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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口铅锌矿区含矿系的沉积相分析

陈 耀 钦

(广东地矿局区调大队 )

’

凡口特大型层控铅锌矿床位于广东北部
,

矿体产于中上泥盆统底部碳酸盐岩中
。

近年来
,

研究者络绎不绝
,

已有大量宏观和微观资料证实其属强烈改造的层控矿床 (涂光炽等
,

1 9 8 4 ,陈

耀钦
,

1 9 82 )
.

但对含矿系沉积相分析分岐较大
,

部分研究者认为存在叠层藻组成的藻礁 ;有人

认为是由叠层石与层孔虫
、

珊瑚等组成的混合礁
;
还有人否认礁的存在

。

本文仅就这个问题进

行讨论
。

下面按层位 0 自下而上进行相分析
,

借以研究含矿系沉积环境的演化及矿源层存在的

部位
。

一
、

桂头组 ( D Z; )

本组是本区加里东运动后盖层最底部的一个组
,

呈角度不整合盖在寒武系八村群之上
。

岩

性全是陆源碎屑岩
.

下段是紫红色
、

灰白色中厚层至厚层状石英砂岩
、

粉砂岩夹粉砂质页岩及

2一习层层间砾岩
,

底部有 1一 1 0那 厚的底砾岩
。

全段厚 切一 2 0 0阴 ;
上段的上部为灰黑色

、

紫红

色薄层粉砂质页岩夹粉砂岩
;
下部为紫红色中厚层状粉砂岩及石英细砂岩夹粉砂质页岩

,

底部

为砂砾岩
.

全段厚 80 一 1 1 0二
。

据对矿区北部及东北部的仁化胡坑剖面的观察
,

其底砾岩的砾石成分主要是石英和隧石
,

有时见少量板岩
。

砾径 2一 3。
,

圆度和分选均较好
,

胶结物硅质为主
,

杂基质不多
。

砾岩上部的

砂岩中能见到冲洗层现和反粒序层理等
。

砂岩的镜下鉴定 (包括矿区岩心砂岩样品 )表明
:

其中

石英含量一般大于 8 0一 90 %
,

含稳定重矿物错石
、

电气石等
,

未见不稳定矿物
,

硅
、

泥铁质胶

结
.

说明其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都较高
。

中上部的泥质粉砂岩和粉砂质泥岩中杂基质增

多
,

成分成熟度仍很高
,

但结构成熟度却偏低
。

这是因为细砂级以下的石英悬浮搬运的结果
。

从

O 广东地科所
,

南颐等
.

19 8 2 对粤北泥盆系划分有新方案
,

但由于区内具体变动界线一时难于掌握
,

故本文暂按矿区原

划分方案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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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类标志可说明桂头组的沉积相应是由下部的前滨相向上过渡为近滨相的沉积
.

二
、

东岗岭组 ( D Zd )

下段 (马砂 )
:
地表所见主要是灰紫

、

黄灰及灰白等色的粉砂岩
、

泥质粉砂岩及中细粒石英砂

岩
。

矿区钻孔岩心为
:
下部为浅灰到深灰色砂岩

、

粉砂岩
、

页岩夹薄层灰岩或白云岩 ,上部以灰

岩
、

白云岩为主夹砂岩及粉砂岩
,

厚度 9 1。
。

砂岩的成分和结构成熟度都很高
。

在胡坑剖面的粉

砂岩中还见有鱼化石 (沟鳞鱼 丑以加诫声̀ sP
.

,

以及轮藻
、

海百合茎和腕足等
,

说明该层位是近滨

相沉积
。

但矿区内夹有较多的灰岩和白云岩
,

并自下而上增多
,

这是因为矿区处于西部碳酸盐

台地 (清水环境 )与东部滨岸碎屑岩 (浑水环境 )沉积的过渡带
。

这个过渡带随海侵而自西向东

迁移
,

矿区邺J自下而上碳酸盐岩增多
。

上段 ( D
Z
砂)

:

上部为白云岩或白云质灰岩
、

鲡状灰岩夹生物灰岩及薄层粉砂岩
;
中部为波纹

状或层纹状叠层石泥晶灰岩为主夹轮藻灰岩 (或白云岩 )条带状灰岩及薄层粉砂岩和页岩等
.

常见鸟眼
、

干裂及冲刷等沉积构造
.

