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地质勘探

江 西 某 钨 矿 恢 复 青 春
江西冶勘 队 张 华

该钨矿是个 已开采四十余年的老矿山
。

几年来
,

我们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地质

勘探工作
, 以地质力学观点分析成矿构造体

系
,

努力深入实际调查并研究矿化规律
,

总

结隐伏矿床的找矿标志和方法
,

使矿 区储量

增长 倍
。

矿区地厦蔺介
矿区位于南岭东西构造带东段与华东新

华夏系隆起带的反接复合区
,

某山字型构造

前弧东翼
。

寒武系变质岩组成矿区北东向复

背斜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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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东西构造体系压性结构面的一组东
西向冲断层

,

是矿区最大断裂
,

多为花岗岩

墙充填
。

影响矿区较大者一是向北倾的南部

花岗岩岩墙
,

一是向南倾的北部大断裂
,

使矿

区成地垒式隆起
。

属于山字型构造前弧东翼

放射状张断裂的一组北北西向高角 度 正 断

层
,

规模稍次
。

上述二组断裂为成矿前的一

级构造
,

控制着成矿裂隙的生成
。

另有一组

南北向高角度平移正断层
,

使矿脉及花岗岩

受明显错动
。

侵入于山字型构造两翼脆弱部位的酸性

岩早岩墙
、

岩株
、

岩瘤
、

岩基状产出 据其

影响的最新围岩 怕圣系 和 同位素地质年

龄测定
“

年
,

侵入时代当为燕山

期
。

对比附近各矿区勘探资料
,

这些岩体在

深部可能连为一体
,

是区域含多金属钨矿的

成矿母岩
。

此外
,

矿区东北部还见有大片出雾的黑

云母花岗岩
。

该岩体岩石化学分类属铝过饱

和系列 其顶部
、

边缘不同程度的发育有钠

长石化
、

白云母化和云英岩化
。

距岩体 。米

以内外接触带的板岩变为白云 母或二 云母角

岩
,

构成强角岩化带 , 距岩体 一 米板

岩变为黑云母角岩化板岩
,

为角岩化带 , 距

岩体 。米 以外为绢云母板岩
,

是弱角 岩化

带
。

这种强度不同的角岩化是预测花岗岩体

隐伏深度和隐伏矿体出现深度的重要标志之

图 】 区域构适示意图
一 第四 系
一 二迭系
一 寒武系

含钨石英脉

冲断层

一 第三系 一

白垄系
一 石 炭 系 一 泥盆系
花岗岩 花岗岩岩墙

复背斜轴 正断层

成矿裂隙构造体系

新华夏系冲断层

矿区内成矿裂隙分属于三个构 造 体 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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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祀祀祀祀祀
田 成矿裂陈与脉组

关系图

一 泥盆系 一 寒武系
细脉带 标志 带 及其

编号 石英脉 矿脉
产状 背斜轴 正断
层 冲断层 钻孔及

其编号 勘 探 线 及 线
号 剖面线 地层

产状

卜

一 东西构造体系 发育最早
,

一级断裂为前述的两个东西向冲断层
,

派生四组次级

成矿裂隙 表
。

衰 ,

形 成 时 间

早

与 组同生交织

全 区

矿区中部

南部岩墙上盘

北部断裂上盘

含 矿 带 一

北组
、 、

带
,

中组 , 、

带
单脉
芭蕉坑各脉带

北组 一 、

粗带

名

二 果状构遭 一级断裂为前述的非

北西向强扭性正断层
,

水平扭动使矿区地块

逆时针旋转
,

以紫 辜为砒柱
,

旋扭构造形

迹 —成矿裂隙组成向北东收敛的压扭性帚

状构造
。

生成晚于东西构造系
,

强度与规模

则大得多
,

为最主要的成矿构造
。

由内旋层

向外旋层成矿裂隙分为北
、

中
、

南三组
。

由

内旋层向外旋层方向其变化规律是 裂隙走

向逐渐向北偏转
,

呈向北东收敛的帚状 北

组走向东西
、

中组北东东
、

南组北东 , 倾

角变陡 北组
。 、

中组
。 、

南组

大于
。 , 裂隙密度减弱 北组最强 为 细

脉带
、

中组大脉或大脉带
、

南 组 最 弱为单

脉 , 裂隙长度减小 地表主要矿化长度北

组 米
、

中组 余米
、

南组 余 米 ,

矿化深度减小 已控制北组深 米
、

中组

米
、

南组小于 米 , 与东西构造系压

性裂隙有复合现象 , 主旋回面二盘有北西西

向次级 “ 入
”

