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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次生晕工作中的两个简题

欧 阳 宗 析 衰 怀 雨

近几年在国外次生晕工作中的两个周题
, ·

即景观

地球化学在次生晕中的应用及非残坡积物复盖层次生

豪的研究
。

一
、

景观地球化学在次生晕 中的应用

一 所硝景观地球化学
,

即研究地壳表面各种

介质中 土壤
、

水
、

植物
、

各种堆积物
,

元素的分

配
、

分布规律及存在形式
,

并阴明其原因
。

根 据 气

候
、

土壤类型
、

植被
、

水文
、

地形及地貌
、

岩性
、

元

素存在形式及迁移形式等因素
,

划分为各种景观单元

及各种亚类
。

次生晕的控制因素和不同单元景观的控

制因素基本是相同的 或者靓 一定的景观单元和亚

类
,

应鼓具有一定成因类型和发育规律的次生晕
,

以

及一定的元素存在形式
,

由此也就决定了一系列的具

体工作方法 同时
,

景观地球化学的理榆也必然有助

于研究及阴明次生晕的形成机理
。

近几年来苏联在化探的研究上已拯应用了景观地

球化学
。

年
,

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粗成了以

格拉佐夫斯卡娅为首的景观地球化学勘查队
,

在南扁拉尔进行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

在 。年 届

国际地质年会物探文献汇蝙中
,

苏联发表了两篇这方

面的文章
,

并出版 了几本有关书籍
,

介貂 了 工 作 成

果
。

二 他们通过一些柱状剖面及一些横切剖面祥

栩地描述地形
、

岩层
、

各种堆积物
、

土壤发育类型
、

植被分布情况
、

地下水及地表水
,

测定其中的化学成

分
、

腐植质和二氧化碳的含量
、

值及疏松物的机

械粗成
, 据此蝙出了景观地球化学图

,

并推测金属元

素的存在形式
,

作出次生地球化学界常类型镇测图
。

将一个地区内的景观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

即
,

①残

积景观
,

位于地形高处
,

地下水埋藏深
,

从外界来的

物质只有大气圈的物质
,

没有旁侧地表及地下涅流
。

土壤成分主要来自下伏岩石
。

水上景观
,

在地形低

凹部位
,

地下水接近地表
,

外来物质有来自大气圈和

附近残积景观的
,

和 由各种固态液态诬流 带 来 的 物

质
。

它俩的土壤成分不完全是下伏岩石的成分
。

。水

下景观
,

地城性的水盆地
。

在这三种类型交界处
,

可

以有各种过波类型
,

并将火成岩
、

沉积岩及新沉积物

第四耙 粗成的景观分别称为正 景观
、

付

景观和新 景观
。

在残积景观中可以按服不同种属的植物
,

由于它

们根系课度不同
,

对于元素吸收及归还土壤的程度不

同
,

分为各种亚类
。

还可以按照大气水对地下水的补

始程度及气候条件等因素划分出各种亚类
。

在水上景观中
,

按照补拾它的水源
、

氧化还原条

件
,

或水的成分等因素分为各种亚类
。

在粗过长期风化的地区
,

可能会有代表不同发育

周期的重叠景观
。

三 在省原景观中 气候严寒
,

夏天温度也较

低
,

湿度大
,

杭被多为苔葬及小灌木 氧化带浅
,

水

中含有机质多
,

有些元素呈胶体迁移
,

以及冻土分布

少的地区
,

可以进行地表次生录或生物 地 球 化 学方

法
。

对于森林景观
,

由于气候比较潮湿
,

金属 易迁

移
,

晕在表层减弱
,

有时水化学
,

生物地球化学方法

可能有效
。

草原森林景观土壤中金属淋失较弱
,

为形

成地表次生晕工作的有利条件
,

但活泼 元 素 可 能淋

出
。

水晕也比较发育
。

荒漠景观 夏热冬塞或夏季干

热冬季湿消寒冷
,

植物寿命短 淋滤弱
,

故利于进行

地表次生晕工作
。

水化学工作困难
。

草原景观中 夏

热冬寒
、

雨量较大
,

有草地沼泽及盐碱土
,

估淤各

种化探方法都有效
,

特别是水化学方法
。

在正
、

付残积景观中形成的次生晕
,

是山矿体道

接风化形成的残积晕
,

位移不大
。

向水上景观过渡的

各种过渡类型中
,

有固态或液态迁移形成的机械晕及

复杂晕
,

有位移
。

水上景观中通常是堆 积 晕 或 盐

晕
,

位移一般救大
。

以上几种景观单元 中的次生晕
,

在比较大范围民的景观中 如苔原景观
、

森 林 景 观

等
,

土壤类型不同
,

各种金属富集层位也不同
,

又

由于存在形式不同
,

富集粒度也不相同
。

例如在荒漠地

带
,

大部分微量元素富集在小于。 毫 米的颗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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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腐植质等 ,

