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交代型酸怪花尚告有关的

稀有金屑矿床工作方法的探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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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交代型酸性花商岩有关的稀有金属矿

床主要是指与纳长石化一云英岩化花岗岩有

关的稀有金属矿床
。

与钠长石化一云英岩化

有关的主要矿床类型有
:

①合妮跌
、

烧椽石

和水菇石的钠长石化花岗岩 ; @含椽柱石的

钠长石化一云英岩化花岗岩 ; ④合跌鲤云母

担一妮跌矿和捆 晶石的钠长石化一云英岩化

花岗岩 ; ④含椽柱石和跌鲤云母的黄玉一白

云母岩
,

合粉柱石一黑鹅矿的石英一白云母

云英岩 ; ⑥合椽柱石的石英脉等矿床
。

在进

行这类矿床普查勘探时
,

应当注 意 这 类 矿

床的特点
,

根据不同类型选择正 确 的 工 作

方法
。

个椽柱石一黑鳃云英岩型矿床的踢披总含矿

率抗爵 (兄图 1 ) 中可以看出
,

脉幅愈竟
,

相对含矿率愈低
。

在

爵价矿床时
,

要注意

脉的数量和含矿率
。

矿化 深 度 25 至

40 0 米
,

但以矿化深
1 0 。米以内的为最好

,

有的矿化花岗岩体的

富矿仅深 30 一 40 米
。

这主要决定于裂隙的

性质和矿化范围
。

(二 ) 岩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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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代型酸性花岗岩有关的

稀有金属矿床的主要特征

(一 ) 成对沐〕造条件
:

矿床多赋存于花 岗岩体顶部
、

局部隆起

和岩体边椽突出部位 (舌状突出体
、

岩枝 和

岩脉发育地段 ) 的内外接触带中
,

矿体呈胭

脉浸染状 (沿破碎带发育 )
、

巢状
、

囊状和束

状脉群存在
。

矿化现象兄于 晶洞发育地段
、

裂隙交叉处
、

分枝复合处
、

脉尖灭处
、

脉壁

不平整处和脉 内捕虏体周围
。

一般脉矿床窄

脉 ( 20 一 5 0厘米 ) 含矿量较宽脉富
。

如从一

矿化母岩多为晚期 中深条件下冷凝的酸

性侵入岩类
。

如 目前南方各省多出现在燕 山

期中捆粒黑云母或二云母花岗岩中
,

而西北

各省 lIJ 兑于海西晚期之淡色及黑云母花岗岩

中
。

这靛明不同期岩浆产物均有可能含矿
,

重要的是注意这些花商岩的特征
。

这类花尚岩的造岩 矿 物 中
,

合钠长石

3一 10 绍
、

微斜长石 3一 7%
、

斜长石 15 一 20 %
、

钾长石 20 一 25 %
、

石英 27 一 35 %
、

黑云母

3一 7 %
、

白云母 5一 10 绍
,

靛 明 钾
、

钠 交

代作用强烈
。

副矿物有
:

水结石
、

电气石
、

拓榴石
、

萤石
、

黄玉
、

铁 鲤云母和天河石



等
。

从岩石化学成份看
,

这类 岩 体 含 c a o

( < 0
.

2 落 )
、

M g O ( < 0
.

1男 )
、

M n O ( <

0
.

1终 )
、

iT o : ( < 0
.

1% ) 等均较低
,

而含

L i 。 0
、

R b : 0
、

T a 。 0 5 、
N b 2 0 。 、

B e o
、

F 及

B 等较高
,

尤以含 F 较高为极重要的标志
。

此外
,

这类花 商岩均受到强烈触变作用

的影响
,

主要为钠长 石化和云英岩化
。

由上述靛明矿化母岩的造岩矿物
、

副矿

物和各种元素含量等特点 (如 交 代 作 用强

烈
,

挥发分 高
,

高价阳离子软
、

锰等含量低

等 ) 均有利于稀有金属的富集和沉淀
。

(三 ) 围岩触变
:

