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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甘南西部中间地带是三叠纪秦岭海槽褶皱回返的碌曲一卓尼 (印支 )断褶带
,

其南
、

北两侧是同熔型岩浆活动带
,

也是该区的两条金成矿带
.

依据成矿主要矿质来源

和产出地质特征
,

区 内金矿床可划分为岩浆热液型
、

构造蚀变岩型和卡林型等 3 种矿

化类型
,

并按赋矿主岩进一步分为九个亚类
.

通过揭示区域金矿化地质特征和南
、

北

带金成矿构造地质条件的对比分析
,

阐明了甘南西部的金成矿基本规律和找矿方向
.

关键词 同熔型岩浆 南
、

北带 矿化特征 金成矿规律

甘南西段是秦岭西部的藏民草原牧区
,

地质工作程度相对较低
。

近年来
,

在该 区陆续发

现了大
、

中
、

小型金矿床及大量 的金矿点
。

其中大水金矿 已达超大型规模
,

且该区找金前景

看好
,

是秦岭金成矿带的一个重要产金区
。

与西秦岭东段和东秦岭区相比
,

金成矿特征独特
。

因金矿产资料汇交极为困难
,

又加上偏远地理环境
,

所以这一地域的金成矿研究资料 尚不多

见
。

为此
,

笔者根据野外实际工作和收集到的有限资料
,

就甘南西部的金成矿规律提出以下

几点认识
。

1 大地构造环境

1
.

1 大地构造位置与背景

本区处于华北板块
、

扬子板块
、

特提斯海洋板块之结合部
,

是秦岭造山带西段的一角
。

西秦岭海槽从发展到封闭全过程是制约该区构造地质环境的主导因素
。

秦岭海槽在三叠纪时

在本区已发展成较为宽阔的海域
。

至晚三叠世在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相 向挤压下
,

海槽迅速

封闭
。

基底洋壳向南
、

北俯冲消亡
。

上三叠系与基底滑脱与褶皱回返
,

使其南北跨度大规模

地缩短
。

数条北西西向区域大断裂 曾是不同期的板块俯冲
、

碰撞带
,

也是 区内构造单元的分

界线
,

控制着地层
、

岩浆岩带的展布格局
。

全区如地质略图所示 (图 1 )
,

分为北
、

中
、

南等 3

个构造单元
。

1
.

2 构造单元与地层

1
.

北带— 北秦岭华力西褶皱带 中的夏河一眠县隆断带
:

主体是晚泥盆世到二叠纪地

层
。

泥盆系一石炭系
,

主要为浅海相碎屑岩夹灰岩
。

泥盆系局部变质到片岩相
。

二叠纪地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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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甘南西部金矿地质略图

1
.

中三叠统下部中性火山碎屑岩
, 2

.

侏罗纪中性火 山岩
, 3

.

燕山早期花岗斑岩
, 4

.

燕 山早期斜长花岗斑岩
; .5

燕 山早期花岗闪长岩
; 6

.

燕山早期石英闪长岩
; 7

.

燕山早期闪长岩 , 8
.

印支期花岗闪长岩
, 9

.

印支期石英闪长

岩 ; 10
.

华力西期闪长岩
; 11

.

华力西晚期次安山纷岩
, 1 2

.

华力西晚期超基性岩 , 13
.

华力西早期辉绿岩
, 14

.

板

块俯冲
、

碰撞带 , 15
.

金矿床
, 16

.

金矿 (化 )点 , 17
.

砂金矿 (化 )点 ; 18
.

卡林型金矿床
; 19

.

州府
、

地名
。

构造单

元 (说明 )
: 1

.

夏河 一合作隆皱带
:

主要为泥盆系
、

石炭系
、

二叠系
,

西南侧筱盖有三 益系
,

零星分布有白奎 系
、

第三系
、

第四系
, 1

.

碌曲一卓尼三叠纪海槽断褶带
:

主要为大面积分布的中三登统
、

少量下三登统
,

零星 白蟹

系
、

第三系
、

第四系
.

1
.

迭部一武都拱断带
:

主要 为前志 留系
、

泥盆系
、

石炭系
、

二益系
.

断带两侧贾盖有下三

亚统
、

中三亚统
。

局部见侏罗纪 火山岩
,

零星反盖 白要系及第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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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海
、

滨海
、

海陆交互相
。

北带的西南角覆盖着早
、

中三叠纪地层
,

主体为浅海向海陆交互相

过渡的碎屑岩建造
。

二叠系底部夹有串珠状安 山质火山岩
,

中三叠地层中局部有呈环带展布

的安 山质火山岩
,

金丰度值皆大于 10 x l 『
。 ,

其余正常沉积地层中金含量接近克拉克值
。

1
.

