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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

西南丹汞矿床主要地质特征及成因讨论

覃嘉铭

`地杯 部 岩洛地质研究所 )

摘要 本 之在研究区内表矿床成矿地质特征的 堪础 卜
.

结合区

域地质
一

背景
.

闸明汞相 床的形成与汞矿源从及华 J )西期宕洛成矿作用

的直接关系 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
.

认为区内汞矿的形成不是像

大 J
一

锡 一 多金属矿床那样与花 }衬岩成矿作用有关
、

而是在泥盆纪层控

矿床的基础上
,

叠加了岩溶成矿作用的结果

前 言

广西南丹锡一 多金属矿是我国著名的锡一多金属矿区
.

其
r

}
,
S n

、

1P )
、

z n
、

S b A s 及 H g都达

到特大型一大型矿床的规模
。

目前该区 已成为我国南 方极其市要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
、

本 l义有色金属矿床由于具有明显的带状分布
,

}坷绕 召
: 踢

、

大 J
`

及笼箱盖为中心的深部隐伏

花岗岩体
,

由深部向地表
、

由
`
扫心向外 {司

.

依次为w
、

51
1一C u

、

Z n 一 S n
多金属一 S b

、

H g 矿厂扫顶

序分布
·

血且在
`
}

,

心部位花岗岩的外接触带
.

又常有矽 仁岩型矿沫分布 因此
.

许多地质学家

认为
·

本区的锡一 多金属矿床是与花岗宕有肖接成生联系的岩浆热液允填和交代型矿床
、

并

认为处于中心的W
、

S n矿为高温型
.

中间地带的 C 、 ;
、

lP )
、

Z n
为中温型

.

而外围带的 S b
、

H g 则为

低温型
* 。

笔者于 1 98 9年夏
,

在南丹野外工作时
,

对分布于本 !次北侧的汞矿进行
一

J
’

踏勘 而后 义查阅

厂有关的普查
、

勘探资料
* ’ 。

从目前资料分析
,

本汉水矿床的成因
,

显然和 欠厂
、

芒锡等地的

S n 一 多金属矿有别
,

成矿时代也不同 初步认为
,

本 l人求矿床为与花岗岩成矿作用无关的陆

地环境条件 「形成的岩溶充填矿床
。

,

地矿部广西区域地质侧里队
.

1性死好
.

《南丹临 区域地质侧垦报告 朽公下册 (未刊 )

今 ,

广西地矿 局第叫地质队
.

197 0
.

了南丹 表矿益蓝习 床储里报告拟 未刊 》

广西地矿 局第四地质队
.

1阶 0
.

丈麻阳万宝山汞犷床钻 t 报告》 ( 未刊 ,

广西地矿局第七地质队
.

1连冲哈
,

《大平汞矿初步普直报告》 ( 未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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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汞矿床主要地质特征

伙内现已查明大型汞矿床 1个
,

中型 1个
,

小型 1个
,

矿点及矿化点 10处
,

另外求金属址异常

及重砂异
’

常计 10 余处
。

根据汞矿化的地质背景及分布特点的差异
,

大体上 自西向东可划分为黄江一罗富
,

南丹一

麻阳
,

小锡一七好即西
、

中
、

东三个矿带 (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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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广西南丹汞矿分布图

小型汞矿床及矿点
;

2
一

大型
、

中到汞矿床
;

3 大型锡打 床

5一断层
;

6
一

汞矿带
;

7 三三盛 系
;

8 石炭
、

_

叠 系

大恻锡 多般属矿床
;

泥盆 系

西带位于丹池断裂带的西侧罗富背斜区
,

南北 长7() k m
,

东西宽 10 k m
` 、

呈N W 向延展
·

益

监大型永矿
一

即位于本带
。

中带则分布于丹池断裂带上
.

北 白麻阳
,

南全南丹县城以南
,

两端 分

别延人河池及贵州境内
。

本带南部为特大型 S n 一 多金属大 J
` 、

芒塌矿 IK所在地
,

北部麻阳万
`

袱日!水矿
,

达中型规模
,

中部县城北 10 k m 有大平矿点
.

南部河池市境内有花蕉
、

北香及 五好等

矶汽
·

东带位于丹池断裂带之东侧
.