这类矿床围岩触变较复杂
。

常兄有钠长

石化
、

云英岩化
、

捐云母化
、

电气石化
、

黄

玉化和萤石化等
。

前两种触变与成矿作 用关

系最为密切
,

分布也最为广泛
。

触变按酸碱度可分为两粗
。

一粗是含妮

和结高的钠长石化花尚岩 (一般含椽柱石不

高 )
。

其中合浸染状烧徐石和捉跌矿的
,

担妮

比等于零 点一
,

而钠的含量特别高 (有水结石

和曲晶石存在 )
,

稀土元素亦 高
,

瞥石广泛分

布 ; 另一粗为酸性
、

超酸性系列的交代花岗

岩
。

与纳长石化相重迭的有云英岩化
,

披含

量显著增高
,

并有鹅踢矿富集 ; 一般妮含量

较低
,

而担含量相对较高
。

含能担的矿物为

糊 晶石和担一劫捉矿
,

同时富合铁鲤云母
。

这类矿床触变 的分带明显
。

对于矿化花

商岩体来靛
,

一般最浅部云英岩化强烈
,

中

部云英岩化和钠长石化相等
,

深部勿长石化

强烈而云英岩化变弱
,

最深部两者均很快尖

灭
。

交代早带状 (沿破碎带发育 ) 或似层状

(触变层 )分布
,

愈往浅部
,

交代愈强烈
,

变化

愈快
,

往深部 l8J 变化援慢
,

交代亦微弱
。

矿

化不但与触变性质有关
,

而且与触变强度成

正比关系
。

脉状云英岩矿化对称
,

分带明显
。

其交

代作用随着合氟溶液的酸度而变化
,

在云英

岩脉的水平及垂道方向表现得特别明显
。

苏

联 A
,

A
.

别岛斯将其按淋触带和沉淀带分成

两大类
、

五亚类
:

1
.

具淋触带的云英岩体 (从脉壁 向 中

部 )
:

( 1) 石英云英岩
: 1 ) 白云母一石英云

英岩 ; 2) 含锡石或黑鹅矿的石英云英岩 ,

3) 黄玉或椽柱石 (韧柱的 )裂隙充旗物
。

( 2) 石英一黄玉云英岩
:

1) 白云母一石

英云英岩 ; 2) 石英云英岩 (或黄玉云英岩 ) ;

3) 石英一黄玉云英岩 ; 4 ) 黄玉
、

黄玉一石

英
、

石英或石英一椽柱石及黑鹅矿等脉状充

旗物
。

2
.

具沉淀带的云英岩脉 (从脉壁 向 中

部 )
:

( 3 )云英岩化花岗岩
:

l) 白云母一石英

云英岩 ; 2) 石英一云英岩 ; 3) 石英一 黄玉

云英岩 ; 4 ) 石英一白云母或白云母云英岩 ;

5) 石英
、

石英一椽柱石 或 白云母脉
。

( 4 )云英岩化花岗岩
:

l) 白云母一黄玉

一石英云英岩 ; 2) 石英云英岩 ; 3) 白云母

一黄玉具椽柱石裂隙充旗物
。

( 5) 石英一 白云母云英岩
:

1) 石英一白

云母云英岩 ; 2) 白云母云英岩 ; 3 ) 石英或

石英一钾长石 (含椽柱石及黑鹅矿 ) 脉
。

云英岩形成的主要控制因素是构造
。

稀

有元素在云英岩矿床中的富集决定于云英岩

形成过程中酸碱度的变化
。

早期的披题赋存

于石英一白云母云英岩的外带
,

即碱性溶液

交代带 , 晚期的披鲤赋存于固相阶段
,

在主



要含氟粗分分离之后 (即黄王
、

云母
、

瞥石沉

淀之后 )
,

并与酸碱度的剧烈变化有关
。

从稀

有元素在云英岩中分布的特点
,

靛明沉淀带

最有实际意义
,

而在淋触带 (黄玉一石英带 )

中披鲤并不很富集
。

椽柱石在白云母云英岩

带中最富集
,

其 中往往含鲤翻亦高
。

具石英

一跌鲤云母云英岩脉壁的石英脉含黑鹅矿一

椽柱石极高
。

在成矿部位上应 特 别 注 意与

围岩援倾接触带的上盘
,

这常是 矿 化 富 集

地段
。

纳长石化和云英岩化交代作用在时 简和

空简上的重迭现象比较常兄
。

但钠长石化交

代较早
,

交代深度和范围较大
,

云英岩化仅

出现于孔洞和裂隙中
。

(四 ) 矿化特点
:

首先
,

矿化与触变性质有关
。

早期钠长石

化阶段发生烧椽石和妮铁矿化
,

而钠长石化

一云英岩化阶段为披
、

担
、

妮矿化阶段
,

出

现韧晶石
、

担一铀担跌矿及椽柱石
,

而晚期

的云英岩化阶段却以椽柱石
、

黑鹅矿及锡石

等矿化为主
。

其次
,

矿化与触变强度成正比关系
。

钠

长石化一云英岩化剧烈地段 (或触变层 ) 矿

化亦富集
。

如某矿床中B e O 品位变化与触变

强度有明显关系
,

愈往上部触变愈强
,

eB o

的含量亦愈高

再次
,

在成矿

时氟
、

硼

等 挥 发

粗分含量

愈高
,

对
,

矿化的富

集亦愈有

(兄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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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

因此
,

黄玉
、

鳌石
、

电气石等的出现地

段常是富矿地段
。

第四个特 点是稀有元素的含量随深度而

变化
。

下面是苏联 A
.

A
.

别岛斯引敲的查料
,

视明鲤翻担妮披由上往下的变化规律 (表 1 )
。

总的趋势是鲤翻担及彼合量往上部渐增
,

而

妮 lHJ 在下部偏高
。

此外还应注意矿物的共生粗合和矿物成

分的变化特征
,

这些都是重要的找矿标志
。

常

兄的矿物共生粗合有
:

胭 晶石一黄玉一跌鲤

云母
、

萤石一椽柱石
、

妮跌矿一烧椽石一天河

石
、

椽柱石一黑嫣矿等
。

应在单矿物 中注意

不同颜色和不同世代产物
,

其中主要元素含

量常有变化
。

如不同颜色的椽柱石中
,

深色

的含 B e O高
。

某矿床单矿物分析拮果得出
:

天

蓝色的椽柱石含 B e O一 12
.

37 % ; 蓝 椽色的

表 1

稀 有 元 素 合 量 (笼 )

交 代 带
L i 2 0 R b 2 0 T a , 0 6 N b 2 0

。

1
.

云英岩围岩 (真岩 )

2
.

铁经云母及黄玉铁鲤云母云英岩

3
.

胭粒天河石一钠长石花岗岩

4
.

斑杂或流救状纳长石一天河石花
岗岩

5
.

中粗粒钠长石一天河石花岗岩

0
.

0 5一 0
.

2 0
.

0 5一 0
.

2 0
.

0 4一 0
.

2

0
.

7一 2 0
。

3一 1 0
.

0 0 3一 0
.

0 2 0
.

0 0 3一 0
.

0 1 0
.

0 1一 0
.

0 3

0
.

0 5一 0
.

2 0
.

1 5一 0
.

2 5 0
.

0 1一 0
。

0 5 0
.

0 1一 0
.

0 3 0
.

0 0 1一 0
.

0 0 3

0
。

0 5一 0
.

1 5 1 2一 0
.

1 7

0
.

0 5一 0
.

1 5 0
。

1 2一 0
.

1 7

0
,

0 0 1一 0
.

0 0 5

0
.

0 03一 0
.

0 0 9

0
.

0 1一 0
.

0 3 0 0 1一 0 0 0 3

0
。

0 1一 0
.

0 3 0 0 1一 0
.

0 0 3



含 01
.

7 7 % ; 黄褐色的含 9
.

8 7 % ; 无色透明

的含 9
.

6 2 %
。

同时
,

.

无 色透明的椽柱石又多

为晚期分 离产物
,

常呈无色透明 晶体出现在

晶洞中
。

另外
,

不同拮构矿石的椽柱石合 eB o

量亦不同
。

据某矿床献输桔果
,

矿体中的椽柱

石的 B e o 含量
,

脉状的为 12
.

4 6% ; 块状的

为 12
.

3 1 3% ;浸染状的为 1 2
.

