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区是以锡为主

的多余属犷气区
,

,

矿产

资源丰富
,

开采历史

悠久
。

解放以来
,

区

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地

质勘探工作
,

投入了

大量的钻探
、

坑探工

程
,

并进行了万分之

一地质测量
,

是一个

工作程度很高的老矿

区
。

为了满足矿 山持

续和扩大生 产 的 需

要
,

解决深部找矿问

题
,

多年来配合地质

工作开展了物化探我

矿
,

特别是投入了地

表原生晕工作
。

经过

反复实践
,

初步掌握

了矿 区的一些地球化

学规律
、

原生晕发育

的特点和异常评价方

法
,

取得了较好的地

质效果
。

本区物化探工作

始 于 年
,

先后投

犷
,

以及解决物化探异常的综合评价和扩天
地质效果等问题

,

为此在东部矿 区开展 了方
分之一地表原生晕找矿

。

该项工作在采样方

法上
,

经历了测点点采法
、

五点均匀法
、

裂

隙采样法
,

最后摸索到效果较好的裂隙与矿

化围岩相结合的方法
。

至 年完成面积

平方公里
,

试验样品 个
,

生产 样 品

个
,

获得各种异常 个
,

其中 类异常

个
,

类异常 个
, 互类异常 个

。

几年
来

,

在矿区地质工作中
,

较好的运用 了原生

晕资料
,

对各类异常陆续进行了验证
。

据初

步统计
,

由工程验证或证实的矿异常 包括
已知矿和验证未知异常所发现的

,

占验证

异常 个 的
。

如在 厂矿区找 到了盲

矿休
,

房矿 田 评价了含矿断裂
,

厂矿 田推

测 了隐伏花岗岩体等
,

地质效果是显著的
。

、嘴‘尹之才‘才咬碑‘碑
卫

‘矛‘嘴‘气‘产之产
、

‘才‘牙‘、谬、
·

口份 , 乍 ,

一
、

矿区地质及地球化学特点

矿 区位于云南某台向斜
,

出露地层为中

三迭统灰岩和上三迭统的页岩
、

石灰岩
。

区

域构造线方向为北东一北北东
。

各级构造控

制了矿 区
、

矿 田
、

矿段和矿体的分布
。

岩浆

活动比较强烈
,

与成矿有关的是燕山晚期的

碱性中粒黑云母花岗岩岩株
。

该区矿 床以锡

为主
,

铜
、

铅
、

锌
、

钨
、

秘
、

锢
、

镀均具工

业价值
。

按其成因类型可分 接 触 交 代矿

床
、

气成高温热液矿床
、

高中温热液矿床
、

氧化矿床和外生砂锡矿床
。

按工业 类 型 可

分 原生硫化物型
、

氧化物型
、

网状细脉带

型
、

含锡白云岩型和砂锡矿
。

根 据地质及化探资料
,

矿 区地球化学特

征有如下几点

岩桨岩与元众的垂直及水平分带

黑云母花岗岩是本区的成矿母岩
,

含锡

平均
,

并含有较多的铜
、

铅
、

锌
、

被
、

稼
、

锗
、

钨
、

秘
、

锢等
。

锡在黑云

母中高达
。

主要成矿元 素 及伴

生元素在岩体周围作有规律的带状分布
。

在

垂直方向上从深部接触带往上的顺序为 图

云南某冶金地质勘裸队

云南某矿区原生晕的地质效果
犷主、

卜内卜、护人价八夕确卜内广

,争,盏,盏,﹄,奋,奋、

入了自电
、

磁法
、

电测深
、

重 力 少量
、

化

探 次生晕为主
,

少量原生晕 等方法
,

比

例尺为万分之一
,

面积达 平方公里
,

其 目

的是直接寻找硫化矿体及与其有关的隐伏花

岗岩体
。

磁法
、

电法未取得预期的效 果 次

生晕也由于地表砂矿
、

炉
、

人工堆积干扰

太大
,

效果不理想
。

年以后
,

在前段工作的基础上
,

又

进行 万
、

平方公里的自电
、

磁法
、

电测深和电剖面工作
。

电测深解决了深部花

岗岩起伏问题
,

电剖面进行地形改 正 后找到

了断裂带
,

起到
一

了间接找矿的作用
。

随粉找矿程度的深入
,

年后
,

进一

步提出了如何在断裂带
、

花岗岩起伏地段找

去州“此﹄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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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十丰

