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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铜矿区次生晕找矿规律
孟 奇

近几年来
,

在某矿区进行了大量次生晕工作
,

除

以铜为指示元素直接找铜矿外
,

还利用镍指示元素找

镍矿
。

此外
,

还选用其它元素
,

拮果除工业矿体能产

生次生晕外
,

浸染状矿化带
、

基性
、

超基性岩体和片

麻岩中分散的黄跌矿化
,

均能引起不同程度的异常
。

因此
,

仅利用其含量毅来分辫矿与非矿异常 是 困 难

的
。

我俩在实际工作中
,

从指示元素方面研究了分辫

矿与非矿异常的方法
,

本文就这方面的认栽
,

介貂出

来供大家参考
。

一
、

矿区地质及地球化学特点

地质概况 地层主要为太古界鞍山群 之 变 质 岩

系
,

花岗片麻岩
、

黑云母片麻岩
、

角阴片麻岩及矽修

石黑云母片麻岩等
,

形成互层带
。

片层理一致
,

矿体

多赋存在薄层互层带中
。

岩浆岩充填于北东
、

北东东两

粗断裂中
,

为辉椽岩
、

煌斑岩
、

丙长岩等新期岩墙
。

主要构造为北东向
,

在薄层互层带中平行层理的层简

断裂发育
。

矿床成因类型为岩浆期后之脉状铜
、

锌矿

床
。

金属矿物有 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黄铜矿
、

阴锌

矿
、

方拓矿
、

辉如矿
。

黄铜矿与朋辫矿具有共消长关

系 图
,

因而铜与斜亦具有同样关系 图
。

非

金属矿物 石英
、

椽泥石
、

白云石
、

方解石
、

萤石
。

握热液触变的矿物有透辉石
、

黝帘石
、

白云石
、

尖晶

石
、

矽镁石
、

蛇叙石
、

椽泥石
、

捐云母等
。

原生矿体主要粗分为铜
、

锌
、

硫
。

铜平均 工 一

矿
、

孔雀石
、

兰铜矿
、

高岭土
、

绍英石
、

矽铁土等
。

氧化带中铜含 量 一
,

锌 一
,

比

原生矿体降低
。

围岩颧变有透阴石化
、

矽化
、

捐云母

化
、

椽泥石化
、

碳酸盐化等
。

地球化学特点 木区区域地形复杂
,

侵触作用显

著
,

有侵蚀残留山地与高原
、

高台地
。

地形比高

米
,

坡度在
“

一
“

之固
。

主要景观单元 为残积景

观
。

疏松层非常发育
,

一般覆盖一米左右
。

由于受地

形
,

岩性等影响
,

疏松层的分布亦十分复杂
。

典型的

残积物井不发育
,

仅分布于山顶及山脊上
,

厚 度 不

大
,

一般不超过 厘米
。

残坡积物木区最发育
,

广

布于山坡及山麓地带
,

厚豹 米左右
,

个别地段超过

米
。

全区疏松层分
、 、

三层
,

层 一般厚

一 厘米
,

个别可达 。 米以上
,

比救稳定
。

一
、

笋

夕
三二一 ,

, ,

锌平均 一
。 二二二

,

泣舀二二二
二二一

匕乙一 耀二岌
图 黄胡矿与肉辞矿沿厚

度方向变化曲叔

伴生粗 分 为 姗
、

扣
、

跟
、

姑
、

摄
、

嫁
、

锡
,

其平均含量如表
。

矿

体氧化带一般在 一

米深
,

氧化程度很高
,

原生硫化物几乎氧化殆

尽
。

表生矿 物 有 褐 铁

图 胡
、

辞品位变化曲极

层 发育极不稳定
,

有时缺失
,

一般厚 一 厘来
。

层 比校发育
,

一般均大于 。 米
,

多为下伏基岩

碎屠及粗砂粗成
。

根据上述疏松层特点
,

蔽 区以物理

金 属 矿 物 中 微 量 元 案 分 配 情 况

钻 稼 刻 姑 ⋯豁 ⋯
微
者克

黄 铁 矿

磁 黄 跌 矿

黄 铜 矿

朋 锌 矿

平 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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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化为主
。

