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的事实是最无情的
,

藻那些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向隅

哀嚎吧 ! 历史的事输总是不断的滚渡前进
。

在地贸工

作系抗中有些同志也存在着右倾情褚和右耐思想
,

他

俏低沽甚至否定地臂工作在大跃进以来所取得的且大

成就
,

夸大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视
。

拯常散布悲观

失望情褚
,

向干部和群众渡冷水
。

对这些右倾思想我

们必须坚决城斥
,

彻底批判
,

才能保征地胃勘探事业

循着建投砂会主义的总路修撇值跃进
。

我俩对已获得的亘大成就
,

并不威到满足
。

一方

面有些矿产
,

如铁
、

煤
、

茹
、

僻
、

鸽
、

锡等虽然已探

明了不少徽量
,

但富矿和炼焦煤尚咸不足
; 有些矿产

如石油
、

盐矿
、

石棉等尚无探明的储量
。

一方面工
、

农

业的高速度发展
,

对矿物原料的需要将越来越大
。

国
此

,

摆在全省地置工作者面 前的任务还 是十分艰芭

的
。

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总路瘤
、

大跃进
、

人民公社

的杠旗
,

在已取得的巨大成精的基础上
,

乘胜前进再

前进
。

胃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荡和精种
,

徽

精反右倾
,

鼓干劲
,

深人开展以两大两高为中心的嘴

产节钓运动
,

为进一步满足工
、

农业对矿产臀源的亘

大需要
,

为逐步在我省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准备

更充分的矿物原料而奋勇前进 !

秦敬区域地臀测量及普查工作的基本成就
固 廉 泉

秦徽区域的地臂矿产
,

过去曾释过不少中外地贸

学者的探封
,

解放后
,

中国科学院
、
西北大学

、
西北

地傲局及中南地胃局的地弯工作同志
,

对敲区的地寮

矿产
,

亦不断进行了碉查和研究
,

多有新的发现和兑

解
,

但研究范围
,

仍局限于若干矿点和某些路袋
,

全

面系就的研究还不够
,

故悬而未决的固题
,

仍甚多
。

为了全面系杭的了解秦徽区域地黄构造及矿产的

具正面貌
,

提出普查 勘探基地
,

并根据地资成矿理

翰
,

进而更多
、

更快
、
更好

、
更省的提出矿产原料基

地
,

以满足社会主义建毅的需要
。

现将秦岭地区三年

多以米的地震普查勘探工作的基太成就
,

粽合报导如

下
,

一
、

地 层

(一 ) 地层系貌
:

区内出露的最老地层
,

为太古界
,

其下限不清
,

根据岩石性贸及相对层位
,

由下到上
,

可以划分为四

个岩群
:

1
.

太华群一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

黑云母花满片麻

岩
,

角丙片岩
,

黑云母片麻岩
,

夹有黑云母片岩
,

角

因片岩
。

出露不全
,

其厚度在 15。。米以上 ;

2
.

蔫泽河群一下部为角阴石云母片麻岩
,

夹大理

岩
,

拮晶片岩
,

上部为黑云母角丙石花尚片麻岩
,

含

石墨大理岩
。

厚度为 3 00。一 4。。。米 ;

3
.

雁岭沟群一青灰色厚层含石墨大理岩
,

夹黑云

母片麻岩
,

角朋石片岩
,

钙熨片岩
,

石英岩
。

厚度为

5 00 , 11Q0米 ;

4
.

界牌群一瘤状黑云母董青石片岩
,

云母钙置片

岩及大理岩
,

夹角冈石片岩
。

厚度为20 0 0一 2 5。。米
。

以 上岩层
,

粗成一大的复背斜构造
,

在秦岭元古

代地糟中形成中央凸起
,

以此为界
,

由下元古代开始

形成南北两个不同的沉积构造岩相带
,

从而划分为南

北两个大的地层系杭
。

此外
,

在秦岭古生代地槽以南

四川地台部分的地层
,

亦可另成一系就
,

此不鳖远
,

蒲参圈所附柱状图
。

(二 ) 地层方面的新解滋
:

根据三年来对秦岭区域地层的研究
,

粽合出以上

三个地层系就
,

并有根据的作了祥和划分
,

有很多地

方
,

与前人的超藏不同
,

砚择其主要者
,

加以筒略靓

明
。

1
.