一 花岗岩 一 白岗岩

」
, 亡

一

习 压习。解翅 巨月 口洲 盯引
,

拼拼几少

图 矿
一

区垂直分带示意图
一 矽卡岩 一 硫化矿

一

氧化矿
一

氧化矿投影 一

断层
一

元素分带纹

第一带
、 、 ,

主要 伴 生组分是
、 。

第二带
,

主要伴生组分是
、

、

第三带
、 , 主要伴生组分是

、

、 。

第四带
、 , 主要伴生组分是

、

、 、 、 。

第五带
、 ,

主要伴生组分是
、

、 、 。

上述各带通常发育范 围 可 达 一

米
。

水平分带与垂直分带基本一致
。

岩性与元泉的分布分配

与成矿有关的围岩是大理岩与白云岩
,

两者化学性质差别甚 小
,

对元素 的分布
、

少

‘ 尸‘
,

六户、

犷
飞

八
了叫 龟

配影响不大
。

但白云岩较大 理岩性脆
,

孔隙

度大 , 裂隙发育
,

有利于元素的迁移
、

沉淀

和富集
。

统计资料表明 在相同的地质条件

下
,

白云岩中的铜
、

铅含量为大理岩的

倍
,

锡为 倍
,

故白云岩中的晕较大 理岩

中范围广
,

连续性也好 图
。

断裂构造与晕的关系

本区晕主要受断裂构造控制
,

断裂多期

矿化活动导致晕中组分的复杂性 , 单一断裂

晕呈线状
,

一组平行断裂晕呈带状 , 隐伏层

状矿体上盘围岩有断裂达于地表仍然可以在

矿体上方形成明显的异常 图
。

权化带中微 元索
本 区氧化带十分发育

,

从地表往下一般

可达 一 米
。

原生硫化矿经氧化后
,

除

锡以外绝大多数元素发生了重新组合
,

仗中

氧化矿中的土状赤铁矿
、

褐铁矿
、

锰土
、

粘

土等强烈地吸附着许多微量元素
、 。 、

、 、 、 、 、

等
。

彝竹痴比卜滩
‘。’

日
”

