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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细脉浸染型金矿床的勘探方法问题

卡尔宾矿带的金矿床有两种类型 一类

是含少量硫化物的石英脉
,

另一类是下
、

中

石炭统砂质片岩中的浸染状硫化矿
,

它 与巴

什基里亚
、

外贝加尔和中亚等地的许多浸染

状硫 化物金矿 同属一种类型
。

这些矿床的主

要特点是形态复杂
,

矿体通常没有明显的地

质界限
,

只有根据坑道中采的大量样品才能

准确地圈定矿体
。

但是
,

探明的储量往往仍

与实际有极大出入
。

通过对矿床地质的研究和勘探工作
,

作

者得出了有关硫化物细脉浸染型金矿床特征

的一些 认识
,

并对它的详细勘探方法提出了

一些补充性的见解
。

肯泽洛夫断裂带绵延数十公里
。

这是一

系列相互距离较近的断层
,

伴随有片理化
、

香肠构造和糜棱化现象
。

断裂带向北倾
,

倾

角
。 ,

为一条竟度较大的经过多次构 造 变

动的岩带
,

与区域折皱构造方向横切
。

物探

资料表明
,

肯 泽 洛 夫断裂带深度超过 公

里
,

是形成晚古生代成矿前的辉 石 斜 长扮

岩
、

正长斑岩
、

花岗斑岩
、

石英斑岩脉群的

构造条件
。

许多人认为
,

金矿化即与这些岩

脉有成因上的联系
。

由黄铁矿
、

毒砂及与其伴生的少量石英

脉组成的细脉和细脉浸染 状 矿 体
,

呈雁行

状
、

锁链状或平行条带状分布在断裂带中
。

浸染状硫化物分布地段是详细勘探的对象
。

根据采样结果
,

可在其中圈出工业矿体
。

有些矿体为产状平缓的透镜状
、

带状或

形态更复杂的矿体
。

由于断裂系统复杂
,

渗

透性强的地段与屏蔽层颇繁交替
,

根据钻孔

资料很难连结矿体
。

因此
,

常出现几种不同

的矿体圈定方案
。

在使用钻探的情况下
,

可以相当准确地

确定断裂带
、

每条岩脉和断层的界线以及硫

化物浸染带的范围
。

但对详细勘探和合理布

置坑道来说
,

钻探资料往往是不够的
。

矿化

带范围探矿沿脉坑道 带有间距为 和 米

的短穿脉 的方向一般要根据采样结果来选

定
。

通过对肯泽洛夫断裂带的研究
,

查明了

矿体分布规律和矿化带内控制工业矿体的构

造要素
。

肯泽洛夫矿化带的主体部分是一组

相互靠近的断层北侧的逆掩断层
。

它的下盘

泽泽耀馨馨
〔习 匡乏 区三 三团 巨曰 。 医三困 三三〕匣到

圈 肯泽洛夫断裂带某地段构造示意田

人 一 构之块段分带
, 一 逆掩断层线

, 一糜棱岩香肠状构造分带 一 砂 一 粉砂着
、

细粉砂岩
、

砂岩
和粉砂右互层 一 还掩断层 一 糜棱岩发育部位

一 成矿前石英脉 一 浸染状硫化矿

造分带 一 砂岩
构造块段和香肠状构造分带中的裂隙 一 右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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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图 逆掩断层线结构 耳天矿边坡
一 砂岩 一 粉砂宕 一 杀律性互层的扮砂岩和水云母片岩 一 钠长石化闪长岩脉