字型张裂 , 北
、

中
、

南三组矿

脉呈大帚状
,

各组单脉呈小帚状 , 各裂隙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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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收敛端侧伏 , 矿脉沿收敛方向向内旋面侧

现
。

三 新华夏系构造 一级断裂为前述

之南北向正断层
。

其上盘发育的次级南北向

羽状张裂 向西倾
,

与东西系南北张裂复

合
,

加强成矿
。

三个构造体系的复合
,

形成本矿区各脉
组

。

矿化类型及特征

本矿床在成因上告属裂隙充填
,

其矿化

类型及特征见表
。

裹之

矿 化 类 型

类型 亚型 矿脉构造性质
矿 脉 规 模

延长 延深 厚度
脉带产状分组 矿 化 特 征

东西构造体系的

压性裂隙与帚状

构造系东西向压

扭 裂 隙 重 迭

一般

米

一般 一般 ⋯
米 】、 米冻西组

带北东东组
次要

、

丁

硕带

由大致平行 的 厚 、
厘米的密集 石 英 脉 组
成

,

含脉率多为 、
拓

。

匕部单脉细密
,

含
最大

米

最大

米

最大

。

米

脉率低 下部单脉粗大
,

含脉率高
。

水平上中部
北西西组

一
带 含率脉高 向两端减低

。

次要

细脉带亚型八北组︶

一般

米

一般

米

一般

、 米

脉带型矿体

部
东西组 , 带

次要
以帚状构造的北

东东 一 北东向压扭

性裂为主
,

并受东

西构造体系的压

性 裂 隙 影 响

最大

米

最州 最大 北东东组 带

米 米 北东组
、

带

主 脉 厚 、 米
,

大 米
,

两侧有厚

岌望最馨望资馨父去
部平行次脉呈脉带

,

有工业意义

大脉带亚型中组︶

一般

、

米

一般 一般 阵西组‘ ‘、“ 号脉阵为一些与大脉带距离

米 “
·

北北东组 。号脉较远
, 不能划入带内的

北东组 号脉 平行次脉 深部多与大

脉带合讲或自行尖灭

最大

米

南北组
、

号脉
次要

北西西组 号脉

叫

表露大脉亚型

单脉型矿体

南组 帚状构造体

系的北东向压扭性

裂隙

】最州 最大 ’

⋯些⋯
一

竺竺互兰

一般

米

、

厘米

北东组 南组 带矿体呈单脉产出 沿走

芭蕉坑 早期为宋

西构造体系的北西

西向扭压性裂隙 ,

后受月三断裂水平张

扭力影响
,

复合成
矿

最大
。

召 米 北西西组 芭蕉坑

悦
、

兀
、

带

向大脉中部脉多而大
,

向两端变少而窄 上部

脉少而窄 中部脉多而

宽 下部至花岗岩分散

尖灭

尹

,

此外
,

还有细微裂隙带 樟木林 及花

岗岩中盲脉等
。

矿石姐份与成矿作用

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为 黑 钨 矿
、

黄铜

矿
、

黄铁矿
,

次为锡石
、

辉秘矿
、

辉钥矿
、

方铅矿和闪锌矿
。

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
,

、

长

石
、

云母
、

萤石次之
,

绿泥石
、

电气石
、

叶

腊石和方解石少量
。

矿石中有用组分含量见

表
。

中组︶一隐伏大脉亚型︵南组及芭蕉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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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组份 含 量 多