中带— 南秦岭印支褶皱带中的碌 曲一卓尼三叠系断褶带
:

北半部为大面积浅海相

夹海陆交互相
,

以碎屑岩为主夹灰岩
。

南半部为浅海
、

半深海复理式建造
,

以灰岩为主夹碎

屑岩
。

中带地层金丰度普遍偏低
。

1
.

南带— 迭部一武都拱断带
:

是秦岭印支褶皱带内包含的一个带状展布的白龙江背

斜古老地块
。

主体为古生界 ( A n S
一

S
一

D
一

C
一

P ) 浅变质地层
。

前志留系为裂陷海槽碎屑岩夹火

山岩
。

下志留统为半封闭海湾环境下沉积的硅
、

灰
、

泥岩
,

中泥盆统当多沟组是含 F e 、

含 P

的石英砂岩
、

泥页岩与不纯灰岩
,

它们的金丰度值皆大于 10 x l o一 ’ 。

在 白龙江背斜两侧覆盖

的其他各时代地层为半深海相
、

浅海相白云质灰岩
、

灰岩夹碎屑岩
。

金丰度值都较低
。

全区零星分布有侏罗纪中性火山岩和 白至纪至新生代湖盆
、

河床沉积
.

第四系河床中有

少量砂金矿点和异常
.

1
.

3 岩浆活动

西秦岭古海槽洋壳板块在 向南北俯冲过程中
,

形成南
、

北高温低压区岩浆活动带
。

从早

到晚
,

岩浆 由基性向中性
、

中酸性方向演化
.

依次是辉绿岩
、

次安山粉岩
、

闪长岩
、

花岗闪长

岩
、

闪长花岗斑岩
、

斜长花岗斑岩及安 山质火 山岩
,

以中性岩为主体
。

侵入岩体接触带角岩

化普遍发育
,

与围岩界线清楚
。

经岩石化学计算结果投人戈帝尼一里特曼图解
,

显示了华力

西
、

印支
、

燕山早期岩浆岩绝大多数落入造山带
“

B 区
” ,

燕 山期岩浆岩也来 自深部印支期的

母岩浆室
。

只有少数燕山晚期中酸性
、

酸性岩体投入
“

C 区 ” ,

与秦岭的燕山一喜山期的构造

推覆与块断活动的非造 山环境有关
。

岩浆总体为高铝低钠型
,

其稀土模式为左高右低的平滑

曲线
,

基本属拉斑系列
。

综合岩体的产出特征和物源信息
,

反映岩浆来 自异地
、

深源
,

属同熔

( I )型
。

该区金含量高的岩浆岩多为剥蚀浅的岩株
、

岩枝
、

岩墙
、

岩脉
。

岩性为石英二长闪长

岩
、

闪长粉岩
、

花岗闪长斑岩
、

花岗斑岩等
。

它们多是大的岩体或深部隐伏岩体的派生分支
,

与主体侵入岩有小的时差
,

是岩浆演化到晚期阶段的侵入体
,

时代多在燕山期
。

在二叠与三叠纪喷发的安山质火山岩金含量高出克拉克值和 区域背景值数倍
,

说明初始

岩浆就富金
。

在若干中性
、

中酸性岩体
、

岩脉中随机取得的 8 个金样品
,

平均值为 43 X 10
一 ’ ;

在区内多处还发现有的中性
、

中酸性脉岩
,

金含量达 1 00 又 10
一 ’
一 n x l0 0 x l o 一 ’ 。

可见
,

演化

到晚期岩浆金含量更高
。

这是该区岩浆活动的突出特征
。

为本 区的金成矿提供了丰富的金源

及热动力条件
。

南
、

北两条岩浆活动带恰好也是两条金成矿带
.

2 区域金矿类型与矿床地质特征

2
.

