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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矿体算隐伏矿 ? 简单地说
,

现

在没有直接露出地表的工业矿体
,

都可以叫

隐伏矿
。

隐伏矿根据其本身情况
,

大体可分

为三类
:

一类是曾经出露过地表
,

后来重新覆盖

而隐伏的矿体
。

可分为
: 1

.

被较年轻盖层所覆

盖的基底层中的矿床 ; 2
.

被第四系所覆盖的

矿床 , 3
.

由于断裂构造作用
,

矿体被错断
,

而
“

隐藏
”

在地层中的矿体
, 4

.

由于风化淋失作

用
,

使已露出地表的矿体的矿质淋失而成为

无矿或非矿部分
,

但深部为工业矿床的隐伏

矿体
。

另一类是形成于深部
,

从未露出过地表

的矿床
。

可分为
: 1

.

地表有与矿化有关的地

质现象
。

如赣南钨矿地表的云母线
;
一些热

液矿床地表的变色带 (包括褪色带 ) ; 一些矽

卡岩— 热液矿床地表零星 的无
_

矿 矽 卡 岩

化
; 斑岩铜矿床地表广泛的青盘岩化等等

; :

2
.

地表没有与矿化作用有直接关系的地质现

象 ; 3
.

矿体成群产出
,

但一部分或仅个别矿

体露出地表
,

许多矿体隐伏于深部
。

或者一

个成矿系列中
,

某种矿或矿化现象出露地表
,

而另外一些类型矿床隐伏于深部
。

还有一类是虽出露地表
,

用肉眼不易识

别而发现不了的矿床
。

如卡林型金矿
,

严格

地说这样的矿床不该算作隐伏矿
,

但从找犷

角度看
,

还可以列为隐伏矿
。

怎样才能有效地发现隐伏矿 ? 本文仅恨

据笔者工作中接触到的情况认为
:

必须注意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才能提高找隐伏矿的

效率
。

一
、

深人研究典型矿床
,

建立区域成矿

模型

从找矿角度出发
,

对典型矿床的深入研

究的主要 目的
,

应该是解剖典型矿床的特点

和有利的成矿条件及不利的成矿因素 ,

同时发现与成矿有关但 目标要 比矿床本

身大得多的地质现象
:

即找矿标志
。

由于

不大可能 有绝对一样的客观条件
,

因而

使同类型矿床之间也会存在 许 多 差 别
。

特

别 是 一 个 区域同另一个区域之间某些差别

会很明显
。

但同一区域之间的同类矿床差别

相对要小得多
。

为了指导进一步找犷
,

可通过

典型矿床的研究为基础
,

概括以区域成矿规

律并建立区域成矿模型
。

例如矽卡岩型铜铁

矿床其基本特点和成矿条件是矿体赋存于中

酸性岩浆侵人体与碳酸盐类岩层的接触带或

其附近
,

矿体形态
、

组分复杂
,

具矽卡岩化

或矿体本身即为含矿的矽卡岩
。

但在我国不

同区域又有着明显的某些重要差别
。

例如
:

扬子准地台区
,

这类矿床主要形成于燕山期

花岗闪长岩类中浅成岩体与石炭系
、

三叠系

灰岩接触带
,
而华北地台上

,

则燕山期 中酸性

侵入岩与中奥陶统灰岩接触带为主要成矿部

位
; 再向北在天山一兴安华力西褶皱系中

,

这类矿床主要形成于华力西期中酸性侵入岩

与上古生界或元古界碳酸盐岩接触带
。

由于

典型矿床研究的最主要 目的是解 剖 其 矿 床

特点和各种有利和不利的成矿条件以及与成

矿有关的一些重要标志
,

所以在研究过程中

要深人分析从宏观到微观的各种地质条件
。

从中提取与矿化关系最密切的地质现象
,

尤

其具有区域性分布特点的一些成矿规律作为

找矿的标志
。

这对指导找矿是很有用的
。

二
、

研究总结成矿系列

成矿系列是在时间上略有先后
、

空间上

相邻近
,

而成因上有联系的一组矿床
。

研究

总结一个地区的某些成矿系列
,

掌握有关矿

体或矿床在空间上的分布和变化规律
,

就能

由此及彼
,

由一种矿指引找出另外的一些矿
。

或者从某些矿或矿化的出现而表明主要矿已

被侵蚀掉
,

不必再往深部探索
,

避免无效的

工作
。

成矿系列问题程裕淇教授等已作了许

多研究和概括
,

揭示了许多规律和典型
,

给



我们打下一个十分良好的基础
。

但那是更宏

观
、

更概括的结果
。

应该在此基础上
,

总结

出所工作地区的成矿系列
、

分析一组矿床形

成和变化的条件
、

因素及其相互的空间分布

关系
,

以便从地面已知矿床推断深部隐伏矿

的分布
。

三
、

提高区域地质研究程度
,

熟悉地质

背景

地层
、

构造
、

岩浆岩及其发展演化等地质

情况是成矿的基本条件
,

只有研究并熟悉工

作地区这些基本条件及其变化情况
,

才能从

中找 出已知某种类型矿床的成矿条件
,

找出

靶区
,

或者确定寻找某些类型矿床的方向
。

例如在中深变质岩地区发现原岩为海相 中基

性火山岩的正变质岩
,

可能会为找到块状硫

化物矿床指明方向
。

详细了解并掌握区域地

质背景条件
,

对选用有效的物化探方法
,

正

确解释物化探异常也是非常必要的
。

四
、

密切注意世界上发现的新类型矿床

和提出的成矿新理论

作为矿产地质工作者
,

了解的矿床情况

越多
,

各种类型矿床成矿条件了解的越广
,

就越能在各种地质背景条件下发现可能形成

某些类型矿床的靶区
。

因此矿产地质工作者

不仅应该熟悉国内各种矿床 类 型 的成 矿 条

件
,

而且要尽可能熟悉世界上的主要矿床类

型及其成矿条件
,

还要密切注意新类型矿床

的发现和一些新的成矿理论
,

以便开阔思路
,

增加发现更 多成矿靶区的可能性
。

如五十年

代我国矽卡岩型矿床成矿理论的总结
,

七十

年代火山作用成矿理论和斑岩铜矿理论的引

进
,

推动了地质找矿工作
,

并扩大铜
、

有色

金属等矿产储量
。

地质工作者放眼全世界是

对工作十分有益的
。

五
、

有针对性地充分选用有效的综合物

探化探方法

物探化探是寻找隐伏矿 十 分重要 的手

段
。

随着物探化探工作的发展
,

人们发现在

同一地区
,

同时用几种方法测量
,

并进行比

较
,

会得到更好的指示作用
。

例如重力
、

磁

法异常重合
,

在江苏梅山和安徽庐江
、

极阳

地区都起到了很好的隐伏矿指示作用
。

近年

来高精度航磁
,

航空和卫星遥感资料
,

对指

示区域性构造
,

特别是隐伏构造
、

隐伏岩体

分布
、

隐伏火山机构等一些与成矿有关的地

质条件
,

甚至指出一些直接可能成矿的信息

都起到十分有益的作用
。

但是选用这些方法

时
,

必须根据工作地区的地质条件
,

根据所

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有效的一种或几种方法进

行
。

不分具体条件
,

任意选用一些方法
,

或

没有分析本地区具体地质条件套用别处经验

和方法往往不仅起不到好作用
,

反而可能造

成浪费
,

甚至造成误解
,

耽误时间
。

更重要

的是
,

要充分应用物探化探成果
。

对物探化

探包括遥感成果在内要在地质背景上进行综

合解释
、

分析
。

有条件的要应用计算机用多

种方法来提取各种信息
,

进行比较
,

从中获

得直接
、

间接对找矿有用的信息
。

我国已作

过不少区域性物探化探工作
,

取得了不少成

果
,

但没有充分应用
。

有些地区老的成果未尚

很好利用
,

而却进一步作重复性的新的工作
,

这将会造成很多浪费
。

当然
,

尽快安排好第

二代 1/ 5 万高精度航空物探
,

对寻找盲矿将

是十分有益的
。

为了能更正确地了解物探化

探成果
,

更有效地应用物探化探成果
,

地质

人 员努力掌握物探化探知识是十分必要而有

益的
。

六
、

及时大胆检查或验证可能成矿的部

位或物探化探异常

普查找矿的风险很大
, 因而称为风险性

工作
。

而当前寻找隐伏矿的风险更大
,

成功

率更小
。

但不能因为风险大而不敢大胆检查

验证
。

当然在工程验证前
,

要充分研究验证

对象含矿的可能性
,

要提出几种方案和假设
,

进行比较
,

择优进行
。

即使开始施工的几个

钻孔没有达到预定 目的
,

也不应轻易地做出

否定的结论
。

要对于验证工程所取得的资料

要仔细研究
,

与原设想进行比较
,

修正认识
,



狱
.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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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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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超 深 井 ? 说 法 不

一
。

一是以井深超过 6 0 0 0米者

为超深井
;
其二认为以井深多

少米称多少米深井为宜
。

超深井除了 探 查 油 气田

外
,

还可了解地壳深部构造
.