元素在表生带的行为
,

完全受上述地球化

学条件的影响
。

根据铜的富集粒度献墩拮果 图
,

在 毫

米左右的颗粒中含量最高
,

而小于 。 毫米的 服粒

中含量最低
。

铜 微克 克

铜 微克 克

圃明毓里〔卫助矿体

少诵八︺巴︺呢︺八︺,‘一乡八乙门

斜长
争功

图 胡的富集粒度

铜在土壤中水平分布比较均匀
,

其常见 合 量 在

微克 克左右 图
。

比 其在岩石中略微偏低
,

图 嗣在土缓中的富集层位
学特点等的影响

,

其中以表生风化作用的影响最大
、

最复杂
。

郭价异常的最主要尚题
,

就是区分矿与 非 矿 异

常
。

就蔽区部价异常周题提出几点看法

异常赋存位置

由于 该区有意义的铜矿体斌存于付片麻岩之薄层

互层带中
,

延伸与片麻层理方向一致
。

因此
,

所形成

的矿异常均斌存于付片麻岩中
。

异常形态规模

厂都矽技黑云母石英片庶岩

、确班
‘

乡抓冷弓一芳石︸︸以护澎筏目札气郧淤黔一一彝。
岩胡锌貂阴及

微克 克

微克 克

图 铜在土攘 中的分布须 率

异 常 下 限 为

微克 克
。

在土壤的

垂道剖面中
,

铜的

分布不均匀
,

层位

献歇拮果 层大

于 层
,

层大于

层 图
。

层

为富集层位
,

层

亦能出现比较明显

的异常
。

层含量

最低
,

在矿体上方

一般不出现异常
。

铜在本区表生作用

中迁移能力井不是很强的
。

在原生矿体中
,

锌以阴锌矿的形式存在
。

一般靓

来
,

在表生带锌的地球化学行为要比铜活泼
。

在土壤

作用过程 中锌伴随褐跌矿进行分散
。

根据土壤中锌
、

铜异常极为吻合的特点
,

可以断定两者的迁移方式
,

存在形式是相同的
。

二
、

异常砰价

引起铜的次生晕异常的原因很多
,

而对这些不同

类型的次生最异常进行正确的郭价
,

是一个比较困难

的固题
。

因为它受到在不同地质体中元素的 原 始 分

配
,

元素的存在形式及其地球化学行为
,

地表地球化

图
、

铜
、

锌
、

银
次生晕剖面图

矿体引起的异常形

态比较规别
,

速疲性较

好
,

一般成换状延伸儿

百米
,

幅竟几十米
。

非

矿异常形态不规
,

不

成修状延伸
,

一般为等

轴状
、

椭圆状等
,

有的

只是零星点异常
,

没有

一定形态
。

异常强度

矿体引起的异常
,

铜含量比较高
,

一般几

百微克 克
,

最 高 可达

几千微克 克
,

合量比较

稳定
,

渐变性
、

速值性

好
。

非矿异 常 一 般 在

。。一 微克 克
,

有

时也出现几百一几千微

克 克的高量
,

但含 量

变化较大
,

跳动厉害
,

速镇性不好
,

甚至出现

点异常
。

元素祖合

蔽区矿与非矿铜异常
,

在元素粗合土有比杖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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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习

微克 克 微克 克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 、 、

辉徐宕

图 嗣
、

锌非矿次
生晕异常

出现
,

但与铜异常不吻合
,

异常跳动比较厉害
。

差异
。

辞 在本区可作

为区分矿与非矿异常的

重要标志
。

在矿体上锌

出现明显的异常与纲异

常完全吻合
,

两者呈共

消长关系 图
、 。

在非矿异常上一般不出

现锌的异常 图
,

个别异常中也有锌异常

无共消长关系 图
,

另外
,

根据晕的

断面图的形态 图

看出
,

受地形影响成

不对称的
“

扇 形
” ,

为机械分散量几何形

态的一个 特 征
。

但

是
,

由于铜
、

锌比校

活泼
,

受淋滤作用
,

部分发生液相迁移
,

拜以吸附状态存在
,

因此
,

本区次生晕是

阅冈长岩花尚角阅岩

图 胡
、

锌非矿次

生晕异常

跟 叙亦可作为本区静价异常的参考
,

在矿异常

上多半出现几一几十微克 克的异常值
,

分散范围小
,

而非矿异常均不出现跟的异常 图
、 。

晕的成因类型

本区晕的成因类型没有作专阴研究
,

只根据点滴

资料作如下的探言寸
。

机械分散晕和盐最分散量的主要区别
,

在于元素

在分散时的迁移方式和它在层中的存在形式
。

亦就是

取决于元素在分散时是液相还是固相
。

纲与锌在地表

迁移时
,

主要是伴随跌帽发生机械分散
,

而在 层 中

纲
、

辞主要为褐跌矿所固定
,

其次为吸附状态
。

以机械分散晕为主的复杂晕
。

三
、

拮确

铜在本区的背景值为 微克 克
,

异常下限为

微克 克 辞的背景值 微克 克
,

异常下限

微克 克 富集层位为 层
,

富 集 粒 度 为 一 网

目
。

本区次生晕是以机械分散晕为主的复杂晕
。

除铜为直接指示元素外
,

为了进一步砰价异常

是矿或非矿所引起
,

利用锌与跟作为重要 标 型 元

素
,

特别是级较其它元素能更具体地肯定矿体和圈出

矿体位置
,

辫分布范围要竟滴一些
。

用无定向磁力仪测定向标本的一个方法
西 北 冶 金 地 质勘 探 么 司 物 探 三 分 队

过去我们用刃 口磁力仪测量岩石标本的余磁及戚

磁
,

今年改用地质部仪器厂 年出的无定向磁力仪

进行测量
,

在使用过程中作了一些改进
,

测量了数以

千歌的标本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蔽仪器格值 伽玛 格左右
,

磁 仅长 毫

米
。

因此
,

与其他磁力仪比起来
,

可以测量戟弱的磁

性
,

准确度高
,

数据整理 可以 筒化
。

但 按 原毅瓢要

求
,

这仪器也有一定的缺点 要求标本离仪器 中

心 厘米以内
,

使用不便 每块标木都要在仪器

的左右两边分别进行测量 标本 台 和 仪 器相速

接
,

放样品时要引起仪器的振动
,

擅数不稳
,

影响生

产效率 要求标本比较规
,

能装入固定的标本

盒内
。

针对这些方面
,

我俩改变了原来的使用万法
,

把标本放到远离仪器的一 进行测量
,

不使用仪器上

原有的标本台
、

标本盒和标尺
,

而用一个和仪器隔离

的标本台
,

克服了不便之处
,

发挥了仪器的优点
。

标本中心到下磁针中心

的距离

上下磁卦简的距离

图

一
、

尚题和公式

原有的仪器使用

方法主要考虑标本对

下磁针的作用
,

所以

标本要靠近下磁卦
,

视在
,

我俏把标本的

余磁及咸磁各个分量

对上下磁剑
一

的作用都

考虑进去
,

使标木可

以不受限制地放到远

离仪器的地方进行测

量
。

新的公式及测量

方法如下

如图
,

选定座

标
,

把仪器的镜筒摆

到东西方向上 磁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