1 金矿类型及主要特征

依据矿床主要矿质来源及产出地质特征
,

区内金矿为岩浆热液型
、

卡林型
、

构造蚀变岩

型等 3 种矿化类型
。

进一步按赋矿主岩划分为 9个亚类 (表 1 )
。

由表 1 可见
,

矿床类型
、

矿质

来源
、

控矿构造
、

成矿温度
、

成矿时代等都表现 出有南北分带的规律性
。

在 9 个矿化亚类型

中
,

全区最具工业意义的有 3 个代表性金矿床
:

北带的岩浆热液型— 德乌鲁 (矽卡岩 )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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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金矿床
,

南带的卡林型— 拉尔玛 (硅灰泥岩 ) 金矿床和构造蚀变岩型— 大水 (复合蚀变

岩 )金矿床
。

2
.

2 主要金矿床地质特征

2
.

2
.

1 德乌普伴生金矿床 矿床产在北部夏河一合作岩浆活动带 内的德乌鲁花岗闪长岩岩

体东侧与下二叠统不纯灰岩地层的接触带上
。

德乌鲁岩体为中深剥蚀程度的花岗闪长岩体
。

富含 C u 、

P b
、

Z n 、

C a 、

S n 、

B
、

W 等成矿元素
。

外接触带发育数百米宽的角岩化带
。

矿区的蚀

变有大理岩化
、

硅化
、

碳酸盐化
、

绿帘石化
、

云英岩化
,

并伴随不同程度的黄铁矿化
、

赤铁矿

化
、

黄铜矿化
、

砷矿化
、

钨矿化
。

主要为中高温热液交代型蚀变
,

中低温成矿作用显示较弱
。

矿体产状不规则
,

多为鸡窝状
、

囊状
,

单个矿体不大
。

矿石主要有 3 种
:

内接触带为黄铁矿

化
、

黄铜矿化
、

硅化闪长岩矿石和石英脉矿石
;
外接触带为黄铜矿化

、

黄铁矿化矽卡岩矿石
。

为 A u 一

C u
伴生矿

。

金主要以明金
、

微细金
、

包裹金形式存在
。

金 品位一般在 l x l J
`

~ 4 义

1 0一 ` ,

最高品位 15 X 10
一 ` ,

储量 Z t 左右
。

成矿年龄大体为岩体侵入的燕 山期
。

2
.

2
.

2 拉尔玛金矿来 位于南带白龙江背斜核部
。

赋矿地层为下志留统浅变质的硅灰泥黑

色岩系
,

属半封闭海湾环境下 的含炭硅质岩
、

细碎屑岩及不纯碳酸盐岩沉积
,

具海底喷流及

浊流沉积作用特征
,

是具一定规模的富含金沉积建造
。

矿床受顺地层走向的近东西向一组压

扭性构造控制
,

在构造向西收敛部位
,

矿体规模大
,

矿化集中
.

在构造向东撒开部位
,

矿体规

模小且分散
。

金矿体主要产于硅化破碎蚀变岩和构造角砾岩中
,

或顺层或小角度斜交
,

与地

层呈渐变过渡关系
。

矿体长几十 ~ 几百米
,

宽几~ 几十米
,

延深百米左右
。

含矿主岩为硅化

碎裂硅质板岩
、

粉砂质板岩
。

矿石呈角砾状
、

浸染状
、

网脉状构造
.

共生金属矿物主要有辉锑

矿
、

闪锌矿
、

黄铁矿
、

白铁矿
、

雄黄
;
次要矿物有辰砂

、

辉钥矿
、

雌黄
、

黄铜矿
、

锑华
、

沥青铀

矿
、

自然金
、

银金矿
。

金主要呈独立矿物相产出
,

游离 自然金和连生金占 68 %
,

其他矿物包裹

金占 3 1
.

2纬
。

金矿物配分计算结果
,

自然金占 48 %
,

石英 中含金 3 7
.

0 1 %
、

炭质吸附金 10
.

3 1写
。

其他矿物载金很少
,

金成色 94
.

46
,

品位 3 x 1 0
一 `
一 8 x lo

一 ` 。

矿床的热液蚀变表现为中

低温蚀变特征
,

有硅化
、

重晶石化
、

地开石化
、

辉锑矿化
、

黄铁矿化
、

雌雄黄化
。

据稳定同位

素研究
,

占5 34变化范围在 + 2
.

41 编 ~ + 23
.

5%
。 ,

硫同位素组成不仅预示硫源来 自围岩
,

也反映

了金成矿环境具有较高的氧逸度
。

护
’

C 在一 1 0
.

27 喻~ 一 30
.

46 %
。

之间
,

也反映了成矿溶液 中

的炭大部分来自围岩
。

护
8
0 和 占D 反映成矿热液更接近贫

` “
O 的大气降水

。

同位素地质年龄有

1 17
.

