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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舍利斯在研究齐赫文绍土矿床时
,

就曾握指出齐赫

文铝土矿的形成与黄铁矿氧化时生成的硫酸盐溶液作

用下
,

石炭耙粘土的分解有关
。

就是阿尔汉格尔斯荃

本人在研究了某些地区的
“

绍土矿一角砾岩
”

以后
,

也不得不把其归钠为
“

矿石矿物在矿层中再次移位
”

来加以解释
,

也承认了铝土矿物质可以在后生作用中

发生迁移
。

作为我侧推断本区铝土矿床为后生作用矿床的依

据
,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铝土矿囊状体的分布特征
,

及其变化的急

居性
。

二 具有洁晰的次生精构构造
,

例如上部粘土

矿层中呈脉状分布的硅质凝胶
,

以及具有明显次生胶

粘特征的复骊构造
。

三 本区含铝岩系的静多钻孔
,

化学分析查料

的加权平均静算
,

靓明他们具有极其相似的平均化学

成份的这一情况
,

导致我们股想它代表了最初沉积物

质的原始化学成份 三氧化二绍 左右
,

二氧化硅

左右
,

仅是 由于后来介质环境的变化
,

而促使绍

硅分异
、

硅成二氧化硅凝胶析出
,

绍则构 成 为 水 绍

石
。

矿石的镜下研究敲明了这一点
,

在藐下曾翘发现

游离二氧化硅和水铝石共生
,

这种情况无输如何不可

能用原始沉积来解释
,

因为融都知道在有游离二氧化

硅存在时
,

必然和绍拮合形成高岭石等矿物
,

水绍石

类矿物只能在溶液中改有二氧化硅的情况下生成
,

而

且也只有二氧化硅与三氧化二绍之比大于 时
,

才有

游离二氧化硅的析出
。

灰白色铝土矿的具有较大孔隙

度的构造
,

也使我俏推想这是 由于物质分解 在这里

大概是二氧化硅迁出 的桔果
。

四 含铝岩系的上下围岩均富含大量黄铁矿
,

当其氧化分解时生成的磷酸溶液
,

是以使原始沉积物

质的晶格受到了彻底破坏
,

并使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

绍发生分异
。

由于含绍岩系的下伏地层为具奥陶系灰

岩
,

因而当具有低 植的地下水
,

由上向下渗透或

扩散时
,

便必然受到中和而构成了地下水 的 垂 道 分

带 酸一 中一碱性的分带
。

这种分带取决 了绍元素的

垂直分布状态
,

上部硬质粘土代表了由于接受强酸分

解作用
,

而致使铝棘入溶 液
,

二氧化 硅 却 析出成为

凝胶
,

或是袒过短距离迁移而凝桔
,

中部铝土矿代表

了中性环境下 “
’

的沉淀聚集环境
,

下 部 绍 土 真

岩
,

从成份看他具有更接近原始沉积物质的成份
,

这

砚明他代表了碱性环砚下
,

照例原始物质没有遭受强

烈分解和迁移所致
。

五 在岩溶四地
,

含铝岩系的厚度虽然较大
,

但却不一定是铝土矿的富集段
,

这与原始沉积榆者的

主要拮榆是不吻合的
。

相反地征明了绍土矿的分布不

受沉积盆地地形的控制
,

而是受后生作用过程
,

各种

因素的粽合控制
。

据此
,

使我侧相信本区铝土矿的生成与后生作用

有关
,

是原始沉积物质在上下 围岩的黄跌矿氧化生成

的磷酸水作用下
,

发生铝元素 的 再次 聚集 生成的
。

参考文献从略
。

应用路次生晕寻找路铁矿的初步体会

·

西 北 冶 金地 质勘 探 公 司 物 探 三 分 队
·

近几年来
,

我队在某地超基性岩体上
,

应用路次

生晕找路跌矿
,

取得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

捉出本文
,

供参考
,

不当之处
,

葫予指正
。

一
、

地质商介

粗成本区超基性岩体的主要岩石有 挑橄岩
,

蛇

款石化扼橄岩
,

斜方辉橄岩
,

蛇救岩及透谭岩等
。

路

铁矿的矿床类型有 晚期岩浆分凝式同生矿床
,

晚期

岩浆分凝式同生后生混成矿床
,

晚期岩浆压入式 其

入 矿床
。

目前已知前两类矿床多赋存于钝橄岩及弱

触变的蛇救石化钝橄岩中
,

且在矿体上下盘及走向方

向 匕 路尖晶石形成速相或断箱的矿化
,

构成了
“

矿

毛
” 、 “

矿条
,, ,

形成了
“

毛
、

条
、

体
、

带
”

