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 据 内 生 晕 寻 找 盲 矿 体

在生产矿区从事找矿勘探
,

需要很好利

用地球化学方法
。

借助这种方法
,

不仅在深

部层位可以找矿
,

而且也能用于浅部
。

本文作者从 年起在盖依矿床进行矿

物一地球化学方法找盲矿体的研究
。

工作过程

中发现的地球化学异常指示出先前未知的矿

体
,

其中的一部份直接位于开采坑 道 的 附

近
。

庄地球化学预测的基础上
,

经过勘探
,

确定了含铜黄铁矿 业矿体
。

倏个矿田 属于古火山构造
,

因有大盆的

拆皱和断裂破坏而变复杂
。

矿田的岩石组成

是早
、

中泥盆世的火山岩和火山沉积岩
,

为

岩浆成因的岩脉所 切穿
。

矿床在该火山岩岩

体中分为两层
。 一

卜层是含矿层
,

为安山英安

岩和流纹英安岩 上层 为安
一

么武岩
。

矿体集中在强烈片理化写交代蚀变岩带

石英岩 范围内
。

移、化的下限未查明
,

发

现的含铜黄铁矿矿 体 产 在 一 米深

部
。

主要的金属矿物是黄铁矿
、

黄铜矿
,

伴

生矿物为斑铜矿
、

闪锌矿
、

黝铜矿等
。

普逛

认为该矿床的形成过程是 长 期 的
、

多阶段

的
。

为 犷划明和评价内生晕
,

除一般公 认的

标志之外
,

还考虑了若干矿物一地球 化 学 特

征
,

主要是

晕带范围内存在指示矿物 金属矿物

及非金属矿物
,

表明了热液过程的含矿阶

段
。

在岩石中和由石英
、

方解石
、

绿帘石构

成的矿化细脉中
,

均有这种指示矿 物 的 矿

染
。

矿物晕具有垂直分带性
。

随着离矿体渐

远
,

在晕的升高方向上可以分为黄铜矿一方铅

矿带 其中包括一个黝铜矿内部亚带
,

黄

铜矿一斑铜矿带
,
以及斑铜矿一辉铜矿外带

。

在晕带的矿化细脉中
,

铜
、

铅
、

银
、

钡的含惫高
。

在兴石的戍矿 拯段和匆 上晕范围内
,

钡与惚的 比值大
。

在未蚀变岩中
,

这个比值

巨困
座 〕

区三〕巨困 匡习 匡孙

匝巫 了匹口 必习 , 泛至‘

园艺渔】反己 〔二了‘

卜卜一车车月月 一丰丰丰 下二月 卜一

可可
、

几

圈 矿床地质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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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
。

在热液变质带中
,

惚的异常为负
,

钡为正
。

在三个温度范围内
,

即 ℃
、

与
,

矿带和内生晕升

高部位中的脉石英
,

破裂性最强
。

测定岩石的热气压特征在这方面有重要

作用
。

方法是在真空条件下将样品加热
,

同

时把引起容器空间密度降低的效应 记 录 下

来
。

笔者进行的方法性的试验
,

目的是综合

研究第四层 已知矿体周围的内生晕
。

选择的

研究地区是矿床北部的 剖面 图
,

该
区的深部有极厚的致密含铜黄铁矿

。

沿剖面

向上
,

有 个宽而长的细脉浸染和致密的黄

铁矿矿带
,

其升高的部份直接与矿上辉绿岩



岩层的底板相接
。

过去认为
,

在这个带的

部不存在工业矿体
。

很据
、

号钻孔 见图 对该

别面的上部进行研究时
,

在已知矿体上面的

米深处确定了地球化学异常
。

从综

合标志来看
,

应属于内生地球化学晕
。

判定

这个异常是根据岩石中指示元素浓度增高和

存在方铅矿
、

黝铜矿
、

黄铁矿等指示矿物
。

由剖面向上直到 米深部都作了 综 合

研究
,

再 向 上 只测了岩石中指示元素的含

量
。

从图
一

可以看到
,

由 米和 米处发

现的矿石
,

沿剖面向上铜
、

铅的含 量 直 到

米深部都是有规律 地 减 少 , 再往

上
,

铜
、

铅的浓度增大
,

同时根据铅的含量

可以确定晕带
。

测定铅的灵敏度为
,

超过背景值很多
。

在剖面上确定有铅晕的部

份
,

岩石中铜的含量也高
。

根据细脉中的铅
、

铜含量
,

可以判断这

些元素在剖面上的分布性质
。

它们在细脉中

的高浓度
,

以存在晕的区间最具特征性
。

晕

的存在是通过采样确定的
。

钡的高浓度见于 米和

米区间
。

沿音面向上
,

即从浸染黄铁矿开始
,

钡在岩石中的含量 是 似 而 从

米起
,

它在细脉样品中的 含量骤增
。

根据钡
一

与摇之比值可 以清楚地圈定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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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矿床指示元索的分布
一 号针孔 一 弓牡孔

一铜
,

一错 洲脉 山的 浓度 一俐
,

六石中的 片 员

一错

晕带
。

号钻孔深部 米处
,

二者

的浓度比近于
,

从这个深度向上
,

二者的

含量曲线出现明显的差异
。

对钡来说
,

特点

是进一步富集
,

银则被携出
。

大部份黄铁矿是早期的伴生矿物
,

方铅

斌
’

