— 绿 泥石
、

绿帘石
、

高岭石 ( 矽卡岩 )

外部带— 绿 泥石
、

绿帘石
,
方解石

;
过渡带—

石英
、

高岭石
、

绢云母
、

蒙脱石
;
内

带—
石英

、

绢云母
、

黄铁矿
:

最内带— 石英
、

钾长石
、

黑云母
、

绢云母 ( 硬石膏 )
.

即由岩体中心向外到围岩
,

蚀变分带的次序大体为
,

钾化叶硅化叶千枚岩化时 泥化叶 青

盘岩化
.

国外有关资料指出
,

黄铜矿在钾化蚀变带中是唯一存在的原生铜矿物
.

已知的许多斑岩铜矿由于围岩性质
、

构造因素以及剥蚀程度的影响
,

其分带性多已



孩缺不全几 这种蚀变分带对评价斑岩铜矿有着 重要的实际意 义
。

二4
、

矿化标志
.

广 :
,

斑岩铜矿无论是岩体和围岩均具矿化
。

组成斑岩铜矿的主要金属矿物是
,

黄铁矿和

黄铜矿
; `

少量的有斑铜矿
、

黝铜矿和辉铜矿等
。

次生富集带氧化矿石中常见有辉铜矿
、

胆矾
、

褐铁矿
、

兰铜矿
、

孔雀石等
。

原生矿化的分带现象表现为
,

边缘蚀 变带—
方铅矿

、

闪锌矿
、

银
、

金
;

外蚀变带

— 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过渡蚀 变带—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斑铜矿
、

硫化物量 中

等
,

黄铁矿
:

黄铜矿 一 2 3 : 1 ;

内蚀 变带— 黄铁矿 > 黄铜矿 > 辉铜矿 > 斑铜 矿
,

硫 化

物总量高 ( 10 % )
,

黄铁矿
:

黄铜矿 = 1 3 : 1 ;

最内蚀 变带— 黄铁矿 > 黄铜矿 > 辉铂矿

> 斑铜矿
,

硫化物总量低 ( 3 % )
,

黄铁矿
:

黄铜矿一 3 : l
。

由岩体中心 向外围岩
,

矿化
、

金属矿物分带的次序大体为
,

( 黄铜矿
、

辉铜矿 ) ~ 黄铁 旷* 方 铅 矿
、

闪 锌 矿
、

银
、

金或具明显的 C u 、

M
O

-

一一亡
u
一 C u 、

P b
、

Z n

—
F e S

:

分带
;
由底盘向上分带次序 则为

,

( 黄铜矿
、

辉铜矿 ) ” 黄铁矿
。

一般蚀 变强
,

矿化也较好
。

各蚀 变带中
,

硫化物产状的特点是
,

边缘蚀 变带— 大脉状
;

外蚀变带一
一 脉状与

细脉状
;

过渡浊变带—
细脉状 ;

内蚀 变带—
细脉状 > 浸染状

:

最内蚀变带—
浸染 状

> 小细脉
。

其含矿性以细脉状和浸染状最好
。

5
、

角砾岩标志

与斑岩铜矿有关的角砾岩
,

除目前众所周知的爆发角砾岩外
,

从对 国外斑岩铜矿考

察资料来看
,

还有崩塌角砾岩
、

热液注入角砾 岩
、

侵入 ( 接触 ) 角砾岩
、

火山角砾 岩
、

构造角砾岩
、

交代角砾 者等多种 xJJ 因类型
。

角砾岩既有岩筒状
,

一

也有岩墙状
,

还有不规

则状
;

岩石有棱角状
、

浑园状
、

片状等多种形状
。

尤其是规模较大的矿床
,

其角砾岩特

别发育
,

角砾岩 简对斑岩铜矿的富集 起着重要 的控制作用
,

是成矿 的有利场所
。

说明角

砾岩与斑 岩铜矿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

是寻找斑岩铜矿的重要标志之一
。

江西在引进国外

情报资料后
,

在城门山找列
“

爆破角砾岩筒
”

斑岩铜矿
,

预计可新增铜金属童 50 、 60 万

吨
,

而且还在深部发现 了大型 的钨矿
。

6
、

地貌标志

斑岩体中斜长石往往蚀变成水自云母
、

绢云母
、

伊利石等粘土类之间的矿物
,

这些

矿物易风化剥蚀
,

往往出现负地形
; ;丙四 {习围岩由于硅化难 于风化形 成较 陡 峻 的正 地

形
。

地貌的正负地形均取决于岩石物质成分
。

`

7
、

地表直接标志

除古人开采老洞
.

