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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镇圩式红土型金矿地质特征及成矿模式
Ξ

陈大经  杨明寿  张永林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 桂林  

提  要  对镇圩式金矿矿床地质特征及矿物学的研究表明 该类矿床产于峰林洼地 !岩溶漏斗等岩溶地貌中

赋矿主岩为红色中度 ) 次强富铝风化壳 其风化壳剖面由下而上的变化特征为 粘土矿物由 Β 型向 Β 型变化 锰

结核及铁的氧化物增多 硅 !碱金属含量降低 铝 !铁含量增加 自然金形状为不规则粒状 !片状 !树枝状 !针状 !浑圆

状 !次浑圆状 并常与锑钙石 !针铁矿 !软锰矿连生 金矿源体为叫曼式金矿 ∀文章指出金矿由堆积 !淋积作用形成 为

岩溶洼地堆积 !淋积改造红土型金矿 并建立了矿床成矿模式 ∀

关键词  红土型金矿  镇圩式金矿  地质特征  成矿模式  广西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我国南方的红土型金矿属于改造红土型金矿

笔者 陈大经等 进一步根据红土型金矿产出

的构造部位 !成矿作用及金矿源体特征等将其再分

为 个亚类及 个矿床式 即古层间构造带淋积型

蛇屋山式 !龙形寨式 !岩体接触带淋积型 大坊式 !

北衙式 !百色式 及岩溶洼地堆积淋积型 老万场式 !

镇圩式 ∀镇圩式金矿主要见于广西 它既是华南红

土型金矿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也是广西较重要的一

种红土型金矿类型 以上林镇圩为代表 还有凌云下

甲 !天峨牛坪 !田阳叫曼 !陇针等矿床及较多矿点 图

∀此外 在云南 !江西等省也见及 ∀在国外亦有类

似金矿发现 如苏联雅库特金矿南部的库拉纳赫金

矿就与之类似 ±≠ 也为产于岩溶

洼地中的金矿 ∀这类矿床过去被称为岩溶砂金 张

相训 !红土型砂金 栾世伟等 或红土中

的金矿床 斯米尔诺夫 ∀本文通过对矿床地

质特征及矿物学的研究 提出了广西镇圩式金矿床

属于红土型金矿的认识 并总结了矿化富集规律 讨

论了成矿作用 建立了相应的成矿模式 从而丰富了

华南红土型金矿的类型及红土型金矿成矿理论 对

华南地区该类金矿的找矿实践有重要指导作用 ∀

 成矿地质条件

广西镇圩式红土型金矿床主要产于桂西 !桂中

图  广西镇圩式红土型金矿分布略图

ƒ  ∏

¬∏ ∏ ¬

及桂西南一带 ∀该地带在大地构造上属南华后加里

东准地台 其地理位置处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低山丘

陵的过渡地带 ∀在桂西北的隆林 !田林 !西林 !凌云 !

乐业及天峨等云贵高原边缘地带 以峰丛 洼地地貌

组合为主 在桂西的田阳 !天等 !德保等由高原向低

山丘陵的过渡带以峰丛 峰林 洼地 坡立谷地貌组合

Ξ 本文为原冶金部黄金地质科研课题 的部分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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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在桂西南的靖西 !大新 !崇左等近平原地带 以