秦岭系一前人将区内 前震且系的 古老变资岩

系
,

就名之为
“
秦岭系 ” ,

其分布范围
,

包括境在秦

岭队所划分的太古界和北部元古界的全部及南部元古

界之一部
,

显然
“
秦岭系” 一祠

,

过于能就
,

不能适

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

因此建蔽今后可不再使用
,

如若

使用时
,

其含意
,

亦需重新加以界仿
,

最好仅限于太

古界的四个岩群
,

其时代与泰山系相当
,

作为狭义的
“

秦岭系 ” ,

或名为
“
秦徽杂岩

, , ,

亦无不可
。

2
.

柞水系一前人将所肃
“

秦泉系 ” 以南变资比较

微弱
,

而具次复理石建造及条带状构造的岩层
,

名之

为
“
柞水系” ,

其时代属于由元古代至志留耙
,

翘秦

岭队工作研究后
,

征明鼓地层的下部与太古界为不整

合接触
,

目前表砚多为断层所切
,

其上部与震且系为

不整合接触
,

因此孩地层
,

应属于元古界
,

而在命名



区
,

所兑 . 柞水系” 的标准剖面
,

握过研究对比
,

仅

为南部元古界中之一部 (中下元古界 ) 且其南北均被

岩浆岩所侵没
,

上下地层均缺失
,

故就命名区的剖面

言
,

不能用以概括族剖面所属的整个元古界
,

就其所

代表的地胃时代言
,

其幅度亦过大
,

已无实际的地层

意义
,

因此建荡
“
柞水系 ” 一刹

,

可不再使用
。

3
.

南化片岩一前人将其划为下塞武系
,

根据野外

观察的研究对比
,

其层位与南部元古界的上元古界相

当
,

震旦系地层
,

不整合于其上
,

故应属于元古界
。

4
.

河南省的安山岩一前人将其时代划为震且系
,

越秦岭队研究后
,

征实其下部与元古代沉积岩系为不

整合接触
,

局部为交互相沉积
,

其上与震且系之石英

岩系
,

呈角度不整合
,

或微角度不整合
,

因此其时代

应属于元古界之上部
。

5
.

颧安系一前人将孩系地层
,

定为石炭二叠系
,

砚在在敲系地层中
,

采有很多化石
,

握研究后
,

征明

蔽系地层
,

主要属于泥盆系
,

其次为志留 系及石炭

系
,

有的地区井将寒武奥陶系亦包括在内
,

因此
“
簇

安系” 一祠的应用
,

在地层上已无实际意义
。

6
.

草店系一前人定为白奎系
,

翘研究征明 (化石 )

敲地层
,

应属于三叠侏罗系
。

7
.

白龙江系一前人将其属于志留系
,

砚秦岭队正

在敲区工作
,

在路麟观察中
,

发境震旦系灰岩
,

不整

合于其上
,

故对鼓系的地胃时代
,

忽为其中大部至少

是一部
,

应属于前震且系
。

此外
,

在长安南之大岭 小岭简
,

发砚有冰川追

肺
,

在伏牛山中
,

亦发砚有冰川围谷及冰斗
。

对秦岭

区城的地貌发展和第四耙冰川作用等研究工作
,

亦提

供了重要的翰索
。

二
、

构 造

〔一 ) 构造概况
:

握过三年多来的野外工作
,

及室内的整理蒜合研

究
,

对秦岭区内的地置构造
,

有了较完整的概念
,

并

作了较祥粗的划分
。

(参囿所附秦岭区域地贸构造略

图 )
。

1
.

元古代褶被带

( 1 ) 大背斜 (复背斜 ) 的构造核部一由太古界

的片麻岩
、

拮晶片岩
、

大理岩祖成
,

走向近于东西
,

作犊状延伸 ;

( 2 ) 复背斜的翼部一由元古界粗成紧密阴合之

裁状褶毅
。

2
.

山西地台阿尔多斯地台与秦岭元古代地槽之简

的过渡带 , 又可分为二部分
:

( 1 ) 太古代基底突起一由太古代之片麻岩
,

精

晶片岩粗成
,

大部以构造断裂为界
。

( 2 ) 均陷带一由上元古界之火山岩系及震且果

寒武系祖成
。

3
.