已发现酮左小型矿
一

处
,

其余均为矿点及矿化点
。

l
、

益蓝汞矿床

可 }犬位于罗富抒北西约gk m的益蓝村附近
,

东距南丹县城直线距离24 k m
。

含矿地层 白上

而 卜为
:

上泥盆统
_

瓦指山组一一 ( 9 )灰一深灰色薄层硅质岩
,

炭质泥岩
,

夹凝灰熔岩及凝灰质砂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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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丹汞矿床主要地质特征及成因讨论

为主要含矿层
,

20 一 25 m
。

( 8) 灰一灰白色中厚层扁豆状灰宕
,

产含矿体
.

1 9一 53 m ( 7) 上部

为扁豆状灰岩与泥质条带状灰岩互层
,

卜部为泥质条带灰岩
,

43 一 58 m
.

上泥盆统榴江组一一 ( 6) 灰一灰黑色块状生物碎屑灰岩
,

9 一 13 m
。

( 5) 灰一深灰色灰岩与

硅质灰岩互层
,

9 一 17 m
。

( 4) 中厚层状灰岩
,

10 m
。

( 3) 条带状泥质灰岩
,

为主要含矿层
,

57 一

6 3 m
。

( 2) 炭质页岩夹薄层硅质灰岩
,

为主要含矿层
,

0
.

5 一 s m
。

( 1) 灰色薄层硅质岩含钙质及

黄铁矿结核
,

89 一 93 m
。

区内主要褶皱为 N N W向罗富背斜
,

核部出露最老地层为下泥盆统莲花山组
,

两翼最新地

层为三叠系
,

背斜两翼不对称
,

南西冀陡而北东翼缓
。

矿区即位于背斜中段的南西翼
,

板别逆

断层的上盘
。

板别逆断层是黄江 一罗富带内规模较大的断裂
,

其走向平行于罗富背斜轴向
,

倾

向N E
,

延长约 2 0余公里
。

该断层上盘见几条次一级的走向滑动断裂
,

产状多与岩层产状一

致
,

彼此平行
。

古岩溶作用多沿这些断裂以及与这些断裂相垂直的张性裂面组成的破碎带发

育
,

为汞矿液运移和聚集提供有利的空间
。

己探明的 14 个矿体主要分布于走向滑动断层 F
; ,

及 F
、 ;

的层间岩溶破碎带中
。

前者为第 1

含矿带
,

水平宽 15 一 30 m
,

N W向分布
,

长3 0 00 m 以上
,

在 l o 00 m长的范围内见矿
,

含矿带向S W

倾斜
,

倾角45 一 50
。 。

含矿围岩为榴江组 F部的硅质岩
、

硅质灰岩及炭质页岩
。

后者为第 2含矿

带
,

以 F
; 。

为中心
,

长13 00 m
,

已知矿化长度约78 0 m
.

含矿围岩为五指山组的硅质岩
、

扁豆状灰

岩
。

除 1
、

2号含矿带外
,

矿区内不同层位上也有汞可化 烫工业矿体存在

益蓝矿床的特点是
,

矿体产出层位多
,

矿化不均匀
,

含汞品位高
,

矿体体积小 储量大
。

通常矿体延深大于水平延长
,

深比长
一
般为 10 左右

。

值得注意的是矿体的形态在平面投

影常成饼状或透镜状
,

而垂向或倾斜方向上则往往呈 管状或条状
。

水平宽一般数米 (极少达 10

余米 )
,

而长轴方向
,

可达数 十米
。

沿走向或倾向矿体均有分枝
、

复合现象
,

矿体的形态反映 了古

岩溶的形态 ( 图 2)
、

由图ZI J 以看出
,

该区具有多层式的洞穴系统
,

并主要是沿层面发育
,

横断

面常为扁圆形
。

矿物成分简单
,

主要矿物为

辰砂
,

次为黄铁矿
、

白铁矿
、

闪锌

矿及方铅矿
,

脉石矿物有方解石
、

石英
、

重晶石及萤石等
。

矿石中

伴生有锭
、

稼
、

硒
、

蹄
、

锗等稀有分

散兀素
。

矿石具致密块状
、

细脉

状
、

浸染状
、

层纹 一 条带状构造
。

围岩蚀变有方解石化
、

硅化
、

黄铁矿化
、

重晶石化
、

炭化
、

绢云

母化等
)

2
、

麻阳万宝山汞矿床

万宝 山汞矿位于南丹 县城

N W65 k m
,

矿仪北邻贵州省
,

属

南丹 县人寨镇管辖
。

含矿地层为

中泥盆统纳标组
,

自上而 卜可划

6田 m

/////// ///// 争争

目
。

邑
6

曰
,门

图 2 益蓝汞矿床 35 号剖面

`
, ;

日1 汞矿地质
卜。普查勘探公!1l 招

.