下部及底部为深灰至灰黑色泥质粉砂岩及页岩夹薄层白云

岩或灰岩
。

在碳酸盐岩中生物化石较丰富
,

镜下常见有腕足
、

棘皮
、

介形虫
、

藻类
、

三叶虫及瓣鳃

等
,

并且普遍含较高的陆源碎屑
.

据统计陆源石英为 1。一 25 %
,

此夕f还见有白云母
、

泥质及有

机质等
.

说明它属滨岸碳酸盐台地相沉积
,

而其中又以开阔台地相为主
,

间有短暂的潮坪和局

限台地相
。

如
:
层纹状叠层石泥晶灰岩及鸟眼

、

干裂和冲刷面等沉积构造就是潮坪和局限台地

相的标志之一
。

本组的上段是碎屑岩沉积转向碳酸盐沉积之间的过渡带
,

也是环境由偏酸性向偏碱性过

渡部位
,

是有利于 乃
、

玩
、

伪 等多金属沉淀富集的部位 (涂光炽等
,

198 4 )
。

既是本区矿源层之

一
,

也是重要赋矿层位之一
。

三
、

天子岭组 ( D
3` )

下段 (仇约
:
岩性主要是深灰色厚层状鲡状灰岩

、

瘤状灰岩夹条带状灰岩
、

藻团粒灰岩及泥

灰岩等组成
.

底部常为大同心 圆状灰岩及亮晶鲡状灰岩
,

厚度 9 0一 11 5。
。

岩层中含较多有机

质
,

并普遍有黄铁矿化
,

中上部赋存巨大的铅锌
、

黄铁矿体
,

是本区最主要的含矿层位
.

图 1 方格层孔虫 单偏光

( 2
.

5 X 6
.

3 ) D :护

P la n e 一 op la r i z
ed l场h t ( 2

.

5 X 6
.

3 )

D 昌护

所谓大同心圆状灰岩
,

为球状或半球状环带
,

大小多 1 0一 20 二 (个别达 30 娜 )
,

经镜卞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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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环带主要是方格层孔虫 (图 1 )
,

或方格层孔虫与叠层藻相间组成
。

层孔虫是全世界范围内

泥盆系的主要造礁生物之一
。

如
:

北欧
、

西欧和北美以及中国的贵州
、

广西
、

湖南等地都很常见
。

本区则均在 3D 护的底部
,

东起 20 2
八

` ,

西 至
2 01 八

。

的范围内都能见到 ( 图 2 )
。

其厚度 由数厘米到

1 5 ,
。

这无疑是水动力能量较高的产物
。

但是
,

本区层孔虫的数量不多
,

坑道中所见一般不超过

1 0一 15 %
,

没有构成大面积抗浪的骨架层
,

即生物礁
。

个别钻孔中层孔虫虽较密集
,

但最多也只

能构成点礁
。

不过本区 aD 护底部亮晶颤状灰岩却很发育
,

因此定为浅滩更为合适
。

有的研究者

统称其为礁滩相 0也是勉强可以的
.

但是这个滩并不是生物建造的岩隆
,

而是构造运动塑造的
,

.

结果
.

从面上来看
,

这个时期区内大致可分为三个相
,

即浅滩相
、

滩后半局限泻湖相和滩前斜坡
相及陆棚相

.
】

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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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天子岭组下段 ( D 3
哟

:

沉积相分布略图 (据吸孝阳
,
1 9 8 3

,

相图修改 )

确
.

2
.

压舅汕以蜘 of 喇访柳砚如梦扣
<

俪 认伽 友砚脚 州白刃肠冲 oj t加

犷妇己威动g 抓万 , 砚蜘 ( D。护 ) ( m de if ide f r o m W
e n X 谊o y a n s

,
1 98 3 )

.

1
.

浅滩相
:

主要为亮晶鲡状灰岩 (图 3 )
、

大同心圆状灰岩
,

亮晶生物灰岩
、

亮晶生物鲡状灰

岩
、

亮晶砂屑腼状灰岩以及部分生物微晶灰岩等
。

总的特点是基质以亮晶为主
,

颗粒成分中除

常见颐粒 (主要是藻鲡 )外
,

有较多陆源碎屑和生物碎屑
。

其中生物屑全是异地搬来的骨屑
,

主

要包括腕足
、

珊瑚
、

海百合
、

苔醉
、

介形虫
、

瓣鳃
、

腹足
,

少量海绵骨针和竹节石等
。

说明生物屑来

源很广泛
,

既有碳酸盐台地上底栖生物
,

又有较深海洋上的浮游生物
,

表明浅滩上水体与广海

连通条件良好
,

但又靠近古陆
,

因为岩石中又有较多陆源碎屑
。

“
·

滩后半局限泻湖相
:

由于本区浅滩的封闭条件不大好
,

故滩后只能是半局限的
,

所 以共
区也就没有形成像桂北

、

湘中等许多层控铅锌矿区中所见到 的由枝状层孔虫 (肋
:神卿

。 )灰岩

组成的典型礁后泻湖相
.