1 3 2%
。

从妮担比

值的变化数 据上看
,

一般 纳长石化花 商 岩

(碱性系列 ) T a/ N b 二 0
.

1一 0
.

5 ; 钠长石化花

岗岩 (酸性
、

超酸性系列 ) T 。 / N b = 0
.

2 ,一 2 ;

强钠长石化一云英岩化花岗岩 (具胭 晶石
、

钦担矿 ) aT / N。 二 0
.

56 一 2 ; 云英岩化花岗岩

(酸性系列 ) T a/ N b = 0
.

17 一 1
。

因此
,

妮担

的比值是蹬别其成矿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
。

二
、

又寸普查
、

勘探这类矿

床的工作方法的意晃

对于这类矿床进行工作
,

除 用一般的矿

区地质测量方法以外
,

常可使用以下各种方

法和手段
:

(一 )触变强度测量
。

我俐知道矿化富集

程度与触变性质和强度有道接关系
,

它俏是

砰价矿床的最重要的标 志
。

因此
,

可通过测

制触变性质和强度图以指导下一步工作
。

在

琪制这种图时
,

首先要明确分带标志
,

将强

钠长石化
、

强云英岩化及二者重迭的强度变

化进行水平和垂直的分带
,

并 根 据 触 变带

(或层 ) 的变化特点阐明岩体剥触程度
、

触

变带形状
、

产状和沿倾斜及走向的变化规律

等
。

在分带时
,

不要分得过翩
,

做到容易蔽

别并注意与矿化相拮合
。

所选择的比例尺要

反映出基本触变分带的厚度
,

并要蝙出触变

强度等值袋图
。

(二 )披量测量
。

根据蔽可早次生分散晕

存在的特 点
,

用披量测量来圈定异 常区
,

探

寻盲矿体
,

追索矿化带
。

蔽量测量比例尺和

网度建栽采用
:

i : 5 D0 0 0的为5 0 0 ~ 2 5 0 X 1 0 0 ~ 15 0米 (半

仪器 目测网 ) ;

1 : 2 5 0 0 0的为 1 0 0 、 2 5 0 x 5 0 ~ 1 0 0米 (目

测
,

仪器打控制网 ) ,

1 : 1 0 0 0 0的为 5 0~ 1 5 0 X 2 0 、 5 0米 (仪器

打测网 )
。

采样深度在腐植层下以 30 厘米左右为

宜
。

原样重 50 克
,

加工至粒度为0
.

5一 0
.

8毫

米
,

即可精减
,

最后取 20 克送交光谱分析
。

进行披量测量时
,

要特别注意背景值的确

定和异常分极标准
。

如有的矿区以 1
·

1 0一 “
%

为异常下界
。

同时要研究不同粒极复盖层中

披的富集情况
,

以便确定采样的粒度
。

最后

按异常极别圈出等值释图
。

(三 )原生分散晕测量
。

对合皱
、

捉
、

担

的岩体也是可以采用的
。

此法布置原 lIJ 与前

者同
,

可在更小的范围 (即 用 更 大 的比例

尺 ) 内进行
。

同时
,

常用正 方 形 网 取样
,

如
: 2 5 0 X 2 5 0米 ( 1 : 2 5 0 0 0 ) ; 1 0 0 x 1 0 0 米

( 1 : 1 0 0 0 0 ) ; 5 0 x 5 0米 ( 1 : 5 0 0 0 ) ; 2 5 x 2 5

米 ( 1 : 2 0 0 0) 等
。

采样深度要根据风化壳厚

度和风化深度而定
,

如风化程度差
,

R[J 可从

原岩 10 一 20 厘米内采取
。

采样时按网格刻在

一个点上刻取均匀的碎块
,

然后将其 ( 9一 12

块 )粗合成一个样品
,

以保敲样品的代表性
。

每 个样品的原始重量 2一 3公斤即可
。

握过碾

碎缩减后剩 1 00 克 ( 50 克送光谱分析
,

另外50

克与相邻或按 剖 面 进 行粗合
,

再握棺分送

交化学分析— 豹为单样总和的 5一 10 % )
。

_

分析项目除敛
、

妮
、

担外
,

应注意其它标志

元素
。



原生分散晕的背景值一般较次生分散晕

高
,

如有的矿区披的最低值为 0
.