地质出版社 略加修改 )

1 硅质岩
; 2 泥灰岩

;
3

一

灰 岩
.

落 生物碎 屑灰岩
; 5 扁丝

寸月欠艺
.

卜
·

粉分 硕沉宕一 含末矿体
.

8 断层
,

`厂 钻孔 功 平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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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

( 9) 深灰色泥灰岩
,

可相变为砂岩
,

22
一 2 5 n 飞

、

( 8) 灰黑色
「
}

, 一 厚层状灰宕
,

5
一

6 m
.

( 7 )泥灰岩
,

可相变为泥质粉砂宕
.

1 5 一

22
,: :

.

( 6) 生物碎屑灰宕
,

O
一
自 n ( 5 )灰黑色泥宕夹

泥灰宕
.

20 一 40 m
)

( 4) 灰黑色薄层
一

中层石灰宕
一

,

为卞要吝矿层
,

28 51 m
` )

( 3) 从黑
、

从色

泥质粉砂岩
,

细砂岩
,

5一 10 m
。

( 2) 深灰一灰黑色
,

薄一
「

}
,

层泥灰岩夹泥岩
.

为容矿层
,

GZ 一

9 4 m
`

( l) 深灰一灰黑色泥质灰岩与泥灰岩互层
,

> 19 5 m
。

矿仄地处丹池大断裂的北端
,

万宝山背斜的 N E翼
,

该子宇斜由于块状断裂发育
,

轮廓已遭

破坏
,

难以辨别
。

其中N W向逆断层与成矿关系密切 直接控制成矿的断层为 F
· 、

F
I : ,

前 占为

第 1含矿带
,

含矿围岩为纳标组 下部第 ( 2) 层
。

后 者为第2含矿带
,

含们川岩为第 ( 4) 层
`

F
Z

南自先红山
,

北至万宝山
,

延长 1 300 m
,

N W端延入贵州
。

断层面 N W走向
.

N E倾斜
·

倾

角 3 0 一 5 0
。 。

破碎带宽0
.

5一 s m
,

最宽 10 一 20 m
,

垂直断距 15 一

3(j m
、

F
、

断裂规模较小但
`

亡却

控制着矿区内最大的一个含汞矿体一一 8号矿体
。

8号矿体 直接位于 F
. :

断裂带
`

}
,

或 F二的 上

盘
·

沿 F
. :

发育的岩溶管道
,

底部为破碎带或由碳酸盐所胶结的角砾岩组成
,

上部为方解石脉
,

图 3 南丹麻阳万宝山汞矿床4创浅剖面图

1
一

含矿带及 I
一

化辰矿体
;

2 破碎带
;

3 第四纪砂砾允填的洞穴 4 浮 上
;

5 逆断层 纳标组
:

④ 灰黑色薄层
一

中层石灰岩
;

⑤ 灰黑色泥岩夹泥灰岩
;

⑥ 生物碎屑灰岩
;

⑦泥质粉砂岩 ⑧ 灰黑色中
一

厚层状灰岩

(据广西地矿局第四 地质队广 西南月未矿麻阳万宝山矿床储量报告附图加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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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南丹 汞们木 j
一

要地质特征 及成囚 l寸i仑

已探明12 个矿体
.

其
`
扫储鳗达 2 0t 以 上的有6 个

.

1勿
`匕征体除产 于前述的两个含矿带外

.

也

有少数产于其它的层位中
( 〕

和益蓝矿汉
·

样
.

万
`

铂 }」也具有矿体体积小
:、产

,

位奋 层位多 矿化不均匀的特点
.

矿体的

长轴迪常比较接近倾斜力
一

向
.

因此其水平方 I句长度常不如垂 自
_

探度大
.