。

。

本矿床垂直分带总的规律是 在外接触

带工业地段
,

自上而下
,

矿化宽度变窄
,

单

脉条数减少
,

脉幅增加
,

含脉率上升
,

含脉

密度下降 , 进入花岗岩后
,

矿脉分散
,

出现

盲脉
,

矿化宽度及矿脉条数又有回升
,

单脉

脉幅及含脉率相应下降直至尖灭 图
。

。

、
。

。

。

。

。

。

。

黑钨精矿中

黑钨精矿中

辉 秘 矿中

黄 铜 矿中

黄 铜 矿 卜

尾 矿 」

。

区二习 二戛 二三 【又日
压日 巨要日 巨圣 〕

据研究
,

本矿床是岩浆一次侵入多期脉

动形成
,

岩浆期后热液活动可分四期 表
,

一
、

四期为不含矿石英脉
,

二
、

三期是主要

成矿期
。

本矿床的成因属高
一
中温热液黑钨

硫化物石英脉型矿床
。

主要的围岩蚀变是硅

化
,

次为绢云母化
、

电气石化
、

黄铁矿化
,

局部有云英岩化
、

绿泥石化以及萤石化等
。

矿 床 分 带

由表 可见
,

矿床的水平形态分布特征

是 自北而南由细脉带型变为大脉带型及表

露大脉型至隐伏大脉型
。

矿石 品位北组 以钨

为主
,

铜次之 , 中组钨最富
,

锡
、

秘
、

钥也

高 , 南组则铜品位大于钨
。

在单一矿中脉
,

水平上硫化物多分布于走向两端及脉壁
,

黑

钨矿则集中于矿脉中部及脉体中心
。

可见本

矿床具明显的水平上的正常分带
。

垂直分带上各脉组钨含量均上下贫
,

中

间富 , 上部锡
、

秘富
,

下部铜
、

钥
、

铅
、

锌

畜
。

矿床呈现垂直上的
“

逆向
”

温度分带
。

图 矿区综合剑面圈

花岗岩 石英脉及编号 断层 钻孔
及编号 坑道 细脉带 标志带及编号

寒武系

综合各矿带形态与垂直分带特征如下

细微裂隙 矿化标志 带

由一组大致平行
,

倾向以南为 主 的 宽
。 、 厘米的云母石英线或蚀变裂隙组成

。

含脉率小于
,

含脉密度 条 米
,

本身

无工业价值
,

是指示深部工业矿化的标志
,

出现在矿床顶部
。

本带在中
、

北组大多已剥

蚀
,

在南组
、

芭 蕉 坑 及北组东西端保留完

整
。

其与工业矿化的关系因类型及 地 区 而

异
,

在压扭性裂隙中
,

外接触带可见工业矿

体 如南组
、

芭蕉坑一般地表下 米

可出现工业矿脉
,

北组边部在 米之下有可

采矿脉 在张扭性裂隙中
,

进入花岗岩后

才有可采脉幅 如北组
、

孤带

密集小脉带 细微裂隙相互合并及

裂隙发育加强
,

本带中单脉普遍增大至

厘米
,

含脉率在 以上
,

含脉密度

条 米
,

开始具可采价值
。

发育区间为 、

米
,

构成工业矿体上部 北组构 成 细 脉

带
,

中
、

南组及 芭蕉坑仅个别脉幅较大者可

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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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气、砚启 夕目 勺勺勺 冷冷 毛尺软芍芍呀呀呀呀呀华 只禅匆刑刑 葬 是是 梁举层层

布布布布布 鹦鹦鹦 除只展申申 军 莽莽 咯皿只长长
州州州州州州州然哈 阿阿阿阿

禅禅禅 芍芍 芍芍 长弼弼

譬霏骂摹
淞淞 一收娜阵州州 葺葺 协协

聆聆聆 瑛瑛 蟆蟆 十欲欲 霉瓣霎攘篡篡 一酬袋暇做做 骥骥 半半
长长长长长 嘟窿窿窿 蕊悦龙带带 畴畴 袋莽莽
夔夔夔夔夔 田刊回回回 姗州芍七张张张 玲淡淡

