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次地观察研究
。

同一地质现象
,

不 同人从不同角度观察
,

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 即使是同一

人对同一地质现象的多次观察
,

也可 以得出不同的认识
,

因为认识总是一次比一次深化
,

一

次比一次更接近于客观实际
。

2号矿脉产于断裂带
,

与其同方向展布的断裂尚有多条
,

而且其

中都有不 同程度的褐铁矿化
,

这些褐铁矿样品的分析结果都不含金
,

因此最初认为 2号 矿 脉

的褐铁矿中也不可能含金
。

在深入研究和反复观察 中发现
,

2号矿脉所在的断裂带与其它断裂

带迥然不 同
,

该断裂带中硅化
、

碳酸盐化比较发育
,

待别是硅化程度较高
,

呈偏胶体玉髓状

石英产出并伴有褪色现象
;
再进一步研究

,

还见到石英细脉普遍发育
,

脉体具分 枝
、

复 合
、

尖灭
、

再现的特征
。

这一事实说明
,

在找矿工作中必须具有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刻苦持久

的钻研精神
,

只有如此
,

才能有所发现
,

有所前进
,

才能促使找矿工作的不断发展
。

4
。

寻找原生金必须重视化验手段

众所周知
,

金元素在周期表上的位置决定了它具亲铁和亲硫的双重性
,

而黄铁矿
、

黄铜

矿
、

磁黄铁矿等金属硫化物主要为 F e和 S所组成
。

所以
,

自然界常见金与这些硫化 物共 生
。

虽然肉眼难以识别微粒的自然金
,

但一般对金属硫化物都是容易识别的
。

实践证明
,

判断一

种岩石或矿石中含不 含金
,

首先看其有无硫化物的分布 多 而 含金量的高低
,

往往取决于硫化

物总量的多少
。

一般的说
,

硫化物种类多且含量高
,

金品位也高
, 反之亦然

。

因此
,

在野外

发现金属硫化物或由它们形成的铁帽时
,

应当进行取样分析以了解其含金性
。

必须指出
,

金与黄铁矿的关系极为密切
,

凡金矿化的地段几乎都见
.

有黄铁矿
,

本区烟灰

色的细粒黄铁矿一般都含金
,

所以有其分布的地段必须采样分析
。

最后
,

尚需提及的是
,

金与石英有特殊的关系
。

由于 A u 3 `

在溶液中稳定
,

在碱 性 络 合

物中以 K A u
CI

`
〔A u C I

`
〕

、

N a A u S : 〔A u S : 〕形式存在
,

其迁移
、

沉淀条件与 5 10
:

相 同
,

所

以金常与石英共生
,

但并不与之化合
。

因此
,

野外见到有含硫化物的石英脉或硅化带时
,

尤

应加强采样
,

切不可轻失良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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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届国际地质大会盛况

第27 届国际地质大会于 1 9 8 4年 8月 4一 14 日在 苏 联 莫 斯 科 隆 重 举 行
。

有 10 0多 个 国

家
,

五
、

六千名代表参加 了会议
。

我 国派出了以地质矿产部朱训副部长为团长
、

程裕琪等著

名地质学家为副团长
,

由 12 个部门的 70 余位专家
、

学者组成的中国地质代表团出席了 会 议
。

据有关材料报道
,

这届大会主要有科学报告会
、

座谈讨论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地质参观和

旅行
。

根据大会 日程安排
,

大会组织的地质旅行从 7月 19 日开始
,

到 8月 29 日结束
。

大会分三个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 ( 7月 19 日一 8月 3 日 )
:

A 组旅 行
。

第二 阶 段 ( 8月 3一

14 日 )
:

正式会议 ( 报告
、

讨论 ) 和 B组旅行多 其间穿插安排有 30 多处参观和 1 9 8 4年苏联 地

质成就展览
。

B组为期 2天的短途旅行
,

共有20 条路线供代表们选择
。

第三阶 段 (8 月 15 一 29

日 )
: C组旅行

。

苏联提供了 1 00 多条路线
,

并组成了 10 0多个 30 一 6 0人
、

甚至更多人参加的旅



行团组
。

他们涉足范围之广
,

不仅几乎遍及全苏联 ( 西 自波罗的海
,

东到东西伯利亚最东部

的马加丹州
; 南起与罗马尼亚接界的切夫诺夫策

、

和最南部与阿富汗接界的乌兹别克 的撒马

尔罕
,

北到北极圈内的奥莫隆等地 )
,

而且还安排有去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地质旅行
。

科学报告分为大会报告和分组报告
。

8月 5 日和 1选日为大会报告 ( 主要内容有地质学在海

洋钻探
、

比较行星学
、

岩石圈动力学
、

环境地质学等方面的进展 ) , 其余时间进行分组报告

(共分 22 个组
,

详见下表 )
。

截止 1 9 8 3年 1 1月 1 日
,
已收到论文摘要 4 8 12篇

。

分 组 情 况 简 表

分组编号!
分组编号 论 文

分 类

…
篇 数

C
.

0 1

C
。

0 2

C
.

0 3

C
.

0 4

论 文
一

竺
类 一

冲一
…

地层
、

层型界线等 一 “ 52 }一
古 生

_

物
_

{ ’ 2 5

一l
第四 纪地质与地貌 { 17 7 一

’

沉 积 学 一 2 91

前寒武纪地质学

大洋盆地地质学

构 造 地 质

地 球 物 理

石 油 地 质

矿 物 学

地球化学和宇宙化学

] 9 3

1 2 1

4 3 7

2 5 5

3 5 5

2 3 4

3 5 2

C
.

12

C
.

1 3

C
,

;ll

C
.

巧

C
.

16

C
.

1 7

C
.

1 8

C
。

1 9

C
。

2 0

C
.

21

C
。

2 2

石
一

床成因论和矿床学

油 气 田

固 休 燃 料 矿 床

非 金 属 矿

水 文 地 质 学

工 程 地 质 学

玉是 感

比 较 行 星 学

数 学 地 质

历 史 地 质 学

地 质 学 教 育

5 4 5

2 4 8

1 3 1

1 3 5

2 4 0

3 2 1

9 3

6 7

1 6 3

3 7

4 O

,J八hù即̀00OU八曰11门八U八11nCU
月.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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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还组织 了六个座谈讨论会
。

它们是
:

1
.

苏联地质讨论会
:

包括苏联地质调查工作的主要趋向
、

苏联岩石圈深部地质构造和地

球动力学
、

苏联的矿床成因理论等
。

2
.

世界能源 讨论会
:

包括苏联的燃料资源勘探
、

世界的石油 资源
、

油 页岩的世界资源及

其产品的利用等
。

3
.

古海洋学讨论会
: 包括前中生代海洋

、

中生代海洋
、

新生代海洋
、

特提斯古海洋等
。

4
.

极地地质学讨论会
:

包括 极地 区的深部构造
、

极地区的古地理和古气候
、

极地 区的岩

浆活动和矿产资源等
。

5
.

亚洲 大地构造讨论会
:

包括亚洲地质构造的主要问题
、

沿天 山一帕米尔一喜马拉雅断

裂的构造问题
、

喜马拉雅和喀拉 昆仑交汇地区的大地构造问题
、

青藏高原地质特征的初步探

讨 ( 姜春发 ) 等
。

6
.

地震与灾害性地质的预报讨论会
:

包括地震 的预报研究
、

火 山喷发的短期预报
、

大滑

坡的预报和防治等
。

中国地质代表团在本届大会上
,

参加了六个专题讨论会和二十二个分组讨论会的活动
,

还将参加大会展览会的展出活动以及大会组织的地质旅行
。

总之
,

这是一届规模宏大的地质大会
,

将对团际地质科技交流起到积极作用
。

下届国际

地质大会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

我国已 申请在北京组织第29 届 国际地质大会
。

( 王 峨编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