01 %
。

通过

原生分散晕测量也可作 出定量的砰价
,

根据

分析拮果毓制出等值糙图
,

圈定高异常区
。

并注意将高异常区与次生分散晕和触变强度

图进行对比
。

以便对稀有元素富集规律作出

比较全面的解释推断
。

(四 )人工和天然重砂分析
。

由于这类矿

床可能含有物理化学性质较稳定
’

的 重 矿 物

(如妮跌矿
、

釉担妮矿
、

糊晶石
、

烧椽石
、

拓榴

石
、

椽柱石
、

曲晶石
、

水结石
、

铁鲤云母
、

踢石和黑龄矿等 )
,

因此
,

普查时可 用人工

和天然重砂法
。

天然重砂法与一般重砂法相同
。

这些矿

物多形成河相和残
、

坡积砂矿
,

常距原生矿床

不远
。

因此
,

多在 1 : 5 0 0 0 0及 1 : 1 0 0 0 0测量时

局部地区用
。

有的砂矿本身就是开采对象
。

人工重砂在 目前化输分析条件较差的情况下

也可作为静价矿床的主要依据 (仅对妮担矿

物来靛
,

锡鹅亦可 )
。

人工重砂法贰输有效

时
,

lBJ 可按一定网度进行采样分析
,

其密度

同化学取样
。

原始样品重量决定于矿化均匀

程度和含矿率
,

如矿化均匀
、

含矿率高 lllJ 可

减袒 ( 3 0一 5 0公斤 ) ; 反之
,

必须增加 ( 1 0 0

公斤左右 )
。

如化输拮果与人工 重砂分析桔果裸差不

大 (不超过 10 一 15 % )时
,

ll] 可值接根据人工

重砂分析桔果进行储量补算
。

化输样品数量

一般为单样总和的 2一 5鬼
。

(五 )放射性测量
。

由于 妮铁矿
、

烧 椽

石
、

铀担妮矿
、

曲晶石和水结石常含一定的

放射性元素
,

因此
,

当异常差别明显时可考

虑采用放射性测量法
。

用此法圈定出的高异

常区
,

常常也是妮担富集地段
。

枷环测量 网

度应较金属量测量为密
:

比例尺 测量网度 (米 )

1 : 5 0 0 0 0

1 : 2 5 0 0 0

1 : 1 0 0 0 0

1 : 5 0 0 0

1 : 2 0 0 0

1 : 1 0 0 0

5 0 0 又 1 0

2 5 0 X 1 0

1 0 0 X
( 1 0一 5 )

5 0 X S

Z o X
( 5一 2 )

10 X
( 5一 2 )

…
远景地区

查群区矿

、̀|

放射性测量获得的拮果应配合上列各种

方法进行粽合解释
。

除上述以外
,

对于脉状矿床可考虑用电

法 (梯度法 )
,

以探寻盲矿体和追索矿体或

了解矿化带的莲擅性 ;

脉状或捆脉浸染状 (沿破碎带发育的 )

