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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东杜奥巴金矿床位于中塔吉克斯坦贵金属成矿带内!是乔列金矿田已探明的
!

处大型金矿

床之一!矿床受区域推覆构造控制明显!时空上与区域发育的古生代浅变质沉积岩系有关$黄铁矿

和毒砂是最主要的载金矿物!自然金呈包裹体赋存于成矿期黄铁矿和毒砂矿物中"区域上基底地

层与上覆盖层在晚古生代时期经历过
>

次大规模的构造重组'隆升阶段
K

造山阶段
K

晚华力西期

造山的最终阶段!并导致矿床当前的时空就位"含碳浅变质碎屑岩带和钠长石化花岗斑岩脉与矿

体的成因及时空分布密切相关!矿床成因类型是与早古生代黑色岩系沉积变形#变质及改造作用有

关的浅变质碎屑岩型和接触交代蚀变岩型金矿床"

关键词!东杜奥巴金矿$成矿背景$矿床特征$成因探讨$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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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杜奥巴金矿床位于塔吉克斯坦中部泽拉夫尚

河流域&南距首都杜尚别市
%%8c7

&是中塔吉克斯

坦多金属)贵金属成矿省中乔列金矿田内
!

处大型

金矿床之一!

,-./-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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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是与早古生

代黑色岩系沉积变形)变质改造作用有关的含碳浅

变质碎屑岩型!涂光炽&

%"A&

#毛景文等&

#$$#

#鲍庆

中等&

#$$>

#隋延辉&

#$%$

"和热接触交代蚀变岩型金

矿床'

乔列金矿田是前苏联时期
#$

世纪
>$

年代被发

现&其后经一系列找矿勘查工作&尤其是
#$

世纪
&$

"

A$

年代详细开展了普 详查和地质研究等工作&

初步查明了矿体赋矿层位)控矿构造)岩浆岩和蚀变

等发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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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东杜奥巴

金矿床的赋矿矿物特征)控矿构造演化乃至矿床成

因等研究还不够深入'笔者拟从矿体产出的地质)

载金矿物特征等研究入手&结合区域控矿构造演化&

分析矿床成矿地质条件&探讨矿床成因&指明找矿方

向&从而为下一步深)边部找矿勘探工作提供有益指

导和借鉴'

%

!

区域成矿背景

EFE

!

区域地质概况

矿床区域上处于南天山褶皱系的西段&即泽拉

夫尚*突厥斯坦活动带中&该活动带北与泽拉夫

尚*阿尔 泰 相 邻&南 侧 受 吉 萨 尔 深 断 裂 制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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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层主要由早古生代沉积 浅变质具复层

理沉积岩系组成&具明显的三层构造模式(底部为海

陆交互相的长石砂岩)石英砂岩&少量的酸性火山

岩)碳酸盐岩和硅质岩#中部构造层为库普鲁克岩系

和哈夫扎克白云岩)灰岩层&分布广泛&组成整个泽

拉夫尚推覆体的主体部分#上部构造层主要为具有

绿片岩相浅变质的马尔古佐尔岩系砂岩)粉砂岩)碳

质片岩层&是主要的赋矿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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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位于泽拉夫尚 吉萨尔复背斜的边缘!图

%

"&泽拉夫尚推覆构造是最重要的一种构造形式'

推覆体由一系列连续的相互推动地质构造岩块组

成&主要由中古生代碳酸盐岩层组成&纵剖面上推覆

体呈纺缍体状'推覆体和下伏陆源生成物 马尔古

佐尔岩系的褶皱断裂构造有本质差别(推覆体褶皱

错位中&陆源岩层发育等斜 片状构造&形成不同类

型的劈理和楔状构造'

区域上喷出岩和侵入岩非常发育&自西向东依

次分布有(

#

早石炭世火山喷发岩'

$

中晚石炭世

泽拉夫尚 吉萨尔花岗岩杂岩'

'

晚石炭世马吉安

申格煌斑岩体'

P

早*中三叠世吉萨尔 卡拉杰金

的玄武岩体'其中&泽拉夫尚 吉萨尔花岗岩体'呈

岩床)岩脉和规模不大的岩株状&由粗晶浅色花岗

岩)暗色黑云母花岗岩)细粒斑状花岗岩组成&沿矿

带附近近于平行分布&长十余米至
%#$$7

&厚十几

厘米至
#$

"

