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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右江盆地微细浸染型金矿与古油藏均产于二叠纪生物礁的核部或侧翼’流体包裹体拉

曼光谱分析和矿石抽提物色质谱分析均发现了大量的有机质官能团$暗示金矿成矿过程与古

油藏的形成%演化密切相关’金矿与古油藏的物质均来源于盆地裂陷期和凹陷早期的沉积地

层$流体来源于沉积地层中封存的建造水$形成年龄"#"!C+’在随后约B)C+"#"!!#A)
C+#的时间里$流体向盆地中生物礁及其他构造部位运移聚集’由于盆地中烃源岩逐渐成熟$
这一过程是油气运移成藏的过程$也是有机流体萃取成矿物质$最终演变为有机成矿流体并

聚集的过程’燕山运动是金矿成矿作用的主要构造营力"#A)!B>C+#$同时也是古油藏破坏

的主要原因’正是古油藏的破坏打破了流体的动态平衡$导致流体中成矿物质沉淀形成矿床’
右江盆地的金矿和古油气藏是同一种流体体系在其发展演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产物’
关键词!微细浸染型金矿&有机成矿流体&油气藏&右江盆地’
中图分类号!D>#E’#A)’#&D>#E’@#!!!!文献标识码!F
文章编号!#)))=!AEA"!))!#)#=))A@=)@
作者简介!向才富"#?"@=#$男$博士生$主要从事盆地流体分析与模拟及流体成矿作用研究’

!!!)世纪?)年代流体热的兴起$使人们认识到

流体在世界上许多大型和超大型矿床的成矿作用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如G1-H+-2,:,+3I金矿床’#(%C1:J
:1::1KK1河谷型DL=M3矿床’!!B(’国内学者也相继

从流体 的 角 度 对 许 多 大 型 矿 床 的 成 因 进 行 了 探

讨’@($其中右江盆地微细浸染型金矿的成因即是讨

论的焦点之一’>!?(’自E)年代初在贵州发现板其金

矿以来$右江盆地微细浸染型金矿已成为我国重要

的黄金产地’与此同时$对其成因却存在很大的争

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深部成因说’>$"($盆地热流

体成因说’E(等’随着研究的深入$本区金矿与有机质

的密切关系也逐渐被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进

一步从流体演化的角度探讨了本区固体矿产"金#与
流体矿产"石油#在成矿%成藏上的一致性’

#!金矿与有机质的关系密切

右江地区的微细浸染型金矿产于二叠纪和三叠

纪的沉积岩系中$与有机质在时间和空间上密切相

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矿体中存在明显的碳

和沥青质污染’#)(’"!#原生包裹体中发现了大量的

有机包裹体$通过对有机包裹体的拉曼光谱"NFC#
分析发现了较多的7!O!%=7OA 及7>O> 原子团’
这意味着本区金矿的原始成矿流体是一种富含有机

质的成矿流体’?(&"A#通过对金矿石抽提物的色质谱

分析"<7=C/#发现了大量的有机质分子$主要为

三萜烷%藿烷%莫烷及胆甾烷类’同时对金矿中的原

生包裹体的<7=C/分析也发现了大量相同类型

的有机质原子团’?($这进一步证明原生的成矿流体

是一种富含有机质的成矿流体’
右江盆地二叠系和三叠系中存在丰富的泥质生

油岩和碳酸盐岩生油岩’##($本区金矿及流体包裹体

中的有机质主要来源于二叠和三叠系’?(’

!!金矿床与古油藏在空间上共生

本区各时代地层$除上二叠统峨嵋山玄武岩之

外$均存在较厚的泥质岩或碳酸盐岩生油岩’从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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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右江盆地金矿床与二叠纪古油藏密切共生

