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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

我 队在开展各类金属矿 床 勘 探

时
,

无论矿化均匀程度如何
,

都用刻槽法取

样
。

经过一段实践
,

虽然也体会到刻槽取样

法有很多优点
,

但操作技术比较复杂
,

成本

较高
,

粉尘浓度较大
,

还要做规格试验
。

而

且往往因为工效较低
,

常常跟不上工程进度

的需要
。

年以来
,

我 队在勘探石英脉型

金矿时
,

通过试验比较了刻槽法与刻线法
,

感到刻线法的工效高
、

成本低
、

粉 尘 浓 度

小
、

操作简便
、

质量也符合要求
。

得到有关

部门同意后
,

我们立 即在石英脉型金矿勘探

中正式改用线法取样
,

加快了工作进度
。

经

过试验以后
,

在矽卡岩型铝矿
、

热液型铅锌

矿都相继采用了刻线取样法
。

一
、

方法筒介

样品布皿原则

和刻槽法 简称槽法 基本相同
,

即沿矿

体变化最大方向 通常为厚度方向 布置
。

线槽断面为三角形
。

采样位置
、

样品长度的

划分
,

都和槽法大体相同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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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样面不易整成平面时
,

整为阶梯形
、

斜坡

形
、

大凹凸形
、

正反宽 形均可
。

但样面起伏

最好不要超过 厘米
。

六条线槽要尽量安排

在样位中心线附近
,

不要偏移过大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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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数字表示的长度单位是厘米

样面及线槽安排

取样位置确定后
,

即需平整样面
。

一般

来说
,

在 米宽范围内
,

凹凸不要超过 厘

米
。

然后
,

在样位线两旁布平行线各三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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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从第一条线向第六条线 或相反 按直

线均匀取样
,

并力求从单位长度中刻取体积

相同的样屑
,

防止人为的富集和贫化现象
。

样距
、

样长
、

样面 产状的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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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定样距时
,

应量取两个样品中心线

第三
、

第四线槽之间 的间距 图
。

样面产状取样面上最有代表性的方向
,

或者

用多次测定的平均值
。

二
、

取样的效果
在各类矿床中选用什么取样方法

,

主要

看哪种方法更能反映矿石组分的变化特征
,

更有代表性
。

同时
,

还要考虑技术经济条件

的差别
。

我们现 以某石英脉型金矿为例
,

来

对比一下槽法和线法取样的效果
。

该石英脉型金矿是一个规模较大
,

品位

较高
,

并有铅
、

铜
、

银
、

钨
、

硫等多种伴生

组分的矿床
。

矿体形态多为脉状和透镜状
,

有分支
、

复合
、

尖灭
、

再现现象
,

严格受断

裂构造控制
。

勘探时选用了以坑道为主
、

坑

钻配合的工程布署方案
。

多数化学分析样品

主要采自坑道
。

取样方法试验地段选择在一

段矿体连继性好
、

品位变化较大
、

矿体厚度

大而稳定的坑道内
。

首先在坑道内壁 或顶

上 按 火 厘米的规格刻槽取样
,

然后在

同一位置用刻线法再取样
。

两种样品按同一

流程加工和相同的方法作化验分析
。

通过 比

较
,

得到了以下儿点认识

线法取样质 , 合格

在 对样品 矿体中 又」
,

围岩中

对 中
,

线法取样的样品品位高于槽法样品

的有 个
,

低于槽法样品的有 个
,

二者

相等的有 个
。

对矿体边界的影响是 线法

使 个样品 占全 数的 由围岩划入矿

体
,

使 个样品 占 由矿体 划 入 围

岩
。

有误差 的这 个样品的品位多在 克 吨

左右
。

线法取样金的平均品位 克 吨
,

槽法取样金的平均品位 克 吨
,

绝对误

差 克 吨
,

相对误差
,

对平均品位

没有造成多大影响
。

两种取样方法效果比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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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在矽卡岩型铝矿和热液型铅锌矿

的取样方法试验中
,

也都发现两种方法得出

的平均品位非常近似 表
。

由于线法取样代表了更大的面积 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简易剥层法
,

所以它有

时比刻槽法更有代表性
。

反映的矿体形态比较准确

在金
、

铝
、

铅锌矿所做的研究表明
,

在

矿体走向上
,

线法取样没有使矿体发生人为

的中断现象 , 沿厚度方向
,

虽然在个别样线

上有使矿体变厚和变薄的现象
,

但对矿体形

态没有造成多大歪 曲
。

操作简便
、

工效较商
、

成本较低

以石英脉型金矿为例
,

每个工班可以刻

槽 厘米 一 米
,

刻线取 样 则

可达 一 米
, 一

效提高三倍以上
。

粉尘浓度较小

由于省去了 “ 取型出槽 ” 这一道工序
,

线法取样的粉尘浓度 比刻槽取样大大降低
。

三
、

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线法取样质 歇是否合格

,

主要看六条

线是否分布均匀
,

每条线是否取直
,

和三 角

形断面是否大体一致
。

当遇到矿体和 围岩软

硬悬殊时
,

要特别注意样钎的角度 硬时较

陡
,

软时较缓 和击锤力量的大小
,

防止硬

的少取
、

软的多取的现象发生
。

取样之前
,

垫布要安 放 适 当
。

取样

时
,

不要走动过多
,

以减少样品的污染
。

当

发现样块溅落时
,

要复位后 再决定取舍
,

决

不可全部入样或全 部抛弃
。

当矿体厚度太小
,

样品重 达不到要

求时
,

可加大线槽或增加样线
。

理 当矿石松软易碎
、

六条线槽 三 角形

断面不易保持时
,

要及早进行编录
,

不要等

待过久
。

“ 一个正确的认识
,

往往铸要经过 由物

质到精神
,

由精神到物质
,

即 由实 践 到 认

识
,

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
,

才能够

完成
。 ” 线法取样我们刚刚开始实行

,

上述

认识还是初步的
,

须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

改进
。

有谬误之处
,

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