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 空 与 见 矿
某鞍山式铁矿勘探工作中的一些体会

鞍钢地质勘探公 司 队 李国祥

前震旦系变质岩系中的鞍山式铁矿
,

多

呈巨大的厚层板状体
,

层 位 稳 定
,

构造简

单 勘探这类矿床
,

往往使人感到比较有把

握
。

我队于七一年勘探的某铁矿
,

矿体地表

出露厚度一百多米
。

已有的三个矿体中
,

二

号和三号矿体的露头为两个遥立 的山举
。

为

了控制矿体的延深
,

我们参照前人资料
,

在矿

区设计了 个钻孔
,

工程量五千多米 可是
,

八号和十二号头两个钻孔一施工就 落 空 了

图
,

使地质工作一度处于被动的局面
。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 “ 人们要想娜到

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
,

一定要使自

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 规 体 性
,

如果不

台
,

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 ” 两个钻 孔 的 落

空
,

说 明 我 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不一

致
,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

于是我们做了

一个阶段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
,

得到了有关

矿区地质条件的以下认识

矿区位于一轴向北西西
、

向北北东倾伏

的倒转向斜构造之西南翼北西端
。

矿体成带

状分布
,

地表倾角一般为
。 ,

深 部 达
“ 。

由于南北压应力 的作用
,

产生了近

亡圣〕南芬紫色负岩

巴二钓鱼台石英岩

区理上部千枚岩

医刀假象赤铁石英岩

苍习中部千枚岩

图 矿区 线剖面图

图 矿区 线剖而图
图例同上 ,

东西向的折皱和一系列走向断层
、

挤压带
、

角砾岩化带和密集的节理带
。

还可以见到混

合岩化
、

富铁矿化
、

绿泥石化等围岩蚀变现

象
。

走向断层多被震旦系钓鱼台石英岩和第

四系沉积物所掩盖
,

在地表仅有零星出露
。

这一走向断层的性质
,

在一号矿体 为 逆 断

层
,

在二
、

三号矿体为正断层
。

这是断层上

盘矿块沿断裂面作反时针方向扭动的结果
,

扭动轴在十二号剖面附近
。

己施工 的两个钻

孔落空
, 正是由于走向断层在深部把矿体错

断所造成的
。

横断层可分为两组 一组走向北东至北

北东
,

另一组走向北北西
。

前者比较发育
,

并把矿层切割 成 三 段 即
、 、

号矿

体
。

由于地层沿横断层错动的结果
,

矿体

有局部向南西方向偏转的现象
。

前震旦系末期的吕梁运动使地壳上升
。

长期的风化作用使不同的岩层受到不 同程度

的侵蚀作用
。

号和 号矿体之间
, 、

号矿体上
、

下盘的千枚岩已出露于地表
,

成

为无矿天窗
。

但物探和钻探资料表明
,

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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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铜矿是有帮助的
。

测定这些元素时应与铜量测定同时进行
,

则可综合评价以减少错误
。

当然这些标志尚待更多资料统计与找矿实践来检验
。

以 上沿地层
、

构造的找矿方向
,

火成岩的找矿意义和初步的地球化学找矿标志
,

是根据

本区铜矿床的具体情况和沉积变质地球化学特征
,

在作者个人理解基础上提出的
。

是否能适

用于本区或本类型铜矿床的找矿
,

均需不断检验
、

修正与补充
。

本文脱稿后 , 承曹添同志审圈
,

特此致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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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沿走向仍应为连续的
。

为此
,

我们修改

了设计
。

施工 以后
,

一连六个钻孔 全 都 见

矿
,

初步证实了上述认识大体上反映了矿床

地质的实际情况
。

可是
,

在进一步施工 的时候
,

十一号钻

孔又落空了 图
。

这又使我们感到 客

观情况是十分复杂 的
。

由于工作程 度 的 限

制
,

我们对地质规律的认识还很不够
。

只有

通过反复实践
,

才能使工作不断前进
。

通过

探井的揭露和进一步分析发现 钻孔所在位

置的千枚岩
,

原来认为是南北两侧出露矿层

之间的夹层 其实是 由于断层的错动而出露

的同一矿体下盘的围岩
。

再次吸取 教 训 之

后
·

又做了反复的调查研究
,

取得了地质认

识上的一次新的飞跃
。

更重要的是
,

我们还

体会到
,

今后必须 边 勘 探
、

边调查
、

边总

结
、

边综合分析
,

才能不断掌握工作的主动

权
。

由于坚持了这点
,

以后施工的 个钻孔

全部按设计要求见了矿
,

取得了较 好 的 成

果
。

在这当中
,

我们根据物探和地质资料做

了综合分析以后
,

在 号矿体以西 米处大

胆地布置了 号钻孔
,

也于 米处见矿

多米
,

显著地扩大了矿区远景
。

钻孔落空的情况
,

往往说明我们对客观

地质规律的认识不够
。

但落空与见矿又是对

立的统一
。

只要我们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

的指引下
,

坚持唯物论 的反映论 , 批判刘少奇

一类骗子 的唯心论 的先验论
,

反复实践
,

反复

认识
,

就能不断掌握矿床地质规律
,

使钻孔由

落空向见矿方面转化
,

勘探工作就能沿着多

快好省的道路胜利前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