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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突破的关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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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东戈壁钼矿床是西北地区探明的第一个特大型钼矿床&其成因类型为斑岩型钼矿床"控矿

斑岩体为全隐伏的斑状花岗岩体%文章介绍了东戈壁钼矿的地球化学异常特征及基于地球化学

异常特征对钼矿床成因类型的分析&利用与岩浆热液有关的氟(硼异常的存在判断深部隐伏斑岩

体&以此确定找矿关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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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东戈壁斑岩型钼矿床位于新疆哈密市境内&北

距哈密市
$$#JE

&矿区的中心点地理坐标为东经

A%X!#k$(n

&北纬
B$X((X##n

%其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塔

里木板块北缘&康古尔断裂与雅满苏断裂之间&即黄

山)秋格明塔什复理石岩带&该岩带南北两侧分别

为阿奇山)雅满苏岛弧带及小热泉子)大南湖岛弧

带*

$

+

#图
$

$%

东戈壁钼矿床位于觉罗塔格多金属成矿带上*

!

+

#范围包括阿奇山)雅满苏岛弧带及小热泉子)大

南湖岛弧带$&在该成矿带上还分布有土墩 黄山 镜

儿泉大型铜镍矿#位于东戈壁钼矿东北方向
$%#

JE

&与板块俯冲对接碰撞带的基性 超基性杂岩带

有关$(白山大型钼矿#位于东戈壁钼矿东北方向

!##JE

&与斑岩体有关$(土屋大型铜矿#位于东戈

壁钼矿北西方向
(#JE

&与基性火山岩有关$&显示

此区具有利的成矿条件和广阔的找矿前景%本文将

简述东戈壁钼矿床的化探异常特征及找矿突破的关

键思路&以期为外围寻找此类矿床提供参考%

$

!

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出露地层为石炭系下统干墩组&为一套浅

变质的陆源碎屑岩 火山岩夹火山碎屑岩组合&以陆

源碎屑岩为主&火山岩呈夹层状产于其中%

在矿区中部分布有华力西晚期侵入的隐伏斑状

花岗岩体&为控矿斑岩体%岩石化学成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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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钙碱性岩%

矿区内断裂按走向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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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近
CU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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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以近
CU

向

断裂最发育&近
CU

向断裂错断
?C

向断裂#图
!

$%

区内裂隙较发育&并被石英脉#主要$(钾长石类脉体

#其次$充填&还有一部分复成分脉体如方解石 石英

脉(萤石 石英脉(萤石 钾长石脉(电气石脉等%脉

体长
$#

&

%##E

&宽
(

&

(#;E

"小者长
$

&

$#E

&宽

#>$

&

$;E

%石英脉体是辉钼矿化的主要载体&其外

围岩中少见辉钼矿化%

含矿石英脉与斑状花岗岩具有相同的稀土元素

配分型式&说明成矿脉体是由斑状花岗岩岩浆演化

后期分异而来的&二者具有同源性&成矿热液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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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全新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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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炭系下统干墩组下段"

%>

安山岩"

B>

花岗岩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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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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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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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性界线"

">

矿体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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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状花岗岩体边界线#

'##E

高程$"

$#>

地层产状"

$$>

断层及编号"

$!>

推测断层

岩浆热液%矿区内隐伏岩体距地表最浅处为
$%$>&

E

"

%钼矿体分布于隐伏斑状花岗岩体上部或外侧

$##

&

!##E

区域&内接触带中无矿体分布%主矿体

最大长度为
$(%BE

&最小厚度
!>#E

&最大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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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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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戈壁钼矿化探异常特征及找矿突

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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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地质工作

东戈壁钼矿区为干旱荒漠景观条件下的无人

区&靠近死亡之海)库姆塔格大沙垄&前人所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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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地质找矿工作如下%

$A("