的矿化规

律
。

一般矿体长数米至数十米
,

最 长 达 百余 米
,

厚

一 米
,

最厚为 数米
。

而毛
、

条
、

体
、

带 的 矿化

规模则长 达 数 十米 至数
一

百米
,

克数十米
。

后一类矿

床
,

根据 目前所兄
,

规模戟小
,

且多斌存于蛇欲岩
、

强蛇枚岩化钝橄岩和斜方辉橄岩中
。

此类矿体的
“

毛
、

条
、

体
、

带
”

规律不明显 或 不 存 在
,

因此矿化范围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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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疏松物特征

疏松层以残坡积物为主
,

一般厚达 一 厘来
。

区内地形切割较强烈
,

坡度一般为
“

一
“ ,

有利于

次生晕工作
。

岩 石 风 化 后
,

以碎屑 蛇教石化钝橄

岩 或砂状 钝橄岩 物质保存于疏松层中
。

矿石风

化后仍以矿石碎屑或路尖晶石颗粒赋存于与它同时形

成的疏松物中
,

出现机械分散晕
。

不同成 因 类 型 矿

体
,

因其矿化规律
、

范围及其所斌存的岩石风化物的

性态不同
,

因此
,

前两类矿体形成的晕面积大
,

速翻

性好
,

而后一类矿体的晕小或只出砚点异常 图
。

压入式矿

矿化韧粒钝橄搅岩

初拉系屯橄岩

蛇枚石化钝橄岩

透辉石条带钝橄岩

滑石透阴石脉

蛇放岩 必刘 大于生 微克 克

一 微克 克

一 微克 克

︺︸︸︺︺︸﹄︺

图

三
、

工作方法

用 米的网度
,

在残坡积物 层采样
,

样品

重 一 克
。

选 一 毫米粒叙
,

研磨过 目

筋
,

用焦硫酸钾熔样
,

高锰酸钾氧化
,

磷酸二氢钠作

掩蔽剂
,

二苯胺基腮显色的路 小 体 积 比色测定法分

析
。

其测程为 一 。。微克 克
,

精度的相对款差

在 左右
,

效率每人每 日 个
。

爵算岩体各个地段的路背景植和异常下限
,

先在

百

室内勾拾出异常
,

然后拮合岩相
、

构造
、

矿化特征和

地形复盖层条件在现场修改
,

确定异常形态
。

四
、

异常的薛价
、

段既

一 异常检查及分极

由于 自然条件的复杂性
,

控制次生录分散特征的

因素较多
,

献图用各种半定量的歌算方法
,

根据晕的

特征或晕的枯构
,

来区分矿异常与非矿异常
,

没有获

得有效规律
。

根据覆盖层一般比戟薄
,

路敛矿的矿化

程度又易于肉眼观察
。

因此
,

把野外异常检查作为主

要手段
,

在异常检 查 中 实 行四勤 勤跑
、

勤看
、

勤

敲
、

勤挖
,

井坚 持 大小异常个个过关
。

其检查内容

有

疏松物类型及来源 若为残积物
,

用采样搞在

异常中心附近挖掘风化基岩
,

就地观察 若为残坡积

物
,

向上坡迫索观察
,

多数情况下
,

矿体及矿化的

异常附近
,

会兑到帖石或路尖晶石散染现象
,

再据此

追索矿体
。

地形地貌特征 了解坡向
,

植被等情况从而确

定追索异常源的方向及复盖层深度
。

岩相
、

构造条件 各类矿体的斌存岩相及构造

有利地段 如透辉岩的 上 下 盘 杂岩带
,

中粗粒钝橄

岩
,

或岩体外凸内四
,

构造斡弯部位等
。

与周围异常及与已知矿点的分布关系 在检查

每个异常时
,

要注意它俩之固的关系
,

由于矿体极常

成群
、

成带出现
,

相应地也反映出成群
、

成带的异常
。

通过对每个异常的检查
,

作初步分类
,

并找出它

侧空固分布倪律
。

然后再对重点异常进行观察
,

琪写

卡片
,

提出槽探位置
。

这项工作
,

有时与地质人具共

同进行
。

有不少矿体 点 就是通过这种检查发现的
。

我们把局部集中的一些异常划为一个异常群 一

个大的或儿个小的异常断精相速的地区
,

延长一到数

公里
,

称为异常区 一些异常区沿岩体走向断梢成带

出现
,

形成异常带
。

实践敲明 异常群
、

区
、

带基本

上与矿群
、

矿段和矿带的规律相一致
。

根据所发现的找矿标志
,

考虑有利岩相
、

构造和

堆积物的来源
,

将异常分为四粗

极异常 兄矿体或斡石
,

或处于有利岩相和构

造部位
, “

毛条
”