姚姚姚姚姚蕊任任任任任 界哈哈
葬葬葬 佃 芝 礴礴 肇肇 谊 纂 谊 尽尽 位位 任献献 叫叫
饭饭饭 鉴警警 壕壕 礴礴 肇喃

。

磁肇 场场 写写 碳杏杏 厄厄
夔夔夔

藕祷祷 脚 姗姗 极 肇肇 暇摇肇 礴 磁磁 蔺磁磁 去娜娜娜
份份份份 阁阁 袄 帕帕 翻口 叫声孟 二翻 、口 住鱿 ,卫 匡盆盆 脚肇肇 四侧侧侧撰撰撰撰 袄袄

山 七上 下丫哪吮 , 丫 灵异二下丫犯跨二二

长帕帕 悔长长长谊谊谊谊 尝尝
, 气 ,,

援砚尝 榷碘裂碘碘 谊 链
,

征征征
侧侧侧侧 何何 但 健健 坦 何樱何

。

坦
。

钾钾 荆惬惬 侧缚州州州
料料料料料 谊谊 瑕樱调但侧圈侧佃狱狱狱 呱很任任任

酬酬酬 县拿夔夔 体 夔夔 湘械械 潺 眨眨 海 夔夔 袋袋
翎翎翎 牟狱狱 加 械械 械冲冲 淑 汉 械械 邪 蕊蕊 和 拟拟 每每
夔夔夔 叶攫冲冲 阵 冲冲 甘牟袋袋 毗 帽 冲冲 毗 探探 踌 陌陌 那那
份份份份份份份 拿拿拿 械械

汉汉汉汉汉汉汉 沟沟沟沟
挥挥挥挥挥挥挥挥挥挥

烟烟处处
, 叫叫 闪闪 护闷闷 囚囚

,叫叫 , 叫叫 囚囚

写写警警警警警警警警警
份份嘟嘟

卜 叫叫 脚叫叫 曰曰 晰晰
俗俗鑫鑫鑫鑫鑫鑫

界葬林时余娇留困盖份长

密粼大脉带 因小脉进一步合并及

矿化宽度狭缩
,

本带中单脉脉幅更加增大
,

一般在 厘米以上
,

最大达 米 含脉率普

遍达 以上
,

矿脉条数减少
。

其发育区间

自 、 米不等
,

构成工业矿化主体
,

北

组为细脉带
,

中组以大脉带为主
,

南组
、

芭

蕉坑为较大脉幅之单脉群
。

单一大脉 单脉更进一步合并
,

至

本带常出现 米以上的单一亘脉
,

旁侧偶有

少而稀的平行次脉
。

其发育区间为 、

米
,

延续至花岗岩接触面止
。

稀硫大脉及盲脉带 发育在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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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主脉分散成稀疏较小单脉
,

并有平行或
斜交盲脉出现

。

其工业区间一般为

米
,

向深部狭缩尖灭
。

应该指出
,

上述分带因受与隐伏花岗岩

的相对距离控制
,

即环绕接触面呈似同心环

状
。

由于花岗岩的起伏
,

引起垂直分带的侧

伏
,

故上述任一带即使在 同一脉组中
,

出现

的海拔标高也不等
,

即在同一中段可见不同

带
。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使老矿恢复青春

上述成矿规律的认识
、

总结及矿区储量

成倍增长的过程
,

也是我队广大地质工作者

在地质勘探中努力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哲学思

想分析间题
、

解决问题的过程
,

用唯物论的

反映论战胜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过程
。

在保矿

山的地质勘探工作中我们的体会是

深入调查树信心
,

先抓本区保矿山

工作一开始
,

有的人对过去先后勘探过两

次的这个老矿区扩大储量没 有 信 心
,

认为
“

前人力量强
,

水平高
,

两次结论都是中小

型
,

再搞也没啥名堂
” “

前人矿区都跑遍

了
,

再搞也是啃骨头
,

没大油水
。 ”

