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作果探效化矿泰

宏

挥找张发高分提充

化探作为重要的地质找矿方法
,

在湖北

省地质工作中已广泛应用
,

并取得了显著的

地质
、

找矿效果
。

地矿部 1 9 7 8年上海地质工

作会议
,

决定在全国开展第二代区域化探扫

面以来
,

我省化探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

的阶段
。

二十多年来
,

通过化探和相应的地

质工作
,

发现了两个大型矿床
、

一个中型矿

床及一批小型矿床
,

对其他一些矿床的发现

也起了重要作用
。

同时
,

为全省的基础地质

研究和成矿区划提供了系统的基础地球化学

资料
。

回顾我省的化探工作
,

主要谈 以下几点

经验和体会
:

一
、

在各地质工作阶段中
,

根据不同的

地质条件和景观条件
,

因地制宜地开展化探

工作
,

充分发挥化探方法的长处
,

是化探工

作取得成效的先决条件

化探方法除具有经济
、

简便
、

直观
、

多

目标的长处外
,

还具有适应性较强
,

以及能

提取 肉眼难以识别的和较深部的地质信息等

优点
。

因此
,

在地质工作的各个阶段中
,

如

能积极而又合理的使用化探方法
,

定能取得

较好地质效果
。

这是我们多年开展化探工作

的主要经验之一
。

尤其在成矿 远 景 区 开展

1 二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和在矿 产普查评价中

开展地表和钻孔中原生晕工作的成果最为突

出
。

1
.

在成矿远景区开展 1 :5 万水 系沉积物

测量和重砂测量
。

根据湖北山区多
,

水系发育的特点
,

从

1 9 6 6年起
,

先后在黄陵背斜
、

大别 山
、

随枣

地区以及长阳背斜等地开展了 1 :5 万 水 系沉

积物和重砂测量工作
,

为地质
、

找矿提供了

大量有用信息
,

并通过异常检查发现了银钒

矿
、

重晶石矿及金矿等矿床
,

尤其对寻找肉

眼难于识别的矿产更有独到之处
。

例如白果

园银钒矿赋存于震旦系陡山沱组第四岩性段

的黑色页岩中
,

为当时尚未认识的新含矿层

位
。

银矿物以显微包体 (粒径 1~ 2微米 ) 的

形式赋存于黄铁矿之中
,

肉眼很难识别
,

如

果使用常规地质手段
,

是很难发现的
。

2
.

在矿产普详查阶段合理使用 地 表岩

石测量 (原生晕 ) 和开展钻孔原生晕工作
。

我省在普详查金属矿产时
,

基本上都进

行了不同比例尺的土壤测量
、

岩石测量或钻

孔原生晕工作
,

起到了快速评价地质体含矿

性的作用
,

并取得明显找矿效果
。

最突出的

例子是
,

在发现银洞沟银金矿和扩大远景过

程中
,

始终坚持合理开展岩石测量和钻孔原

生晕工作
,

从而成功地获得找矿效果和经济

效益
。

早在 1 9 6 2年的 1 : 20 万区调工作中
,

金

属量测量即得到了银洞沟 C u
、

P b
、

2 11
、

A g

异常
,

但未被重视
。

1 9 7 4年检查群众报矿点

时
,

在地表仅见蚀变带和两个老闹
,

一个碉

内见0
.