坡立谷 孤峰 岩溶平原地貌组合为主 桂中则以峰林

洼地 峰林坡立谷地貌组合为主 ∀金矿主要受岩溶

洼地地貌控制 包括峰林洼地 !漏斗和溶洞等岩溶地

貌 如牛坪 !镇圩内浪 !下浪 !陇针 !叫曼蛤蚧等矿体

均赋存于岩溶洼地中 在下甲矿区既有岩溶洼地 也

有岩溶漏斗及溶洞为矿体赋存场所 ∀在镇圩金矿

矿体大多赋存于潜水面之上 仅在洼地和坡立谷最

低处才有少量水渗出 Ο ∀

该类矿床分布区广泛出露泥盆系 !石炭系及二

叠系地层 其岩性为灰岩 !白云岩及砂页岩等 控矿

的岩溶洼地就是由这些碳酸盐岩在岩溶作用下形成

的 ∀而赋矿的围岩则是第四纪更新世的红色风化

壳 ∀由于在赋矿的岩溶洼地及洞穴堆积物中未见网

纹状红土 说明红土化作用并不太强 风化壳富铝化

程度不高 ∀

金矿分布区未见岩浆岩 但原生金矿化较普遍

主要为石英 方解石脉型金 锑 矿 ∀如牛坪金矿 在

其岩溶洼地的半山腰仍残留有粗晶方解石脉 与其

伴生的原生金及锑矿已被采完 在叫曼矿区 岩溶洼

地周围都有含金 锑 方解石脉产出 原生金矿即为

叫曼式金矿 在镇圩内浪矿段 也有原生的含金石

英 !方解石 !辉锑矿细脉密集分布 且红土型金矿层

品位的贫富与该类细脉密切相关 ∀此外 红土型金

矿石中金与方解石连生的现象 以及矿石中 ≤ 含

量高的特征均表明石英 方解石脉型金 锑 矿 即叫

曼式金矿为镇圩式金矿的矿源体 ∀

 含金红色风化壳剖面

该类矿床的含金红色风化壳剖面发育不完全

分带不明显 无网纹红土层 除表层有 ∗ 的

腐殖土外 一般分为上 !下两层 ∀

上层为红褐色 !黄褐色粘土层 层厚 ∗ 最

厚处 ∗ ∀该层金含量较低 一般 ∗

≅ ∀层内的粘土矿物主要为高岭石 !伊利石及

蒙皂石 图 ! ∀见锰结核 !铁锰质碎块 !锑钙石 !

石英 !硅质岩 !泥岩等碎块 其中锰结核粒度为 ∗

呈同心圆状 石英呈次浑圆状 ∀

下层为黄褐色 !红褐色粘土层 ∀该层厚度不一

一般 ∗ 最厚可达 ∗ 如下甲上弄米矿

段 在距地表土层近 深处仍有黄褐色含金粘土

层 含金可达 ∗ ≅ ∀粘土矿物为伊

利石及蒙皂石 图 ∀土层中含 ∗ 的锑钙

石 少量的锰结核 !铁锰质团块 !铁铝质砾石以及石

英 !方解石细粒等 这些碎屑物的粒径一般 ∗

大者 ∗ 小者呈砂粒状 ∀锑钙石呈浑圆 ) 次

浑圆状 铁铝质砾石则呈扁豆状 !椭球状 方解石 !石

英呈次浑圆状 ∀

在上 !下层粘土之间或在粘土层与灰岩接触界

面上有时有 ∗ 厚的由砾石组成的硬壳带 ∀

这种硬壳带主要由锰结核 !褐铁矿 !锑钙石 !方解石

及石英组成 图 钙质 !泥质胶结 ∀硬壳层中金含

量较高 达 ∗ ≅ Π ∀

由图 可见 该类红色风化壳中的粘土矿物由

下向上自 Β 型的伊利石 !蒙皂石向 Β 型的高岭

石变化 并且上层中锰结核及铁的氧化物也较多 ∀

这些矿物变化特征反映了风化壳由下向上风化程度

增强的特点 这与一般红色风化壳中矿物的变化特

征基本一致 黄镇国等 ∀而由表 可知 该类

红色风化壳的化学成分由下层 甲 往上层 甲

≥ 及 含量降低 和 ƒ ƒ

含量增加 这与红土化作用去硅 !去碱 !富铝铁的特

征也是一致的 ∀风化壳的硅铝系数 表 为 ∗

属中度富铝风化壳 黄镇国等 联系矿

物特征综合分析 可能属中度 ) 次强富铝风化壳 ∀

该风化壳是金矿赋矿主岩 这即是我们将该类金矿

划归为红土型金矿的理由之一 ∀

 矿床地质特征

311  矿体特征

矿体在上下粘土层中均有分布 其产状及形态

与岩溶洼地的底部低地 !岩溶漏斗 !岩溶凹糟的产状

及形态相一致 常呈似层状 !透镜状 !囊状及不规则

状产出 ∀如在镇圩矿区 工业矿体赋存于洼地中部

在平面上 内浪矿段的矿体为向东 !西两个方向分叉

之不规则状 而下浪矿段的矿体则为向南分叉之不

规则状 图 在剖面上 矿体为似层状 图 ∀在

下甲金矿 矿体呈透镜状 !漏斗状 !囊状产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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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下甲金矿红色风化壳剖面的 ÷ 射线衍射曲线