部份元素富集在较粗的碎屑中
。

森

林草原带灰化土
、

黑钙土的特点是表层淋失
,

淋积层

官集
,

而辞锰在腐植层富集
。

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任务是 确定元素存在形式的

方法
,

各种粗合景观的分类
。

四 对应用景观地球化学的几点认藏

从已有查料看来
,

应用景观地球化学了解研

究次生晕的发育特征
、

各种元素的富集迁移规律
,

是

很有意义的
。

就我们的工作特点及条件来看
,

首先了解比

教小范围各种景观单元内次生晕的发育规律及成因类

型
,

产生水化学
、

分散流
、

植物灰具常的可能性
,

以

及金属富集情况
。

粗过一定查料积累和总拮
,

再将景

砚地球化学应用于生产中
,

通过剖面确定景观类型
,

据此确定应用各种化探方法的可能性
,

应当采取的适

当工作方法
,

以及推断解释时应注意的基本前提
。

不同比例尺的工作
,

景砚地球化学应用的着

姐点也有所区别
。

例如大面积普查
,

找成矿远景区 ,

由于只要求找到远景区
,

井不要求祥胭圈出矿脉
、

矿

群范围
,

因而
,

进行残积景观
、

水上景观
、

水下景观

等祥韧 区分工 作就不一定需要
。

苏联 目前应用的各种景观单元分类方法及定

名方法还值得研究
,

对于各种控制因素的关系的研究

也还不够系杭
。

目前用景观地球化学单元来推测元素

存在形式的作法
,

认为大致测定金属元素存在形式
,

再

由这个已知因素进而推测其他固题
,

也是一个应鼓注

意的方法
。

所有这些情况都砚明
,

目前这项应用科学正

处在萌芽阶段
,

很不成熟
,

要桔合我国金属矿区特点
,

如地形坏
、

中高的地区多
,

以及具体的地貌
,

地理
、

气

侯
、

植被特点来应用和发展这 学科
。

目前我国已开

始将景观地球化学应用于农业的研究
,

至于将它应用

于找矿还是刚刚开始
。

为了将它和次生晕的研究粘合起来
,

首先必

须尽快地解决以下儿个基本工作方法阴题

景观单元划分的标准
,

剖面的制作方法

景观要素的内容及测定方法

确定金属存在形式的方法

表达各种情况下次生暴发育特征的方法
。

、

非残坡积物 中次生晕的研究

二

一 次生晕的形成过程有以下三种

矿体露头或矿化带被风化后形成的次生晕
,

一般都道接复盖在矿体上面
,

但有时也会由于齐种外

力作用而被搬运形成位移
。

它以物理风化为主称为机

械晕
,

这种具常只是在以残积物为主的堆积物中才能

出现
。

地表为非残坡积物
,

由于水及植物的作用
,

将下部矿体被氧化后形成的盐类吸附上来而形成盐晕

以化学风化为主
。

机械晕形成过程中或形成以后义受到化学风

化作用
,

哄复杂晕
。

国内外次生晕的工作
,

过去主要是在残坡积物中

进行
,

近几年国外 加拿大最多 进行了非残坡积物

中的次生晕工作
,

并获得良好的地质效果
,

扩大了次

生晕的应用范围
。

二 在美国近来山版 的 豪 克 斯 及

韦布福写的 “ 找矿中的地球化学 ”
一书中

,

对次生录

进行以下的分类 表
。

这 个 分类表按次生晕与

窦

成因类型 分 散 过 程 主要营力 分散元素的存在形式 分 散 形 态

为一开开开开一开︷开一右万匆硬历一︸为︸卜祖一原地 吼化
碎 二二⋯薰力⋯二二薰力

⋯一
一 迷一一 一

⋯一竺一
一

凤

形
,

不对称
耐凤化的原生和次生矿物

,

部份粘土矿物
,

次生合水氧
化物

形
,

串珠
、

不规
形

,

串珠状
形

、

三角扇

冰力运重搬被所子等分风态
、

固水

溶液活动

植物新陈代谢

⋯
目

‘些 述一
一

逃叁奎
有生植物的
向上吸收

沉淀和蒸发物沉积
有生植物
有机物

复杂溶盐和溶胶

沉淀盐

金属有机化合物

串珠状

旁侧分 汝

上复的和旁侧分散

屑一液态一生物
伺生

液液液 溶液运动伴随沉淀淀 地下水水 任何碎屑复盖盖 粘土矿物上的离子吸附
,

含含 上复
,

后形形
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 水氧化物及有机物离子再沉沉 旁们叮分散散渗渗渗渗渗透的土壤壤 淀及在含水氧化物中吸收金金 日乍珠状状

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属有机化合物盐的沉淀淀淀

地地地地表水水 溪流沉积积积积
生生生 植物新陈代谢伴随有机机 土壤溶液液 任何碎屠复盖盖盖 上复和旁侧侧
物物物 分解产物的再分配配 滋养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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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形成时简相比较
,