5 M a 和 4 9
.

5 M a ,

显示金成矿与燕山晚期
、

喜山期热动力地质事件有关
。

综上各种显示

特征
,

表明矿床为层控
、

低温
,

热卤水成矿的矿床成因
。

拉尔玛金矿床是该区勘探最早
,

研究程度最高的金矿床
。

已提交工业储量 s t ,

但由于矿

石 中含有机炭
、

汞
、

锑
、

砷等有害元素
,

浸出率低
,

目前难以利用
。

2
.

2
.

3 大水金矿床 该矿床产在南部岩浆活动带中的白龙江背斜西倾伏端的南侧翼
,

位于

秦岭印支褶皱带与松潘一甘孜印支褶皱带分界大断裂 (板块俯冲构造带 ) 北侧
,

矿区地层是

由 C
一

P
一

T 组成的南倾单斜
,

矿床北 1~ 2 k m 有燕山早期花岗闪长岩株
、

岩脉数处
,

矿床标高

之上的西侧有通向孕海的白至纪小的古凹陷
。

矿床处在向南突的孕海弧形构造的孤顶部位应

力集中带
。

主要控矿构造为一条产状为 2 100 一 2 30
“

艺 70
。

一 75
。

弧形压扭性构造破碎带
,

长约

20 k m
,

宽约 1 k m 左右
。

此外还有 N W
、

N E
、

S W 向次级构造
,

形成构造密集区
。

有东西 向构

造破碎带控制的矿体
,

亦有南北向破碎带控制的矿体
,

地表矿体交织成格状
。

矿体长百米左



西 北 地 质 1 9 9 8年

右
,

厚度几米到十几米不等
。

矿化构造带 内常见有花岗闪长粉岩脉穿插
,

并发生强碎裂和矿

化蚀变
。

矿石有两种
:

一种是 由原 白云质灰岩构造破碎后经强热液交代蚀变而成赤 (褐 )铁矿

化似碧玉 (次生石英岩 )角砾岩 (S iO
:

> 75 % ) ; 另一种是由闪长纷岩脉蚀变而成的猪肝色或褐

色碎裂岩
。

与金矿化有关的蚀变主要有硅化
、

赤 (褐 )铁矿化
、

碳酸盐化
、

粘土化等
。

金属矿物

为 自然金
、

黄铁矿
、

少量毒砂
、

辉锑矿
、

黄铜矿
、

雄雌黄等
。

金以明金
、

中细粒金
、

显微金多

种形式存在
。

平均金 品位 3
.

61 x 1 0 一 `

一 1 4
.

77 x 10
一 ` ,

最高达 1 0 00 x l0
一 ` 。

矿床氧化程度较

高
,

由地表氧化到 2 00 m 以下
。

伴生元素种类少
,

含量低
,

矿石浸出率达 90 %以上
。

现勘探

与采矿并举
,

获得很高的经济效益
。

储量可能 已超过 50 t
。

大水金矿床近矿围岩是致密的厚层块状白云质灰岩
,

金丰度值仅 l x l o 一 ’
一 Z X l o 一 ’ ,

显

然金源不是来自近矿围岩
,

但脆性又富 eF
、

M g 质的白云质灰岩经构造碎裂化成为有利的容

矿岩
。

矿区内新鲜未蚀变闪长粉岩金含量达 1 40 x l o 一 ’ ,

而褪色蚀变的闪长粉岩金含量降至

0
.

9又 1 0一 ’ ,

可见闪长粉岩体可御载出可观的金源
.

据航磁资料矿区下伏着大的正磁异常场
,

可推测富金的闪长纷岩脉是隐伏的中基性岩体上部顶盖部位的派生分支
.

大水金矿实质上是

岩浆演化到晚期富金岩浆热液上侵运移到上部 围岩地层中的构造破碎带富集成矿
。

同时在富

金岩浆热液上侵时
“

穿透
”

S
; 、

Dz d 富金建造地层过程中又必然部分融熔或萃取富金地层中

的矿质
。

矿床成矿具有岩浆与地层
“

双重
”
矿源

,

金源条件充分
。

此外
,

主控矿构造与白至纪

凹陷相通
,

矿床又建在近东西向现在热泉带上
。

金矿化的某些 (蚀变 )特征也显示可能受朵海

古代的和现在的水文动力体系影响
,

存在后期 中低温乃至热泉水叠加改造成矿作用
。

所以也

有学者曾对其提 出过热泉成矿模式
。

富金 闪长纷岩侵人 T呈容矿构造破碎带是最早期的矿化
,

成矿时代上界应是燕山早期
。

早先矿化构造岩和富金闪长粉岩又经多期构造活化碎裂蚀变
,

使矿质再迁移富集叠加
。

后期

矿源可能主要来 自深部富金地层
,

成矿年龄大概延续到白至纪甚至近代
。

大水金矿床是一具

有
“
双重

”

矿源
、

多期多阶段
、

复成因的特殊复合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
。

3 区域金成矿地质特征与构造地质条件分析

3
.