6米铅锌矿化糖粒状石英脉
,

矿 化 规

模很小
,

地表蚀变带经槽探揭露也未发现矿

体
。

但考虑到地表围岩蚀变强烈
,

便开展了

1 :5 千的岩石测量工作
,

发现了明显的 C u
、

P b
、

Z n
、

A g 异常
,

与蚀变带相吻合
,

尤其

以gA 异常强度大
,

范围广
,

异常 位 置 与硅

化带吻合
,

因此决定上钻验证
,

结果在深部

打到了具一定工业意义的铅锌矿体
。

但因埋

深大
,

规模小
,

一度认为发展前景不大
。

由

于在验证中坚持钻孔原生晕工作
,

发现钻孔



中勺异常普遍比地表强
,

并多在 铅 锌 矿体

的上部
,

启示了对浅部银的寻找
,

后经地质

工作
,

终于在浅部找到了大型银金矿
,

其经

济价值远远超过深部的铅锌矿体
。

通过该矿

的发现过程
,

充分说明了在矿产普详查阶段

合理运用化探方法的重要性
。

同时
,

也打破

了过去认 为在武 当群找矿希望不大的看法
,

为本区进一步普查贵金属开辟了新的途径
。

近年来
,

在鄂东南利用钻 孔 原 生 晕资

料
,

预测盲矿
、

发现遗漏矿体及判断矿体产

状
、

形态等方面也取得了好的效果
。

矿区钻孔原生晕最早是 1 9 6 1年在大冶铜

录山开始的
, 1 9 6 4年 49 个钻孔原生晕进行初

步整理
,

首先提出利用C u晕的 变化 来发现

遗漏矿体
,

并注意利用钻孔原生晕资料指导

普查工作
, 1 9了5年以后

,

绝大多数钻孔系统

进行了原生晕采样工作
, 1 9 7 6~ 1 9 7 7年原第

一地质大队进行了陈盛铁铜矿床原生晕特征

研究及铁山岩体几个铁
、

铜
、

硫矿床原生晕

特征的初步研究
,

这些研究成果对鄂东南化

探异常评价和验证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

如铁山岩体巷子 口硫铁矿床的原生晕
,

发现

勘探结束的矿体下部铜晕强度继续扩大
,

推

断深部尚有平行的盲矿体存在
,

后经钻探验

证
,

深部见到铜硫矿体
,

累计 厚 度 达 80 余

米
,

成为本矿区求得铜矿储量的主矿体
。

铜录山铜铁矿床原生晕的研究
,

初步建

立了区内铜铁矿床形成的地球化学标志
、

异

常模式
、

分带模式
,

确定了异常组分分带系

列及各类铜铁矿床的找矿指示元素及其指示

意义
,

并利用 C u X 5 0 / F
e 比值判断矿体 剥蚀

情况
,

与钻探结果基本相符
。

进而提出了两

个 工级预测段和两个 n 级预测段
,

其中的一

个 工级预测段经验证已发现金铜硫矿体
,

金

矿储量已构成大型
。

3
.

配合 1 : 20 万区域地质调查
,

主 要 开

展两项工作
:

一是对全省原 1 : 20 万金属量测

量Ou
、

P b
、

N i
、

C 。 、

Y
、

B a
六个元 素

,

利

用
“
滑动平均

”

方法进行了重 新整 理 和 研

究
。

经过重新整理的地球化学图
,

为研究六

个元素在全省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富集规律提

供了一份系统的资料
,

对目前全省进行的成

矿区划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

尤其是第二代

区域化探资料尚末形成之前
,

仍不失为一份

重要的基础地球化学资料
。

二是第二代区域

化探工作
。

这项 工作的展开对地质工作
,

以

及农业
、

医学
、

环境等各个领域都具有战略

意义
。

从我省已整理出的鄂东南及竹山幅资

料来看
,

不仅为地质
、

找矿提供 了 新 的 信

息
,

而且对解决基础地质问题及地方疫病预

防提供了地球化学依据
。

尤其对过去因为样

品分析精度差
、

灵敏度低及分析项 目不全而

无法得到异常更为突出
。

例如
,

鄂东南地区

首次圈出 15 个 A u 异常
,

其中竹子海 nA 异常

已经发现破碎带蚀变型金矿
,

鸡冠嘴 A u 异常

也证实为大型金矿
。

最近检查 A u异常又发现

了马对牙
、

上郑等含金硅化破碎带
,

进一步

证实 了 以 A u异常为线索直接找金的效果和

找金远景
。

在鄂西北利用第二代区域化探资料
,

对

郧西群的归属问题
,

根据郧西群与武当群之

间各地质子区元素含量平均值相近
,

且与其

它地层差异明显的特点
,

提 出应归属武当群

的看法
,

已引起地质人员的重视
。

物探队还利 用鄂东南区域化探成果
,

依

据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

初步编制了

鄂东南区域地球化学疫病预测图
,

对肝病
、

白细胞病
、

铅毒症等六种生理
、

功能性疫病

进行了预测
,

初见成效
,

已受到环境
、

卫生

部门的关注
。

二
、

加强异常检查和验证
,

是提高化探

工作地质找矿效果的关键

如何加强化探异常的查证
,

提高对异常

的认识水平
,

是当前化探工作中值得注意的

问题
。

1
.