主张把

队伍拉出去搞外围
。

一切结论产生干调查情

况的末尾
,

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

在毛主席这一

教导下 , 我们讨论了保矿山的重大意义
,

分

析了前人和矿山生产的资料
。

调查中发现前

人探采的主要地段 北组 脉组边部还有许

多地方未探清
,

深部控制也不够
。

据已有的

七个中段资料分析
,

自浅而深有脉幅增大
、

品位变富的趋势
,

表明边
、

深部远景仍有扩

大的可能
。

深入调查鼓舞了大家的信心
,

于

是从本区入手一面对主脉一
、

三
、

五
、

七中

段边部投入坑探
,

一面对深部进行钻探 在

证实深部远景 良好后
,

全面开拓九中段地质

坑探
。

至 年
,

使矿山储量比刚上 山时增

长 倍
,

初步解决了矿量危急
。

主脉探完后
,

使我们产生了一 个 新 问

题 老矿区只能探边 摸 底 吗 毛主席说
“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

,

有所发现
,

有

所发明
,

有所创遣
,

有所前进
。 ”

遵照毛主席

的教导
,

我们在总结工作中把重点放在
“
中

组矿脉是否完全彻底搞完了
” 。

在进一步工

作中发现
,

中组四中段以下穿脉及钻孔中都

有一些平行主脉的小脉
,

品位比主脉富
,

按

米百分比计算可单独开采 , 与主脉间距在

米之内
,

联采贫化不大
, 呈连续侧幕出现 ,

可作稳定脉带处理
。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杜会

的实践
。

肯定工业意义后
,

我们一面在五
、

七
、

九中段以 米穿脉网补加坑探 一面对

小脉补作了一万多米坑道编录
、

补采二千多

个样品
。

最终以大脉带型圈定了矿体
,

使矿

山储量比刚上山时增长 倍
。

分析对待旧资料
,

盆新评价细脉带

在本区勘探后期
,

我们开展了外围地表唯

一的工业矿化地段一一北组细脉带的工作
。

前人认为此矿带
“
品位贫 , 储量少

” 。

根据

毛主席关于 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
,

人们对

千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

只其有相对的真理性
”
的教导

,

我们一分为

二的对待前人资料
,

既看到它肯定矿化的一

面
,

又看到它工作不深入的一面
。

北组与中

组矿脉对 比
,

矿床特征相似
,

前人地表矿带

阁定虽基本正确
,

但未剥去风化壳就采样使

品位偏低 施工的两个孔控制过浅
,

岩矿心

采取率也低
,

以此否定矿床依据是不充分的

你要有知识
,

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

于是
,

我们对前人 地质图进行了检

查
、

全面重新采样
、

重新圈定矿体和设计了

钻孔
。

实践表明
,

矿 带向下单脉脉幅变大
,

含脉率上升
,

品位变富
。

此后
,

我 们 又 对

二
、

四
、

六中段系统坑探
,

边
、

深 部 以 稀

孔控制
,

使矿区总储量跃升到上 山 时 的

倍
。

总结经验抓规律
,

探寻隐伏矿脉带

年我们开始学习 以地质力学观点分析

矿区成矿断裂
,

认为属压扭性帝状构造
,

并

发现矿床的垂直分带性
。

当年末
,

在开展全

区综合研究工作中
,

进一步掌握了 成 矿 规

律
,

对成矿作用也作了较完满的理论解释
。

但
,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孟 要 的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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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

