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地 表 金 矿 床 找 矿 与 评 价 准 则

苏联东部与中生
一
新生代火山岩带 有 关的近地

表金矿床的岩浆找矿准则
,

从现有的研究 程 度 来

看
,

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意义 大面积的火山岩盖层

应着作是区城性的岩浆找矿准则
,

因为在这个区域

范围内及其边缘存在着形成近地表工业金矿床的有

利条件
。

如果存在穿括火山岩盖层的喷出岩体
、

次

侵入岩体
、

侵入岩休及岩脉等横切岩休
,

其形成时

间又与金矿床很接近
,

则可作为局部的岩浆找矿准

则 这种横切岩休所占面积不大大
,

把它们划分出

来有助于更具休地在火山带的个别地段范围内确定

金矿的找矿区 此外
,

失型花岗岩类侵入的面积本

身
,

只有在外接触带 构 造
一

岩浆接触带 才有可

能含矿
。

在火山岩当中
,

热液交代蚀变岩石所占面积更

小
。

它们是由于岩浆期后活动而 形 成 的
,

以青盘
、

岩
、

次生石英岩为典型岩相
。

蚀变岩石的成 分与原

岩有关 青盘岩由中性岩石发育而来 水云母石英

岩由酸性岩发育而来 交代作用晚期阶段有大里二

氧化硅带入
,

有时导致形成与岩石成分无关的单一

石英岩
。

在某些情况下
,

可以见到广泛的泥化 往

往还可以观察到高温青盘岩化在水平与垂直方向上

变为低温的
,

并在 卜部层位有泥岩
、

明矾岩或单一

石英岩等发育
。

但是
,

目前的关于热浓改造统一温度交代柱的

概念 已被大量事实所推翻
。

这种认识与往往因部

分岩浆岩侵入而受到破坏的热液过程的多阶段性也

是矛盾的
。

实际上
,

在火山岩的所有热液改造相中

都可能见到矿体
。

只有在渗透性差的火山岩盖层屏

蔽之下形成并水平产出的明矾岩与泥岩透镜体
,

才

可以作为确定容矿构造最上部的一个准则
。

热液过程最界菩的特点是有相当数里的钾被带

入
,

从而为形成冰长石
、

少且正长石以及绢云母
、

水云母提供了条件 分布在近地表金矿床矿田范围

内的热演蚀变岩
,

其中钾含量的增高可用航空伽马

光谱测里法确定钾异常
,

从而有效地发现地面找矿

的前景区
。

火山岩的热液一交代蚀变先于金矿体
,

是 近 地

表型金矿化最可靠的找矿标志之一 查明热液蚀变

岩并进行填图
,

是找矿懊图工作的一项首要任务

岩石受到热液蚀变
,

其颜色在地表条件下随之发生

变化 出现灰白色 水云母石英岩 和红揭色 青

盘岩 〕色调 这一点可以在航空 目测和航空照片判

读中帮助确定热溶蚀变产物的分布面积
。

经过热液改造的岩石
,

金的克拉克值加大
,

但

还达不到工业富集的程度
,

其中各种形态类型 脉

状
、

网脉状 等等 的矿休只占总体积的很小一部

分 为了发现和评价单独的金矿体
,

需要利用其它

的找矿标志
,

其中主要的是在火山岩分布区的淤积

层和疏松坡积层是否存在金

但是矿石中金的细小颗粒 。 毫米以下 只

有在个别情况下有利的侵蚀断而上
,

以及其它可以

形成砂矿的条件下
,

才能构成工业砂矿床
。

在近地

表型金矿床找矿工作中普遍使用的一种基本方法是

金的光谱测量 用这个方祛很便于发现在坡积层细

粒土和淤积层的灰色重砂中呈细分散状态的金

最近一个时期
,

在苏联东部的个别地区获得了

中 生一新 生代旋迥岩浆岩中金的克拉克值增高的资

料
。

这是在岩浆融熔体分异过程中积聚的结果
,

金

的克拉克值增高的岩石
,

其生成时间与金矿床也最

接近
。

这个情况
,

在找矿工作中应该子以考虑
。

近地表矿床的金
,

其平均成 色 较 低 以

下
,

而在同一矿床的不伺颗粒中
,

波动也较大 金

的
一

单体形状是多样的
,

往往由于形成 条件的不同而

具有内部分带结构 含银量高的辉银矿
、

硫锑银矿型

的矿石
,

金的成色最低
。

找矿时对砂矿和压砂中的

金进行研究
,

有助于确定某种类型的矿石 是 否 存

在 在矿石中与金连生的除一系列余属矿物外 辉

银犷
、

硫锑银矿
,

还有石英 偶而还有水共母
。

研究矿石中的金
,

不仅对解决矿床评价问题是重要

的
,

而且对选择最有效的矿石加工工艺流程也是重

要的
。

由于成矿堆积过程发生在不同的地质构造条件

之下
,

同时压力低
,

温度急剧下降
,

因此近地表矿

床的矿物标志与评价准则也是多种多样的
,

而其中

最有普遍性的则是作为矿石主要组成矿物的脉石英

的存在
。

根据脉石英的大量霉头
、

石堆与碎属
,

可

以判断矿化强度以及是否存在达到工业品位的赤矿

体
。

但要注意
,

在同一个矿田之内
,

石英的结构
、

构造特征可以是不同的
。

就近地表金
一

银矿床的矿石而言
,

最有特 征性



的是构成胶状
、

带 状 矿 石的细粒王健状石英
。

此

外
,

片状
、

骨架状
、

梳状与角砾状构造的石英也发

育较广 由于硫化物的细散矿染
,

石英常被染成灰

色 形成矿石的近地表条件对多阶段的成矿堆积过

程特别有利
,