年&新疆地质局
'$B

队及西部物探大队对

位于东戈壁钼矿东部
B#JE

的雅满苏铁矿进行了

勘查&进行了
$h$##

万比例尺的区域地质测量工

作&粗略划分了地层(构造(岩浆岩%

$A'%

年&新疆地质局区测队根据以往地质(矿

产及物化探资料编制了
$h!#

万
VDB&D

??5

#图

兹雷克幅$地质矿产图及图幅说明书%该报告是本

区最系统的地质资料&对区域地层进行了较详细的

划分(对比与研究&对区域构造进行了深入分析&厘

定了区域岩浆活动期次及主要侵入岩类型%

$A'&

年&地质部航测大队在该区进行了
$h$#

万航测工作&在矿区内圈出了
$

个低强度的航磁异

常%

$A'A

年新疆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在哈密县库

姆塔格)沙泉子一带进行过
$h(

万区域地质调查&

编制了
$h(

万库姆塔格)沙泉子区域地质调查报

告%报告对区内地层(构造(岩浆岩进行了较详细的

研究%

$A""

年&新疆地质局第六地质大队提交了
$h

!#

万
VDB&D

??5

#图兹雷克幅$区域地球化学测量

报告&圈出了包括
]RDB

在内的一大批地化综合异

常&为东戈壁钼矿勘查工作提供了找矿信息和线索%

$A""

)

$AA#

年国家三
1

五项目加速查明新疆

矿产资源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综合研究#

='D

%

$子课题新疆#天山$东部区域物探资料综合研究及

成矿远景区圈定&编制多幅
$h!#

万区域重力图和

航磁异常图&对区域重磁(区域构造格架(断裂分布

和隐伏岩体进行了研究%但在成矿远景预测中未重

视钼的成矿作用&未对其进行预测%

$A""

年
$h!#

万图兹雷克幅区域地球化学测

量完成后&新疆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针对东戈壁地

区
]RDB

综合异常先后多次进行了包括采用地化剖

面测量(小规模探槽揭露在内的查证工作&但因未取

得进展而放弃%

"#"

!

东戈壁钼矿化探异常特征

$

!

!#

万图兹雷克幅地球化学测量采样介质

为岩屑%东戈壁地区的
]RDB

综合异常是一个以

9*

&

N.

&

U

&

N

为主的元素异常&元素组合为
N. U

9* N L \. R/ e+

等&异常类型为乙
!

&异常

总面积达
%!#>B#JE

!

"其中&

9*

异常面积
!!JE

!

&

U

异常面积
%AJE

!

&

N.

异常面积
%AJE

!

%

9*

&

U

&

N.

元素
?IH

值较高&异常参数值见表
$

%

表
!

!

]RD%

综合异常参数值表

K7/43$

!

H7-7E3,3-1*M]RDB1

6

+,<3,.;7+*E74

6

元素 面积'
JE

! 异常下限 平均值
?IH

R/ "># #>!! #>%A $B>$"

e+ %># $(# $'# %>B

U %A># #>( B>&B %&$>A!

9* !!># #>% !>'$ $A">'%

N. %A># #>$# $>#A B!(>$#

\. &'>B# B>$# &>&B $#A>$&

N '#>## $#># !&>%$ $"B>$'

L '%># ""># $'"># $B'>&&

!

据!

$

!

!#

万图兹雷克幅区域地球化学测量报告&

$A"">

在
]RDB

异常剖析图上#图
%

$&由内向外&

9*

&

N.

&

U

&

N

&

L

元素有清楚的组分分带&

N.

&

U

&

9*

&

N

元

素均具外(中(内带&有明显的浓集中心&浓集分带明

显%该异常
9*

的质量分数平均值
!>'$c$#

a&

&是

地壳克拉克值的
!>$

倍"

U

的质量分数平均值
B>&B

c$#

a&

&是地壳克拉克值的
B>!

倍"

N.

的质量分数

平均值
$>#Ac$#

a&

&是地壳克拉克值的
!'!

倍&显

示了
9*

&

U

&

N.

元素明显富集%

从图
%

可以看出&异常区南部有雅满苏大断裂

通过&西北部有华力西晚期第二次侵入的钾质花岗

岩&钾质花岗岩外侧有断裂构造环绕"异常区内主要

地层为石炭系干墩组变质砂岩(砂质泥岩夹变质安

山岩&小热泉子组凝灰岩(角砾岩&雅满苏组石英角

斑岩"异常区的东部有辉绿岩脉分布%在异常元素

组合中&高温热液矿床中最常见的元素
N.

和
U

具

有基本相同的近圆形异常形态和相同的异常面积

#

%AJE

!