不在子谧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
,

因而

能够解释世界
,

而在于水了这种对于客观规

仲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

能否以上述

认识应用于新区找矿
,

对我们是又 一 个 考

验
。

这时
,

南组矿脉已开展 地质填

图
,

但地表石英脉产状紊乱
,

厘米以上者

全是后期脉
,

厘米以下者矿化脉含脉率小

于
,

不能构成细脉带
。

于是
,

我们赏试

以帚状构造体系及矿床垂直分带规律来剖析

该地段
。

工作中发现地 表 细 脉
。

、 厘

米 有矿化强
、

延续好
、

走向一致 北东

的特点
,

同时
,

分段密切在探槽中 可 以 对

应
,

坑探揭露向深部有矿脉互相合并变宽的

趋势
。

这应是帚状构造体系最外的旋回面群

构成的隐伏矿床的矿化标志带
。

我们一面系

统清理探槽
,

统计 厘米以下的细脉和蚀变

裂隙
,

按含脉率 、 圈定矿化标志带
,

一

面在 一 线有利部位设计验证钻
。

年

月南组矿脉第一孔见到了一群大而富的隐伏

矿脉
,

我们的认识初步得到了验证
。

复杂矛盾抓特点
,

突破反常体系关

芭蕉坑组矿脉地表特征 与南组相似
,

但细

微裂隙带走向不是北东而是北西西
,

与帚状

构造体系配不上套
。

用帚状构造找矿还灵不

灵又发生了问题
。

对 已知矿脉 中
、

北组 研究

中也发现某些反常现象 脉带局部地段走

向由北东东变成东西向
,

脉带九中段 、

线间不呈北东而为东西向
, ‘

脉带全脉都

不按北东而呈东西向
,

并且倾角特缓
,

在横剖

面上 与 脉带交切等等
。

是客观事物没有规

律性
,

还是感觉到了的东西
,

我们不能立刻

理解它 列宁说 要真正地认识对象
,

就必须

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
、

一切联系和
‘

媒

介
, ,

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
,

可是

要求全面性
,

将使我们防 止 错 误
,

防止僵

化
。 ”

这一教导使我们豁然开窍
。

我们开始

注意其他构造体系
。

进一步研究确定
,

不但

帚状构造形成前有东西构造体系存在
,

而且

其后还有新华夏系构造的作用
。

东西构造体

系的确定
,

不但完满地解释了中
、

北组中的

反常现象 属于东西构造体系或多体系的复
合

,

而且对芭蕉坑细微裂隙带的特征也作出

了理论上的答复 它属于东西构造体系的压

扭性裂隙
。

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
,

年 月终于在钻孔中打到了隐伏脉带群
。

反骄破满永向前
,

来日再裸花幽岩

在表露矿床
、

地表有标志带的隐伏矿床一

一攻克后
,

也使我们队伍中的少数人沾沾 自

喜起来
,

认为
“

矿区储量增长不少
,

远景定

局可以松一 口气
,

该下山了 ”
这时我们重

温了毛主席的教导 “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

验范围内
,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 ⋯ ⋯
。

停止

的论点
,

悲观的论点
,

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

的论点
,

都是错误的
。 ”

于是
,

开 始 冷 静

下来
,

全面检查过去的工 作
,

找 差 距
,

挖

潜力
。

我 们 注 意到儿年的勘探中不少钻孔

和坑道进入隐伏花岗岩后都见有矿脉
,

除一

部分是变质岩中延深下去的外
,

还有些与变

质岩中脉组对不起来的
“

对不上号
”

脉
。

研

究工作表明
,

由于应力作用下岩石应变条件

的特点及岩体冷凝内应力的影响
,

岩体表面

形成的是一组张扭性裂隙
,

被矿流充填形成

在地表无标志的盲脉
。

它是一种单脉短
、

条

数多
、

矿化面积
、

密度和单脉规模都相当可

观的脉
,

并伴生有铜
、

铝
、

铅
、

锌等组分
,

这种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工作来证明
。

钨矿山的地质勘探工作
,

经历了本

区边
、

深部扩大远景
,

生产区段新矿化类型

的发现
,

重新评价前人否定的地段
,

寻找同

构造体系中的隐伏脉组
,

突破新构造体系中

的隐伏矿床
,

探索隐伏岩体中的盲脉等几个

主要阶段
。

在毛主 席光辉哲学思想指引下
,

我们坚持调查研究
,

深入实际
,

把感性认识

不断地发展到理性认识
,

又不断地实现从理

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
,

使老矿恢复了青

春
。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

只有在工作中努力

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

用唯物论的

反映论去同唯心论的先验论作斗争
,

才能在

工作中取得好成绩
,

才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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