>$7

&大多分布于含矿带底部&在深部尖

灭&有时呈容矿岩石&对局部成矿起一定控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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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构造演化

中塔吉克斯坦为南天山活动带的组成部分&地

质构造非常复杂&使其形成了种类繁多)相互影响相

互制约的区域地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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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晚古生代地质构造

演化控制了区域内生金属矿化的时空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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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表

现为区域推覆构造经历过
>

个重要的结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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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隆升阶段&早*中石炭世!即海槽时

期"区域复理层建造最终形成&同时受深部地质作用

区域地壳开始抬升&并于石炭纪末期&受近东西向泽

拉夫尚 吉萨尔混合花岗质杂岩体隆升影响&上覆沉

积岩层变形形成复背斜层&同时伴随着边缘地槽褶

皱变形及同步收缩!山前断裂旁亚带"&以及区域浅

表盖层仰冲和残余复理层于低洼处发生渐变的分离

和聚集'

第二阶段(造山阶段&古生代末期&基底抬升加

剧和南北向板块挤压&近东西方向上覆盖层发生塑

性流变&褶皱变形成山&同时伴随派生陡倾斜断裂

!逆掩断层)正断层和平移断层"系统开始形成'区

&&%

西
!

北
!

地
!

质
!!

'()*+,-.*-)'/-(0(/1

!!!!!!!!!!!!

#$%&

年
!



%5

中*新生代巨厚沉积叠置区#

#5

南天山深大断裂边缘泽拉夫尚 阿莱伊亚增生带#

>5

南天山突厥斯坦 泽拉夫尚 阿莱伊第二增

生带#

!5

南天山泽拉夫尚 突厥斯坦第一增生带#

85

西南天山吉萨尔第一增生带#

&5

北帕米尔山卡莱胡姆普 萨乌科萨伊增生带#

<5

区域间深大断裂!

#

突厥斯坦 阿莱伊断裂#

$

泽拉夫尚北部断裂#

'

波加因断裂"#

A5

山前!块体边界"深大断裂带!

X

吉萨尔断裂#

Y

北帕米尔断裂"#

"5

区域内高角度断裂带!泽拉夫尚断裂"#

%$5

主要的山地断裂带!瓦赫什断裂#伊拉可什克断裂"#

%%5

国境线

图
E

!

中塔吉克斯坦大地构造分区略图"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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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表现为早期形成的库普鲁克和哈弗扎克岩系逆冲

推覆至早石炭世马尔古佐尔岩系之上&形成$飞来

峰%构造&移动位移可达数公里&同时伴随深部基性)

超基性岩浆岩上侵'

第三阶段(晚华力西期造山的最终阶段&特点为

早期断裂系统的更新)派生次级断裂和近南北向的

正断层)平移断层等新构造的形成&本阶段主要受近

南北向板块运动影响&早期褶皱和流变进一步加剧&

导致大量块体破裂形成残留体'发育的断裂构造

面&具有多期挤压 拉伸活动特点&倾角很大&切割深

!如阿尔恰迈丹)阿尔格和玛吉安深大断裂"&深部基

性)超基性岩浆岩上侵就位于早期形成的陆源碎屑

和碳酸岩层&岩浆期后酸性热液交代使金等多金属

矿床就位&矿化作用最终结束'

#

!

矿床地质特征

GFE

!

矿区地质

矿区出露地层为下志留统申格岩系)下 上志留

统库图拉克岩系!

.

%K#

cX

")上志留统 下泥盆统库普

鲁克和哈夫扎克联合岩系!

.

#

c

]

hd

%

SV

")下石炭统

马尔古佐岩系!

=

%

7I

"及第四系!

O

"!图
>

"'下志留

统申格岩系主要为灰色)绿色)微绿 灰色绢云母绿

泥石石英片岩'

下*上志留统库图拉克岩系主要分布于矿区

南部&为深灰色)黑色薄 中厚层结晶粒状含沥青

白云岩'库普鲁克和哈夫扎克岩系分布于矿区

南部和西南部&出露面积较大&为层状石灰岩&上

部局部夹有块状黏土岩和白云石化角砾岩&该岩

系和周围地层呈推覆断层及不整合接触关系'

下石炭统马尔古佐岩系分布广泛&主要有云母

石英粉砂岩和碳质 黏土片岩两个岩性层&二者

呈无规律交替出现&其中碳质 黏土片岩层为金

的主要赋矿地层&为含石墨碳及碳酸岩化的变质

杂砂岩)细砾岩)硅化页岩为主!朱永峰&

#$%!