) 高岭石 ) 伊利石 ≤ ) 方解石 ≤ ) 获皂石 ± ) 石英

) 铁的氧化物 ≥ ) 锑钙石 ) 锐钛矿

测试单位 有色金属桂林矿产地质测试中心 仪器型号

⁄ ÷ ΧΒ型 测试者 魏明秀

ƒ  ÷

∏ ÷

≥∏ ≥∏ ∏

≠

矿体规模一般较小 但品位较高 ∀如镇圩矿区

内浪矿段矿体近东西走向 长 宽 面积

矿层最大垂厚 最薄 平

均 金储量约 张相训 下甲金

矿含矿层厚 ∗ 出露面积数十至数百平方

米 最大达 以上 金储量约 Ο ∀而在

田阳的该类矿床 Π 陇针矿区仅 洼地内即

图  上林镇圩矿床地质简图 据张相训

± ) 第四系盆地堆积层 ⁄ δ ) 中泥盆统东岗岭组第二段

灰岩 ) 含金辉锑矿方解石 石英脉 ) 金矿体及边界

) 白云岩化界线 ) 溶蚀洼地底部边界

ƒ  ¬∏

≥ ≤ ∏ ÷ ¬∏

图  镇圩内浪金矿纵 横 勘探线剖面示意图

据张相训

⁄ δ ) 中泥盆统东岗岭组 ) 黄褐色疏松粘土 ) 红褐

色粘土 ) 灰岩 ) 蚀变白云岩 ) 矿体

ƒ  ∏

¬∏ ÷ ¬∏

产金约 叫曼矿区已产金 面积也不到

陇山矿区面积约 已产金 多公

斤 均反映出该类金矿小而富的特征 ∀

312  矿石特征

1 1  矿物组成

矿石中以粘土矿物为主 占 ∗ 其余碎

屑物占 ∗ ∀据 ÷ 射线衍射分析结果 粘土

矿物主要为高岭石 !蒙皂石 蒙脱石 及伊利石 图

∀碎屑物主要为泥岩 !硅质岩 !铁质粘土岩 另有

少量灰岩 ∀重砂矿物较多 据镇圩矿区资料 张相

Ο 苏欣栋 桂西北凌云下甲岩溶砂金的地质特征 中南冶金地质 ∗ 内部发行

Π 广西地质局 队 广西田阳那坡叫曼金矿地质普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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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重砂矿物中以锑钙石为主 其含量占重砂

矿物总量的 ∗ 次为锆石 !金红石 !褐铁矿 !

软锰矿 !石英等 占重砂矿物总量的 ∗ 此

外还有少量辰砂 !独居石 !钛铁矿等 ∀据下甲矿区资

料 重砂矿物成分有锑钙石 !石英 !方解石 !褐铁矿 !

软锰矿及微量锐钛矿 图 ∀这种矿石成分以粘土

矿物为主的特征 是我们将该类矿床列为红土型金

矿的又一理由 ∀

1 1  矿石化学成分

表 为下甲金矿的矿石化学成分 由表可知 矿

石中的主要化学成分为 ≥ ƒ 及 ≤

约占总量的 ∗ 次为 × 及

ƒ 痕量 结晶水较高 反映了粘土矿物含量较高的

特点 ∀与其他红土型金矿不同的是 其 ≤ 含量较

高 反映了该类矿石的金矿源为含金方解石脉的特

点 ∀

综合下甲 表 苏欣栋 Ο !镇圩 张相训

!叫曼 广西地质局 队 Π 等矿区资

料 该类矿床矿石中金的品位一般为 ∗

≅ 高者达 ∗ ≅ ∀

1 1  主要矿物特征

自然金  该类矿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金为自

然金 并呈明金产出 这是与华南其他类型红土型金

矿的明显不同之处 ∀

自然金呈金黄色 少数表面受铁染成褐色 ∀其

形状多为不规则粒状 !片状 次为浑圆状 !次浑圆状 !