P1Q’# 7&%:2,2&+-1%3:.1KL2-H223Q%&II2K%:1-+3I+30123-
%1&,2:2,9%1,%6D2,R1+313S%5T1+3QL+:13

#’金矿点及编号"!’地名"A’省界

角度来说#由于成藏之前的局部构造会受到后期构

造的破坏#使笔者现在无法辨认#但有一类储集体是

确定的#那就是二叠纪广泛发育的生物礁’生物礁是

盆地内的相对高点#为烃类物质的运移提供了流体

势差"生物礁的周缘一般广泛发育同沉积断层或周

期性的暴露侵蚀构造#为烃类物质的运移提供了通

道和输导系统"同时#礁灰岩$碳酸盐岩本身也是一

种很好的储集岩’从盖层方面来说#以二叠纪的碳酸

盐岩和生物礁为储集层#以下$中三叠统浊积岩为盖

层的组合是本区最有利的储盖组合’二叠纪广泛发

育的龙潭组煤系也是很好的盖层%##&’这三方面的优

势决定了本区的生物礁会成为古油藏的产出部位#
而破坏了的古油气藏会残留气苗$油苗#特别是沥青

的显示#有助于进一步推测古油气藏的位置’右江盆

地的沥青显示大多在二叠系生物礁的顶部和侧翼中

呈裂隙型$晶洞型产出%#!&’可以说二叠系存在沥青

或油$气苗的生物礁的位置即代表了古油藏的位置’
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本区金矿’点(与古油藏在空间

上密切相关)两者均产出于二叠系生物礁的核部或

翼部’图#(’某些披覆在生物礁上的层状矿体所在

部位即是古油藏的位置#表现在矿石普遍被碳质污

染#并发现了大量团块状的残余碳质沥青%#)&’

A!流体与右江盆地演化的关系

首先笔者有必要对本区金矿的年龄资料进行分

析’黔西南百地和烂泥沟金矿热液石英的裂变径迹

年龄分别为’E"’>U>’#(C+和’E!’?U>’A(C+%>&"
黔西南金矿热液成矿期的石英及萤石晶体的电子自

旋共振定年’*/N定年(结果为#!@’!!B>’)C+%>&"
金牙金矿床的铅同位素年龄为#A)!E!C+%"&"所有

这些结果均表明本区金矿的成矿年龄为#A)!B>
C+#即中晚燕山期!喜山期早期’表#(#燕山期构

造运动是右江地区金矿成矿作用的主要营造力’同
时本区成矿流体的形成年龄研究也有诸多成果#主
要集中在成矿期石英或方解石中流体包裹体的NL
=/,同位素研究#由于所测定的是包裹体中的流体

年龄#因而可以代表本区成矿流体的形成年龄)金牙

金矿含金黄铁矿或毒砂单矿物包裹体的NL=/,同

位素流体年龄为’!>"U!E(C+%"&"烂泥沟金矿成矿

阶段石 英 和 方 解 石 流 体 包 裹 体 中 的 流 体 年 龄 为

’!@?U!"(C+%"&"戈塘金矿矿石和蚀变矿物包裹体

的NL=/,等时线年龄为#"!C+%"&’所有这些结果

均表明本区成矿流体的形成年龄大于#"!C+#即燕

山运动早期以前’两者结合研究可见#从本区成矿流

体的初步形成至运移成矿#时间相差B)C+或更

多’可见成矿流体在沉淀矿质之前经过了长时间的

演化或迁移#并深深地打上了燕山构造运动的烙印’
本文将有机流体成矿作用与右江盆地演化的关

系归纳为表#’对右江盆地的发展演化意义重大的是

加里东期末的广西运动和海西期末的东吴运动’前者

使右江盆地初步具有台盆相间的格局#开始接受沉

积#盆地进入大陆边缘盆地发展阶段’后者使右江盆

地进入弧后盆地发展阶段’中三叠世末的印支运动使

右江盆地总体挤压$抬升#海水退出右江盆地%##&’
整个拉张断陷阶段和部分坳陷阶段的沉积物均

是良好的烃源岩’烃源岩在沉积压实和地温场的作

用下#一方面排出地层中的建造水#形成初始流体"
另一方面排出可溶有机质#使初始流体演变为有机

流体#这一过程在侏罗纪早期’"#"!C+(完成’有

机流体萃取成矿物质的能力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得到

了充分的证明%#A##B&#在侏罗纪早期’"#"!C+(之前

或更晚’#"!!#A)C+(#有机流体萃取地层中的成

矿物质并逐渐演变为成矿流体’同时#从三叠纪末开

始的约B)C+’#"!!#A)C+(#在本地区没有发生大

的构造运动#有利于有机成矿流体向生物礁核部或

其他构造部位运移聚集’这是油气成藏的过程#也是

成矿流体聚集的过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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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成矿流体与右江盆地演化的关系