相反
,

却见较多正常海生物化石
。

但它又与开阔台地相不同
,

表现在

蓝绿藻类特别发育
,

因而形成了大量藻结核灰岩
,

含砂藻层纹状灰岩
,

含粉砂藻团粒灰岩等
。

这

种藻类主要适于水浅
、

阳光充足和较安静的环境中大量繁殖
。

根据对湘
、

桂
、

粤
、

赣四省中泥盆

. 沮孝阳
.
1 9 8 3

,

广东凡口铅锌矿 区
,

层
、

相位联合控矿规律及其找矿意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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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含砂亮晶藻鲡灰岩 单偏光

( 3
.

2 X 10 )D沪

F地
.

3
.

Sa n d y s Pa rt y a】ga l

加石 tci li m se t o n .e

Pl a n e-加加 r泣de li hg t ( 3
.

Z X

10 ) D
s护

世泥积相的研究表明
,

这类藻主要发育于局限台地相中 (杨振强
,

1 9 8 5 )
.

另方面看
,

虽有较多正

常海生物
,

但多是异地搬来的碎屑
,

并且基质主要是泥晶
,

常形成生物微晶一泥晶灰岩和含碳

砂质泥晶灰岩 (图 4) 等
,

说明属低能环境
。

因此
`
我们定其为滩后半局限泻湖相

。

正由于此

相蓝绿藻类非常发育
,

产生了丰富的有机质和灰泥 二加之地处古陆边缘
,

有较多矿质来源
,

所以

为矿源层的形成创造了扭有利条件
。

图 4 含有机质 (黑色沿层理分布 )和砂质 (白色

粒状 )的泥晶灰岩 正交偏光 (2
.

5 x 6
.

3) D沪

R s
.

`
.

M je r it。 奋i th 。玛 a n ie ma
t t e r ( b l a e k

,
d is t r i b、、喇

a l on g ht e
加 d d i n g P la n e ) a n d sa n d ( w hi t e ,

gr a n ul a r )
.

0 此 op la r 1Z
目 l诏h t ( 2

.

5 X 6
.

3 ) D 3 t’

图 5 竹节石 单偏光 ( 4 x z 6 ) D沪

F lg
.

5
.

aT b as he er
.

P la n -e Po la r肠ed

il hg
t ( 4 X 16 ) D沪

3
.

滩前斜坡相和陆棚相
:

岩性主要为生物微一泥晶灰岩
,

含内碎屑生物灰岩
,

含菱铁矿决
岩和泥灰岩等

。

其中除内碎屑生物灰岩为斜坡相歼
,

其余岩性都是陆棚相产物
.

生物属正常浅

海生物
,

如
:

腕足
、

棘皮
、

苔醉
、

腹足外
,

还有较多广海漂来的生物
,

如
:

竹节石
、

海绵骨针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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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段 ( D扩 )
:

下部为灰黑色瘤状灰岩
,

条带状灰岩
,

含粉砂内碎屑灰岩等
。

富含有机质和藻

灰结核 ,中部黄铁矿化碳质灰岩和泥灰岩
;
上部黑色瘤状

、

条带状灰岩
。

厚度共 1 00 一 1 5 0。
。

镜下观察
:
各类灰岩的总特点是含蓝绿藻很丰富

,

并常含一定数量的陆源砂和正常海生

物
,

但基质是泥晶
。

除蓝绿藻 (有时具藻丝体一葛万藻 )外
,

还见较多努亚藻
竹
轮藻等

。

生物化石

常见有腕足
、

腹足
、

瓣鳃
、

棘皮
、

介形虫
、

苔鲜
、

有孔虫
、

海绵骨针等
,

局部海绵骨针很集中
。

此段

也是滩后半局限泻湖相
。

是本区矿源层之一
,

也是重要储矿部位
。

上段 ( aD 约 :
下部为灰黑色花斑状灰岩

、

瘤状灰岩和条纹状
、

花斑状白云质灰岩
;
中部为灰

黑色泥灰岩夹薄层灰岩 ;上部灰黑色厚层状花斑状灰岩
、

少量白云质灰岩和粉砂质泥岩
。

厚度

5 0一 150 m
。

为区内重要含矿层位之一
,

但局部缺失
。

镜下鉴定主要为生物泥晶灰岩
,

生物种属

繁多
,

有棘皮
、

介形类
、

腕足
、

有孔虫
、

苔鲜
、

海绵骨针和少量竹节石 (图 5 )
,

蓝绿藻类大为减少
.

