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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在构造上位于侵人岩盖之中部及岩体上伏岩 的 分

布区
。

围岩仍以中奥陶杭 焉家沟粗灰岩为主
,

以

及部分石炭系本溪粗或 太原粗含煤碎屑岩系
。

岩

浆岩虽仍以角阴朋长岩及二长岩类为主
,

但通常没有

明显的 或仅局部 钾长石化及钠长石化
。

此外蔽成

矿段范围内尚发育爵多脉状侵人体及小型岩枝状份入

体
。

矿化特征是 矿化规模小
,

分布另乱
。

第三类 一般无矿化的成矿区

分布于弧形成矿段的最内圈
,

其特征是 、 在

构造上位于侵入岩盖 之底板及其附近
。

除部分中

奥陶扰地层外
,

询广布有 下奥陶 抚及寒武系地 层
。

岩浆岩以角阴朋长岩及部 分二长岩为主
,

井可常

观察到岩浆岩伏于上述地层之上
,

通常岩石均无显著

蚀变
。

一般仅偶而可见有局部另星矿化
,

不形成

工业矿床
。

第二成矿城

位于第一弧形成矿域之东南
,

区内断裂构造

特别发育
,

爵多相互平行的北北东向断层使齐断块呈

阶梯状分布
。

〔三刁 皿级 构迭 单元边界

任习 皿极构造单元边界

巨日 毅构迭单元边界

区三〕 地层界粗

巨习 断层

巨囚 成矿段界粗及分类

任困 客厉拉服期玄斌岩

二刃 新生代均旧区

怪习 中生界沉双岩

性习 上古生界沉积岩

区习 下 古生界沉积岩

匹三 太古代变质岩

地层上以

上古生界石炭二迭

系碎屑岩系为主
,

局部仍出露有下古

生界寒武奥陶系碳

酸质岩石
。

燕山期侵

入岩除分别形成大

型碱性岩体外
,

一

般均成 小 型 的 脉

状
,

或岩床状侵人

体
,

特征是常具浅

图 某矽卡岩型级矿区 成或半喷出岩的桔

构造分区及成矿殖测略图 构构造
,

岩性主要

为中一碱性的粉岩和斑岩
。

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一般没有矽卡岩化及矿

化
,

已握 发现的矿化常是以裂隙充求型为主
,

因而无

重要工业价值
,

但是深部在中奥陶扰灰岩埋藏的层位

里却有可能找到相当规模的盲矿体
。

应用分散流法普查汞锑矿床

张 长 年
、

赵 冠 伦
、

袁 尧 天

在某低温矿化带
,

应用分散流
、

水化学和重砂测

量等方法配合地质进行了普查找矿 形万
,

取得了

快速作出远景部价的效果
,

木文仅就分散流工作中的

一些初步体会作一介貂
,

籍以交流握墩
。

鼓矿化带位于某地槽东部褶撤带中
,

沉积有中泥

盆耙至三迭耙的海相灰岩
、

真岩和砂岩
。

区域变质微

弱
,

无岩浆活动
,

但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褶搬构造为

东西方向
,

按其沉模可分为五极
,

其中三粗以下者为

控制本区成矿的主要因素
。

断裂以东西向和北东向两

粗为主
,

按规模可分为六极
,

三毅以下断裂 多 为 派

生
,

与成矿有密切的联系
。

乙背斜南翼为一区城性破

碎地段
,

构成低温矿化带主体 图
。

汞锑矿化多产于裂隙型触变体内
,

触变作用主要

是硅化和方解石化
,

其次重晶石化
,

跌 锰 碳酸盐化

等
,

其中邹矿化主要与早期硅化 玉髓化
、

汞矿化

与晚期硅化 石英化
、

早期方解石化有关
,

并随触

变迭加的种类增多 蚀变岩石类型的复杂化 而矿化

程度提高
,

因此蚀变体为主要找矿标志和普查对象
。

吮庶华赚六 ⋯
匡二 听叉带

口区 泥盆滚

任二 地质界技 口口 二迭系

民口 石炭杀 口口三迭 系

二敌 姿沼盆段

口尝墓替 碟

图 汞锑在水系底沉积物中的分布

普查区为中高山区
,

构造侵触一刹触地貌
,

海拔

米
,

比高均在 米以上
,

主干水系常成峡

谷地形
。

气候温暖
,

年降雨量 毫米左右 植被井

不发育
,

以窄阴叶灌木林和草本植物为主
。

工作方法

工作方法与普查其它金属矿床的分散流法相同
,

仅就几个主要方面和实践的拮果作一介貂
。

水系 沟谷 叙别划分如表 所示

每平方公里平均 个采样点
,

即达到相应比例

尺的找矿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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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应以非暂时性稳定韵翩粒底沉积物为宜
,