矿坑等遗迹外 地丧小溪 沟间无鱼虾
、

水发绿如泡茶
,

均可视为找

铜良好线索
`

地表可常见有矿体氧化露头的次生钢矿
一

物 ( 孔雀石
、

硅 孔雀石
、

胆矾等 )

和铁染以及偶见的黄色铜带
;

隐伏矿体上部的矿化带 ( 如黄铁矿化
、

含硫化 物 的 石 英

脉
、

镜铁矿脉
,

含 P 5
.

2 ,、
矿的方解石脉等 ) ; 原生矿化岩石风化后形成局 部的

“

豹皮 状
”

“

构造皮
” 、

“

火烧皮
”

等为原生矿石风化后 的可靠标志
。

.

( 二
.

) 斑岩铜矿的找矿万法

目前 国内外对斑岩型铜矿尚没有一种定型 的标准找矿方法

4 2

。

但地质
、

物化探等方法



仍是目前采用的主要方法
.

1
、

地质 方法

主要是通过中
、

大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
,

对地层
、

构造
、

斑岩体及其蚀变类型
、

矿

化特征和系统采集各种样品进行分析
、

鉴定和侧定
,

在大量实际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

研究
,

对其 中一些地段判明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化远景作出评价
。

国外一些地区的实践经

验证明
,

彩色航空摄影更是寻找斑岩铜矿的代种有效手段
。

它可以反映出铁帽以及褪色化

等蚀变带
。

2
、

物探方法
_

、

普查斑岩铜矿最有效的物探方法是综合性物探
、

,
一

即把磁法
`

一

重力
、 一

电法综合起来
,

电法 以激发极化法效果最好
。

( 1 ) 磁法
:

由于斑岩铜矿 中含有相当数量的磁殊矿 ( 可达 5% )
,

所以磁测是有效

的
。

通常矿田△ Z曲线上表现为 150 ~ 6 00 伽玛的正异常
。

但由于岩石受热液 改 造 和氧化
作用使磁铁矿转 变为赤铁矿与假象赤铁矿

,

导致蚀变岩石的磁化率降低
, 一

这种情况
,

矿

田则呈现负异常
。 。`

.

一
德兴 铜矿的经验是

,

岩体中心无矿地段 50 ~ 10 0伽玛
,

蚀变
、

矿化
,

甚至够工业
`

品 位

地段均呈现低缓异常
。

对寻找斑岩铜矿意义不大
;

而对 圈定斑岩体及其外缘弱蚀变带具

有一定意义
。

’
`

J

( 2 ) 电法 ( 激发极化法 )
:

由于矿石 中含有相当数量的黄铁矿和其它硫化物厂在

圈定星散硫化物矿化带时
,

电法是主要的
,

尤其是激发极化法 和自然 电场法
.

但在导电

良好的疏松岩层发育地段
,

激发极化法有效深度极为有限
,

一般为 5。~ 7 。米
,

搪菌内外

资料表明
,

电法受黄铁矿及含炭岩层的影响
,

出现环带异常或高值点
;

而铜矿体在环带

内则较低 缓区
。

( 3 ) 重力法
:

由于含矿溶液可使围岩密度大大降低
,

这对使用重力法 提 供 了 可

能
。

国外一些矿区的蚀 变岩石往往反映出明显 的最低值
。

因此
,

对圈定蚀变带和寻找铜

矿是有效的
。

( 4 ) 重砂法
:

德兴铜矿的经验证明
:

在矿区外围运用重砂法找矿
,

其效果良好
。

有明显的黄铜
,

矿
、

黄铁矿
、

锰矿
、

屑石等重砂异常
,

起到指示矿床赋存的标志作用
,

再结合其它银
、

金
、

错石
、

金红石
、

磷忆矿等多种 犷物 的组合
,

对找铜矿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

3
、

化探 方法

金属量测量 是一般普查 阶段发现斑岩铜矿的基本手段
。

C u和M o
是此类矿床的主要

指示 元素
。

( l ) 原生晕
:

对找斑岩铜矿效果佳
。

C u
、

M o
、

P b
、

Z n
、

M n
、

W
、

B a 、

e o
、

N i
、

A g
、

V
、

T i等
。

德兴铜矿主要元素浓度分带
:

( 见下页上表 )

( 2 ) 次生 晕
:

C u 、

P b
、

Z n
、

W
、

S n
、

M n
、

A g
、

N i
、

C r
、

C o 、

V
、

S b
、

B i

B a 、

R e
、

A s 、

T i 等元素
。

( 见下页中表 )