河南地台一具陆台盖层
,

由震旦系
、

寒武系
、

奥陶系及石炭二叠 系祖成
,

地层产状平援
,

厚度不

大
。

4
.

四川地台一具陆台盖层
,

由震且系
、

塞武系
、

奥陶系
、

志留系姐成
。

地层产状较平援
,

在地台边

部
,

作长垣状排列
。

5
.

古生代构造运动带
,

又可分为以下单元
:

( 1 ) 元古代基底突起一由上部元古界祖成
。

( 2 ) 下古生代褶数带 (加里东褶鼓带 ) 一由震

且系
、

寒武系
、

奥陶系及志留系祖成的紧密阴合之褶

披
。

( 3 ) 上古生代褶敲带 (海西褶教带 ) 一由泥盆

系
、

石炭系及二叠系祖成
。

( 4 ) 古生代构造凹地一由二叠耙地层组成
。

6
.

中生代构造运动带一在中生代时期
,

本区大部

上升
,

而以断裂运动沾优势
,

在凹陷部分
,

形成构迭

凹地
,

陆相地层充琪其中
,

如三叠系
,

侏罗系
,

白垒

系
。

了
.

新生代构造凹陷

( l ) 第三系构造盆地
。

( 2 ) 第四系构造凹地
。

(二 ) 对区内构造的新豁滋
:

1
.

华北陆台一华北陆台的 南界原 以所稍
“
秦岭

系
”
的南界为界

,

根据地层分布和地置发展情况
,

应

将南部元古界包括在内
,

因而界换
,

应向南移至靖口

关
、
班房子

、

山阳
、
丁河店东西一带地区

d

2
.

陆台上构造单元的划分简题一在秦岭队未极祥

翩工作和研究的地区
,

别仍沿用旧名
,

如山西地台
,

河

南地台
,

阿尔多斯地台
,

四川地台等 , 而在研究静栩

地区
,

如所稍
“
秦岭地轴 ” 部分

,

及其与山西地台简

之凹地
,

沉积有古生代陆台盖层部分
,

别根据秦岭元

古代地槽发育的阶段
,

与沉积构造岩相带的特点
,

抬

以新的命名和祥栩划分
,

因而对
“
秦岭地轴 ” 一祠应

用的范围
,

有加以重新考虑之必要
,

并拟将
“
秦岭地

-

轴 ” 的概念
,

加以新的界仿
。

笔者的初步意兑
,

其范

围应仅限于秦岭元古代褶敬带核部
,

太古界出露的部

分较为恰当
,

群抽输据
,

今后将专文甜榆
,

因此对上

述两单元别暂以秦岭元古代褶鼓及山西地台
,

阿尔多

斯地台与秦岭元古代地槽之简的过渡带代替之
。

3
.

南秦岭地槽一秦岭南部古生界分布地区
,

过去

就以南秦岭地槽 (海西褶敬带 ) 概括之
,

樱研究靓

实
,

由于泥盆系与志留系简
,

有广泛的大不整合
,

且

其前后两者之简的褶鼓型式
,

亦有所不同
,

因此在秦

岭古生代地槽的南部
,

有加里东期褶敬之存在
,

且较



区
,

所兑 . 柞水系” 的标准剖面
,

握过研究对比
,

仅

为南部元古界中之一部 (中下元古界 ) 且其南北均被

岩浆岩所侵没
,

上下地层均缺失
,

故就命名区的剖面

言
,

不能用以概括族剖面所属的整个元古界
,

就其所

代表的地胃时代言
,

其幅度亦过大
,

已无实际的地层

意义
,

因此建荡
“
柞水系 ” 一刹

,

可不再使用
。

3
.

南化片岩一前人将其划为下塞武系
,

根据野外

观察的研究对比
,

其层位与南部元古界的上元古界相

当
,

震旦系地层
,

不整合于其上
,

故应属于元古界
。

4
.

河南省的安山岩一前人将其时代划为震且系
,

越秦岭队研究后
,

征实其下部与元古代沉积岩系为不

整合接触
,

局部为交互相沉积
,

其上与震且系之石英

岩系
,

呈角度不整合
,

或微角度不整合
,

因此其时代

应属于元古界之上部
。

5
.