的矿床用探槽及钻孔挫制 (地形有利地段可

在主矿带或主工业矿体打个别坑道 )
。

探槽

简距砚主要矿脉规模而定
,

一般 1 00 一 150 米
,

用来挫制整个矿化范围
,

圈定矿体 ; 而钻孔

主要用来挫制主矿体
,

阴明矿化深度和探索

矿带速擅性等
。

如爵价对象是捆脉浸染型和

巢状的含矿花岗岩体
,

lHJ 要拮合触变带产状

来选择方法
。

产状平援的可以浅井为主
,

一

般可打到 20 一 30 米深
。

靠下部 ( 20 一 30 米深

处 ) 矿化富集时
,

可采用带石阴的浅井圈定

矿体
。

浅井密度 4 0 0一 1 0 0米或 2 0 0一 5 0 米
。

也可考虑 用大 口径浅钻进行揭露
。

另一种是

触变带产状陡的 (> 45
“

)
,

一般 用浅井配合

钻探 (地形有利时可用坑探 ) 来进行
。

矿化

范围大的先从触变强的地段入手
,

在矿化强

的地段加密工程进行重点揭露
。

通过普查蔚价确定了具有工业意义 的矿

床
,

就可蒋入勘探阶段
。

对 于 中
、

小型矿

床
,

尤其是小型矿床握过祥 查 即 可 提交开

采 ;部分中型矿床和大型矿床必须进行勘探
,



补算出部分高极 (C
l

极以上 )储量
,

阴明开采

呆件后
,

方能移交拾段廿部 r日
。

勘探阶段以

工程揭露为主
。

因此
,

必须注意工程质量
。

此阶段地质测量采用的 比例尺为 1 :
50 00

、

1 : 2 0 0 0和 1 : 10 0 0的
,

坑道用 1 : 5 0 0至 1 : 2 0 0的
。

勘探阶段主要以加密工程达到更深人更全面

地 了解矿体地质情况
,

作出正确的工业爵价

为 目的
。

此阶段浅井可 用5 0 x 5 0米或 5 0 x 2 5

米
,

浅钻可加密一倍
,

用 5 0 ` 2 5米或 25
x 2 5米 ,

钻探要按系统网来布置
,

用 1 00 X 1 00 米
、

10 0

X 5 0米以至 5 0 X 5 0米的密度进行
。

过程中所获全部带矿岩石中道径在一厘米以

上的先握手选
,

然后
,

将剩余部分就地攫取
3 0一 50 公斤作为化敏样品

。

全巷手选法的应

用原 lllJ 是
:

矿石矿物粒度较粗
,

手选时用手

锤将原样碎到五厘米左右
,

全巷样重量 用 iillJ

量进尺乘体重来补算
。

如选样太大时
,

lBJ 可

用矿卓先缩分一牛 (如十二率中用单数或双

数作样 )
。

其品位为手选及化敬品位之和
。

可按下列公式补算品位
:

。 一

赢
·

登
十 。

三
、

取样及俄量计算问蔺

取样方法要桔合矿体形状
、

大小和矿化

均匀程度
,

矿石矿物的物理化学特性及其颗

粒度加以考虑
。

(一 ) 刻槽法
。

目前仍是化学取样的重

要方法
。

刻槽断面大小可从用 1 0 x 3 厘米到

1 0 飞 5厘米
。

据某矿区贰输
,

得 出了一个有趣

的拮果
,

即刻槽断面愈大
,

得出分析拮果愈

高 (含椽柱石花岗岩 )
: 1 0 x s厘米的刻槽断

面比 5 x 3厘米的合 B e o 高 2 0 % ; 2 0 x 1 0厘米

的刻槽断面又比 1 0 X S厘米的含 eB o 高 20 %
。

这视明刻槽断面大小应通过贰输来确定
。

刻槽法广泛地应用于脉状和较均匀的胭

脉浸染型矿床
。

坑道掘进时 (沿脉 ) 可按 3

一 5 米周距刻取
。

(二 ) 方格法
。

可用于较均匀的糊脉浸

染矿化的初步爵价
。

即按网布置取样点后
,

在每个点用方格网刻取小块样
,

合讲为一个

(月n一个样的由 9一 12 个小块粗成 ) 样品
,

原始重量一般在 10 公斤以内
。

(三 ) 全巷手选法
。

利用坑道掘进时 (沿

脉或早囊状
、

块状矿化的岩体 )
,

将坑道掘进

C

—
样品中 B e o 总含量% ;

B

— 样品中手选椽柱石精矿量 公斤 /

米
“ ;

X

—
手选椽柱石精矿中eB o 合量% ,

改

— 矿石体重 ;

11

—
手选尾矿中 eB o 合量 %

。

在机选较复杂
,

成本又高的情况下
,

这

种取样方法是值得推广的
。

通过它既可了解

总品位
,

又可将手选所占比率箭算出来以便

开采利用
。

(四 ) 亥lJ槽与人工重砂法拮合
,

同时进

行披
、

能
、

担的爵价
。

刻槽样用来蕴定 B e o 含

量
,

而人工重砂 lH] 主要蕴定妮担矿物合量
。

(五 ) 单矿物取样
。

这对于所有稀有元

素矿床都是 重 要的
。

主要 解决
:

单矿 物种

类
、

成分和不同世代或变种在不同部位或矿

石型中的主要元素含量变化特点 ; 某稀有元

素呈单矿物和分散状态存在 的量 ; 分散存在

于那些介质中
,

是否有利用的可能 ; 工业矿

物中其它元素的含量
,

相关关系和粽合利用

的可能性等
。

此外
,

在一定条件下还可采用剥层法
。

这类矿床的储量静算与其它金属矿床相



近似
,

主要决定于矿体圈定方法
。

一般多用

断面法 (垂道断面和水平断面法 )和地质块段

法
。

在群韧或开采勘探阶段— 由三面或四

面圈定矿体时也可用开采块段法
。

如矿化早

触变层
,

各层品位差异大时
,

可分层圈定
。

但补算含矿岩体 (韧脉浸染型或巢状
、

团块

状矿化岩体 ) 的储量
,

必须考虑确定含矿系

数 (含矿率 )
,

即矿床
、

矿体
、

矿段或各块段

的合矿部分与整个矿床
、

矿体
、

矿段或含矿

块段之比
。

含矿系数还可用在下列情况
:

无

矿地段在勘探时不能遭接 圈出来
,

在测量矿

体面积时也不能遭接舒算出来 ; 或无矿地段

很大
,

在开采时可留下
,

但储量补算时难以

分出来 ; 或能用手选或其它方法将矿石分 出

来的
。

其箭算方法如下
:

伟L万
一一PK

K P

—
含矿系数 ;

刃弥

—
含矿地段长度 (厚 度

、

面 积 或

体积 ) 的
,

忿和 ;

L

— 矿带全长 (或全部厚度
、

面积或

整个体积 )
。

当然
,

面积就舒比厚度准
,

体积含矿系

数最准 ; 但它们都决定于勘探程度和矿体圈

定方法
。

任何矿床求 出的含矿系数永远低于

1
.

0 (多为 0
.

9一 0
.

7)
,

这类矿床的含矿系数

仅取一般在 0
.

6左右
。

(上接第 2 3真 )

必须甜栽清楚
,

否刻
,

如果将工作量作为一

种任务下达
,

并把它作为完成任务的主要指

标来对待
,

这就会 导致只颤数量
、

不 简 质

量
,

只颧效率
、

不简地质成果的偏向 ; 并由

此而产生一系列不利于工作的矛盾
。

地质局对地质队实行
“
三定

”

而不单钝以

工程的工作量作为静划指标
,

这样地质队完

成或超额完成的就会是地质成果而不是实物

工作量
。

当然也就不会有只追求工作量
,

不

过简地质成果
,

和只颧地质成果
,

不顾勘探

施工
,

只颧质
、

不顾量的偏向
。

因为勘探施

工
,

作为地质工作的手段
,

如不能按时简
、

按质量完成任务
,

就会形成手段不灵并会影

响地质成果的获得
,

这样
,

颁导和地质科都

不会同意的
。

地质局对地质队实行
“
三定

”
能使全队

人具普通关心勘探施工和地质业务活动
。

因

为地质勘探敲舒的正确与否
,

地质观察研究

的好坏
,

关系到地质队任务完成和能否节钓

工作量的简题
,

所以
,

倾导上省然就会重视

毅爵和翘 常领导地质业务工作
; 同时

,

由于

施工的好坏快慢
,

道接影响到地质查料的获

得
,

因此全队人员自然就会关心勘探工程的

进行及其质量了
。

勘探施工为地质业务部阴

提供地质研究的查料
,

地质业务部尸,又为勘

探施工部 r弓从被补上提供方便条件
。

这样
,

上上下下
,

都围揍着地质成果而工作
,

就会

形成下列关系
:

队长是地质队全部活动的司

令具
,

工程师和地质科是队长的参碟长和参

碟部
,

生产科 lRJ 是作战部
,

机台
,

小粗是战

斗队
,

工人和技术人员都是战士
,

分别担任

先锋
、

值察
、

战斗和后勤任务
。

地质队的全部

活动就能 目标一致
,

上下同
J

少
,

协同动作了
。

以上就是我对地质勘探工作的性质及其

管理方式的惫兄
,

碧跌之处
,

望 同行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