带 一 议隙 一 杏肠状构造
, 一 糜棱岩

一 。花化物浸染

有一组 由断层限定的大型透镜状块段
。

逆掩

断层与次一级断层在成矿前及成矿期间岩脉

形成时曾多次复活
。

这些断层有的控制着断

层附近各种构造变动形态
、

成矿前石英脉和

浸染状硫化物的矿化分布
。

构造带内绵延数

公里的儿个大断层沿走向和倾向可以很 自然

地连接起来
。

这些断层之间含矿的构造透镜

体
,

和逆掩断层上 厂盘一样
,

由折皱了的砂

质片岩组成
。

断层
、

起屏蔽作用的岩脉和经过构造变

动的沉积岩共 同决定着矿体的空间位置
,

规

模和形态
。

围岩的岩性十分复杂 由砾岩直

到黑色粉砂质水云姆片岩
。

硫化物的分布

与各夹层的岩性基本无关
。

在肯泽洛夫断裂带中 图
,

显然存

在四个分带
,

它们的界限应当在详细编录图

中划明
。

由北向南
,

四个分带依次为

派生断层
、

裂隙和片理化带
。

该分带距矿体

与逆掩断层线最远
。

在这一分带范围内尚保

留有区域性折皱的形迹 , 逆掩断层线附

近的构造块段分带
,

包括与区域性折皱构造

要素和逆掩断层面 以各种角度相交的大
、

小

构造块段和透镜体 由构造透镜体和糜

棱岩充填的
,

由一个或几个大断层组成的逆

掩断层线 图 , 断层附近的香肠状

构造和糜棱岩分带
。

在这个分带中
,

沉积岩

构造变动最强裂和最复杂
,

对矿体形成极为

有利的屏蔽断层和渗透性强的地段最发育
。

分带内的大断层也就是岩石片理化
、

角砾化

的地带
,

它的厚度和延长极大
,

个别地段伴

随有各种成分的岩脉和成矿前石英脉
。

较厚

的 至 厘米 断层泥
、

断层附近沉积羚

石的香肠状构造和石墨化片岩
,

为该组断层

的特征
。

详细勘探的对象
,

是 辱肠状构造和糜棱

岩分带这一 比较狭窄的他段
,

它由矿床的西

矿体一直延伸至东矿体
。

以不大的角度 与沉

积岩交切的断层附近
,

上述断裂变 动 最 发

育
,

浸染状硫化矿即分布在这些地段上
。

矿

体轮廓常与经过构造变动的岩石的 范 围 一

致
。

在断层弯曲区间和主断层与派生断层的

连结部位
,

当断层与不 同层位机械弧度差别

很大的岩石交切时
,

岩层变动的范围增大
,

形态更加复杂
。

因此
,

矿体轮廓也相应地复

杂化 图
。

由成矿前石英脉 充 续 的断

层
,

也起着屏蔽作用
,

从而决定了矿床内某

些矿体的不对称性
。

图 工业矿休中金的分布

一 表示金的品位依次降低

查明肯泽洛夫断层带结构上的 这 些 特

点
,

掌握控制矿体位置的地质要素
,

促进 了

详细勘探工作
,

并可因减少坑道工程量而捉

高效率
。

为此
,

需要在容矿分带的北 部沿断

层开捆土平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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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决
矿体与肯泽洛夫断裂带在空间上的这种

关系
,

使得在该矿区可 以广泛使用 钻 探 手

段
。

地表已用探槽揭露矿体
,

在 至 米深

部也开凿了带岔子的浅井
,

再向下则使用了

钻孔
。

以不同网度 的 深 孔 间距为 米及

米 圈定大矿体时尚有一定的准确性
,

因

为在这种情况下
,

构造控制因素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
。

勘探工程应集中在香肠状构造和糜棱岩

分带上
。

这一范围内的矿体 走 向 不一 北

西
,

近东西
,

北东
,

规模不等
,

一般均向

某一断层的下盘延伸
。

在详细勘探的第一阶段
,

主平巷最好直

接沿走向和倾向与矿带一致的控矿 断 层 掘

进
。

这可更准确地确定工业矿体分布的北部

界限
。

对于经过钻探确定而可有几种不同连

结方案的浸染状硫化矿体和可能漏失的小矿

体
,

也可 以用坑道进一步查实
。

在矿区东部

和西部
,

开凿的这种沿脉平巷效果很好
。

除了用于核实地质构造情况 逆掩断层

线和岩脉的 位置
,

经过构造变动的岩层的总

厚度等 的个别地段外
,

沿勘探线掘进的穿

脉应以含矿带竟度为限
。

经验证明
,

在沿矿化

屏蔽断层掘进的主平巷中布置水平钻孔
,

可

以大大改进详细勘探工作和节省勘探投资
。

从主沿脉平巷拉开的穿脉的位 置 和 间

距
,

在形态不同的两类矿体中应有所区别
。

为了圈定类似图 中的复杂矿体
,

应在其下

盘增加穿脉和水平钻孔数量
。

为了更充分地

开采下盘的分文矿体
,

必须在主平巷中和副

中段上开凿控制性穿脉
,

以便揭露整个矿化

带
,

直到它南侧的断层为止
。

考虑到旷体形态的多变性
,

在用强制崩

落法采 矿过程中
,

最好每隔 至 个分层就

用钻孔追索工业矿体的边界
。

对 比较简单的

透镜状和带状矿体来说
,

穿过矿体的勘探工

程间距可以放宣
。

近二十年来
,

特别是近十年来
,

国外化

探发展较快
。

在找矿勘探工作中应用化探方

法的已有二十几个国家
,

并取得了比较显著

的效果
。

随着化探方法的广泛应用
,

要求解决的

地质找矿间题也 日益增多
,

必然要求利用更

多
、

更有效的地球 化学定性
、

定量标志
,

进

而不断充实
、

丰富
“

地球化学异常 ”
的内容

和含义
。

虽然各国从本国具体情 况 出 发
,

侧重点有所不同
,

如美国
、

加拿大 侧 重 于
“
发现异常

” ,

苏联侧重于从
“

异常解释评

价
”

的不 同角度米研究各种新的地球化学标

志
,

但却有一个共同点
,

即都加强研究应用

地球化学的理论和方法
。

与此 同时
,

大力加

强了分析鉴定方法技术和资料整理解释方法

的研究
,

广泛地应用了现代化的仪器设备
。

这两者的互相促进
、

互相配合
,

把化探方法

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

现在所研究的已不仅

是岩石
、

土壤中主要成矿
一

元素及其伴生元素

主要指金属阳离子
,

微量元素 的含量
、

比值和分带性
,

还涉及到常 量 元 素
、

阴离

子
、

各种挥发性组分
,

甚至某些化合物
,

研

究对象还包括矿物
,

甚至更细小的包裹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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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理论和化探实践的结合

地球化学理论和化探实践的结合是 当前

重要的动向之一
。

美国为了得到更多的矿产资源
,

把化探

方法用于更多的矿床类型以及解决寻找深部

盲矿和厚层复益的矿床
,

研究了冰川期后沉

积物中金属的分散 , 黑色页岩及 白云岩中金

属的变化特征 , 火山岩中金属的分 散 元素

的迁移
、

沉淀与 值的关系 风化 过 程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