分为同生及后生两种 其中生

物成因类型是属于同生或是后生
,

还值得研究
。

从

这个表中可以看出
,

除了残坡积物以外
,

在崩积物
、

冲积物
、

冰磺物
、

有机质中也可能有次生最存在
。

其

形成的原因
,

一种是富含金属的物质被搬运来
,

一种

是由于水及生物作用而形成的
。

一般来魏后生的具常

比较易于提取 其中有机物中的金属
,

则可以由筒单

的离子吸附
,

一直到金属有机化合物
,

用盐酸
、

醋

酸或棒檬酸盐即可抽提出来
。

可以看出后生的多是盐

最
,

这种次生晕对于比较活泼的元素更容易形成
。

在

冰川
、

崩积
、

冲积各种岩屑复盖物上也都可能形成次

生晕界常
,

它可能是同生的
,

也可能是后生的
。

非残坡积物中的同生具常
,

可 能 是 由于机械运

动
、

固态搬运而形成
,

也可能为地下水搬运再沉淀而

形成
。

后者比较易于提取
,

它不在矿体上方
,

随着离

开矿体的距离愈远
,

强度逐渐减小
。

近矿处含量随着

裸度而增加
,

远离矿体
,

含量向下 降低
。

后生具常

对找矿更有直接意义
。

在冰川复盖物中
,

由于冰川搬运
,

可以将矿化基

岩或疏松物质搬运 公里
。

有时 易于氧化的矿石

溶解后
,

向上渗入冰川堆积物
,

到达地表
。

这种渗出

的具常
,

多是比较活泼的元素 如
,

渗出的深度

可由数十厘米到数米
,

苏联一个胡矿区可以上升到十

米
, ‘

有时也会形成向旁侧分散
。

或是由于 生 物 的 作

用
,

使地表果常强度大于深部
。

在崩积物和冲积物中可能有搬运来的同生界常
,

它俏多为扇形
。

金属溶液向上迁移也会形成具常
,

一

般都在数米以上
。

例如在非洲一个沙漠边部
,

在矿化

白云岩上的钙质层中有
、

果常 表
。

表

深 度
叹 微 克 微克

棕色顶部土壤

钙质层

矿化 白云岩

非矿化白云岩上方的钙质层中

,

有机物多在湿地
、

不动的凹陷地带形成
,

由于植

物及地下水的作用
,

也可能产生次生晕
。

在沼泽地区

也可能有由周围高地而来的次生晕
。

对于湖泊及海相沉积中
,

有时有同生界常或外来

堆积物的具常
,

也能由地下水作用形成后生具常
。

在沙漠地带有时能产生与风力有关的界常
。

三 在加拿大东部几个冰川地区
,

曾进行了次

生晕工作
,

为
、 、

多金属矿 含黄铁矿
,

进行了分散流和次生晕工作
,

测定了总金属量及
、

、 。

在冰碴物中
、

离子可以向上方迁移数

十厘米到数米
,

以 的迁移距离最大
。

大气降水使

金属向下淋失
。

有时由于生物的作用而在表层形成富

集
。

在 矿体附近的下坡及凹陷地区 ,

有时也出现共

常
,

这是地下 水搬运而形成的
,

它往往位于矿体的下

盘
,

界常较弱
,

搬运距离不太大
。

也有由冰川搬运而

形成的分散流
,

它可在距矿体很远处山现 数百米到

公里
。

品位低或面积小的矿体和冰碴复盖厚的

地区不易产生具常
。

工作桔果认为
,

在冰川地区可以产生次生晕
,

但

在气候潮湿时要进行复盖物底部取样
。

自矿体沿着冰

川运动方向会产生分散流
。

地下水通过矿体后含在矿

体下盘
,

地下水出露处产生果常
。

有时植物会引起地

表腐植层中的金属富集
。

在加拿大一个 矿区
,

它是一个冰川沼泽地区
,

用 鳖光分析侧定地表下十叹深泥炭中纲的含量
,

得

到了一片界常 背景为
。

这个具常带

向矿体北面偏移
,