、

黝铜矿属于晚期伴生矿物
。

这一点可山

黄铁矿化的岩石往往被 含方解石 一石英 的 细

脉切穿所证实
。

脉中见有方铅矿
、

黝铜矿与

黄铜矿 ,

不存在黄铁矿
。

重晶石与束沸石在

热液过程的最后阶段产出
。

对这一地球化学异常所作的矿物研究说

明
,

汇异常范围内存在岩浆期后成矿过程
。

这是盖依矿床的一个典型特征
。

以上说明亲

铜元素是经过长期的堆积
,

而且 也反映了黄

铁矿矿床成因上的特色
。

取 自地球化学异常的脉石英经过破裂特

性的研究
,

证明与矿带中的石英相同 图
。

在矿物晕带内
,

石英的破裂脉冲次数在

℃区间增多
。

热气压测定可以看出 晕 内

岩石与已知矿带岩石的热气压特征是完全一

样的
。

指示元素在岩石与细脉中的富集程度和

赋存状态
,

以及石英的破裂特性 与岩石的热

气压特征都证明在所研究的剖面上存在内生

地球化学晕
。

构成矿物晕内侧的黝铜矿
、

方

沿矿和闪锌矿
,

标志着附近有矿
。

因此可 以

推测与晕有关的矿体是陡倾的
,

位于
一

号



印度奥里窿的康塔克地区用重力勘探铬铁矿

在库塔克地区的苏金达和苏克兰吉两地

段 约 平方公里 于 年 月到

年 月进行了详细重力勘探 总共
,

个

测点
。

在前一地段十多年来做了许多地质

勘探工作
, 一 期间开采了约

,

吨铬铁矿
。

相对前者来讲在第二个地段除做

了某些地质普查工作外
,

没有做过 山 地 工

作
。

物探工作的 目的是 寻找新的矿体 追

索老矿体的延伸 找 已知矿体下部的深部矿

体 , 确定矿筒的向下延伸 在苏克兰吉地区

圈出有利地带以便进一步布置槽井探工程
。

与滑石 一蛇 纹 岩的密度 克 厘米“ 相

比
,

铬铁矿的密 度 克 厘米“ 要高
,

铬铁矿主要伴生在滑石 一蛇纹岩中
。

该区某些

其它基性和超基性岩具有比滑石 一蛇纹 岩 还

高的密度 表
,

虽然它们的数值不大于

克 厘米
,

但除铬铁矿外
,

也能引起 异

常
。

开始工作时曾做过磁法和 自然电流法
,

由于没有效果
,

未继续进行
。

地 质 情 况

测区南面是马哈 占里山脉
,

化面是达塔

里山脉
,

中间由达姆赛尔河谷隔开
。

河谷为

冲积层与红土覆盖
,

有超基性岩侵入
。

河谷

中的地层是 红土层
、

较新的粒玄岩
、

花岗

岩
、

超基性岩 橄榄岩
、

橄榄辉长岩
、

橄榄

粒玄岩
、

伴生铬铁矿的滑石一蛇 纹 岩
、

铁

矿系砂岩
、

石英岩
、

片岩
、

含铁砂 质 页 岩

前寒武纪
。

最古老的岩层属于铁矿系
,

走向大致呈北东一南西
,

并向南倾
。

就整体

来讲
,

橄榄岩类的超基性岩整合侵 入 铁 矿

系
,

在超基性岩浆中的分异作用将铬铁矿分

出
,

并分凝成层
。

此后由于热液变质和循环

水的作用
,

橄榄岩普遍受蛇纹石化
。

铬铁矿

沿橄榄岩和蛇纹岩的走向 北东一南西 伸

长
。

后受花岗岩的侵入
,

再往后还有较新的

粒玄岩侵入
。

可能是由于这些侵入所产生的

应力使铬铁矿矿体被剪切破碎
。

铬 铁 矿

可开采的铬铁矿矿床呈不规则 的 透 镜

状
、

囊状和筒状
,

产在超基性岩边部的叶片

状滑石一蛇纹岩中
。

铬铁矿排成两条明 显 的

带 一带是灰色矿
,

一带是棕色矿
,

沿大致

北东一南西走 向产在区域的主要断裂内
。

由

于受大的剪切和挤压的结果
,

矿体很破碎
,

呈细窄条
。

灰色矿石带中的裂隙
,

被土壤或

红土充填
。

灰色矿石一般是坚硬细粒的
,

但

有些地方变成中粒
,

甚至粗粒的
,

或是具有

致密的失去光泽的外表
,

颜色由浅灰变为灰

白色
。

物探工作布置在灰色矿石带地段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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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的东部
。

为了揭露预测的矿体
,

已经打

了勘探钻
。

在 号钻孔剖面 一 米深部 见

图 见到了工业矿体
,

硫化物矿化在该处

沿弱片理化的次生石英岩发育
。

金属矿物为

黄铁矿
、

黄铜矿和闪锌矿
。

黄 铁 矿 矿染较

贫
,

均匀程度不 同地分布在整个岩石中
。

黄

铜矿与闪锌矿常为 一 厘米厚的细脉
,

与

岩心轴平行排列
。

金属矿物的数量变化大
,

有时会形成黄铜矿与闪锌矿单矿物细脉
。

与上述地球化学晕有关的工业矿体
,

目

前已沿走向追索到 米
,

厚度始终没有很

大的变化
。

本文作者认为
,

矿体的总长度可

能在 米以上
。

已揭露的矿石推测 是陡倾

矿带的上部
,

矿带在深部与已知的第四层致

密块状和细脉浸染状黄铁矿矿体相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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