V+L&2# *9%&5-1%3,2&+-1%3:.1KL2-H223%,2J6%,R13Q6&51I+3IS%5T1+3QL+:13

B!金矿成矿与古油藏成藏过程的耦合

本文认为右江盆地的金矿与古油藏是同一种有

机流体演化的结果"表!#$下面分阶段来讨论’
在右江盆地中几乎所有的沉积层系均在中三叠

世末进入生油高峰期%##&$这与成矿流体的形成年龄

是一致的’另外$右江盆地金矿床的流体包裹体测温

资料显示矿床的形成温度小于A))W$为中低温环

境%?&$这一温度范围正是右江盆地烃源岩成熟的温

度’因此笔者认为地层所排出的烃类物质即是成矿

流体中有机质的来源$有机成矿流体正是油气发生

二次运移时$从地层中萃取成矿物质而形成的水和

烃类的混溶流体$唯一的区别是其中含有较多的成

矿物质’
"##流体"包括成矿流体及烃类流体#必然在温

度’压力和浮力的共同作用下$沿相同的输导体系

"断裂’渗透性岩石’不整合面#向构造有利部位运

移’由于古生物礁在整个右江盆地的范围内是一个

相对的构造高点$所以流体会向生物礁的核部运移

聚集%#)&’这一过程在传统的矿床学家眼里是一个成

矿溶液"富含有机质#汇集的过程(而在一个石油工

作者看来$是油气的二次运移$并在构造有利部位成

藏的过程’如果从流体运移的角度来看$则这两个效

果同时达到了’流体从烃源岩运移到成藏部位的时

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从三叠纪晚期直到侏罗纪

晚期$右江盆地没有大的构造活动$使这一过程有足

够的时间"B)C+#完成’
"!#右江盆地古油气藏是在燕山早期桂南运动

之前形成的$在燕山运动期间遭受了构造破坏%##&$
而此时正是本区金矿形成的时代$两者之间也许存

在必然的联系!"在古油气藏被破坏之前$含矿溶液

与古油气藏处于液态混溶状态$是动态平衡的’一旦

古油气藏被破坏$就打破了这种动态平衡$改变了系

统的氧化还原环境$必然会导致矿质从含矿溶液中

沉淀出来%#B&’#古油气藏被破坏之前$整个系统处

于还原状态$而被破坏之后处于开放的氧化环境$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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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成矿流体与古油藏演化的关系

V+L&2! *9%&5-1%3,2&+-1%3:.1KL2-H223%,2J6%,R13Q6&51I+3I+30123-%1&,2:2,9%1,

轻的气态烃类物质直接散失"较稠的烃类物质则发

生氧化还原反应"形成O!X和7X!’氧化不完全则

会残留碳质和沥青质’这就是金矿中的碳质和沥青

质污染##)$’$除少数层状矿体之外"右江盆地金矿

体大多赋存于燕山运动所形成的断裂构造中"这些

断裂构造是烃类散失的主要通道##)$"这也说明了古

油气藏的破坏所产生的环境改变对金矿形成的重要

意义’
在成文过程中!受到李思田教授的指点!在此表

示诚挚的谢意！

参考文献!
##$Y+,310%+-F7"O23I2,:%3ZO7"[31K2N4"2-+&’
O;I,%-.2,R+&Q%&IR132,+&1\+-1%313-.2G1-H+-2,:,+3I
L+:13#4$’(+-5,2"#??""AE>%E!)=E!B’

#!$<5:-]12H10\C/"[H12013:]+Y’X,Q+310R+--2,13-.2
5KK2,/1&2:1+3&C1::1::1KK1$+&&2;JV;K2’M3JDLI2K%:J
1-:"D%&+3I#4$’*0%3<2%&"!))#"?B&"’%?E#=??!’