振
八 ’、、

朴公遥
矛

二
、

指示元素的选择及异常评价

比咖翻号吞

⋯
点

丹、乍,,

“抚 弊担上
画奋典要到 匡竺镶纷
图 矿体及围岩中元素的分布情况

根据上述地球化学特点和大量光谱分析

资料选择了
、 、 、 、 、 、

、 、 、 、 、

为指示元索
。

各 类

异常特征列表如下笼



矿矿 床 类 型型 主 要 元 素 组 合合 特征元素素

、 “ 、 ‘ 型型
、 、 、 、 、

、
、

出现现

型型
、 、 、 口 灯‘ ,

出现现

、 、

型型 。 、 、 、 、 、 、 、 、

、

型型
、 、 、 、 、 、 、 、

、

细细 脉 状状
、 、

网网 脉 状状
、

根据异常特征及所处地质条件
,

将异常

分为三大类
。

第一类为已知矿体和浅部官矿

体 , 第二类为深部盲矿体与浅部强烈矿化 ,

第三类为分散矿化
。

三
、

地质效果

导找矿休

厂某矿段是从 年开始勘探的
。

但

扭皿 , 戎

叶
· 洲

拾伍 号
异常

几十

之二二之

三

篡票黔

枷

十奋

尸卜

是
,

探明和开采的主要是

深部硫化矿体
,

而近地表

的情 况 不 明
。

年以

后
,

为了探清上部
,

开展

了地表及深部地质工作
。

年开展万分之一原生

晕配合进行评价
,

完成面

积 平方公里
,

获得各

类异常 个
, 其中 类异

常 个
,

除巳知矿外
,

验

证结果如下

画画画画画回圈圈园。 白云岩

泥质灰岩

石灰岩
、

白云岩互层

泥质灰岩

石灰岩
、

白云岩互层

泥质灰岩
、

石灰岩互层

断 层

暇化矿

铅峥值线

矿体号

拾贰
、

捌
、

玫 号 异

常 位于黄泥碉含矿断裂

上盘一侧
,

恰是该断裂所

形成的层间矿体的投影位

置 , 此外裂隙构造发育
,

推测该异常带是 由深部盲

矿体引起
,

地质和化探共

同设计钻孔
,

结果找到了

较大型的工业矿体 一
、

一
、

一 图
、 。

窗矿体上方化探原生晕剖面图

薰薰薰
。。

补补

鬓鬓鬓鬓箕箕箕
丁
州州

···· · ·

⋯ ⋯

阮阮沁廷
乡乡 口华华

肆
、

伍
、

来号异常

原来浅部经工程探明是一

些受主断裂两侧小裂隙控

俪勺荡濡型碌知万贰



丁 ,

争

入

口圆酗

该异常带出现的元素组合比

较复杂
,

有
、 、 、

、 、 、 、 、

、

等
,

这与 浅部锡
、

铅小矿体引起的异常元素组

合是不一致的
,

加之该异常

带又处于黄泥碉断裂上盘一

侧
,
推 测杯部有

、 、

型盲矿赋存
。

后 经 进一

步勘探
,

在下部又找到了

一 号 矿 体
,

是
、

矿体
。

型

盯翟季
拾伍号异常 在化探之

前地质人员曾做过 一 些 工

作
,

打了一些零星钻孔
,

但

份
了

拼性致一 文生

尹
子夕

一几一 广止
一‘

走色一

图 厂捌
、

玖
、

陆
、

拾贰号异常综合平面图
一联合剖面异常 一铅等值线 一 断裂

一

卜工召工‘、

矿﹃泛卜斌入决砂霭处、一入冷、、
飞华介加踩滩赚

改众拨
奋多乡

下 , 簧
图 一捌

、

玖号异常综合剖面图
’ 一 白云岩 一 泥质灰岩

,

一石灰
岩

、

白云岩互层 ⑧一 号矿体

尚未探明
。

后根据原生晕出现在主 断 裂 上

盘
,

且裂隙构造发育
,

推测其投影位置有层

间矿体
,

后经进一步勘探找到了
、

号工

业矿体 见图
。

壹
、

贰
、

叁号异常 恰处在银 洞 断 裂

带
,

年曾挖过槽子 ,

但深部不清
,

后来

根据原生晕异常进一步搞清了断裂带延伸 ,

经验证发现了 一 号
、

型矿体
。

评价含矿断裂

房矿田某矿段在 年以前就进行了

较详细的地质工作
,

除全面进行地 表 评 价

外
,

重点部位还进行 了深部控制
。

为扩大远

景
,

年开展了原生晕工作
,

完成面积

平方公里
,

获得各类异常 个
,

其中 类异

常 个
。

如巳知的 号矿体所在的含矿 断 裂 长

公里
,

往东由于矿体隐伏
,

断裂 延 伸不

清
,

给地质评价造成一定困难
, 后根据柒号

异常的延伸方向及一 号异常的位置
,

比较准

确的确定该含矿断裂的东延情况
。

经槽探揭

露实际延长 公里
, 比 原 来 增加了 公

里
,

大大扩大了 号矿体的远景
。

另外
,

根据壹号异常找到了 号矿体及

其含矿断裂
。

根据 号
、

号异常发现一条

近千米长的含矿断裂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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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誉

‘ 勺 一

口 口 团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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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房综合平面示意图

一
石灰岩

心 一
石灰岩

、 钙质白云岩互层
昌

一 电法异常轴推断为断裂

炭质硅质灰岩与灰岩
、

泥质灰岩互层
、一灰

岩夹白云岩互层 卜断层
一矿体

一
地质界线 一铅含皿等值线

根据元康垂直分带特征
,

推浏陇伏花

脚岩体
厂矿田地表原生晕出现了有规律的元

素组合带 从东西方向看
,

中间是南北向的

、 、

带
,

两 是
、 、

带
,

再往

外是
、 、

带
,

最 外 是
、

带 从南

北方向上看 最北 边 是
、 、

带
,

往南

是
、 、

带
,

再往南是
、

带
,

凡 是

几冷 灭司 断层

生淤司花岗岩等高线

团
铜带

口
铅带

一 口
, 分布区

二共
‘

圈
,

翻
锑分布区

一 觑
。

、

铜
、

、
、

封布。

图 厂矿田元素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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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云式‘ 一

斧 厂

盈、
、

气

回
、质灰岩

画
块状白云岩

区国条带状白云岩

回
白云岩

回
白云岩

、

石灰岩互 ,

困
矿化断裂

匡国‘匕探锰等值线

四 馨爵袅瞥霎魏议

巨
‘匕探铅等位线

图 高峰山地段综合平面示意图

出现
、 、 、

带的地方恰是花岗岩突

起的部位
,

这和电测深结果及验证情况是一

致的 图
。

用这些资料
,

大胆验订 ,

反复实践 , 取得了

较好的地质效果
。

高峰山地段原根据电测深结果推测岩体

埋深 米
,

后做地表原生晕
,

出现元素组

合为
、 ,

而 。 、

仅在个别点出现低

含量 , 这一元素组合相 当于元素分带的第五

带
,

推测离花岗岩接触带要超过 米
。

经

三个钻孔验证结果 第一孔 孔 在 米

见到矽卡岩化 大 理 岩 , 第二孔 孔 在

米打到接触带矿体 , 第三孔 一

孔 在 米打到了花岗岩 图
。

本区原生晕工作能够从研究地球化学

规律入手
, 把异常评价和元素分布分配结合

起来
, 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能够 说 叽 问

题 , 取得了用地球化学规律指导原生晕工作

的经验
。

原生晕异常规律要和地质构造结合起

来研究
,

才能提高见矿率
。

四
、

几 点 体 会 气气流愉犷价价
该区是老矿 区

,

地质工作程度很高
,

但能够因地制宜投入大面积地表原生晕
,

获

得大里资料
,

在矿 区找矿 勘探工作中充分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