但需避免采取有机质过多的淤泥
,

重 。 克

峨
‘

依本区成矿的特点
,

选择汞
、

却做为指示元素
,

其富集粒度为 毫米 希 徐 粒极
。

麦

采样点距
米

分散流的基本形态最明显的受含矿地质体所处位

置的控制
,

表现在分散流在水系中的分 布 特 点 上

图
,

例如

单沟谷型
“

流
” 仅 出现在无明显次极水

系的单沟谷中
,

此时异常源多在
“

流
”

的上部地段
。

水系 沟谷 毅别 水系长度 公里

区域主干水系

一 支干水系

一 支水系

暂流水系或干沟

冲沟

一

一

一

一

一 誉讼般毅般极极

二三四五

分散流的找矿标志

通过对 。。 平方公里范围内数十个异常 图

的研究
,

做为普查汞
、

锑矿的分散流法的找矿标志

为以下几方面

粗份一浓度的变化

按 “ 流
”

中汞
、

铆两种元素的粗分变化
,

将异常

分为汞型
,

铆型和汞锑型三种
,

以便简接推测含矿地

质体 主要指触变体 的类型
。

已查明早期以锑矿化

为主或无矿化硅化体形成锑型异常
,

汞锑型异常 一般

反映了主要矿化期的含矿复杂触变体
,

汞型异常除与

汞矿化触变体有关外
,

部分可能反映了新型的矿化
。

水系底沉积中汞
、

锑的区域背景 平均值 分别

为 微克 克和 微克 克
,

最低异常值为 微克 克

万 和 微克 克 刃
。

就静查料表明
,

稣异常的清晰度小于 者 异常

平均金属含量 背景值 有
,

并且主要集 中

的范围内 汞异常的清晰度小于 者有
,

没有明

显的集中趋势
,

最高可达 倍
,

显示了锑异常的浓度

仍属弱到中等
,

而汞的浓度迭加要较锑为高
,

机械分

散的不均匀性更要明显 图

已查明
,

汞
、

锑 鲜 微克 克

〔互口 亘口 区口 〔亘二魂 〔三」

图 分散流的形态

锑含量 一 微克 克 锑含量 一 微克 克

汞含量 一 微克 克 汞含量 一 微克 克

含矿触变体
。

双沟谷型
“

流
”

出 现在两条同向或背向

水系中
,

此时异常源多出现在两条水系简 的 分 水 岭

上
。

多沟谷型 分散流出现在两条以上或树枝

状水系之中
,

此时异常源的位置就不固定
,

可能是前

两种的无序粗合
。

上述特征
,

对追索异常源井简接判断其位置和规

模 时很方便
,

因为在多数的情况下
,

分散流不呈单沟

谷型出现
,

往往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
,

由于含矿触变

体的密集分布
,

使得邻近水系中都有分散流的出现
,

因此不仅要研究每一支水系中的分散流特点
,

更需要

注意孩地段各支水系的总特点
。

“

流长
”

的特点

艳大多数分散流发育在 极水系之中
,

少数进

人 极以下水系
。

表 中所列为普查区汞 铆 分 散 流
“ 流长

”

的观测数据
,

由于分散流的
“

流头
”

和
“

流

表
异常在底沉积物中的

浓度梯度只有在单异

常源 即触变体集 中

分布在水系中的小范

围内 的情况下比较

明显 图 当总汞

量大于 微克 克或总

·

⋯
·

⋯
⋯

异常 ·类

景
一

一

器
一

⋯

米

般

长一

一泪
阶脚翔姗溯渊翻嫩汞娜矿化触变体

距离摘大一
图 汞

、

锑沿沟谷纵剖

面上的变化

即可做为
“
近矿

”

的指示浓

一

锑量大于 微克 克时
,

度
。

流
”

的基本形态

还
”

在这里不易区分
,

所指
“

流长
”

系分散首尾两点

的简距
,

不难看出
, “

流长
”

的 大小明显 受 异 常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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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矿化强度 即
“
源

”

的多少 的影响
,

汞与锑
“

流

长
”