树枝状 !针状 !皮壳状 常见单形为立方体 !五角十二

面体 !八面体等 ∀针状者说明金不是残坡积生成 而

一般他形晶均呈不同程度的次浑圆状 表明其经受

了明显的化学溶蚀作用 这也是表生条件下金被活

化溶解迁移的证据之一 ∀

自然金粒径一般为 ∗ 并以 ∗

居多 粒径为 ∗ 的自然金及粉金均

少见 ∀最大的金粒重达几十克 如下甲矿区就采有

! ! 重的金粒 在牛坪矿区最大的金粒重

约 ∀在粒度分布上 一般大颗粒自然金在上部

如下甲金矿 距地表 左右的最大自然金粒径达

一般为 ∗ 浑圆状者达 少

量小颗粒的粒径也在 ∗ 在距地表

左右处 粒径一般为 ∗ 距地表 左

右的自然金粒径一般为 ∗ 大者达

浑圆状者达 ∗ 总体显示出粒度上

大下小的特征 ∀

自然金的化学成分及成色列于表 ∀

自然金常与锑钙石 !软锰矿 !水晶 !方解石等伴

生 ∀金与方解石连生的现象可能反映了该类金矿与

表 1  下甲金矿红色风化壳矿石(黄褐色粘土)化学成分

Ταβλε 1  Χηεμιχαλ 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ορεσιν τηε Ξιαϕια γολδ δεποσιτ

编号 层位
ω

≥ × ƒ ƒ ≤ ° 烧失量 总量

ω ≥

ƒ ≤
硅铝系数

甲 上层 痕量

甲 下层 痕量

 测试单位 有色金属桂林矿产地质测试中心 ∀硅铝系数 ν ≥ ν 黄镇国等 ∀

表 2  下甲金矿矿石微量元素分析结果

Ταβλε 2  Τραχε ελεμεντσ αναλψσεσ οφ ορεσφρομ τηε Ξιαϕια γολδ δεποσιτ

编号 矿石名称
ω

≤∏ ° • ≥ ≥ ≥ ∏

甲 褐色粘土

甲 黄褐色粘土

测试单位 有色金属桂林矿产地质测试中心 ∀ ) ÷ 型冷原子吸收法测定 测试者 靳晓珠 ≥ ) 燃烧碘量法测定 测试者 靳晓珠

∏) 日立 原子吸收光谱仪 甲基异丁基甲酮萃取火焰法测定 测试者 云秀英 其余元素为 直读光谱仪测定 测试者 侯荷祥 ∀

Ο 苏欣栋 桂西北凌云下甲岩溶砂金的地质特征 中南冶金地质 ∗ 内部发行

Π 广西地质局 队 广西田阳那坡叫曼金矿地质普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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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金方解石脉之间的成因联系 这种金可能属于原

生金的残坡积产物 ∀另见有自然金与锑钙石 !针铁

矿 !软锰矿连生的现象 栾世伟 反映出它们

是从表生溶液中沉淀析出的 ∀

锑钙石  锑钙石为该类矿床中最具指示意义的

重砂矿物 在镇圩 !下甲 !叫曼岩壮 !模范村等地均有

产出 ∀区内锑钙石均为表面光滑的椭球状 !浑圆状 !