"'

矿区第四系以残坡积黏土)砂砾为主&其次为大

块转石)漂砾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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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早
K

中石炭世复理石建造!

=

%K#

"#

#5

晚志留
K

早泥盆世含碳沉积岩层!

.

#

d

%

"#

>5

奥陶
K

早志留世陆源火山碎屑沉积岩层

!

( .

%

"#

!5

泽拉夫尚 吉萨尔花岗质侵入杂岩体#

85

辉绿 煌斑岩脉#

&5

次级断裂!

?

"及深大断裂!

H

"构造#

<5

地质块体的位移方向#

A5

泽拉夫尚上覆盖层位移方向

图
G

!

东杜奥巴金矿床区域构造演化模式图"据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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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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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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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内褶皱构造主要分布于矿区中部及东部&由

下石炭统马尔古佐岩系组成'向斜核部呈北西*南

东走向&南西翼出露较全&宽度较大&东北翼出露宽度

较小'南西翼地层倾角一般为
>8j

"

&$j

&东北翼地

表地层倾角
>$j

"

88j

&向下变陡&金矿体位于该向斜

东北翼附近'矿区内主要断裂构造为大型泽拉夫尚

逆冲推覆断裂&其次为北西*南东向和北北东*南

南西向断裂构造'泽拉夫尚断裂主要分布于矿区南

部&为一推覆断裂构造&主要将上志留统*下泥盆统

库普鲁克和哈夫扎克联合岩系推覆在下石炭统马尔

古佐岩系之上&形成$飞来峰%&断裂倾角
#$j

"

!8j

&

推覆体厚度从几米到十几米不等'在矿区东南部&

推覆体宽度一般为
>$$

"

!$$7

&最大可达上千米'

矿区岩浆岩不太发育&主要为零星出露的中 酸

性喷出岩和酸 基性侵入脉岩'喷出岩分布于下石

炭统马尔古佐岩系中&主要岩性为安山岩)英安岩)

玄武岩及流纹岩&形成时代为早石炭世'区内脉岩

发育&集中分布于矿区西南部&岩性有辉绿玢岩)煌

斑岩)花岗闪长岩)石英钠长斑岩)花岗岩等'花岗

斑岩脉)石英闪长玢岩脉常成群成带分布&呈脉穿插

于马尔古佐岩系中!图
>

"&厚度为
$58

"

87

&长度小

于
#$$7

&走向
>%Aj

&近乎直立&多有内外变质带&与

金成矿关系密切'

矿床变质作用类型应属区域低温应力变质作

用&其原岩为黏土页岩)粉砂岩)砂岩建造夹少量火

山岩&它们基本保留了沉积结构)构造特征&变质泥

岩中以绢云母
h

绿泥石
h

石英
h

纳长石为特征组

合&变质岩石为含碳质)钙质片岩)千枚岩及片理化

%5

第四系#

#5

马尔古佐尔岩系#

>5

库普鲁克和哈弗扎克联合岩系#

!5

白云石化灰岩)角砾岩#

85

申格岩系#

&5

安山岩)流纹岩#

<5

黑

云母花岗闪长玢岩#

A5

钠长斑岩)斜长石花岗岩脉#

"5

地质界线及产状#

%$5

断裂构造及产状#

%%5

逆冲推覆构造及产状#

%#5

矿体

!非比例尺"

图
H

!

东杜奥巴金矿床矿区地质构造图

e@

F

N>

!

d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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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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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质砂岩)变质粉砂岩)绿泥石石英片岩)黑云母绿

泥石片岩等'最主要的变质矿物为绿泥石)绢云母)

黑云母等&沿岩石片理形成清晰的集合体'在板理)

千枚理或片理面上可看到鳞片状绢云母)绿泥石聚

集和定向排列&呈明显的丝绢光泽'本区的动力变

质作用也很强烈&主要表现为沿断裂带发育较强的

糜棱岩化&形成一系列变形程度不同的糜棱岩化岩

石)千糜岩和构造片岩)构造角砾岩等'

GFG

!

矿体特征

北部矿带
X

号矿体是东杜奥巴金矿床最主要的

矿体 之 一 !图
!

"&矿 体 长
&8$7

&厚 度
#5"%

"

%85!&7

&最厚达
!%5"7

&延深约
>$$7

&

D6

品位

#5<J%$

K&

"

A5>8J%$

K&

'走向北西西!