的差异反映了在固态理流相中
,

鲜比汞更趋微粒

分散
,

迁移能力强
。

地质效果

圈定了矿化带主体

沿乙背斜出现了 。几个分散流异常区
,

特别在 卫

号断裂以南
,

异常密集
,

规模较大 分散流
“

头部
”

常在 五号断裂带附近
,

因此它是一条重要的 成 矿 构

造
。

在这个东西向的异常带内
,

已 发现了工业矿体和

儿个矿点
,

井通过地质测量征实它是一个极破碎的软

弱地段
,

对成矿很有利
,

因此在长几百公里宽几十公

里的乙背斜的南翼
,

我到了一个长 公里宽 公里

沿 卫号断裂分布的矿化带主体
,

掀小了找矿范围
。

找到了新矿点

根据分散流异常发现 了几百条不同规模和矿化程

度的各类触变体
,

粘合地质条件进行合矿性静价
,

找

到了新的矿点
。

例如主体矿化带两端的甲区 图

区压〕触变体 曰 鲜合量小于 掀克 克

〔刁 断 层 巨三」鲜合见 一 微克 克

〔习 汞含量 一 微克 克

图 甲区分散流与
“

源
”

的关系

位于 卫号断裂向西的隐伏地段
,

次毅断裂发育
。

敲区

东中部出现了含量为 微克 克的锑异常
,

西部

出现了含量 微克 克多沟谷型汞异常 通过检查

共发现了 多条硅化体
,

其中分布在东中部者以娜矿

化为主
,

西部者以汞矿化为主
。

这个地区的辰砂 重

砂 异常只 出现在距硅化体分布区 。米以外的二极

水系中
,

不能确切指示出这一远景很大的地区
。

又如异常带中的乙区 图 出现了一个典型多

沟谷汞锑型异常
,

流长均大于 。。 米
,

核区三极以上

水系中几乎全部都有分散流出现
,

握地质和原生最工

作后
,

征实西 藉支水系中有大量矿化触变体存在
,

局部地段汞含量已有工业意义
,

东 藉水系已发现了

处矿化触变体
,

其中一处原生辰砂矿化具有特殊的

找矿意义
。

目前所知
,

根据异常的特点和地质条件
,

最少有

个异常区被选做重点
,

列为继擅进行初步砰价的

地区
。

发现了新型的远景区

号断裂以北 图 规模救小的汞型和鲜型分

散流异常
,

出现在与乙背斜同极的甲背斜之上
,

后者

由石炭耙砂真岩祖成
,

岩性条件对成矿更有利 与主

要由灰百岩粗成的乙背斜相比
,

这 个背斜中过去没

有发现成矿耪索
,

通过异常检查和原生晕初步研究
,

已樱在两个异常区中发现了汞含量 达 。 一 。

的地段
,

从而为北部石炭耙砂真岩区儿百平方公里的

范围内开辟了寻找整合型矿床的远景
。

两点既明

述地质效果的获得
,

靓明汞
、

铆分散流法是

有效的
,

可以配合地质等方法迸行快速郭价
,

圈定出

远景区
。

锑分散流不仅能够发现合娜锑矿 化 的 触 变

体
,

而且能发现无矿化的但又与成矿作用密切有关的

早期硅化体和以汞矿北为主汞锑矿化兼备的复杂触变

体
,

普查区有汞锑矿密切共生的特点
,

因此锑分散流

是寻找锑矿的政接标志
,

也是寻找汞矿的周接标志
。

锑在水系中以氧化物微粒的固态逻流为主
,

均匀程度

比汞高
,

分散距离大井且递诚清晰
,

因此根据黝分散

流追索异常源地就比救容易
。

普查区内汞分散流与重砂 辰砂 测量的效果大

致相同
,

即大多数地段
,

两种方法的异常吻合
,

但都

有漏的
,

可以相互弥补
,

其原因是汞分散流样品的代

表性差 易漏异常
,

但其控制点密度比重砂 量大
,

又容易找到被后者漏掉的异常
。

因此应肯定汞
、

铆分散流在快速部价普查地段时

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

为了获得全面的桔果
,

需将汞
、

锑两种指示元素配合使用为宜
。

季节的影响 已握征明铆分散流受采样季节的

影响不大
,

汞 十分明显
。

八月份暴雨期前后两个阶

段的对比查料表明
,

在 个地点重复观 后发现锑分

散流基木吻合
,

而汞分散流吻合者仅占五分之一
,

靓

明暴雨期的强烈冲刷作用破坏了汞分散流中粗份的平

衡
,

因此普查工作宜在粉水期进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