孩 六

元元 素素 外 带带 中 带带 内 带带
气 `

:::

「「

伽伽 2 0 0~ 5 0 000 8 0 0~ 3 2 0 000 > 3 2p 000 ( P P m )))

MMM 000 5~ 4 000 4 0、 8 000 > 8 000 ,,,

AAA ggg 0
。

2、 O
。

888 0
。

8 ~ 3
。

222 > 3
。
222 ,,,

PPP bbb 2 0、 8 000 8 0 、 3 2 000 > 3 2 000 扩扩

ZZZ nnn 5 0~ 2 0 000 2 0 0 ~ 8 0 000 > 8 0 000 刃刃

元素

背景

C u P b M o
A g

2 5 } 5 0 0
。
15

粤}
一竺一

一

…土…竺…— …一竺
-

一

巡 {
一望二竺

一

卜竺一 )止竺 {止二坐一 }立竺卜巴
,

最高 } ) 5 0 0 0 ) 5 0 0 0 { 4 0 0 2 5 0

MMM nnn B
aaa A sss

疾疾0 000 > 5 0 000 3 000

1110 0 000 5 0 000 6 000

666 0 0000000

555 0 0 0000000

水平分带
:

内带

中带
:

外带

<
I W

、
S n

、

B i
、

S b

I C u 、

M o

( A g )

( 3 ) 分散流
:

}手尽
`

…兰…二}塑…一兰}牛券卜
~ ~

卫上
一

}望望 …州二亡兰兰
}背京但 } 4

0 “ 5 0 …`6 ~ 2 0 { “ { ”
·
“

一竺 {竺…竺阵…
一

到」

迎竺竺竺 {
一

兰竺生}圳二竺
,

{判
“ 0 0 } } 1 1 }

.

元素水平分带 ( 具面型环状分带 )
”

内带
:

W
、

S n 、

B i
、

S b

中带
:
C u 、

M o
( 伴生 A g

、

A u
、

A s
)

外带
: p b

、

z n 、

A `
、

A s 、

M n 、

B a 、

少量 e 。

结论
:

( 1 ) 以C
u 、

M 。
组合为特征的异常

:

明显的C u 、

M 。 、
p b

、

Z n
、

A g等元素 的 水

平分带是寻找斑岩铜矿的有利地区
. ,

( 2 ) 以 p b
、

Z n
、

A g ( A
u

) 组合异常
:

是找裂隙充填石英脉型
、

火山岩型 以 及

4 4



火山岩多金属矿有利地区
.

( 3 ) 以W
、

S u 、

C u
组合异常

:

是找裂隙W
、

S n 、

C u石英脉型矿的有利 地 段

矿
`

田矿床的指示元素
:

方方 法法 近 程程 中 程 { 远 程程

分分散流 、{;罗 ……
…w

_

s n
`

B i
`

s b
---

…c
。

、

M
。
伴生 A g

、

{

协
、

z n
、

A g
、

A ·
、、

次次 生 晕晕 C u 、

M ooo

…
“ 一 A “ ; “ g ( M

。 ’
.

M n 、

“ 一 p b
、

Z一一

原原 生 晕晕 W
、

S n 、

B i
、

S b
、

C u
、、

p b
、

Z n
( A g )

一

A S 、

B a
、

M nnn

MMMMM
o ( A g ))) }}}

CCCCC u 、

M o
( A g )

、

W
、、

J p b
、

z。 ( A g )
、

N i
’

e o 、

M
nnn

BBBBB iii …C
o

}}}

4
、

水化学法

流经矿区之溪流二价 C u 、

二价 5 0
`

离子普遍偏高
。

二价 C。 达 1 5 0 p p m 可流很远仍保

持异常
,

入主流后才逐渐稀释
.

矿田背景值异常下限

矿体近地表异常

矿体隐伏较深矿化弱

异常

二价 C o o `

02 毫克 /升

0
.

5 、 1毫克 /升

0
.

05 毫克 /升

二价 5 0
; 。

.

03 毫克 /升

10 毫克 /升

含二价 C u
高之水一般 p H 咬 7 ( 属碱性水 )

,

因此碱性区是不可能有斑岩铜矿
.

5
、

植物化学

铜矿 区地表植被往往生长一些特征指示性植物
。

如
:

香需
、

女娄菜
、

酸模
、

蝇子

草
、

石竹
、

瞿麦
、

鸭拓草
、

显花萝等
.