颧安系一前人将孩系地层
,

定为石炭二叠系
,

砚在在敲系地层中
,

采有很多化石
,

握研究后
,

征明

蔽系地层
,

主要属于泥盆系
,

其次为志留 系及石炭

系
,

有的地区井将寒武奥陶系亦包括在内
,

因此
“
簇

安系” 一祠的应用
,

在地层上已无实际意义
。

6
.

草店系一前人定为白奎系
,

翘研究征明 (化石 )

敲地层
,

应属于三叠侏罗系
。

7
.

白龙江系一前人将其属于志留系
,

砚秦岭队正

在敲区工作
,

在路麟观察中
,

发境震旦系灰岩
,

不整

合于其上
,

故对鼓系的地胃时代
,

忽为其中大部至少

是一部
,

应属于前震且系
。

此外
,

在长安南之大岭 小岭简
,

发砚有冰川追

肺
,

在伏牛山中
,

亦发砚有冰川围谷及冰斗
。

对秦岭

区城的地貌发展和第四耙冰川作用等研究工作
,

亦提

供了重要的翰索
。

二
、

构 造

〔一 ) 构造概况
:

握过三年多来的野外工作
,

及室内的整理蒜合研

究
,

对秦岭区内的地置构造
,

有了较完整的概念
,

并

作了较祥粗的划分
。

(参囿所附秦岭区域地贸构造略

图 )
。

1
.

元古代褶被带

( 1 ) 大背斜 (复背斜 ) 的构造核部一由太古界

的片麻岩
、

拮晶片岩
、

大理岩祖成
,

走向近于东西
,

作犊状延伸 ;

( 2 ) 复背斜的翼部一由元古界粗成紧密阴合之

裁状褶毅
。

2
.

山西地台阿尔多斯地台与秦岭元古代地槽之简

的过渡带 , 又可分为二部分
:

( 1 ) 太古代基底突起一由太古代之片麻岩
,

精

晶片岩粗成
,

大部以构造断裂为界
。

( 2 ) 均陷带一由上元古界之火山岩系及震且果

寒武系祖成
。

3
.

河南地台一具陆台盖层
,

由震旦系
、

寒武系
、

奥陶系及石炭二叠 系祖成
,

地层产状平援
,

厚度不

大
。

4
.

四川地台一具陆台盖层
,

由震且系
、

塞武系
、

奥陶系
、

志留系姐成
。

地层产状较平援
,

在地台边

部
,

作长垣状排列
。

5
.

古生代构造运动带
,

又可分为以下单元
:

( 1 ) 元古代基底突起一由上部元古界祖成
。

( 2 ) 下古生代褶数带 (加里东褶鼓带 ) 一由震

且系
、

寒武系
、

奥陶系及志留系祖成的紧密阴合之褶

披
。

( 3 ) 上古生代褶敲带 (海西褶教带 ) 一由泥盆

系
、

石炭系及二叠系祖成
。

( 4 ) 古生代构造凹地一由二叠耙地层组成
。

6
.

中生代构造运动带一在中生代时期
,

本区大部

上升
,

而以断裂运动沾优势
,

在凹陷部分
,

形成构迭

凹地
,

陆相地层充琪其中
,

如三叠系
,

侏罗系
,

白垒

系
。

了
.

新生代构造凹陷

( l ) 第三系构造盆地
。

( 2 ) 第四系构造凹地
。

(二 ) 对区内构造的新豁滋
:

1
.

华北陆台一华北陆台的 南界原 以所稍
“
秦岭

系
”
的南界为界

,

根据地层分布和地置发展情况
,

应

将南部元古界包括在内
,

因而界换
,

应向南移至靖口

关
、
班房子

、

山阳
、
丁河店东西一带地区

d

2
.

陆台上构造单元的划分简题一在秦岭队未极祥

翩工作和研究的地区
,

别仍沿用旧名
,

如山西地台
,

河

南地台
,

阿尔多斯地台
,

四川地台等 , 而在研究静栩

地区
,

如所稍
“
秦岭地轴 ” 部分

,

及其与山西地台简

之凹地
,

沉积有古生代陆台盖层部分
,

别根据秦岭元

古代地槽发育的阶段
,

与沉积构造岩相带的特点
,

抬

以新的命名和祥栩划分
,

因而对
“
秦岭地轴 ” 一祠应

用的范围
,

有加以重新考虑之必要
,

并拟将
“
秦岭地

-

轴 ” 的概念
,

加以新的界仿
。

笔者的初步意兑
,

其范

围应仅限于秦岭元古代褶敬带核部
,

太古界出露的部

分较为恰当
,

群抽输据
,

今后将专文甜榆
,

因此对上

述两单元别暂以秦岭元古代褶鼓及山西地台
,

阿尔多

斯地台与秦岭元古代地槽之简的过渡带代替之
。

3
.