1 金矿分布规律与金矿化特征

3
.

1
.

1 北带 主要为岩浆热液型金矿
。

基本分布在岩体周边 内
、

外接触带或火山机构附近
。

往往是与岩体边界近于平行的弧状或近于垂直的放射状
、

火山角砾岩筒等小构造控矿
。

矿质

主要来 自岩浆 (岩 )
,

成矿温度一般偏中高温
,

有中高温蚀变和共生矿物组合
,

成矿作用简单
。

有些矿床即或有中低温热液活动
,

作用也微弱
。

常以 A u 一

c u 、

A u 一

A s 、

A u 一

A g 伴生矿产出
,

总体有矿点多
、

矿量小
、

品位偏低特点
。

金成矿与岩体侵入期接近
,

时间大体在燕山期
。

3
.

1
.

2 南带 既有岩浆热液型金矿
,

又有层控卡林型金矿
。

有的矿床 (点 ) 金源主要来自岩

浆
,

有 的矿床金源主要来自地层
,

控矿构造一般是数至数十千米长的压扭或张扭性构造
,

矿

化蚀变与共生矿物组合都主要显示为中低温成矿作用特征
。

成矿时代为燕 山期一喜 山期
。

近

年来在 白龙江背斜西倾伏端找到的大水金矿
,

是既有来自岩浆又有来自地层的
“
双重矿源

”

迁移到岩体顶盖长期活动的构造带富集
,

再受中低温改造叠加形成的特大型金矿床
。

3
.

1
.

3 中带 仅见产于地层中的少量中低温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化
,

除鹿尔坝 (金 品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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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8又 10一 `
一 5

.

5 8 x 01
一 `

)为金矿点外
,

其他多为 l x lo 一以下的矿化点或异常
。

3
.

2 金成矿构造地质条件分析

笔者认为上述区域金矿化特征是 由于该区 3 个构造单元自身构造地质条件差异的结果
。

总体可归纳如下几个方面
。

3
.

2
.

1 地层含金性的差异 北带主要为滨海
、

海陆交互相沉积地层
。

只有 P l 、

T孟局部安 山

质火山岩含金丰度较高
,

其他正常沉积地层金含量普遍偏低
。

无具一定规模的富金地层
。

而

南带地层中有在半封闭
、

动荡的海湾环境下沉积的下志留统迭部群 (S
:

) 中的含炭硅灰泥岩和

泥盆系当多沟组 ( D
:

d) 含 F e 、

P 黑色页岩
、

不纯灰岩等两个在区域上稳定的富金沉积
一

建造地

层
。

3
.

2
.

2 宕体剥性程度的差异 北部岩浆活动带岩体数量较多
,

出露的面积也较大
,

且总体

显示岩体剥蚀程度较高
。

岩体上覆顶盖地层大多早 已剥蚀殆尽
,

如美武岩基中部 出露为粗斑

的中心相
.

角岩化带和岩体派生脉体仅见于岩体周边接触带
.

金矿化也都分布在岩体周边接

触带或岩体内
。

而南带岩体剥蚀程度低
,

出露的中性
、

中酸性岩多为浅成或超浅成侵入的细

斑岩
、

霏细岩
、

纷岩相为特征
。

如忠曲至郎木寺一带
,

地面出露的中性小岩株
、

岩瘤
、

岩脉很

多
,

而下部就是正磁异常场
,

显示有较大的隐伏岩体存在
。

从岩浆演化到后期富矿质的残余

岩浆或岩浆热液总是 向上运移的规律看
,

剥蚀到岩体顶盖的适中程度应是最有利 的赋矿部

位
。

大水金矿大体就赋于隐伏岩体顶盖围岩的构造破碎带中
。

3
.

2
.