#"$j

"

>$8j

"&倾向北东&倾角
8$j

"

A$j

'矿体整体呈似层

状)透镜状)脉状&局部具膨胀收缩&分枝复合状'矿

体地表被泽拉夫尚推覆体所覆盖&东南端碳酸盐岩

盖层垂深可达
%8$7

'

岩脉矿带
#

号矿体是东杜奥巴金矿床另一个主

要矿体之一&属盲矿体&与北部矿带
%

号矿体平行或

近平行分布'矿体长
#$$7

&延深
#8$7

&厚度为

$5>"

"

%>58!7

&

D6

品位为
#5$J%$

K&

"

A5%J%$

K&

'

矿体受水平拗褶 变形褶皱和泽拉夫尚推覆体接触

面陡坎的影响&该矿带的矿体均伴随有花岗闪长斑

岩脉&矿体形态复杂&有膨缩和分枝复合现象'矿体

走向
#"$j

"

>$$j

&倾向北东&陡倾斜&倾角
&$j

"

A8j

&

矿体受泽拉夫尚推覆体接触面控制!

>?

8

@21/-A

4

5

<

5%"A"

#

:

L?M0

6

23/<

5

F

5

->3ND

8

?73/F

5

>

&

%""%

"'

矿石中的矿物成分约有
8$

种!表
%

"&其中金属

矿物
#!

种&非金属矿物
#&

种#

'

矿石中主要的非金属矿物是石英)铁白云石)白

云石)钠长石)绢云母)绿泥石)钾长石)重晶石)方解

石'石英)长石)方解石为矿石中分布最广泛的脉石

矿物!图
8?

"&呈碎裂状定向排列并发育微弱蚀变

边'其他非金属矿物为白云母)石墨)角闪石)绿帘

石)榍石等&石墨)绢云母多呈糜棱状定向排列'

矿石中金矿物呈胶态分散状)粒状与硫化物共

生或呈游离金赋存于脉石矿物中&颗粒大小从

%#

(

7

到
!77

$

'黄铁矿是分布最广的载金矿物&

呈浸染状)自形立方体)半自形或不规则颗粒&局部

形成块状集合体&与铁白云石 钾长石 钠长石 石英

组合相关&颗粒大小为
$58

"

%77

'黄铁矿在矿石

中以
>

种形式产出(

#

呈半自形晶 他形晶分布的

中)细粒状黄铁矿&为矿石中主要黄铁矿类型&与毒

砂嵌布关系密切图
&H

和图
&C

&与黄铜矿)黝铜矿等

嵌布关系也较密切&与金矿物嵌存关系密切&镜检中

发现金呈包裹状分布在黄铁矿中&证明粒状黄铁矿

为金的主要载体矿物之一'

$

呈细粒他形晶嵌布的

黄铁矿&呈浸染状分布于脉石中&且与其他矿物及金

矿物嵌布不密切'

'

呈球形体分布的胶状黄铁矿&

与前者均是早期成矿阶段形成的产物&由于热液迅

速冷却&金属矿物没有充足的时间与足够的温度来

充分结晶&温度的急速下降促使金属矿物)脉石矿物

迅速凝固&在得不到充分的时间和温度而结晶的黄

%5

马尔古佐尔岩系#

#5

库普鲁克和哈弗扎克岩系#

>5

岩浆岩#

!5

泽拉夫尚逆冲推覆断裂构造#

85

矿体#

&5

坑道及坑道钻

图
I

!

东杜奥巴金矿第
;

勘探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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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

矿石中矿物成分表

*?H5%

!

=?X?43

F

6U3Z7@QUI?4C37

]

3Y@X@3Q@Q3IU

矿物分布
深

!

成
!

矿
!

物 表
!

生
!

矿
!