物质成分
、

深部固体矿产分布

状况和分布规律
,

这对于勘深

固体矿床有着非 常 重 要 的意

义
,

苏联科拉半岛的超深井钻

进就是例证
。

一
、

世界超深井概况

美国自 19 3 8年打出了第一

口深 4 5 7 3米的井以来
,

世界各

国相继打出了许多口超深井
、

仅用来探查油气田
,

深度超过

4 6 0 0米的深井已达 2 6 0 口
。

罗

尼亚 1 9 6 0 ~ 1 9 7 8年打了 1 5 0 口深度超过 4 0 0 0

米的井
,

目前正在钻进 8 0 0 0米深井
,

计划打

1 0 0 0 0 米 的超深井
。

奥地利打的最深油井己

达 6 8 4 2米
。

联邦德国打出了 6 4 6 8米的深井
。

民主德国最深井达到 8 0 0 6来
。

意大利打出了

几 口 5 0 0 0 ~ 6 5 0 0 米的深井
。

我国 在 1 9 7 6“
J

1 9 7 9年间打出了二口超深井
,

其 深 分 别 为

6 0 1 6米和 7 0 0 2米
。

此外法国
、

墨西哥
、

加拿

大
、

智利和委内瑞拉也都 打 出 了 5 0 0 0米以

上的深井
。

但是
,

深度大于 6 0 0 0米的超深井以美国

和苏联最多
。

美国的超深井逐年增多
,

井深

也在增大
。

1 9 7 8年打的60 4 口井中有 59 口井

的平均深度为 6 4 5 0 米
。

7 0 0 0 ~ 9 0 0 0 米 以上

深度的超深井数 目也在 增 加
,

最 深 的井 为

95 83
.

2米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苏联进行了

4 5 0 0米以上的深井钻进
。

1 9 6 3年在格罗兹内

含油区打出了 5 5 0 0米的超深井
。

1 9 7 6年在乌

克兰完成了 7 5 0 0米的超深井钻进
。

苏联超深

井钻进虽起步较晚
,

但发展较快
,

与美国的

差距逐步缩小
,

技术经济指标也在接近
。

目前苏联正在钻进设计深度为 1 5 0 0 。米

的超深井
,

其中科拉半岛的超深井已经打到

1 2 3 0 0米
,

是目前世界上最深的超深井
。

这口

井是在结晶岩石中钻进的
,

取得了大量的地

质资料
,

在 1 5 4。~ 1 8 0 0米深处发现了有工业

价值的铜镍硫化矿
,

开采这个矿就可收回整

个钻井的全部成本
,

在世界地质界引起了强

烈的反响
。

第二 口设计深度 1 5 0 0 0 米的超深

入李李李李全幸李李仑李个汤凤林李李全全李李李ù世界超深井钻进技术
扩

.

令吞务务不本本吞务
.

夺务务
.

今务吞务
·

个吞不吞
·

夺吞

使之逐渐符合客观实际
,

并改正后面验证或

检查工程的位置
。

对施工钻孔还应选择井下

物探化探工作
,

以便取得更多信息
,

来解释

已有的物化探异常
,

甚至提供深部或横向上

是否有另外的异常等新情况
。

七
、

注意研究不同类型隐伏矿的基本成

矿条件

不同类型的隐伏矿具有 各 自的产 出 条

件
。

在寻找隐伏矿时要分析所要寻找隐伏矿
’

的产出特点
,

加强与之密切有关的地质条件

的研究
。

例如
,

如果隐伏矿仅赋存于某个层

位或某个岩性段
,

则应特别注意含矿层位或

岩性段的纵横变化
,

以推断可能含矿部位的

比较可靠的空间位置
;
受断层

、

褶 曲等构造

控制的隐伏矿
,

研究构造变化是关键
;
与热

液有关的矿床
,

特别应注意研究蚀变矿化分

带… …等等
。

由于对寻找不 同类型隐伏矿所

要解决的问题不同
,

因而所选择的工作方法

也应各异
。

总之
,

要提高寻找隐伏矿的效率
,

一方

面应该深化对工作地区地质情况及其演化发

展历史的认识
,

同时对国内外各种主要类型

矿床的特点
、

成矿条件等要十分熟悉
。

这样才

能根据工作地区的地质条件
,

发现可能具有

某种矿床远景的靶区
,

也可进一步筛选出应

该寻找的矿床类型
,

并根据工作研究程度
,

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进一步的普查工作
,

包括区域性地质
、

物探化探工作
,

这样将会

收到良好的结果
。

(地犷部地矿 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