要加强异常的查证
。

有些地 区 虽然

做了化探工作
,

但没有及时检查
,

或检查不

深人
,

则化探工作很难奏效
。

如银洞沟银金



矿
,

早在 1 9 6 2年 1 : 20 万区调 时
,

就 已 发 现

F b
、

Z及
、

掩异常
,

但没有进行 异常检查
。

1 9 7 7年检查群众报矿点时
,

开展地表岩石测

量
,

发现较好的异常
,

进行验证而发现的
。

同时
,

发现有意义的异常后
,

要敢于使用工

作量
,

敢于探索引起异常的原因
,

才能不断

提高找矿效果
。

2
.

对所发现的异常
,

或经过 检 查的异

常
,

要不断研究
、

反复认识
。

对异常进行的初步评述或初步检查
,

往

往受到认识上或手段上的局限
,

而不能正确

评价异常的找矿意义
。

因此
,

为了提高对异

常的认识水平
,

提高找矿效果
,

必须对异常

有个反复研究
、

反复认识的过程
。

例如
,

白

果园掩异常
,

第一次检查时认为 是 一 个裂

隙充填型铅锌银矿化异常
。

两年以后
,

为了

加强黄陵背斜矿产普查
,

对原圈出 的 20 。多

个水系沉积物异常进行重新整理
,

注意到一

级 Ag异常 (0
.

3 p p m ) 达 15 平方公里
,

具面异

常的特点
,

高浓度三级掩异常 (1 ~ 1 0 p p m )

仅与弱p b异常组合
,

二级 gA 异常 (0
.

6 p p m )

出现 P b
、

M 。
组合

,

赋存于陡山沱组地层中
。

异常特征与鄂西地区一般裂隙充填型以p b
、

Z n 为主
,

伴生 gA
,

不出现M 。 的异常组合规

律不同
,

异常形态和所赋存的地质部位也与

裂隙充填型矿化层位不相同
,

因而决定采用

剖面原生晕法重新检查
,

终于发现了白果园

大型银钒矿床
,

从而改变了黄陵背斜找矿局

面
。

3
.