3 构造环境差异 燕山期至喜山期
,

秦岭构造运动以构造推覆和块断活动为主要运动

形式
。

且总体格局是由北向南推覆
,

推覆构造绝大多数是承袭早期近东西向深大断裂成叠瓦

状推进
。

这种推覆构造景观
,

在区内临潭西
、

忠曲南等地公路剖面多处可见北翼老地层推覆

在南侧新地层乃至新生代地层之上
。

在此背景下
,

北带具有抬升幅度大
、

剥蚀速度快等特点
。

而南部的迭部一武都拱断带是南秦岭印支褶皱带 内一个相对独立的带状展布的稳定古老地

块
,

地层变质程度也较北带低些
.

在燕 山期及其后
,

有相对稳定的构造环境
,

有利于中低温

热液及热 卤水渗滤成矿作用
。

后经缓慢抬升至剥蚀适中的程度
。

南带有着 良好的成矿和保矿

构造环境
。

4 结论

综上所述
,

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

( 1) 区内发育南
、

北两条同熔型岩浆活动带
,

为金成矿提供了金源及热动力事件
,

并有

相应的南
、

北两条金成矿带
.

( 2 ) 北带在燕 山期后
,

抬升幅度大
、

速度快
,

没有稳定的富金建造地层
。

故没有层控微细

浸染型金矿形成的物质基础和一个相对稳定的构造环境
。

主要为产于岩体周边接触带的岩浆

热液型伴生金矿
。

点多
、

矿量小
,

宜于发展 民采
。

( 3) 中部古海槽区三叠系断褶带在本区内基底构造层稳定
,

几乎无岩体侵入
;
三叠系内

也无 (类似东北寨 ) 含炭硅灰泥富金沉积建造层
,

热动力及金源等成矿条件显得不足
。

( 4) 南带有区域性的富金沉积建造
。

燕山期后有相对稳定的构造环境
,

岩体剥蚀程度适

中
,

成矿条件与保矿条件较好
。

既有岩浆热液型金矿
,

又有层控卡林型金矿
。

特别是
“
双重

”



西 北 地 质 1 9 9 8年

矿源运移到多期活动的构造碎裂岩带富集
,

再 叠加中低温热液成矿作用的大水金矿
,

矿量

大
,

品位高
,

易冶炼
。

是今后本区找金的重点方向
。

( 5) 大水型金矿床定位的野外找矿依据
:

①白龙江背斜东西倾伏端或背斜侧翼
。

②下伏

地层有 (S
;

或 D
:

d ) 1 至 2 个富金沉积建造矿源层
.

③较大富金隐伏岩体的顶盖部位
.

④有一

定规模的多期活动性构造
,

且有富金的浅成岩墙
、

岩脉充填在早期构造破碎带中
,

并被后期

构造碎裂化
。

⑤矿化构造破碎带与 (白至纪和第三纪
、

四纪山间湖盆 ) 古代或现代的 (有热源

体 ) 地下热水循环水文动力体系相通
。

⑥有多期
、

多阶段的硅化
、

赤 (褐 )铁矿化
、

碳酸盐化
、

硫化物化
、

粘土化等中低温矿化构造碎裂蚀变带发育
。

完全具备或基本具备上述条件
,

就有可能找到新的大水式金矿床
。

本资料是课题组同志集体工作成果
,

甘肃省地矿局第三地质队的有关同志曾给予热情帮

助
。

承蒙我所高级工程师权志高
、

魏观辉同志提了宝贵意见
,

正研级高工胡俊祯同志审阅了

文稿
。

在此一并衷心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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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导
。

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若干限制性政策

限制性政策为
:

1
.

凡有条件 已 建的实心粘土砖厂 等建材企业
,

必须接用一定比例的粉煤灰
、

煤歼石
。

筑

路
、

筑坝
、

筑港工程
,

必须掺用一定比例的粉煤灰
。

2
.

凡具综合利用条件的项 目
,

其项 目建议书
、

可行性研 究报告和初步设计应有资源综合

内容
,

否则不 予审批
。

3
.

在铁路
、

矿区
、

油田
、

港田
、

机场
、

施工工地
、

军事禁区和金属冶炼加工企业附近
,

均

不允许设点收购废 旧金属
。

4
.

国家对石油
、

天然气资源的勘查
、

开未审批证实行国家一级统一管理
。

地方各级人 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均无权受理国内外单位勘查
、

开未石 油
、

天 然气资源的中请
,

无权办理审

批登记手续及颁发勘查许可证
、

开采许可证
,

违者所办一切手续和证件一律无效
。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杨宗镜摘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