$"中高温热液矿床中最常见的元素
9*

也

基本上呈近圆形&但面积小一些#

!!JE

!

$"

N.

&

U

&

9*

的元素异常完全套合&反映出这
%

种元素的异

常源是相同的&或者说是受同期(同一种地质因素控

制的%元素
N

&

L

是高温气化热液阶段#超临界流体

阶段$常见的气体元素&二者具有相同的异常形态并

基本完全套合&说明二者具有相同的上升通道和相

同的物质来源&或者说二者来源于同一地质体%

从图
%

还可以看出!

"

N.

&

U

&

9*

&

N

&

L

等
(

种

异常元素套合好&仅异常面积有差异而已"元素
N

#

'#JE

!

$和
L

#

'%JE

!

$异常比
N.

&

U

&

9*

异常面积

大是因为气体元素的扩散性要比金属元素大得多"

#

N

&

L

元素异常形态与
N.

&

U

&

9*

异常形态有明显

的差异&表现为
N

&

L

异常形态不具圆形特征&而是

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即异常的上部呈
?C

向&下部呈

近
CU

向%此异常形态差异结合地质背景分析可

知&上部呈
?C

向延伸的
N

&

L

异常位置对应于环绕

%"!

第
!"

卷
!

第
!

期 杨志强!新疆东戈壁钼矿床化探异常特征及找矿突破的关键思路



图
$

!

H,Q%

异常剖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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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近系 新近系"

!>

上石炭统底坎尔组"

%>

下石炭统雅满苏组"

B>

下石炭统小热泉子组"

(>

下石炭统干墩

组"

&>

华力西晚期钾质花岗岩"

'>

华力西中期辉绿岩"

">

雅满苏大断裂"

A>

一般断裂

华力西晚期第二次侵入的钾质花岗岩外侧的断裂构

造&而下部呈近
CU

向延伸的
N

&

L

异常位置对应于

雅满苏大断裂%也就是说&气体元素沿断裂构造的

扩散性能和运移距离比一般的热液元素要大得多(

远得多&也说明区内的断裂是成矿前断裂%

U

&

9*

元素异常具有特殊的形态&即南部边缘

呈直线形被截切%从异常的地质背景可以看出&被

截切的位置恰恰是雅满苏大断裂的位置&雅满苏大

断裂以北为石炭系&以南为古近系 新近系内陆盆地

沉积&据此可以判断成矿作用发生在古近纪 新近纪

之前&或者说在雅满苏大断裂以南仍可能有
U

&

9*

元素异常的存在&只是被古近系 新近系覆盖罢了%

同时也反映出雅满苏大断裂具有非常明显的多期活

动性!形成于成矿前&在成矿期成为热液运移的良好

通道#元素
N

&

L

异常的分布是最好的例证$&成矿后

的再次活动破坏了地球化学异常的连续性&使成矿

期形成的地球化学异常被切割并被新生界古近系

新近系沉积物所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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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钼%钨%铋%锑%锌%锂%硼%氟的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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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地
!

质
!

找
!

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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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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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为地壳及各种岩石中的钼(钨(铋(锑(锌(

锂(硼(氟元素的丰度%从表
!

可以看出&元素
9*

&

U

&

N.

&

\.

&

N

在页岩#泥岩或黏土岩$中含量最高&而

R/

在酸性岩中含量最高&

e+

在中性岩中含量最高&

L

在中性岩(酸性岩中含量高%那么引起
]RDB

综

合异常的原因是什么呢, 矿区岩性主要为浅变质的

砂质泥岩(泥岩(砂岩夹中性火山岩&如果异常是由

岩石本身的高含量引起的&则异常形态应与区域地

层展布方向一致&即呈
?C

向&异常面积也会很大&

但
]RDB

异常中
N.

&

U

&

9*

形态均呈圆形&并没有显

示出方向性"而
N

&

L

虽显示一定的方向性&但异常

形态的展布与断裂构造相套合&说明不是由岩性引

起的%

异常是不是由
]RDB

西北部的华力西晚期第二

次侵入的钾质花岗岩引起的呢, 如果
]RDB

是由西

北部的钾质花岗岩引起的&即使
N

&

L

沿断裂构造有

较大的运移距离但
9*

&

U

&

N.