说明其沉积环境比 aD护开阔
,

属碳酸盐开阔台地相
,

除大量正常海生物外
,

还有较多广海漂来

的竹节石和海绵骨针等
。

四
、

晚泥盆世帽子峰组 (几仍 )

下部灰黑色薄层条带状粉砂岩夹砂质页岩
、

白云质粉砂岩
、

薄层 白云岩 ; 中下部为青灰色

中厚层状石英砂岩
、

粉砂岩夹砂质页岩 ;中上部及上部为灰黑色薄层状粉砂质页岩夹粉砂岩 ;

顶部石英砂岩
。

具交错层理
。

镜下观察
,

砂岩以石英为主
,

一般在 70 一 80 %以上
,

为次棱角到棱

角状
。

次有白云母片 3一 5%
,

杂基可达 10 一 15 %
.

,

有部分为硅质胶结
,

也有部分为灰质胶结
,

常含有分散状黄铁矿微粒
,

岩石分选性良好
,

成分成熟度较高
,

但结构成熟度偏低
。

因此这个组

主要是近滨低能带沉积
。

该组也见有黄铁矿
、

铅锌矿体
,

它是成岩期后改造时
,

成矿物质沿断裂带充填的结果
。

综上所述
,

本区整个含矿系 (即整个泥盆系 )的沉积是一个完整的沉积旋回
,

从下而上是前

滨相
,

近滨相到中部的开阔台地相
,

局限海台地相
,

毯鲜相
,

半局限泻湖相
,

开阔海台地相到上

部的近滨相
。

相应的岩性由碎屑岩到碳酸盐岩再到碎屑鲁
。

而沉积环境从氧化
、

酸性到弱还原
、

弱碱性再到氧化
,

酸性
。

其中中部东岗岭组上段和天子岭组下段
、

中段是形成矿源层的有利地

段
,

也是本区矿体主要赋存部位
。

同时也是区域上找矿的目的层
。

本文谬误之处
,

望研究者
,

特别是该区实际工作的同志指正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1」涂光炽等
,

19 84
,

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
,

第 1卷
,

科学出版社
。

〔2」陈耀钦
,
1 982

,

试论凡 口大型层控铅锌矿床的地质特征及矿床成因
。

沉积学报
,

第 2卷第 3期
。

【3〕杨振强
,
1 9 85

,

华南中泥盆世化石藻
、

隐藻灰岩及其古环境意义
。

中国地质科学院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所

刊
,

第 9 号
。



19 58 年 第 2 期 凡口铅锌矿区含矿系的沉积相分析 2 1

T h e A n al y s i s o f S e d im e n t a r y F a e i e s i n t h e O r e 一
B e 鱿 i n g

S u e e e s s i o n o f t h e F a n k o u L e a d
一
Z i n e O r e D i s t r i e t ,

G u a n g d o n g P r o v i n e e

C h e n Y a o q i n

( R
e g io n a l G e o l o g i ca l S u r v e y aP

r t y , G u a n g d o n g B u r e au

o f G e o l o g y a n d M i n e r a l R e s o u r e e s
)

A b s tr a C t

T h e e x e e P t io n a l ly la r g e s e a l e s t r a t a b o u n d F a n P o u l e a d
一 z in e d e P o s i t li es in n o r th e r n G u a n g d o n g

rP
o v i n e e ·

T h e o r e b o d i es a r e e o n f i n e d t o
ca

r b o n a t e r o e k s i n t h e b a sa l p a r t o f th e
M id眼

t o U p讲 r D e v 。

n ia n .

nI ht e
rP

e父n t aP pe r eS d如
e n t a r y f a C i e S i n th e o r e 一be ar i n g s e r ie s h a v e be e n d is t i n写冲ls h e d f r o m th e

b a s e of ht e su c ce ss i o n u P w a dr .s

hT
e G u i t o u

OF rm iat
o n ( D Zg )

e o n s i s ts m a in l y o f P u r P l ihs
r e d f i n e 一g r a i n e d e la s t i e r o e

灿
n t e r

ca la t e d

W i t h m u ds t o n e a n d a s m al l a m o u n t o f c o n g lo m e r a t e a t t h e b ase
.

