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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体相结晶形成硫化铜镍矿床的主要金属矿物组合—
磁黄铁矿

、

镍黄铁矿和黄铜

矿
,

少 量金以类质 同象和超显微包体形式赋存在这些硫化物中
。

气液 流 体 相 中 的 金 则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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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形式迁移富集
。

温度较低

时
,

金 主要以独立矿物相形式与铂族矿物
、

铜矿物
、

蹄化物
、

砷化物等一起晶出
,

并显示出

一些 较明显的热液活动迹象 ( 如交代蚀变 以及一些低温硫化物的出现 )
。

当这种含金热液作

用 于岩浆期铜镍硫化物矿石时
,

硫化物和造岩矿物中的金就会活化迁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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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得 A u 活化富集
,

从而造成岩体 中金的富集体
。

不难看出
,

硫化铜镍矿床中伴生金的富集机理类似于斑岩铜矿中的伴生金
,

岩浆晚期的

热液活动为其主要成矿作用
。

若以成矿作用作为主要分类依据
,

将硫化铜镍矿床中伴生金矿

床划归为岩浆热液型金矿床大类更为合适
。

( 参 考 文 献 略 )

科技消息
·

陕西榆林横山一内蒙乌审旗

侏罗纪煤聚集规律研究获重大进展

鄂尔多斯盆地为我国含煤
、

油
、

气等多种能源矿产的 巨型内陆盆地
,

有石炭一二叠纪
、

三叠纪 和侏罗

纪 3 个时代的煤层
,

仅陕西境内煤炭资源总量 就达 9 0 9 6
.

7 2 亿吨
。

其中侏罗纪煤极为丰富
,

煤质优良
,

研

究区 内延安组含可采煤 9 层
,

累计单孔见煤最大厚度 2 1
.

26 m
、

远景储量 1 2 3 4
,

7 6亿吨
。

在地矿部组织的以

鄂尔多斯盆地侏罗 纪煤为研究对象的
“
七五

”
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一一《鄂尔多斯盆地侏罗纪煤聚集规律及其

与油气的成因联系 》 项目的统一规划下
,

山陕西省地矿局第八地质队李智民同志负责的聚 煤 规 律 组
,

完

成了 《鄂尔多斯盆地陕西偷林横山一内蒙古乌市旗一带侏罗纪煤聚集规律及资源评价》的二级课题研究报告
。

飞9 9 0年 n 月对该报告通过了部级评审
。

评审认为
,

报告提出的坳陷盆地淤浅型成煤模式
,

在湖泊沉 积 学
、

煤地质学的研究内容上
,

有新的突破
,

超过了前人对该区的有关研究水平
,

居国内领先地位
。

另外
,

还应着重指出的是
,

该项工作中采用了盆地分析研究中先进的大比例尺露头断面写实的沉 积学

研究方法
,

突出了沉积体系三维空间关系及沉积体外部和内部几何形态的研究
,

对区内不同成 因地层 单元

进行了网络性对比
,

确定了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
。

因而
,

取得了以下重要成果
: ( 1 ) 识别了研究区中生代

侏罗纪煤期河流体系
、

三角洲体系
、

湖泊体系的沉积物及相成因单元的组成
、

空间配置关系及成因联系
;

( 2) 总结了在大型坳陷盆地湖缘缓坡带上发育的以湖缘弯化
、

决 口充填
、

三角洲平原连片废弃 3 个阶段为

特色的内陆坳陷湖泊的淤浅模式
,

较好地解释了古代湖泊沉积中煤层几何形体及分布特征 , ( 3 ) 所归结的

坳陷盆地淤浅型聚煤的 3种模式
,

对表达不同废弃环境的聚煤过程
、

煤质在三维空间的分带和不均一性
,

优
.

质赋煤带的赋存和寻找
,

具有实际应用意义 , ( 4) 分析了煤炭资源开发中主要制约因素及煤的合理利用方向
。

( 本刊通讯 员 郭贤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