异常检查要以地质为基础
,

必 要 时

要合理采用地质
、

物化探综合方法
,

提高化

探异常检查水平
。

随着地质工作程度的提高
,

找矿难度愈

来愈大
。

要提高寻找盲矿的能力
,

除继续研

究不同矿床地球化学评价指标外
,

合理采用

综合方法评价化探异常是非常必要的
。

有时

单靠地球化学本身的评价方法难以达到正确

解释异常的 目的
,

尤其在没有已知矿床供研

究的未知区
。

有时相同的矿床类型
,

其地球

化学行为也不尽相同
。

因此
,

需要采用综合

方法
,

从不同角度来揭示客观的地质现象
。

我们在大量的查证异常过程中
,

深感这个问

题的重要
。

对于矿体出露地表的矿致异常检查
,

有

时也要以地质为依据
,

以减少盲目性
。

如柳

林重晶石矿
,

虽是检查 B a异常 而 发 现
,

但

检查之前受邻区赋存于下寒武系硅质板岩中

的余家冲重晶石矿点的启发
,

因柳 林 B a
异

常也落在与余家冲矿点相同层位上
,

所以检

查的当夭即发现柳林重晶石矿床
。

此外
,

检查异常不能囿于已有地质认识

的限制
,

否则也会影响异常正确评价
,

实际

上
,

往往需要通过异常检查
,

取得新的成果

来丰富和深化对地质现象的认识
。

如在震旦

系陡山沱组黑色页岩中赋存有大型银钒矿床

是过去地质上所不认识的
,

只有通过化探异

常检查
,

才能得到新的认识
。

三
、

重视化探分析技术
,

是发挥化探优

势
,

提高找矿效果的重要环节

化探分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

对化探工

作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

我省在区域化探

的定量分析和现场野外快速分析方面有深刻

体会
。

区域化探扫面一开始
,

我们 通 过 到 江

西
、

湖南省调查后
,

认识到定量分析能否达

到要求是开展这项工作的关健
。

所以把定量

分析的任务交给技术力量雄厚
、

设备条件较

好的局中心实验室
。

局实验室 经 过 两 年努

力
,

基本上利用常规设备达到了部颁的分析

要求
,

使我省区域化探扫面得以顺利进行
,

并很快得到区域上的异常展布情况
,

尤其是

nA
、

A g
、

H g等过去无法得 到 的 区 域性资

料
,

扩大了化探找矿的视野和找矿效果
。

野外现场快速分析能及时检查异常
,

追

索异常
,

缩短化探工作周期
,

提高异常检查

效果
。

我们在检查黄陵背斜柴家坪 1 : 5 万分

散流 bP
、

Z 刀异常时
,

利用冷 提 取 方法
,

仅

用一周时间即圈定了一个长 1 公里的铅锌矿



什么叫标淮化工作 ? 什么是地质技术经

济管理 ?

( 山 东 田丰瑞 )

(一 ) 欲知何谓
“

标准化工作
” ,

先应对
`

标准化
"

下定 义
。

《G B 3 9 3 5
.

1一 5 3 标 准

化基本术语》中对
“

标淮化
”
的定义为

: “

在

经济
、

技术
、

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
,

对

重复性事务和概念通过制订
、

发布和实施标

准
,

达到统一
,

以获得 最 佳 秩 序和社会效

益
”

简言之
,

制定标准和贯彻标准的全部过

程叫做
“

标准化
” 。 “

标准化
”
是一个不断循

环螺旋上升的活动过程
。

根据客观情况的变

化不断地促进这种循环和发展
,

就是
“

标准

化工作
” 。 “

标准化工作
”

意指各类标准的研

究
、

制定与贯彻以及标准化管理
,

标准化理

论政策的研究
,

经济效果分析
,

标准化方法

的宣传
、

普及
、

推广
,

各类标准之间的协调
,

经济交流
,

国际交往
,

资料情报
,

人材培养

等一系列以
“

标准化
”

为目的所开展的活动
。

( 地质矿产部地质技术经济研

究中心 李祖淦 )

(二 ) 什么是地质技术经济管理 ?

技术经济作为一个科学的范畴
,

是随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

提高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地质技术经

济具有它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
,

它所要研究
、

解决的问题
,

就是要把地质
、

技术
、

经济三

者结合起来
,

根据地质工作的特点
,

联系生

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

去研究解决生产力发展

中各技术因素合理组合的最优 度
。

它是联系

地质
、

技术和经济
,

对地质工作过程中的物

质技术因素进行经济评价
,

即对各种技术政

策
、

技术方案和技术措施上的可行性
、

技术

上的先选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进行计算和比

较
,

以优选的方法决定取舍
,

实现最佳组合
,

为制定技术政策
、

技术方案提供客观经济依

据
,

从而达到以较小的劳动消耗
、

取得最大

的地质成果和经济社会效益
。

因此
,

地质技

术经济管理
,

并非地质
、

技术
、

经济方面管

理的总称
。

如果给地质技术经济管理下一定

定义 的话
.

我们认为可以大致作如下表述
:

它是指对地质工作的技术政策
、

技术方案
,

技术措施的可行性所作的论证和决策
,

并在

实施过程中所进行的组织
、

计划
、

指导
、

监

督和调节
。

(地质矿产部地质技术经济研

究中心 武修文 )

化带
。

在对 5 公里长的当阳消溪断裂带的多

金属普查中
,

采用岩石测量方法
,

同时进行

冷提取 C u 量和金属总量分析
,

仅一 个 多 月

时间就评价了断裂带的含矿性
,

并找到了花

园冲小型铜多金属矿床
。

在检查黄陵背斜芭

蕉溪M 。异常时
,

从检查到发现 铂矿 脉
,

只

用了三天时间
,

关健还是利 用 了 M
o
的现场

比色分析
。

从上可见
,

重视分析技术
,

加强定量分

析和野外现场快速分析
,

对充分发挥化探方

法的优势至关重要
。

化探在地质
、

找矿工作中的作用 日益明

显
,

已成为地质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同时
,

也感到通过化探方法所获得的

大量资料还尚未充分利用
,

尤其在寻找盲矿

方面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
。

因此
,

需要我们

更加努力
,

充分发挥化探方法在地质工作中

的作用
,

不断提高地质效果和经济效益
。

( 湖心省地矿局地犷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