扁球状等形状 ∀表面颜色以褐色为主 内部为白色 ∀

硬度大 ∀粒径一般 ∗ 大者可达 ∀其

化学式一般为 ≤ ƒ ≥ ×

ƒ ∀对区内下甲 !镇圩矿区的两个样品进行了

电子探针分析 结果列于表 ∀在扫描样品中发现

局部 ω ≥ 可达 ! ω ≤ 可达 与前

人所做锑钙石成分分析结果基本相似 如巴西查里

阿什矿山锑钙石含 ≥ Ο 镇圩锑钙石含

≥ Ο ∀此外前人所做镇圩锑钙石含金一

般 ≅ 最高 ≅ 张相训

下甲金矿红锑矿含金 ≅ Π ∀

在含金红色风化壳剖面中 锑钙石一般产于风

化壳的下层 深度在 ∗ 间 浅部也可有少量分

布 ∀该矿物常与自然金 !锰结核 !石英晶粒等伴生

尤其与自然金关系密切 当红色风化壳中锑钙石富

集时 金也富集 如镇圩内浪矿区所见 因此锑钙石

为该类金矿的找矿及矿化富集的重要指示标志 ∀

1 1  矿石结构构造

该类矿床的矿石主要为红褐色或黄褐色粘土

含泥质 以上 矿石主要为泥质结构 土状构造 ∀

局部可见角砾状构造 角砾为锰结核 !灰岩碎块 !石

英 !方解石 !锑钙石及铁铝质岩石 钙质 !泥质胶结 ∀

313  金矿富集特征

该类型金矿规模较小 但品位较高 一般含

金 ∗ ≅ 高者达 ∗ ≅

∀如前述 局都可见大颗粒金 一般大颗粒金多

分布在上部层位 ∀

金矿化一般在峰林洼地中发育较好 如陇

针矿区在面积仅为 的洼地中即产金约

陇山矿区在面积为 的洼地中产金

多公斤 镇圩内浪矿段在 的洼地中产金

约 ∀而在峰林坡立谷地区 因地形相对较开

阔 故对金的富集不利 ∀在峰林洼地中 低洼区金更

富集 如图 所示 内浪矿段两个金富集中心恰是洼

地的两个低洼区 ∀在岩溶洼地的溶沟 !溶槽中金矿

化更发育 且矿层厚度相对也较大 有时在洼地底部

基岩之裂缝的粘土中也富含金 ∀

表 3  镇圩式金矿一些金矿床中的自然金成分

Ταβλε 3  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νατιϖε γολδ φρομ τηε Ζηενξυ−τψπε γολδ δεποσιτσ

矿区 样品编号
ω

∏ ≤ ≤∏
成色 资料来源

下甲 甲 本文

下甲 甲 本文

下甲 甲 本文

牛坪 牛 本文

镇圩 未分析 未分析 未分析 未分析 Ο

 注 本文数据由 ∞° ±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测试获得 测试单位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电子探针分析实验室 测试者 庄世杰 ∀括号

中为样品数 ∀

表 4  镇圩式金矿中锑钙石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Ταβλε 4  Χηεμιχαλ αναλψσεσ οφ ρομειτε φρομ τηε Ζηενξυ−τψπε γολδ δεποσιτσ

矿区 编号
ω

≥ ≤ ƒ × ≥ ° ∏

下甲 下

镇圩 正

  注 表中数据由 ∞° 电子探针显微分析仪测试获得 测试单位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电子探针分析实验室 测试者 庄世杰 ∀

Ο 钟世新 广西上林镇圩洪坡积红土型金矿床锑钙石的成因标型特征 金银矿产选集 第二集 ∗ 内部资料

Π 苏欣栋 桂西北凌云下甲岩溶砂金的地质特征 中南冶金地质 ∗ 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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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内浪金矿金品位 等值线图