#A$O5&234Y"7%&&1:-2,4G’V.2%1&JL2+,13Q7+,&13J-;K2
Q%&II2K%:1-:%6S+3]22L+:13"F&&1Q+-%,N1IQ2I1:-,10-"

(29+I+#4$’*0%3<2%&"#???"?B&"’%#)!?=#)@)’
#B$<+,923/"D2,:%3C F"/92,T23:];^F’<232:1:%6
:-,+-+L%53I%,2I2K%:1-:13-.2C1I0%3-1323-L+:13:%6
(%,-.FR2,10+#4$’FR2,10+34%5,3+&%6/012302"#??A"

!?A%B?"=@>E’
#@$涂光炽’低温地球化学#C$’北京%科学出版社"#??E’
!>>’
V5<M’_%HJ-2RK2,+-5,2Q2%0.2R1:-,;#C$’Y21T13Q%

/012302D,2::"#??E’!>>’
#>$朱赖民"刘显凡"金景福"等’滇=黔=桂微细浸染型金

矿床时 空 分 布 与 成 矿 流 体 来 源 研 究#4$’地 质 科 学"

#??E"AA&B’%B>A=B"A’
M.5_C"_15‘P"4134P"2-+&’V.2:-5I;%6-.2
-1R2J:K+02I1:-,1L5-1%3+3I:%5,02%6%,2J6%,R13Q6&51I
6%,-.26132JI1::2R13+-2IQ%&II2K%:1-:13-.2S533+3J
<51\.%5J<5+3Qa1+,2+#4$’/0123-1+<2%&%Q10+/1310+"

#??E"AA&B’%B>A=B"A’
#"$胡瑞忠"苏文超"毕献武’滇黔桂三角区微细浸染型金矿

成矿热液的一种可能性的演化途径%年代学证据#4$’矿
物学报"#??@"#@&!’%#BB=#B?’
O5NM"/5G7"Y1‘G’FK%::1L&229%&5-1%3H+;%6
%,2J6%,R13Q.;I,%-.2,R+&6&51I6%,-.27+,&13J-;K2Q%&I
I2K%:1-:13-.2S533+3J<51\.%5J<5+3Qa1-,1+3Q&2+,2+
#4$’F0-+C132,+&%Q10+/1310+"#??@"#@&!’%#BB=#B?’

#E$刘建明"叶杰"刘家军"等’论盆地流体成矿(成烃作用的

耦合关系#4$’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A’%

#>B=#"#’
_154C"S24"_1544"2-+&’X1&+005R5&+-1%3+3I%,2J
6%,R+-1%3#4$’Y5&&2-13%6C132,+&%Q;"D2-,%&%Q;+3I

EA



!第#期 !向才富等!有机流体成矿作用与古油藏成藏作用相互耦合

<2%0.2R1:-,;"!)))"#?#A$!#>B=#"#’
%?&张志坚"张文淮’黔西南卡林型金矿成矿流体性质及其

与矿化的关系%4&’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B##$!"!="E’
M.+3QM4"M.+3QGO’Z392:-1Q+-1%313-%R2-+&&%Q2310
6&51I62+-5,2137+,&13J-;K2Q%&II2K%:1-:+3I1-:,2&+-1%3
-%R132,+&1\+-1%313/%5-.H2:-<51\.%5D,%91302%4&’
*+,-./102302’4%5,3+&%67.13+83192,:1-;%6<2%:01J
2302:"#???"!B##$!"!="E’

%#)&庄汉平"卢家烂"傅家谟"等’黔西南两种成因类型的卡

林型金矿床%4&’科学通报"#??E"BA#?$!?""=?E!’
M.5+3QOD"_54_"P54C"2-+&’VH%-;K2:%6
7+,&13J-;K2Q%&II2K%:1-:13/%5-.H2:-<51\.%5%4&’
7.132:2/012302Y5&&2-13"#??E"BA#?$!?""=?E!’

%##&中国石油地质志编写组’中国石油地质志#卷##$%C&’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E"’#=#@#’
V.27%RK1&2<,%5K%67.132:2D2-,%&25R <2%&%Q;’
D2-,%&25RQ2%&%Q;%67.13+#$%&’##$%C&’Y21T13Q!

D2-,%&25RZ3I5:-,;D,2::"#?E"’#=#@#’
%#!&施继锡"余孝颖"王华云"等’古油藏(沥青及沥青包裹

体在金属成矿研究中的作用%4&’矿物学报"#??@"#@
#!$!##"=#!!’
/.14‘"S5‘S"G+3QO S"2-+&’V.2,%&2%6
+30123-%1&,2:2,9%1,:"L1-5R23:+3IL1-5R23130&5:1%3:
13R2-+&&%Q232-10,2:2+,0.%4&’F0-+C132,+&%Q10+/131J
0+"#??@"#@#!$!##"=#!!’