很发育

五极异常 兄矿化或斡石
,

拜处于有利岩相和构

造部位

极异常 没有任何找矿标志
,

为局部路的原生

或表生富集引起
,

或为透辉岩引起的

极异常 水系冲积物中的分散流异常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 异常的墩敲

握过对异常祥翩的
、

系扰的检查后
,

用两种办法

在异常区 中布置工程
。

系杭揭露 对矿化较好的异常区
,

除对每个异

常揭露外
,

还按不等距
、

不等长系杭布槽揭露
。

个体揭露 对矿化程度较差
,

且速被性不好的

异常区
,

只对
、

五类异常进行了揭露
,

多布短槽
。

异常墩靓的原则是 算大帐
,

不单钝迫求异常兄

矿率
,

注意提高异常教征率
,

加 速 地 表 全面彻底郭

价
,

为深部砰价打好基础
。

对每个异常的槽探工程
,

要考虑异常所处的条件

岩相
,

构造方向等 及晕的形态与地形的关系
。

本

区晕的形状受地形控制显著 兄图
,

异 常 的轴向

有时只反映矿群的走向
,

而不反映矿体的走向
,

当地

形坡度小于
“

时
,

晕的位移小于 米
,

当 坡 度大

于
。

时
,

晕的位移为 一 米
。

必必
、 、、、

一一

匾 司欲魏 大于 〕刀

刁聆
任亘 ,蟹缪

巨口憋臀
知 吸扬

〔立刁殊及 号 【巫口
〔至习缺角冈片岩 匡二三回

〕

敬理
刃

皿因

中粗拉翻橄岩 〔三习
洛石化蛇杖岩 【工习

徽克 克

山 脊

溉撬梦
图

五
、

地质效果

一 儿年来获得了次生 晕 异常 多个
,

袒

过检查和揭露
,

圈山了十九个矿化 地 段 图
,

找

回
路次生
晕异常

巨旦」岩体产状 【至〕超基性
岩体

图

,

饭愁

画 瓣
岩 一 根据异常圈定的

三已 矿化地段

到了 个隐伏矿体
。

二 为地质地表施工提供了依据
,

稀小了地质

找矿范围
,

减少了工程量
。

在揭露过程 中又找到了一

些矿体
,

同时扩大了矿群和矿化地段
,

达到了快速部

价地表的目的
。

三 利用次生晕耙录拮合适量的检查工作可以

很快填山同比例尺的地质草图
。

在本区用 微克 克

等植袋为边界可以圈出岩体
。

六
、

几点体会

一 在山区有残坡积层覆盖的超基性岩体上
,

应用貉次生晕寻找路铁矿
,

效果是良好的
。

在选择测

网时 , 要考虑矿床类型
、

矿体规模及其分布特点与次

生晕分散特征
。

如本区用 的测 网
,

对 找 具 有
“

毛
、

条
、

体
、

带
”

分布规律的分凝式矿体
,

效果比较显

著
,

对于区内娩模小的压入式矿体 有漏矿的可能
。

二 次生晕工作旨在配合地质
,

寻找残坡积层

掩盖的隐伏矿体
,

圈定矿群
、

矿带
,

为地表施工部价

提供依据
。

为此
,

这项工作应孩走到同比例尺地质工

作的前面
,

方能充分发挥作用
,

不然
,

化探异常在槽

探揭露矿体时 只起符合作用
,

鼓区有个 别 地 段 就是

如此
。

我们认为本区如果在地质作万分之一琪图工作

阶段
,

化探次生晕就开始用 、 的测网做完整个岩

体
,

那么
,

它发挥的作用就更充分
,

大大加速整个岩

体地表部价工作
,

节省一部分山地工程
。

三 今年地质
、

物化探工作
,

按各种方法所能

起到的作用
,

就一布暑
,

使大部地区运用次生晕成果

摆布了地表工程
,

取得较好的地质效果
。

我佣认为在

一个地区开展粽合方法的找矿工作中
,

不仅仅各方法

要密切配合
,

而要就一的领导
,

抗一布暑
,

才能使各

种方法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

诚少工作中的重复性
、

盲

目性和对投查的浪费
。

四 从本区比较典型的机械分散晕几年来的工

作情况看
,

应用野外检查异常为主的方法
,

获得的效

果是良好的
,

而应用半定量的静算方法
,

没有获得规

律
,

至于量的桔构 包括粗分特征等 在本区岩浆矿

床上我们尚未找到规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