据张相训

ƒ  ∏ ∏

÷ ¬∏

在含金红色风化壳剖面中 一般是下层的中部

或剖面中下部较富金 ∀如下甲金矿上弄米岩溶漏斗

中的矿体 上部 左右的红褐色粘土层中含金

≅ 向下 在 深处的黄褐色粘土层中

含金即达 ≅ 再向下至距地表 左右

及 左右深处的黄褐色粘土层 含金分别达

≅ 及 ∗ ≅ ∀

金矿化与锑钙石关系密切 锑钙石富集时

自然金也富集 矿层厚度大 ∀

该类金矿化的富集明显与原生金矿化的产

出特征有关 ∀如镇圩矿区内浪矿段南段金较富集

达 ≅ 左右 而北段未构成工业矿体 这与南

段原生金矿化较强有关 这里与原生金矿化有关的

方解石 !石英 !辉锑矿细脉密集分布 因此红土型金

矿化也较强 ∀

 成矿作用及成矿模式

镇圩式金矿的成矿作用可分为 个阶段 见图

∀

金矿源体的原生成矿作用 图 ∀该类

原生金矿是叫曼式石英 方解石脉型金 锑 矿 ∀含

金 锑 石英 方解石脉常充填在灰岩的裂隙溶洞中

如叫曼 !牛坪 !镇圩都见及 ∀ 其成矿温度为 ∗

ε 平均 ε 王春生 ∀因此 其成矿作

用属岩溶型浅成低温热液成矿作用 ∀

表生阶段 图 ∀该阶段有两种作用方

式 ≠ 由于岩溶水的侧向溶蚀作用 使水平循环带

的岩层被溶蚀 其溶蚀残余物在原地堆积 ∀当侧向

岩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破坏了垂直带岩层的平衡

就发生崩塌 !坠落 使早先形成的金矿体也随之崩

塌 堆积于岩溶洼地底部 ∀ 坡积 !洪积作用使金矿

堆积于岩溶洼地底部 形成了崩塌堆积或坡 !洪积金

矿 ∀

表生期红土化成矿作用 图 ∀这是在

前两次成矿作用的基础上对已有矿化的改造作用

以化学风化作用为主 ∀在岩溶地区 地表水向地下

图  镇圩式金矿成矿模式图

) 原生金矿成矿阶段 ) 崩塌堆积或坡 !洪积成矿阶段 ) 红土化成矿作用阶段 ∀ ) 页岩 ) 灰岩 ) 含金 锑 方解石脉

) 溶洞 ) 角砾岩 ) 锰结核 ) 锑钙石 ) 含金砾石层 硬壳层 ) 含金黄褐色粘土 ) 含金红褐色粘土 ) 腐泥岩层

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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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 岩层中的地下水向下渗透 ∀在这一过程中 一

方面发生岩石的去碱 !去硅 !富铝铁的风化作用 形

成红土层 同时岩石中所含的 ∏!≥ ! !ƒ 等元素

及矿物也发生化学反应 形成新的矿物

 ≈ ∏≤ ƒ

ψ ∏ ƒ ≤

 ≈ ∏ ≥ ≥ ƒ

ψ ∏ ƒ ≥ ≥

在潜水面附近金发生沉淀 ∀同时辉锑矿氧化为

氧化锑 进一步发生水解形成锑钙石 而铁锰碳酸盐

也水解形成软锰矿 !褐铁矿或含锰褐铁矿等 ∀

 ≥ ≥ ψ ≥ ≥

 ≥ ≤ ƒ

ψ ≤ ƒ ≥ ≥

锑钙石

 ƒ ≤

ψ
 软锰矿

ƒ #
褐铁矿

≤

所以金常与锑钙石 !褐铁矿及锰结核 软锰矿

等伴生 ∀

前述金矿物与方解石连生现象的存在 反映了

原生金矿化崩塌堆积或坡 !洪积作用的存在 ∀而红

土层的形成及其中赋存的金在剖面中下部较富 自

然金呈圆粒状 !次浑圆状 以及伴生的锑钙石 !褐铁

矿 !锰结核等矿物的形成又反映了金矿形成是以化

学风化作用为主 特别是淋滤风化作用为主的特征 ∀

因此本阶段成矿作用是堆积与淋积作用的综合反

映 为堆积 !淋积成矿作用 ∀

 结  论

研究表明 红色风化壳是镇圩式金矿的赋

矿主岩 并属中度 ) 次强富铝风化壳 矿石中以粘土

矿物为主 自然金呈圆粒状 !次浑圆状 表明经受了

明显的化学溶蚀作用 而针状 !树枝状自然金的存

在 金在风化壳剖面的中下部较富 自然金与锑钙

石 !针铁矿 !锰结核连生等现象 又反映了该类金矿

的形成以化学风化作用 特别是淋积风化作用为主

的特征 ∀因此 笔者认为广西镇圩式金矿是由堆积 !

淋积成矿作用形成的红土型金矿 属改造红土型金

矿 ∀

镇圩式金矿的金矿源体是石英 方解石脉型

金 锑 矿 即叫曼式金矿 矿体主要产于峰林洼地 !

岩溶漏斗等岩溶地貌中 金矿化与锑钙石关系密切

锑钙石富集时 金也富集 ∀这些特征也是镇圩式红

土型金矿的找矿评价标志 ∀

镇圩式红土型金矿是华南红土型金矿中的

一种特殊类型 对其矿床类型的厘定 !成矿模式的建

立 !矿化富集规律及找矿标志的确认 丰富了华南红

土型金矿的类型及红土型金矿成矿理论 对华南红

土型金矿的找矿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在华南有叫曼式金矿分布 并有红土堆积

的岩溶地貌区 因此 镇圩式金矿有良好的找矿前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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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εολογιχαλ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ανδ Μεταλλογενιχ Μοδελ οφ

τηε Ζηενξυ−τψπε Λατεριτε Γολδ Δεποσιτσιν Γυανγξι

≤ ⁄ ≠ ∏ ≠

∏ ∏ ∏ ∏

Κεψ ωορδσ: ¬∏

∏ ¬

Αβστραχτ

× ∏ ∏ ¬∏ ∏

∏ ∏ × ∏

× ∏ ∏ ∏ ∏

ƒ ∏

Β Β ∏ ƒ ¬ ≥

ƒ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ƒ ≤

∏ ¬∏ ≥ ∏ ≤

∏ ∏ ∏ ∏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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