物

金属矿物 非金属矿物 金属矿物 非金属矿物

主要矿物 自然金)砷黄铁矿)黄铁矿
石英)铁白云石)白云石)钠长石)绢云

母)绿泥石)钾长石)重晶石)方解石

自然金)褐铁矿)水纤铁

矿)臭葱石)黄钾铁矾
石英)方解石

常见矿物

自然银)黄铜矿)闪锌矿)黝铜矿)磁黄

铁矿)白铁矿)辉铋矿)辉锑矿)辉锑硫

矿)金红石)白钛石)铬尖晶石

白云母)石墨)角闪石)绿帘石)榍石)锆

石)磷灰石
自燃银)铁矾)孔雀石 石膏

偶见矿物
方铅矿)白钨矿)锡石)辰砂)磁铁矿)

锐钛矿)板钛矿
电气石)石榴子石)萤石 蓝铜矿 ***

ON

石英#

M4N

斜长石#

=?4N

方解石#

.UIN

绢云母#

M

W

N

黄铁矿#

DIYN

毒砂#

?5

斑状结构&斑晶为石英)斜长石&基质由细粒斜长石)石英及蚀变

矿物构成&次生蚀变为绢云母)碳酸盐化及黄铁矿化等!样品
L &

&正交偏光
%$$J

"#

H5

金属硫化物黄铁矿)毒砂&呈自形 他形粒状&沿

裂隙分布!样品
L &

&单偏光
%$$J

"#

C5

蚀变粉砂岩&岩石由长石)石英粉砂屑及胶结物构成&受应力作用影响&岩石被压碎&并叠加黄铁

矿&沿裂隙充填方解石脉和石英脉!样品
L %!

&正交偏光
%$$J

"#

[5

金属硫化物黄铁矿)毒砂呈自形 他形粒状&受应力活动影响&被压

碎呈碎粒状集合体分布!样品
L %!

&单偏光
%$$J

"

图
K

!

岩矿样品主要金属硫化物及脉石矿物显微结构照片

e@

F

8

!

)3Cc?Q[3IUY?7

]

4U7?

a

3I7UX?4Y64Z@[U?Q[

F

?Q

F

6U7@QUI?47@CI3YXI6CX6IU

]

S3X3Y

铁矿呈微细粒!约
$5$$877

"与脉石凝结成胶体&并

呈胶状球型体分布&形成温度一般低于
#$$m

&与金

矿化关系不密切'

砷黄铁矿!毒砂"晶体形态接近等轴晶系 八面

体)菱形十二面体&呈半自行或不规则状与黄铁矿连

生!图
&H

"&为该矿石中主要金属硫化物&粒度分布

以中)细粒为主!图
8H

及图
8[

"&与黄铁矿嵌存关系

最为紧密&常见毒砂与黄铁矿连生嵌布&亦有黄铁矿

嵌布于毒砂中&毒砂与其他金属矿物嵌存关系也较

密切&见有黝铜矿)黄铜矿)磁黄铁矿嵌布于毒砂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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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金呈包体形态的嵌存关系!图
&H

)图
&C

"&说

明毒砂也是金矿物的主要载体矿物之一'其他金属

矿物有黄铜矿)闪锌矿)磁黄铁矿)白铁矿)辉铋矿)

辉锑矿与金矿化关系不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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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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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卢焕章等&

#$%>

"'

矿石结构可分为斑状结构!图
8?

及图
&?

")交

代结构)固溶体分离结构和压碎结构&其中压碎结构

无论在矿物的微观形态!图
8[

"亦或矿石宏观形态

上均广泛发育'最典型的构造为浸染状构造&即金

属硫化物呈星点状分布于矿石中#局部可见网脉状

构造&即矿石中的网状构造裂隙或风化裂隙被硫化

物或胶状石英脉充填!图
8?

及图
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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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成因探讨

该矿床金矿体主要分布于浅变质沉积岩中&含

矿岩石主要有粉砂岩)砂岩)泥质岩&该地层多含有

碳质)泥质成分'矿化富集多见于不同岩性的层间

裂隙)层间滑动带及层间破碎带等部位&具有较明显

的层控性'该金矿床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矿体空间

产出与花岗闪长斑岩脉有密切的关系&从成矿地质

特征来看&矿体与酸性花岗质脉岩密切伴生&有些岩

脉本身就是金的赋矿岩石'

矿石工业类型有与岩浆热液有关的含硫化物钠

长石化花岗斑岩型及含碳浅变质碎屑岩型矿石
#

种&矿石组成主要为钠长石花岗斑岩体)蚀变含碳浅

变质石英片岩&矿体主要产出于蚀变的花岗斑岩边

部或岩体中#含碳浅变质碎屑岩带&尤其是含碳 黏

土质粉砂岩层金的含量相对较高&是重要的赋矿层

位#矿物蚀变有石英化)钠长石化)方解石化)黄铁绢

英岩化&往往含
D6

量较高#黄铁绢英岩化花岗闪长

岩脉)岩株附近的变质碎裂岩带是本区金成矿的重

要构造标识'

矿床成矿控矿地质条件主要如下'

!