%#A&庄汉平"卢家烂"傅家谟"等’原油作为金运移的载体!
可能的 岩 石 学 与 地 球 化 学 证 据%4&’中 国 科 学 #̂ $"

#??E"!E#>$!@@!=@@E’
M.5+3QOD"_54_"P54C"2-+&’7,5I2%1&+:-.2
0+,,12,%6Q%&II5,13QR1Q,+-1%3!K%::1L&2&1-.%&%Q10+&
+3IQ2%0.2R10+&291I2302%4&’/012302137.13+#/2,12:
$̂"#??E"!E#>$!@@!=@@E’

%#B&F3I2,:%3<C’X,Q+310R+-5,+-1%3+3I%,2K,201K1-+-1J
%313/%5-.2+:-C1::%5,1%4&’*0%3<2%&"#??#"E>!

?)?=?!>’

#$%&’()$*$+,’%-)*./0123$-4521$6)(70804%$9’%7$*#-:)4’*4)(6,$%%2-’()$*
($;99:&:-’()$*’*45)612%6)$*$+<2(%$-2:&)*=$:>)’*?@’6)*"A$:(B,B)*’

‘1+3Q7+165#"M.5+3Q‘13Q5%#"_5S%5R13Q!"_1453.%3QA

##!"#$%&’()*+#,’-./0)%,$/0"1-23#4325/,02’()*6/)0$2/3$/0"7%-#3 BA))"B"1-23#)!!8-/
9#,23/+:;&),#’2)31)<;#3()*=-/3>&2?2&"2/&@"A)3>(23> !@"!A""1-23#)A!8-/A)$%</3’#3@
B3*),<#’2)31/3’/,"1-23/0/C$#@/<()*=$2/3$/0"7%-#3 BA))"#"1-23#$

;76(%’9(!V.2Q232:1:%6-.27+,&13J-;K2Q%&II2K%:1-:13-.2S%5T1+3QL+:13"/%5-.7.13+".+:+
0&%:2,2&+-1%3:.1KH1-.-.229%&5-1%3%6-.2+30123-%1&,2:2,9%1,:’Y%-.N+R+3:K20-,%:0%K;+3+&;:1:%6
-.26&51I130&5:1%3:+3IQ+:0.,%R+-%Q,+R+3IR+:::K20-,5R+3+&;:1:%6-.22a-,+0-192:6,%R-.2%,213J
I10+-2%005,,2302:%6+L53I+3-%,Q+3100%RK%53I:’V.2Q%&II2K%:1-:+&:%.+92+0%3:1:-23-:K+-1+&I1:J
-,1L5-1%3H1-.-.2+30123-%1&,2:2,9%1,:’Y%-.%6-.2R%005,13-.20%,2%,%3-.26&+3]%6-.2D2,R1+3
,226’F00%,I13Q-%-.2+3+&;\2I.1:-%,;%6-.2S%5T1+3QL+:13"-.2%,1Q13+&6&51IH+:6%,R2II5,13Q-.2
,16-13Q+3I2+,&;I2K,2::1%3:-+Q2#"#"!C+$%6-.2L+:13’Z3-.26%&&%H13Q+KK,%a1R+-2&;B)C+##"!=
#A)C+$"-.2,22a1:-:3%:-,%3Q-20-%310R%92R23-13-.2S%5T1+3QL+:13’Z-1:+9+1&+L&26%,-.2%,1Q13+&
6&51I-%R1Q,+-213-%-.20%,2%,6&+3]%6-.20+,L%3+-2K&+-6%,R+3I%-.2,:1R1&+,,2:2,9%1,:’V.2%,1Q13+&
6&51I-5,32IQ,+I5+&&;13-%%,2J6%,R13Q6&51II5,13Q-.2R1Q,+-1%3’V.1:K,%02::1:+&:%-.2R1Q,+-1%3%6
-.2.;I,%0+,L%36,%R-.2R+-5,2I:%5,02,%0]:’V.2Q%&II2K%:1-:H2,26%,R2I+3I-.2+30123-%1&,2:J
2,9%1,H+:I2:-,%;2I13S23:.+3-20-%310R%92R23-’Z-1:-.2I2:-,%;13Q%6-.2+30123-%1&,2:2,9%1,-.+-
0+5:2I-.2+005R5&+-1%3%6-.2%,2J6%,R13Q2&2R23-:-%6%,R-.2%,2I2K%:1-:’Y+:2I%3-.2+L%926+0-:"
-.1:K+K2,K,%K%:2I-.+--.2Q%&II2K%:1-:+3I-.2+30123-%1&K%%&:H2,2K,%I50-:%6-.2:+R26&51I131-:
I1662,23-:-+Q2:%629%&5-1%3’