的异常形态应表现出

与钾质花岗岩体形态相一致的特征&即异常围绕钾

质花岗岩体分布&但实际上&

9*

&

U

&

N.

异常均呈圆

形&其位置虽位于钾质花岗岩体外侧但异常并未围

绕岩体分布&基本可以说明
]RDB

综合异常不是由

西北部的钾质花岗岩引起的%

"#$

!

找矿突破的关键思路

从异常元素的组合上看&

U

和
N.

是高温热液

矿床中常见的元素*

%

+

&

9*

是中高温热液矿床中常

见的元素&

e+

是中温热液矿床中常见的元素&

R/

是

低温热液矿床中常见的元素&而
\.

则多与伟晶岩有

关&

N

和
L

是高温气态元素且在高温气化热液 超临

界流体中常见%众所周知&

N

和
L

的大量富集主要

与岩浆或火山热液活动有关*

B

+

%

U

&

9*

&

N.

异常形

态均呈近似的圆形&缺少受断裂构造控制的带状或

串珠状异常展布形态&说明引起异常的热液源不是

受断裂构造控制的&而应是由岩浆或火山构造控制

的%矿区内未见有火山机构#火山口及火山喷发裂

隙$&那么引起异常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岩浆热液%

在对
]RDB

进行初期查证时&主要开展了
$

!

!>(

万岩屑化探测量及简单的路线地质调查%通过

$

!

!>(

万岩屑化探测量对异常进行了分解&圈出

了
!

丙
!

和
%

乙
%

两个综合异常%

!

丙
!

异常%位于矿区中西部&异常形态呈不

规则状&长轴方向大致为
R?

向&面积约
#>A!JE

!

"

元素组合以
)0 9* N.

为主要成矿指示元素&伴

生元素为
I0

&

R+

&

U

%从表
%

可看出&该异常组合简

单&各元素形成的异常强度低%

%

乙
%

异常%位于矿区中南部&异常形态呈不

规则状&面积约
!>%&JE

!

&是最重要的异常%元素

组合
R+ H/ e+ 9* N.

&伴生元素为
U

&

)0

&

I

5

%从表
B

可看出该异常组合复杂&各元素套合均

好%异常中元素
N.

&

H/

&

I0

浓度分级明显&具内带"

)0

&

I

5

&

e+

&

R+

具中带"

9*

元素仅具外带%

可以看出!

"

在
!

丙
!

异常中&

9*

的质量分数

最高达到
!%>"c$#

a&

&是地壳克拉克值的
$"

倍"

)0

的质量分数最高达到
(##c$#

a&

&是地壳克拉克

值的
"

倍"

R+

的质量分数最高达到
!#c$#

a&

&是地

壳克拉克值的
$!

倍"

N.

的质量分数最高达到
"#>!

c$#

a&

&是地壳克拉克值的
!

倍"

#

在
%

乙
%

异常

中&

9*

的质量分数最高达到
!A>'c$#

a&

&是地壳克

拉克值的
!%

倍"

U

的质量分数最高达到
%#>&c

$#

a&

&是地壳克拉克值的
!"

倍"

H/

的质量分数最高

达到
$###c$#

a&

&是地壳克拉克值的
"%

倍"

e+

的

质量分数最高达到
%(#c$#

a&

&是地壳克拉克值的
B

倍"

R+

的质量分数最高达到
%&c$#

a&

&是地壳克拉

克值的
!$

倍"

N.

的质量分数最高达到
!#A>!(c

$#

a&

&是地壳克拉克值的
(>!

万倍"

9*

&

U

&

N.

&

)0

&

e+

&

R+

等主要异常元素均有较高强度的富集&面积

大&且元素组合复杂&是大规模热液矿床所特有的%

表
$

!

东戈壁矿区
"

丙
"

异常特征值

K7/43%

!

)<7-7;,3-.1,.;T7403*M!D)!7+*E74

6

*MC71,2*/.*-3M.348

元素 编号
异常强度

B

N

'

$#

a&

平均值 最高值
面积'

JE

! 衬度 规模'
$#

a&

4

JE

!

)0

R+

9*

N.