南秦岭地槽一秦岭南部古生界分布地区
,

过去

就以南秦岭地槽 (海西褶敬带 ) 概括之
,

樱研究靓

实
,

由于泥盆系与志留系简
,

有广泛的大不整合
,

且

其前后两者之简的褶鼓型式
,

亦有所不同
,

因此在秦

岭古生代地槽的南部
,

有加里东期褶敬之存在
,

且较



旷运动
,

秦岭大队与其他各局兄弟队
,

在区内共发砚

和检查了万余个矿床和矿点
,

其矿种 爵 有 铁
、

锰
、

赞i
、

铜
、

龄
、

辞
、

钻
、

锦
、

如
、

锑
、

锡
、

汞
、
跟

、

金
、

铀
、

赴
、

媒
、

铝土
、

水晶
、

云母
、

滑石
、

鳌石
、

天青石
、

黄铁矿
、

磷
、

蛙石
、

石墨
、

石膏
、

石棉
、

寿
、

山

石
、

雄黄
、
石英

、
白云岩

、

重晶石
、

椽 柱 石
、

冰 洲

石
,

独居石
、

.

磷纪矿
、

柯担族矿
、

效铁矿等共 4 0种
,

此外井发现绪
、

稼
、

拥等元素
,

其中具有工业意义和有

希望矿种
,

爵有毋
、

抓
、

斜
、

钨
、

铂
、

金
、

镍
、

铀
、

铁
、

汞
、
云母

、

压电石英
、

石棉
、

磷
、

蛙石
、

煤
、

独

居石
、

锗
、

白云岩
、

重晶石等
,

共 2 0种
,

而尤以凯
、

铀
、

鹤
、

扣
、

汞
、

扮
、

金
、

嗽 独居瓦 压电石英等

为最重要
。

(二 ) 矿产分布的规律
:

1
.

与一定地层有关的矿产 ,

( 1 ) 太古界一有釉
、

赴
、

金
、

砂踢
、

数
、

镍
、

云母
、

蛙石等矿种
,

而以釉
、

赴
、

金为重要
。

( 2 ) 元古界一有敛
、
鹅

、

扣
、
魏

、
铀

、

牡等矿

种
,

而以扣
、

锡
、

叙
、
铀

、

铁为重要
。

( 3) 潭旦 系一主要有跌矿
。

( 4 ) 寒武系~ 主要有磷
、

叙
、
劫

、

招 土 等 矿

种
。

( 5 ) 奥陶系一白云岩
。

( 6 ) 泥盆系一铁矿
。

( 7 ) 石炭二叠系一主要有铁
、
铝土

、

煤
、

黄跌

矿
、
白云岩等矿

。

( 8 ) 侏 罗系一主要为跌
、

揭煤等
。

( 9 ) 第三系一油夏岩
、

石膏等
。

2
.

与一定构造有关的矿产
:

( 1 ) 元古代碧搬带大背斜的核部及陆台基底一

主要有劫
、

赴
、

金等矿
。

( 2 ) 元古代褶毅带的翼部及其与山西地台
、

阿

尔多斯地台过渡带— 主要为有色
、

稀 有 等 矿
,

如

钨
、

聋
、

锌
、

如
、

娜
、

镍
、

钒
、
劫等

。

( 3 ) 断裂带— 为成矿的按制构造
,

各种矿产

多存在其中及其附近
。

3
.

与岩浆岩有关的矿产
:

( 1 )
才

中生代的侵入体与围岩接触处附近
,

如花

尚斑岩
、

石英斑岩及棚粒花阔岩附近
,

多 生 成 揭
、

翎
、

给
、

锌
、

如
、

抽
、
数等矿物

。

( 2 ) 元古代浸入体及围岩接触处附近
,

如粗粒

斑状黑云母花高岩及黑云母角阴石花 尚岩附近
,

多有

铀
、

数
、

新
、

锌等矿物存在
。

( 3 ) 在基性或超基性浸入体本身或与围岩接触

附近
,

如蛇杖石橄境岩
、

娜石岩附近
,

多生成镍矿和

石棉等
。

( 4 ) 在伟晶岩中及其附近
,

多 有 轴
、
数

、

云

母
、

椽柱石及其他稀有元素存在
。

(三 ) 矿产远景及普查找矿方向
;

现举出几个重

要矿种如下
:

1
.