S w a
hs

e r o ss
一

b e d d i n g 15 v i咖 le i n th e

sa n d s t o n e s w i th h ig h e o m Po s i t i o n a l a n d t e x t u r a l m a t u r i t ie s , i n d i ca t in g a e o a s t a l f a e i es
.

T h碑 l o w e r

m e

mb
e r o f ht e D o n s g a n s l i n g F o r m a ti o n

( D
Zd

a

) 1
5 m a d e u p o f 训

r p li s h g r e y a n d s r e y ihs
一w h i te 咖口i u m

a n d f i n e 一 g r a in e d e l a s t i e s in t e r b e dd e d w it h m u d s t o n e e o n t a in i n g f o ss i ls s u e h a , f i s h , e h a r o Ph夕冲s ,

e r i n o id s , b r a e h i o Po d s a n d 5 0 o n ,
i n d i e a t i n g n e a r s h o r e f a e i e s

.

T h e u P pe r m e m b e r o f t h e f o r m a ti如

(n 刃
b

)
, o n e o f t h e m o s t im p o r t a n t o r e 一 b e a r i n g h o r i z o n s , 15 e o m卯 s e d o r l im e s to n e s a n d d o l o垃i t i e lim e -

s t o n e s

hw ie h e o n ta i n a l g a e , o o i d s , a b u n da n t f o ss i l s o f n o rm a l m a r i n e o r g a n is m s as w e l l as b i r d ,s
一 e y e

s t r u e t u r e s , d e s i e ca ti o n e r a e k s a n d s e o u r s t r u e tu r e s ,

i n d i e a t i n g a m o s t l y o ep n e a r b o n a t e P la t f o r m e n v i -

r o n m e n t
, o e

ca
s io n a l l y r es t r ie te d Pl a t f o r m fa e i e s

.

A s f o r t h e iT a n z i li n g F o r m a t i o n , th e l o w e r m e m be r

( D s t
.

) e o n is s ts o f n od u l a f a n d o o l i ti e a lg a 一 b e a r i n g l im e s t o n e a n d m a r l a s w e l l a s 脚 te h r e e f s a t t h e b as e
.

T h e r e e -f b u i ld i n g o r g a n i sm i n e l u d e s D泪刀哪加必an to脚
,

a a n d s tr o m a t o li t i e a l g a e
.

hT i s m e m b e r m a y be f u r -

th e r s u b d iv id e d i n t o t h r e e fa e i e s :
( 1 ) b e a e h fa e ie s ; ( 2 )

s e m i
一 r e s t r i e t e d b a e k

一

b e a e h l a g o o n fa e ie s a n d

( 3 ) f o r e 一 b e a e h s lo pe fa e ie s
.

hT
e m i d d le m e m b e r ( D

s
户)

, w h ihc 15 t h e im Po r ta n t s o u r e e b ed a n d t h e

m a i n o r e 一 b e a r i n g h o r i z o n i n t h e a r e a 一 e o n s i s ts o f g r e y ihs b l a e k n od u la r l im e s t o n e 一 b a n d e d l im e s t o n e

a n d s ll t y in t r a e la s t ie l im e s t o n e w h i e h e o n t a in a b u n d a n t o r g a n i e m a t te r a n d b lu e一 geer
n a l g a e

.

T he u P pe r

m e m b e r ( D a t
c

)
e o m p o se d o f g r a n o p h y r i e l im es t o n e a n d d o l o m i t i e l im e s t o n e b e l o n g t o o Pen Pl a t f o r m 纽

-

e ies
.

hT
e M a o z i fe n g oF

r m a t i o n
( D

s m ) 15 e o m Po se d o f b l a e k is h g r e y s i lt s t o n e i n t e r
ca l a t e d w i th sa n d y

s h a le
,

d o l o m i t i e s il t s t o n e a n d q u a r tz o se sa n d s t o n e , a n d a r e lo w
一 e n e r g y n e a r s h o r e d e Po s i ts

.

nI b r ie f , th e o r e 一 b e a r i n g s u e e e ss i o n e x h i b i ts a e o m P l e t e se d im e n ta r y e y e le w h i eh Pa ss e s f r o m

e o a s ta l 加 e i e `~
。 pe n P la t f o r m f a e ie s

~
s e n l i

一 r e s t r i e t e d P l a t f o r m f a e沁 s
一

o pe n P l a t f o r m fa e i e s
一

e o a s t a l



岩 相 古 地 理 ( 2 )