!DYY !$A %## #>%#( $>"% #>(&

BDYYY $"# $"# #>#(% $>( #>#"

(DYY %$( (## #>$'( !>&!( #>B&

%DYY !# !# #>$!! !>"& #>%(

%DYYY $A>#( !!>! #>$A $>(A #>%#

BDYYY !%>" !%>" #>#( $>A" #>#AA

$DY &%>'! "#>! #>%(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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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东戈壁矿区
$D

乙
$

异常特征值表

K7/43B

!

;<7-7;,3-.1,.;T7403*M%DN%7+*E74

6

*MC71,2*/.*-3M.348

元素 编号
异常强度

B

N

'

$#

a&

平均值 最高值
面积'

JE

! 衬度 规模'
$#

a&

4

JE

!

I

5

)0

9*

H/

e+

R+

N.

U

!DYY #>B#! #>(" #>%( $>'( #>&$

%DYY %!( (## #>$" !>'$ #>BA

&DYYY $(# $(# #>#B $>!( #>#(

"DYY !%# %## #>$$ $>A! #>!$

(DYYY $">%( !A>' #>$A $>(% #>!A

!DY "## "## #>! $# !

%DYY %## %## #>$% %>'( #>BA

BDY BB" $### #>%' !>#' #>''

$DYY !B$>&' %(# #>'A $>'% $>%&

$DYYY ">& $# #>$B $>!% #>$'

!DY $!>'A %& $>$! $>"% !>#(

BDYY $' $' #>#B" !>B% #>$!

!DY $B%>B" !#A>!( #>%! $#>!( !>#(

%DYY ((>%( ((>%( #>$$ %>A( #>B%

&DY $A#>A $A#>A #>$$ $%>&B $>(#

'DYYY %B>!$ %B>!$ #>#%! !>BB #>#'"

!DYYY %#>& %#>& #>#'& !>%" #>$"

%DYYY !A>" !A>" #>! $>"! #>%&

BDYYY !' !' #>#"( $>A& #>$'

!!

通过野外路线地质调查发现&矿区内存在
!

个

脉体密集区#图
B

$&分别与
!

个综合异常的分布区

域相对应"脉体性质以石英脉为主&部分为钾长石

石英脉%钾长石 石英脉是花岗岩岩浆活动后期分

异的产物&但在地表未见有一定规模的花岗岩脉出

露&说明与钾长石 石英脉有成因联系的花岗岩体应

在深部&是隐伏岩体%

初期布置并施工的异常验证工程为一条长度达

$>(JE

穿过整个
%

乙
%

综合异常区的主干探槽

#图
B

中
K)$

$&通过槽探工程揭露在石英脉中发现

了较明显的钼(钨(铜(铅(锌等矿化&但因物理风化

作用强烈地表淋滤贫化&品位较低&从单个脉体看不

具有进一步工作价值%但作者通过对上述异常的分

析研究认为&地表大面积分布的石英脉(钾长石 石

英脉很可能是岩浆热液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异

常不具明显的方向性说明控制异常的地质体是呈面

积性而非线性分布的&

L

和
N

的大面积异常且与主

成矿元素
9*

&

U

&

N.

相套合是岩浆热液作用所特有

的"同时地表有钾长石 石英脉分布说明控制异常的

岩体埋藏不会太深%

基于上述思路&在
%

乙
%

异常区石英脉相对密

集部位部署并施工了
eV$

孔对异常进行深部验证"

地表石英脉大部分倾向
RC

&因此
eV$

孔设计为向

?U

倾斜倾角
"%X

的斜孔&施工过程中&因钻机动力

不足于
%A#E

处终孔&但未见岩体%岩心观察见风

化淋滤带#氧化带$

%#E

&钼矿化弱"进入新鲜岩石&

石英脉中钼矿化强烈而明显%岩心中不但可以看到

宽
%

&

%#;E

的强烈辉钼矿化石英脉&而且地表难以

观察到的宽
%

&

$#EE

的石英脉也较发育&同样具

有强烈的辉钼矿化&应属岩浆热液矿床所特有的矿

化"通过采样分析&该孔钼矿体厚度达
$A#E

&平均

品位
B

#

9*

$

f#>$&[

%

eV$

孔未见岩体应是施工

深度浅所致&应继续进行对岩体的揭露%于是在

eV$

孔西北方向
B##E

处施工了
eV!