铁矿
:
区内以找沉积变臂铁矿及沉积矿床为最

有希望
,

在北部地层系杭中
,

可在下元古界陶湾岩粗

中找鞍山式跌矿 件 )
,

在下部震旦系中找宣龙式铁

矿及石炭二叠系中找山西式河南式铁矿
。

在南部地层系抗中
,

可在中元古界中找沙沟式铁

矿
,

白龙江系中找何家岩式跌矿 (可能为上元古界 ),
_

上泥盆系中找宁乡式铁矿
,

在二叠系及侏罗系中找菱

铁矿
。

其次
,

在中酸性侵入体的接触带附近
,

找夫庙式

岩浆后期的钒数磁铁矿
,

大冶式的接触交代跌矿床
,

南山式的热液交代铁矿床
,

及与基性岩有关的岩浆分

异铁矿床
。

2
.

稀有金属及有色金属矿一一本区北部元古界及
南部下部占生界分布地区

,

为极有远景地带
。

3
.

趴
、

铀矿

—
可在北部中元古界及南部中下寒

武系
、

志留茶中的炭置真岩中
,

进行祥翩普查
。

4
.

磷矿— 本区北部及南部均有希望
,

可在广大
的寒武系底部

,

与震且系顶部地层分布地区
,

进行祥

抽普查
。

5
.

镍矿— 在本区古生代地槽型沉积区
,

为有远

景地带
,

砚已不断有基性岩
、

超基性岩发现
,

可进一

步祥耙普查
。

6
.

压电石英— 在丹凤竹园关以南及石泉以东
,

为有远景地区
,

均可进一步普查和勘探
。

7
.

铝土矿— 在北部石炭系底部
、

南部二叠系中

寻找
,

砚已有发砚
,

可进一步普查
。

8
.

汞矿— 可在询阳担龙
、

真馆
,

及艇安黄龙铺

至合河 口一带
,

均为远景地带
,

可进一步普查
。

9
.

影矿一一摸安合河口以北及集川双槐树大河沟
一带

,

为远景地带
,

可进一步普查
。

10
.

宁陕花尚南侧太山庙新建地区
,

为多金属矿远

景地区
,

可迸一步普查
。

1 1
.

金矿— 山金在金斗坡已有发砚
,

可进一步普

查
,

寻我富集地段
。

砂金在汉江及丹江
、

伊河河谷中

及其沉积阶地中
,

均为远景地段
。

12
.

独居石
-

一在华阳版
,

婿水河等地 河 流阶地

中
,

有砂矿富集
,

可进一步普查
。

总之
,

区内的籍
、

如
、

跌
、

必
、

锌
、

汞
、
勃

、

魏
、

金
、

石棉
、

压电石英等矿物
,

已发现具有工业价

值的矿床
,

在区内钧有极大的远景
,

某些矿种井具有
一

世界意义 ; 锡
、

锑
、

镍等矿物
,

在区内已发砚修索
,

有进一步探寻的必要
,

按地胃成矿条件
,

均有很大远
景

。

此外
,

妮
、
担

、
叙

、

路
、

嫁等稀声和分散元素
,

亦有所发现
,

可进一步工作或研究
。

至于其它非金属
矿物

、

冶金辅助原料
、

建筑材料等 (如石英岩
、

白云

岩
、

重晶石
、

石灰岩
、

云母
、

蛙石
、

磷
、

耐火粘土…

… 等 )
,

昔可被工业利用
,

井具有极大远景
。

四
、

桔 束 藉

以上所述各种基本成就和韶藏
,

只是将三年来工

作的初步成果加以概略地叙述
,

有些地方的献栽和提

法还不成熟
,

有些简题还需进一步肘蒲和研究
,

通过
工作

,

不断的加以补充修正和提高
,

但据此
,

已可使

我俐对秦岭东段及中段的地层系就
、

构造翰廓和各种

矿产的分布娓律
、

成矿条件及远景地段等
。

有一清楚

系就的概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