加 c ie s , 1
. e

.

e l a s t le r o e k ~
e a r b o n a t e r o e k一

e la s ti e r o e k
,

w h e r e a s t h e s e d im e n ta r y e n v i r o n m e n ts r a n ge

fr o m O烈 di z i n s an d
. a c id i o t h r o

够h w e a k ly r ed u c in s a n d W e a k l y a lk a li n e to o x id i z in g a n d a c id ic e n v i-

or
men

n is
·

丁卜. u peP
r 钾e m b e r o f th e D o n g sa n g l i n g oF

r m a ti o n a n d th e l o w e r a n d m i dd l e m e m b e sr o f t h e

lT an
z il in g F O r m a t i o n 、 a r e t h e t a r g e t s t r a ta f o r o r e e x P lo r a t i o n i n ht is r e g io n

.

《岩相古地理 》征稿简则

一
、

本刊从 19 8召年起
,

归口 由地质矿产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主办
,

并是与地质矿产部岩相古地理工作

协作组共同负贵编辑的有关沉积相
.

、

古地理及其与沉积
、

层控矿床关系等方面的综合性连续出版物
.

办刊中将

始终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
、

为地质找矿服务
,

并为促进和发展岩相古地理研究和学科水平而努力
.

本刊的发行主要面向全国地质生产
、

科研和教学单位的广大地质工作者
.

二
、

本刊主要刊载沉积相
、

古地理研究的成果
、

论文和学术著作
,

也包括典型经验的总结性文章和学木讨

论
、

评论
、

国内外动态与进展
、

工作方法及论著的评述以及某些相关学科的知识普及等方面
.

不转载已公开发

表的文章
,

一般不刊登译文
。

三
、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

1
、

成果论文及
“

讲座
”
文稿一般不超过 9 00 0 字 (6 个版面 ) ,综合性

、

评述性等方面稿件一般不超过 30 0。一

6 00 0 字 (2 一 4 个版面 )
,

报道性稿件不超过 1 00。 字 l( 个版面 )
。

2
、

文稿须用钢笔或毛笔在方格稿纸上以楷书横写
.

简化字
、

标点符号
、

计量单位的使用均应按国务院颁布

的有关规定
。

3
、

附图用黑墨水绘在透明纸上
,

所有文字注记均需植字
.

所有附图均用线比例尺
.

图号
、

图名
、

图注均放在

附图框线外的下方
。

凡涉及国境线的图件
,

应在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同比例尺最新出版本 的地理素图上绘制
,

并正确标注外国

国名
。

4
、

照片应为黑白片
,

图象要清晰
.

所有照片均随文编排并与插图一起按顺序编号
。

5
、

附表内容应用文字
、

数字表示
,

勿图
、

表混排
.

6
、

来稿应附中
、

英文摘要
。

学术论文和英文摘要一般不超过 1 000 字 (按中文计算 )
,

其它文章的英文摘要

不超过 50 。字
,

报道性文章只附题 目的英文名称
.

文中的附图
、

附表应有英文的名称和有关附注
。

本刊可代办

英文摘要的编写
,

但文稿作者必须附中文摘要
.

7
、

参考文献只列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献
.

在正文相关位置用国括号注明作者和出版年度
。

文稿后按先中文

后外文 (按英
、

俄
、

法
、

德
、

日… … 顺序 )的原则编排全称
。

中文按作者姓氏笔划
、

外文按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

每条文献的排列顺序为
:

作者姓名
、

出版年份
、

文章题目
、

刊物名称
、

出版单位
、

卷
、

期
、

页
.

所引用的未公开发表的文献和资料
,

一律用脚注于加注处页的下端
,

并划一横线与正文隔开
。

8
、

来稿应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和保护国家的专利利益 ; 请勿一稿两投或改头换面多次发表
,

文责自负
。

9
、

来稿刊用与否由本刊确定
。

编辑部有权对稿件删减和建议作者修改
,

以符合出版要求
。

10
、

本刊鼓励青年科学工作者踊跃投稿
,

来稿一经刊用
,

将优先发表
.

四
、

来稿一经发表
,

即按有关规定发给稿酬
.

半年内未收到选用通知和稿件可另投
。

五
、

来摘请寄
: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北路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内《岩相古地理 》编辑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