这个方向也正是沼泽水流动方向
,

靓明在泥炭沼泽下的硫化物溶解后被沼泽水带走
,

因

而形成了界常的偏移
。

在苏联哈落克斯坦扁兹别克铜矿区
,

这里有栗色

土及碱土硬壳两种类型土壤
,

前者 层为 厘米
,

后者 层厚 厘米
。

在栗色土中
,

层铜合量 与

基岩近似
,

而 层升高 了 豹 一倍
, , 则 相反

。 、

在 层的富集与腐植质有关
。

在北罗德西亚的一个铜姑矿区
,

地形比较平坦
,

气候属亚热带 , 月为雨季
,

露头很少
,

残积物厚

达 叹
,

有 比 为沼泽地区
,

土壤的透水程度差
,

这种地区的暴常
,

由于地下水的搬运往往向下坡延展

到几千叹
。

阳离子交换容量较大
,

这和高岭土合量比

例高有关 有机质的含量也有一定的关系
,

冷提取铜

含量与总铜量的比值与有机质的含量成正比
。

透水程

度差的土壤和透水程度好的土坡相比
,

前者冷提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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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高
,

而且铜主要斌存在 。 毫米以下的相顺拉

毅中
。

值低时
,

沼泽土壤中的亚土层 含量有降

低的趋势
,

但是
,

它的影响远比有机物含量的影响要

小
。

对于水系沉积物
,

在砂土样品中冷提取具常的清

晰度 具常植与界常下限的比
,

要比富含有机物样

品中冷提取的清晰度高
,

这是 由于有机物对于冷提取

方法所提取 的紧密按制有关
。

苏联 拉赘科娃等进行了高岭土
、

钙磷石
、

膨渊粘土对
、 、 、 。 的吸附作用的献骇

。

拮

果认为它们的稀释溶液都会被这些天然 吸 着 剂 所吸

附
。

在磷钙石中
, 、

有大量堆积
,

对叙酸盐离子

及 的阴离子吸附 量很小
,

但对 。 的阳离子吸附

量较大
。

在高岭土中
, 、

很少
,

也很少
, 。

的阳离子吸附量大
,

阴 离子几乎不被吸附
。

因此
,

在

天然条件下应注意这些粘土矿物对于这几个元素氧化

后的吸附作用
。

对于
、

矿应当注意富含磷钙石

风化物中的次生晕 而对于 。、

来靓 应注意富

含氢氧化跌
、

氢氧化锰和腐植质的土壤层
。

四 通过这些查料可以得到以下的认敲

对于非残坡积物复盖地区
,

也有产生次生晕

的可能性
,

一种是同生的
,

一种是后生的
,

而后者对

于找矿更有道接意义
。

这种具常主要是盐录
,

它的含

量低
,

位移方向往往与地下水流向有关
,

取样深度应

孩加大
,

推断解释也更复杂
。

以物理风化为主的次生

晕
,

也会有氧化作用而使具常的特点发生某些变化
。

注意堆积物的来源
,

确定晕的成囚类型
,

了

解主要金属存在形式
,

对于采用正确的工作方法以及

为推断解释提供必要的前提
,

都是很重要的
。

我国水稻田及沼泽带等复杂地区
,

也都有可

能应用次生晕来找矿
,

但是首先应当解决深部取样工

具的简履
。

在研究具常时
,

应研究有关地下水的资料
,

注意富集粒度以及必要的各种粒度的主要矿物的锰

定
,

选择清晰度最大的溶剂等简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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