孔&该孔采用

直孔&并于孔深
B!&E

处穿见斑状花岗岩体&奠定了

斑岩型钼矿的勘查基础%

%

!

主要认识

#

$

$

$

!

!#

万图兹雷克幅区域地球化学测量于

$A""

年由新疆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完成后&

$A"A

)

!##(

年的
$#

多年间新疆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针对

]RDB

综合异常先后进行了
$#

多次查证&异常查证

方法采用地化剖面测量(异常区地质路线踏勘检查(

小规模探槽揭露%第六地质大队通过地化剖面测量

发现了相对高强度的
U

&

N.

&

9*

&

)0

&

e+

等元素异

常&认识到引起异常的原因是地表分布的具一定规

模的石英脉%在异常区内的不同位置施工了
B

条长

度
$#

&

%#E

的探槽对石英脉进行了揭露&在其探槽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图
%

!

东戈壁矿区
!

!

"&+++

化探异常及脉体分布图

L.

5

>B

!

K<3

5

3*;<3E.;747+*E74

6

7+8T3.+18.1,-./0,.*+E7

P

*M

C71,2*/.*-3M.348

&

7,1;743$

!

!(###

$>

第四系"

!>

石炭系下统干墩组一段"

%>

安山岩"

B>

变质砂岩
^

变质泥岩"

(>

石英脉(钾长石 石英脉"

&>

地层界线"

'>

一般断层"

">

雅满苏大断裂"

A>

综合异常及编号"

$#>

钼异常线"

$$>

铜异常线"

$!>

钨异

常线"

$%>

铋异常线"

$B>

锡异常线"

$(>

锌异常线"

$&>

钻孔"

$'>

探槽

揭露的石英脉上可以看到明显的铜矿#孔雀石$化(

褐铁矿化%可以说新疆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通过对

异常的反复查证未能取得找矿突破的主要原因是对

引起异常的最可能的矿床成因类型缺少认识&没有

认识到地表大面积分布的石英脉只是斑岩型矿床的

另一表现形式%

#

!

$对异常形态的深入研究并与异常区地质背

景的研究相结合可以提供更多关于引起异常的地质

体的信息&可以确定引起异常的地质体或矿化体是

受断裂构造控制的或是与断裂构造无关&方向性不

明显的异常形态则更可能是受火山或岩体控制的重

要依据和基本特征%同时通过对异常形态完整性的

研究可以判断切割异常的断裂构造多期活动的特

征&为下降盘更大深度的隐伏矿的寻找及验证工程

布置提供清晰的思路和资料依据%

#

%

$有学者在对华南地区与花岗岩体有关的钨

锡矿床研究中很早就提出了含矿岩体的富氟性特

征*

(

+

"罗铭久等在对中国钼矿床的研究中也提到了

斑岩型钨钼矿床的蚀变矿物或脉石矿物中萤石的广

泛存在&部分矿床中萤石(电气石共同存在*

&

+

&季克

俭等在对与岩体有关的钨(锡矿的研究中注意到氟

参与了钨(锡元素的迁移及沉淀*

'

+

%但这些研究成

果仅发表于论文及一些专著中&并未应用到找矿实

践中%东戈壁钼矿找矿初期&通过与
U

&

N.

&

9*

异

常相套合的
L

&

N

气态元素异常的研究分析&在地表

未出露岩体的情况下判断深部有隐伏岩体存在&是

找矿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是理论研究与找矿实践

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利用元素
L

或
L

&

N

在岩浆和

火山热液中的大量富集引起的异常来定位隐伏岩

体&利用
L

或
L

&

N

异常与其他金属元素异常的套合

关系确定成矿主要元素从而判断矿化成因类型&这

一有效的找矿方法将对我国隐伏斑岩型矿床的寻找

起到有力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

B

$在找矿的初期阶段&对地球化学异常的研究

应从异常元素的组合入手&对比各元素异常的套合

情况&各元素异常套合较好代表引起异常的地质体

是相同的或同源同期的&若异常元素套合不好则代

表是多期成矿的或不同异常源叠加产物%在对异常

进行了充分的分析研究之后&要敢干投入(敢于利用

钻探工程进行必要的验证&这是取得找矿突破的另

一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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