因此在矿体中有时可以见到具有不 同

结构
、

构造特征的几个世代的石英
。

具有条带构造

的胶状石英
,

主要是在含矿阶段析出的
。

石英之外最有特征性的近地表金矿床的矿物则

是冰长石
。

这种矿物不仅在矿石中 胶状条带石英

及其他变种中
,

而 目在矿田 一 泛发育的热液蚀变

岩中均可见到 除冰 民石之外
,

个别情况下还可见

到通常是在矿化最早阶段形成的正长石
,

以 及在成

矿的最初阶段或最晚阶段生成的水云母
。

对某些矿床或矿体来说
,

碳酸盐类 方解石
、

铁白云石
、

菱锰矿 是极常见的
。

大量的粗晶白色

方解石的存在
,

说明成 矿堆积过程中含金程度低的

几个晚期阶段发育
。

有时见到的萤石与紫水晶也是

形成 于成矿堆积过程的晚期阶段
。

矿体中 见 有 沸

石
,

可以证明侵蚀剥蚀不大 近地表金矿床最主要

的伴生组分为银
、

铅
、 ,

锌
、

铜
、

秘
、

砷
、

汞 锰对

菜些矿床也有特征性 根据光谱金属量测量确定的

土述元素晕
,

可以判定矿床的矿物类型
,

进一步明

确矿田范围及单个矿休的位置
。

近地表型金矿田分布的基本构造条件是在长时

期活动的断裂带范围内存在不稳定的坳陷
,

而该断

裂带一般又被另外两个方向上的若干 断 裂 带 所交

切 这种结合在一起的断裂系统
,

由于基底的复成构

造而使其在火山岩带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的走向
。

在坳陷活动被其他方向的断裂交切的部位
,

火山构

造发育
,

其中包括火山机构秘向其延伸的熔岩
、

火

山碎属与凝灰熔岩盖层
,

甚至还有次侵入岩体和侵

人岩体
。

在这个地区的范围内发生一些块段下降
、

另一些块段隆起的补偿作用
。

在隆起的块段中
,

基

底岩石局部出露
,

说明这些块段在季直距离上的移

位是相当大的
,

同时伴随着裂隙的轻微开放
。

热液

正是通过这种状况的裂隙而贯入
,

并在近地表的条

件下成矿
。

不同方向的断裂及其伴随的裂隙的发育 导致

产生规模大小不一的岩块
。

岩块大者可以包括若干

矿汇
,

小者容纳个别的矿
一

田 矿汇与犷田的内部构

造在大多数情况下决定于平面上为圆形的岩浆体及

三角形或梯形岩块的相互搭配
,

而后二者又由不同

方向的断裂破坏所限定
。

此外
,

断裂破坏系统中起

限定作用的两个岩块一般均 比第三个更明显 在伴

随岩块或由其派生的裂隙中有矿体赋存
,

而片人多

是在矿田的中部
。

断裂破坏的作用
,

尤 其是在角砾

物质充填的许多地段特别大
。

这是因为成 矿堆积过

程发生在近地表的条件下
,

同时 几部岩石的静力荷

重较小
。

认识这些构造要素并讲行填图
,

是火山岩建造

发育地区地质构造研究的主要任务 为了在火山岩

带 一阔的空问内加快完成这个任各
,

应对大
一

七例尺
。。。 航空摄影照片广泛使用地质构 造 判

读的方法
,

同时分析航空磁测
、

重力测最与伽马测

量的资料
。

为了确定近地表型金矿床的前 景 除矿田 的空

间分布
、

规模大小与构造形态之外
,

同时还应对含

金构造的开拓深度进行评价 如果矿田地形起伏剧

烈
,

则说明矿床的开拓深度大 在中 生
一

新生代火

山岩组成的区域范围 内 可 达 米
,

甚至更

深
。

这种区域内的矿床勘探
,

可以既快又省地先使

用平窿
,

然后打水平钻

评价容矿构造与金矿床本身剥蚀大小的准则
,

一方而是有利于矿体赋存的火山岩地层的厚度 另

方面是在火山盖层剖面的上部产有渗透性差的火山

岩 凝灰溶岩
、

玻璃斑岩
、

凝灰泥岩
,

等等 屏蔽

层
,

以及基底岩石岩颈的大小与位置 应当指出
,

关于近地表金矿化前景的研究尚处于开始阶段 本

文提出的有关找矿与评价准则的材料完全是参考性

的
,

有待于进 一步补充和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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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结果与相应的观测值作对比
,

有可能来检验这些

曲线给出的结果 由于钻孔磁铡所提供的有关异常

的资料往往不完整
,

因此
,

除了利用钻孔的观测值

外
,

还利用地面的观测值来进行推断解释是有益的
。

尽管图 和图 中的一对线极和一对点极的特

征曲线在总体上有点相似
,

但在相应的数值上却有

研辱著的差异 因此
,

对于每一种具体情况
,

首先

要利用地面磁测来确定究竟应该用那 一组 特 征 曲

线
。

在图 和图 的曲线之间进行内检
,

甚至还有

可能应用于成对的有限长线极的情况 对于不同磁

化方向的球
、

椭球和薄板那样的简单模型体
,

也可

以计算类似的特征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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