护合走向或倾向也有分岔

复合现象
,

在 个含矿体中还 叮见到许多串珠状的富矿体存在
-

矿物成分简单
,

主要是辰砂
,

伴生矿物有雄黄
、

黄铁矿
、

白铁矿
、

少过辉锑矿
、

菱铁矿
、

雌黄
、

黄铜矿
、

闪锌矿等
。

脉石矿物卞要有石英
、

高岭石
、

方解石
、

白云石
、

少量重晶石
、

萤石
、

云母

等
〕

矿石结构通常呈星点状
、

浸染状
、

致密块状
,

辰砂也常见呈细
,熟状产于蜂窝状晶洞中

。
4号

-

矿体 见
一

富矿包产于网状方解石脉发育血硅化较强的生物碎屑灰宕
「

}
,

3
、

恫左汞矿床

位于南丹具 七好 N W w s k m的 dlaJ] 大 一波浪村
一

带
.

为小踢 一 七好成矿带中较有希望的小

型矿床
。

七好断裂带为
一

组控制含矿蚀变带的构造带
.

含矿围岩为中石炭统灰岩及白云岩 断裂

带普遍有角砾岩化
、

白云岩化
、

方解石化
、

硅化及黄铁矿化
,

已圈定的蚀变带长8 00 m
.

宽1(j 余

米
` 、

沿走向
、

倾向矿化不均匀
.

地表品位低 i{lJ 向深部有逐渐增高的趋势

矿石以旱点状为主
,

粒状
、

细脉状及团块状次之 矿物成分为辰砂
、

方解石
、

白云石及石

英
、

通过上述代表性矿床及本区其它矿汽的成矿地质
一

}丫景及矿化特征
.

可以概活如 卜
:

(1 ) 含矿带与具相当规模的走向逆断层关系密 1)]
,

j盆常位于这种逆断层的上盘
,

_

井赋存于

更次
一

级的层间滑动断裂或张性断裂发育形成的岩溶
` ,

;芍间
)

但逆断层中通常无矿体存在
.

「J

能是因为压性面中岩溶不发育的缘故

( 2 ) 矿体 主要赋存于中
、

上泥盆统的硅质灰岩
.

条带及扁豆状灰岩
、

泥质灰岩中
,

而东部含

矿带及 户部含矿带的南端
,

含矿层位却上移至石炭系及 下
_ _

二叠统的碳酸盐岩地层 中 同
一

矿

区矿体的多层性极其明显
。

( 3) 含矿带矿化不均匀
,

具有矿体体积小 品位富特点 矿体形态常以透镜状
、

管状
、

筒状

为主
,

矿体长轴方向通常和矿体走向斜交
。

( 4 )矿石矿物简单
,

主要以辰砂为主
。

脉石有方解石
、

石英
、

重晶石
、

萤石 围岩蚀变主要

有方解石化
、

硅化
、

黄铁矿化
。

汞金属和矿体中的伴生元素叮能卞要是来自中
、

上泥盆统的矿

源层

二
、

岩溶作用与成矿

l
、

区域地史上的岩溶作用

广西运动以后
.

本区结束 r 上占生代以前的地槽发展 jjJ 史
,

进入准地台发展阶段 在前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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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纪褶皱基底之上
,

早泥盆世主要为三角洲相一争滨海陆屑滩相
一一 ) 浅海陆棚相的沉积

,

及至

中
、

晚泥盆世
,

由于丹池断裂带的活动
,

致使本区在桂西开阔海台地相的基础上
,

形成 了丹池

N W向的相对凹陷的台沟相的沉积
,

为一套深灰一灰黑色硅质灰岩
、

页宕
、

硅质岩
、

条带状一扁

豆状灰岩
。

水体较深
,

以水平层理为主
。

在个别高点上尚有生物礁发育
。

泥盆纪末
,

海水向东

南方向退出
,

柳江运动的抬升使本区露出海面
。

本区岩关阶底部常有铁
、

磷
、

锰的沉积
,

并常有

碎屑岩存在
,

平行不整合于五指山组古风化面之上 (图 4 )
。

图 4 东蓝金谷好火烟帼下石炭统岩关阶与上泥盆统平行不整合

1 一 上泥盆统中厚层状灰岩
;

2 一 下八炭统 公关阶砂质 页岩 3 薄层状灰岩

(据厂
`

西区调队 1 :

20 力 I菊甲隔区测报告 )

