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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荐读

胶东焦家金矿矿化网络研究及对蚀变/矿化过程的启示

胡换龙，刘双良，范宏瑞，杨奎锋，左亚彬，蔡亚春

胶东焦家金矿为研究构造蚀变岩型金矿控矿构造网络特征和构造−蚀变−矿化演化过程提供合适的对象 . 各蚀变带动

态重结晶石英类型记录相应的形成温度 . 矿化期各蚀变带内平均水/岩比值变化、成矿流体酸性变化等受动态重结晶石英分

形维数、粒度等显微构造控制 .宏观与显微裂隙组成菱形网络并共同控制蚀变/矿化流体运移就位 .不同蚀变带内古差应力强

度、动态重结晶石英粒度和分形维数差异是浸染状和脉状矿体产出的主要控制因素 .

以上成果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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