C20D$%46!7+,&13J-;K2Q%&II2K%:1-)%,2J6%,R13Q6&51I)%1&+3IQ+:K%%&)S%5T1+3QL+:13’

?A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第!"卷

<,机与数控机床的远程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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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型数控机床在我国

的应用日趋广泛#也是我国机床市场需求量最大#销
量最高的机床’其数控系统一般以C7/=@#系列E
位单片机为核心#通常是手工编程#由系统自带的编

译程序进行检错和编译’但手工编程十分繁琐#它不

仅对工人有较高的要求#而且也降低了数控系统的

利用率’如果多台同类数控系统同时进行小批量$多
品种生产#由一名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用一台D7
机或工控机统一编程#然后由各分机调用#将大大提

高编程和加工效率’根据实际应用需要#笔者研制出

一套数控机床和D7机的远程通讯系统#用于钎头

加工的工艺上#效果良好’
!!系统结构

本系统由一台上位机%D7机&和数台下位机%数
控系统&组成’其基本原理如下"上位机存储大量由

专门技术人员按Z/X国际标准语言编译好的程序#
并翻译成数控系统能识别的机器代码#供下位机进

行调用’对于处于下位机位置的数控机床来说#当程

序较为简单时#可以由操作员自己进行编辑#当程序

较复杂或上位机已有所需的程序时#可以切换到通

讯状态#输入所需调用的程序号#系统将从上位机把

程序段存入该机床#同时显示调用的程序号’
上位机为D7机#使用 G13I%H:操作系统’下

位机是以C7/=@#单片机为核心的 /̂/O#4G[#
4(#7(7等系列数控系统’由于 C7/=@#系列单

片机内有一个串行Z(X端口#为数控系统预留了通

讯接口#从而给本系统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条件’通

常#系统处在工业环境中#工作条件较差’本系统选

用的N/=BE@串行接口标准以差分平衡方式传输

信号#传输速率高#传送距离远#采用双绞线#不用

C%I2R的情况下#在#))]L1-(:的速率时#可传输

的距离为#’!]R#若速率降到?>))L1-(:#则传输距

离可达#@]R’同时N/=BE@串行接口标准具有很

图#!通讯系统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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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抗干扰能力#并允许一个发送器驱动多个负载

设备#确保了系统的可靠性’在此处N/=BE@通讯

是一种半双工通讯#发送和接收共用同一物理信道#
在任一时刻只允许一台单机处于通讯状态#这个问题

通过软件来解决’系统上位机和下位机的连接如图#
所示’

系统开始运行后#先设定上位机的状态#然后#
上位机轮流发送各个机床的机床号%每一台数控机

床都有一个唯一的机床号&#并随时响应通讯请求’
当数控系统需要从上位机调用加工程序时#首先使

数控系统处于编辑状态#按下双键#=#%在#=#
功能转入表设置一条指令转入通讯功能软件&#将数

控系统切换到通讯状态#然后数控系统自动进入中

断接收数据方式#如接收到的D7机循环送出的机

床号为自身机床号#数控系统立即回送自身机床号#
并送出所需调用的程序号’上位机接收到回送的机

床号以及调用的程序号后#立即查找对应的程序号#
将程序代码送给数控系统#如数据正确#数控系统结

束通讯状态并显示程序号#而上位机又转入循环发

送机床号的状态#准备响应其他机床的调用请求’
"!D7机与数控系统通讯的接口电路

在D7机与数控系统通讯的接口电路中#使用

了N/!A!=BE@转换器#该转换器使用方便#无须外

接任何电路#就可以进行通讯#有较强的驱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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