柳江运动是本区华力西期最早的一次造陆运动
,

泥盆纪的可溶性岩这时由于抬升
,

因而在

陆地环境 下经受了早期岩溶作用
。

石炭纪时继承了泥盆纪的古地理环境
,

南丹 N W向台沟依然存在
,

主要沉积 厂 套深灰一

灰黑色硅质灰岩
、

隧石条带灰岩 石炭纪末
,

黔佳运动波及全区
, 一

叠系栖霞阶底部 普遍 有底

砾宕
、

石英砂岩
、

粉砂岩平行不整合于上石炭统或中
、

上石炭统顶部阴凸不钧均侵蚀面上
,

此外

栖霞阶底部尚有煤
、

炭质页岩
,

铁铝岩及铝土矿
,

说明这 时期的岩洛作用史为强烈史为广

泛

及至 旱
、

晚二叠世间
,

东吴运动上升幅度更大
,

茅〔1组顶部 终遍 存在
,、

`

风化壳及强烈发育

的 : ’ .
`

宕溶
,

上二叠统底部又广泛发育数至数
一

}米厚的含铁铝岩及铝 l几仃层的宕系
,

铝 l: 征多呈

透镜
,

体状
,

其形态通常取决于古岩溶形态
。

上述二个造陆运动
,

为本区华力西期的岩溶成征作川奠定 厂基础 由于上升幅度的差异
·

们烈 J 南西侧都阳山隆起及其与北东侧江南 占陆相比
.

它表现为N W回低阴地带 地表水系

北东由江南 占陆南缘
.

南西由都阳山系北 东坡汇集才
“ !次

、

上 ,
11生代

.

区内相对温暖
、

潮湿
、

雨最

允
:
巾 (煤 铝 }

一

矿的形成可见 )
,

这是地表宕溶与地 卜宕溶得以广泛发育的根本原因
。

由于岩溶

的发育
·

使矿源层得以风化
、

剥蚀称分解
.

并随水流迁移
.

聚集于
·

定的 岩溶空间
,

形成许多宕

溶衣矿床

2
、

矿源层

中 晚泥盆世时
,

N W 向娅都 几山深断裂带的活动
.

百接造就 J
’

河池 一 南丹N W向台沟



草熹铭
:

广西南丹汞矿床主要地质特征及成因讨论

的形成
。

这种线状延伸的台沟正是广西晚占生代准地台中相对活动的地带
。

在正常的台沟相

沉积地层中发育有多层凝灰熔岩及凝灰质泥岩
’ ,

说明火山活动比较频铁
。

此外硅质岩
、

硅质

灰岩的普遍存在
,

亦反映了海底有大量热泉的活动
。

凝灰熔岩的夹层中
,

某些金属元素含量较高
,

其中P b达 3 9 PP m
,

s b 1 2P p m
,

M叼o p p m
,

H g

35 p p m
,

凝灰熔岩邻近层位的炭质泥岩
、

泥灰岩
、

硅质岩
、

硅质灰岩
、

泥质粉砂岩等
,

汞背景值叮

达” 一 35 p p m (一般不低于 n 又 1。
一

爸)
,

比正常背景值高2一 4个数量级
。

这些具有高背景值的

中
、

上泥盆统的沉积地层
,

显然就是本区汞矿床及其它多金属矿床的矿源层
。

而矿探层中 H g

及其它金属元素则可能源于海底火山及热泉
,

由它们自地壳深部沿深断裂向上携带至地表而

进人沉积盆地
。

3
、

成矿时代的讨论

从 目前所获资料分析
,

本区汞矿源层是中
、

晚泥盆世的台沟相沉积地层
,

由此可见
,

汞矿体

的形成时代显然应晚于泥盆纪
。

南丹地区含汞矿带及汞矿体主要赋存于中
、

上泥盆统
,

其次也有赋存于石炭系 ( ,J锡 一 七

好矿带 )及下 二叠统 (五好 )
,

而晚二叠世以后的地层则未见有汞矿化现象
,

可以推论
,

汞矿的形

成应早于晚二叠世
。

结合前述区域地史上的三次岩溶作用分析
,

可以认为本区汞矿床的成矿时代主要应是华

力西期之后
。

4
、

岩溶作用与矿床的形成

矿源层形成以后
,

随着晚泥盆世的终结
,

柳江运动使沉积盆地上升露出水面
,

经受了首次

岩溶化作用
。

石炭纪末的黔桂运动
,

早二叠世末的东昊运动
,

和柳江运动一样都具有振荡运动

的性质
。

区内常见代表平行不整合面的古风化壳的存在
,

有时尚可见到底砾岩及石英砂岩直

接镬盖于古岩溶凹面之上
,

并常见岩溶残积型铁铝岩及铝上矿
。

随着地表岩溶的发育
,

降水的渗透
,

逐渐沿可溶性岩的节理
、

裂隙
、

破碎带及层间软弱面进

行
。

天长日久
,

即可形成地下洞穴系统
,

为岩溶矿床的形成提供了地下空间
。

根据贵州汞矿包裹体的研究 「’

{其特征为
:

(l )液体包体丰富
,

形状较规则
,

包体相对较大
。

( 2) 含盐度在 15 一 26 (相当N a C I w t % )之间
,

属高盐度卤水
。

( 3) 成矿温度在 1 00 一 1 50 ℃ (也

有低于 l 0 0 0C 的数据 )
。

( 4 )成矿压力低
,

小于 5 0 又 l o
5

P a ,

不少小于 i o x l o 5

P a 。

铜仁汞矿包体H
、

0 同位素研究表明 12 1
,

石英的 夕
卜

。值为 十 18
.

0 一 十 23
.

0编之间
,

重同位

素异常富集
。

用均一 法侧定的温度推算
,

可得成矿水的 夕
`

O值为 一 7
.

6 一 十 5
.

8瓜之间
。

石英

包体水的 占D值测得一 5 6
一 58 瓜

,

由此判断该矿床的成矿热液来自大气降水
。

南丹益蓝汞矿床的包裹体测温
,

白云石 (脉石 ) 的均一法为 103 ℃
,

爆裂法辰砂为 140 ℃
,

黄

铁矿为180 ℃
。

与贵州汞矿包体测温一致
。

其辰砂的硫同位素别
`

S + 8
.

3一 十 12
.

4蝙 (7 件样

品 )
,

与泥盆纪时期海水硫酸盐硫 占 , `
S低约 10 编

,

说明硫源可能是继承海水硫的特点 然而 卞

区锡一多金属矿床如笼箱盖其硫化物的 护
`

S却为一 2
.

5 一 十 4
.

5隔之间
` * ,

且呈 正态分布
,

; t

*

广西地矿局
,

19 8 6
,

广西泥盆纪沉积相
、

古地理及其有关矿产的研究

帕 洗柏琪
,

《试论广西铆矿的成犷条件及分布规律》 , 198 0
.

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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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源显然有别于益蓝汞矿
,

可能是岩浆硫源的叠加
。

根据前述岩溶作用的地质背景
、

汞矿床的地质特征
、

中上泥盆统的矿源层的存在以及包裹

体
、

同位素等资料分析
,

本区汞矿床的成矿作用过程
,丁大致慨括如 卜

:

人
’
、降水向地 下人渗

,

经地热增温
,

并不断与围宕交换
,

形成高盐度的热卤水 方面由

于地丧岩溶作用溶解部分汞及其它金属元素
,

另
一

方面随着温度和碱度的增高
,

更增强 厂对矿

源层的淋溶能力
。

从而进一步形成厂含矿溶液
。

当含矿溶液运移进人宕溶空间
,

由于压力及

温度的降低 (甚至是常压常温下 )
,

汞和其它金属即从溶液
「
}

,

沉淀
,

形成本区所见的宕溶允填型

矿床
。

结 语

综上所述
,

南丹永矿的形成是在区内中
、

晚泥盆世高未
一

背景值矿源层的基础上
,

叠加 r 华

力西期岩溶成矿作用 矿化带含矿不均匀
,

矿体体积小 品位富
,

储量大
,

矿体通常呈管状
、

筒

状
、

透镜状
。

围岩蚀变主要为方解石化
、

硅化
。

矿体的形态
、

结构构造
、

物质成分以及伴生兀素

等特征
,

都说明 r 成矿作用过程的复杂性
。

一

般来说本类矿沫的形成
,

都经历 了沉积作用和宕溶作用两个阶段
,

即矿源层的形成和遭

受风化
、

被溶蚀
、

淋滤
,

汞迁移并重新聚集成矿
。

由于野外工作时间短
,

成文仓卒
,

错误难免
,

望批 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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