%

"成矿物质来源(本区该类型金矿床均产于含

碳质碎屑岩系中'石炭纪早期&区域古地理环境是

富氧高碳热水盆地&由于沉积物中富含碳&对金起到

了富集作用&导致含碳 黏土质粉砂岩层具有很高的

金含量&成矿物质来源以表源为主#又由于晚古生代

造山阶段&岩浆期后汽水热液携带的深源矿物质叠

加'因此&区域金成矿物质来源具有双源性特点'

!

#

"成矿控矿构造条件(在古生代*中生代准地

台和造山阶段过程中&地质构造发育期已生成的断

裂构造复活&其间经过多次成矿改造&尤其是在边缘

晚古生代变形及逆冲推覆构造控制了金矿床的空间

定位'泽拉夫尚推覆体超复区域底部的接触面具有

阶梯状特点&对金矿带!体"生成富集有明显的控制

作用&推覆体陡坎底面的形态呈穹状突起&有利于矿

液富集&反之&向下凹形不利于成矿&推覆体的覆盖

对金矿床起到保存作用'另外&受大型横向拗褶变

形构造以及中酸性构造岩浆侵入体的控制&矿床分

布呈$

.

%型东西向展布'

!

>

"成矿热动力条件(石炭纪中晚期发生了大规

模的造山运动&伴随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在岩浆演

化后期&大量汽水溶液沿断裂上升&并在围岩中扩

散&与围岩发生接触交代变质作用的同时活化)萃取

了地层中的金&在蚀变带的内带&即破碎蚀变带中富

集成矿!孟广路等&

#$%>

#鲍庆中等&

#$$>

#李丽等&

#$%#

"&同时在外带的花岗闪长岩脉内亦富集部分含

金硫化物'

综上所述&塔吉克斯坦东杜奥巴金矿床的成因

是与早古生代黑色岩系沉积变形)变质及热液萃取

改造作用有关的含碳浅变质碎屑岩型和热接触交代

蚀变岩型金矿床'

!

!

结论

!

%

"西南天山西延至中塔吉克斯坦境内&区域上

基底地层与上覆盖层在晚古生代时期经历过
>

次大

规模的构造重组(隆升阶段*造山阶段*晚华力西

期造山的最终阶段&并导致区域金矿床当前的时空

就位'

!

#

"东杜奥巴金矿床含碳浅变质碎屑岩带和钠

长石化花岗斑岩脉与矿体的成因及时空分布密切相

关&尤其是碳质 黏土质岩层金的含量相对较高'黄

铁绢英岩化花岗闪长岩脉)岩株附近的变质碎裂岩

带&是本区的重要找矿部位'

!

>

"东杜奥巴金矿床赋矿矿物主要是微细粒黄

铁矿和毒砂&金呈包体状嵌存于成矿期黄铁矿和毒

砂矿物中&矿床成因类型是与早古生代黑色岩系沉

积变形)变质及改造作用有关的含碳浅变质碎屑岩

型和接触交代蚀变岩型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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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质(知识产权声明

科技期刊是传播科技信息的重要载体&随着社会信息的蓬勃发展和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应用&以及网络的

快速)便捷)经济)高效&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则从网上寻求和获取信息'为了适应当前信息社会的发展和要

求&1西北地质2现为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三位一体的出版模式&每期期刊除纸质版外均在1中国期刊

网2)1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2)1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2)1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d

"2)1中文科技期刊

数据库2)1台湾华艺!

=-M.

"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2)1地球与环境科学信息网!

--.

"2及国内外著名数据库等

媒介以光盘版或网络版形式进行传播&凡本刊刊用的稿件及封面照片&其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

性付给'如作者不同意入编各种光盘版及网络版&或者不同意封面照片重复利用&请在来稿时特别声明&没

有予以声明的&将视为同意'

凡本刊刊用的稿件&其杂志内容版权属1西北地质2编辑部所有&未经授权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各

种方式重新出版)制作光盘或者开办网上电子杂志'1西北地质2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国内外公

开发行的杂志&其杂志名称)刊号和条码在国内外是唯一的&凡是盗用1西北地质2杂志名称)刊号和条码的单

位和个人&1西北地质2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西北地质)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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