德兴铜矿对以下植物草烧成灰进行化验分析
,

其含 C u
量如下表

:

植植 物 名名 根 部部 杆 部部 叶 子子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

0 0 8 肠肠羊羊 胡 子 草草 0
。

0 6 %%% 0
。

0 2 5 肠肠肠

香香 需需 O
。

o7 肠肠肠 0
。

0 0 5 肠肠

小小叶兰花草草 0
,

0 5肠肠肠 0
。

0 2 5 肠肠

上述几种植物
,

特别是它们的根部 可作为找矿标志
.



6
、

土旅条气河蛋法

此方法反映好
、

见效快
,

不需化验
,

节省时 间 ( 当天可测出结果 )
,

适宜于扫而普

查寻找铜矿 ( 据国外资料
,

H g气是远程指示元素
;
而我国是近程 )

。

据德兴铜矿测量结果
:

富家坞背景值。
.

O 4n g
,

异常值 。
.

3 士 n g ( 0
.

3 n g 以上为 工 业

矿体 )
;
铜厂试验后不太理想

;

朱砂红测量三条线
,

一般 为 20 0n g 土
,

> 6 0 o n g为 工 业

矿体
。

这种方法受季节气候
、

雨雪的影响 ( 降低 )
。

7
、

硫同位素法

其组成变异晕圈 ( 具分带性 ) 也可作为找班岩铜矿的间接标志
。

据试验测定
:

富家坞
:

重硫 ( 乙
。 “ `
编 )

由岩体

由地 下深部

一 围 岩

` 地表浅部

由斑岩内弱蚀变带、 围岩弱变蚀 变带 J

铜厂
:

( l ) 岩体 中蚀变增加 F e S
:

中乙
。 “ `
汤平均值增 高

。 r 乙二 ’ = 1~ 2 ,

r 乙n “ = 2
.

8 ( 2 ) 围岩 中则相反
:

蚀变增强
,

黄铁矿乙
“ “ 4

瓜平均值降低
。

( 三 ) 值得注意的儿个问题

1
、

必须重视斑 岩铜矿的普查工 作
。

斑岩铜矿具有规模大 ( 常 有次生 富 矿 )
、

易

采
、

易选
、

矿山建成后生产稳定
,

产品成利氏的特点
,

颇象铁矿中的
“

鞍山式
”

沉 积变

质铁矿
,

可见它是铜矿中最重要 的类型之一
。

我国已发现五个时代 ( 前震 旦
、

海西
、

印支
、

燕山
、

喜山期 ) 的多处矿床和矿点
,

分布全国 18 、 19 个省 ( 区 )
,

在 《 我国铜矿寻找方

向的一些意见 》
`

一文中
,

划出 16 个成矿带 28 个远景 区
,

其 中
“

东秦岭远景区
”

包括了

我队工作区范 围
,

应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

加强 这一类型铜矿的普查工作
。

2
、

国内外斑岩铜矿区的普查勘探实践证明
,

以 上综合介绍的找矿标志 和 找 矿 方

法
,

其中一些得到了较好的反应
;

但必须强调某一种方法或多种方法的使用
,

才能判定

具有工业价值的斑岩铜矿的富集
。

同时
,

还要根据探井取样的试验分析结果
,

才能作出

地段评价并解决是否有必要勘探
。

选择 评价钻孔深度时要考虑淋滤带是否达到足够的深

度 ( 几十米 )
。

3
、

斑岩铜 ( 们 ) 矿床物质成分虽然 比较简单
,

但仍含 有多种有用元素
。

因此必须

详细研究矿石的物质成分
,

实行综合普查
、

综合评价
。

4
、

在大比例尺填图时
,

要特别注意研究热液蚀变岩石
,

注意有无水平和垂直分带

现象
,

注意有无脉状或浸染状黄铁矿
、

铅 锌矿
、

镜铁矿
、

菱锰矿
、

或含金石英脉
、

矽卡

岩型含铜磁 铁矿等
“

卫星矿化
” ,

从而发现斑岩铜 ( 铂 ) 矿床
。

5
、

必须 纠正钨矿与斑岩铜矿相互排斥的认识
,

扩大找铜的视域
。

过去有些资料认

为钨与斑岩铜矿的物质来源不 同
,

因而在钨矿发育地区
,

不利于斑 岩铜矿的形成
。

我国赴

墨西哥考察资料发现钨矿田中还有斑岩铜矿点分布
。

国外许多斑岩铜矿及部 分矽卡岩型

铜矿体的外缘有金
、

银矿体的规律
。

这些现象和规律 都值得我们在普查工作中加以注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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