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矿 产 评 价 中 应 用 化 学 分 析 结 果 一 例

引 言

层状矿床的成因
,

多年来一直是研究矿

床成因的学者们的一个争论问题 有的赞成

是在沉积作用过程中发生沉淀的
,

另一些则

认为是由于后来的交代作用形成的
。

对于这

种典型矿体的观点上的分歧
,

就需要一个快

速辨别法帮助勘探地质人员来确定矿床的成

因类型
,

使他们能拟出一个完 美 的 评 价计

划
。

斯坦顿 曾研究出一种方法
,

可 以辨别层

状矿床在沉积过程中的交代作 用 与 沉 积作

用
,

于是对此方法的有效性的争论很快得到

了澄清
。

在此方法中利用了化学分析结果
,

细研究过的伊尔马尔斯铜锌铅矿床
。

该矿
’

床

位于西澳大利亚东金伯利高原的 霍尔 斯
一

克

里克东北 公里处
。

含铜
一

铅
一

锌硫化物的黄

铁矿和磁黄铁矿带
,

长约 米
,

与该区的

构造呈整合产出
,

并且在空间上整个地与直

接在它下面的变质酸性熔岩和火成碎屑物有

关系
。

此带横穿几种相等的岩相
,

并保留有

最近造山运动的痕迹
。

一个花岗岩类岩株直

接在东部侵入地层 图
。

这个矿床原先认为它反映了富碳酸变质

沉积岩的热液交代作用
,

且富集在褶皱构造

的轴部 , 矿化被认为来源于附近的花 岗岩类

岩株
。

因此钻探 目的是在倾伏褶皱构造中和
,’钙质硅酸灰 岩 ,, 一

同时依据这样的假设
,

即

交代作用是在沉积之后对

岩层的某些组分进行有选

择性的置换
,

而沉积作用

只是硫化物在沉积过程中

与岩屑和其它物质简单地

相加
。

在第一种情况下
,

硫化物的增加应该伴随有

一种与围岩中某些组分成

比例地系统变化 , 在第二

种情况下
,

硫化 物的增加

对这种比例没有影响
,

所

以应该没有任何变化
。

本文介绍了化学分析

结果的数据处理
,

使勘探

地质人员在证明所研究的

问题中得到成功的应用
。

吮 一一

所研究的矿床

所研究的矿床是 已详

图 表示层状硫化矿带与主要岩性单元和构造单元关系的地质略图

一长石砂岩
、

石英砾岩
,

杂砂岩 和粉砂岩 , 一次杂砂岩
、

杂砂岩
、

粉
砂岩

、

页者
、

碳质粉砂岩 , 次要的砾岩 带和 自云岩 , 一夹层的‘ 钙质硅酸盐
’

岩
、

大理岩和碳敌盐质片岩 , 次云 母
一

石英片岩
、

墓性片岩 和石 里 化 片岩一表

示变质的 流纹岩 或流纹岩火成碎屑 物单元 , 一重结晶的石英砂岩 , 长 石砂岩和

砾岩 , 一笼状花岗岩和等粒花岗者 , 一次生铜锌碳酸盐带 , 一块 状揭铁

矿 一针 认矿 次帽 , 一主 要走向和 倾 向 一地 质界 限 一断 层 一路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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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矿
。

后来
,

有人指 出
,

矿床

属 于造山运动之前的火山喷发 沉积成因
,

矿

体并不受褶皱构造控制
,

而 是 简 单 地 “ 包

含 ” 在褶皱构造里面
。

要是这种特点能早一

些认识
,

就可以大大降低评价矿床所必需的

钻探费用
。

所 分 析 的 物 质

要测量上述几种成分变化的一个简单方

法是研究随样品之间硫化物含量的变化一组

化学上确定的 “ 原子团指数 ,’原子团指数
,

是指
、 。 、

之间的比例 的特

性
。

在此种研究方法中
,

假定无论硫化物沉

淀的方式如何
,

在围岩中并不伴随任何明显

的化学成 分变化
。

为了进行这一研究
,

选择了一个金刚石

钻孔中的含矿绿泥石英片岩岩心
,

原因是它

在很大的范围内是均匀的
,

而且从外表看来

未受外来杂质污染
。

按一定规则的间距对岩

合进行了岩相鉴定
,

取得如下结果

主 要矿物为绿泥石和石英

局部地在该层上面三分之一范围内
,

有发育次于绿泥石的黑云 母 存 在
,

分布广

泛
,

有时可达到绿泥石组分的 多

在该层下面三分之一范围内
,

阳起石

闪石类的矿物则逐渐增多 ,

长石较少
,

但局部富集在狭长的带内 ,

石英岩夹层呈零散分布

钦铁矿均匀地分布在富绿泥石薄层里

面
,

平均约为 多 ,

了 含有微 量的绿帘石类矿物
。

因为片岩层的主矿物为绿泥石和石英
,

其次为黑云母 比绿泥石少 和少量的阳起

石
,

岩 石 的化学成分 可用
、 。、

的指数表示
。

用 射线萤光法
、

原子吸

收法和闭联 聚形技术法分析了 个

金刚石钻探岩心泥浆样品
。

取 自金刚石钻孔

于 由 米到 米 中的矿化的绿

泥石英片 台的样品
,

是在硫化物的硫的若干

适宜范围内任意选取的 , 而这些范围的选择

都反映了矿化片岩的全部 “ 品位 ” 。

取样间

隔由 米至 米不等
,

通 常 是 米 至

米
。

如果这些比率随着硫化物的增 加 而

发生规律的变化
,

则是一种或多种组分进行

置换的指示标志 即发生交代作用
。

如果

比率并不随粉硫化物的增加而发生变化
,

后

者 以加入物出现
,

那大概是沉积成因的
。

分 析 结 果

将硫的百分含量 范 围 分 成 五 个 区 间
,

、
,

、
, 、

,

,

并测量所有 样 品 在 每个区间中的
、 。和 的含量

,

将它们的含量

换算成统一比例绘在三角形图中 图 、
。

计算每个区间的平均值柑 区间平均值

的一个标准偏差
,

得出每个含硫百分数区间

的五个平均值点由绘于图 的小圈所

限定
。

由于不存在任何趋
,

这强调指出平均

点位置之间没有任何明显差异
,

也就表明伊

, ,

肠 、 肠

的 心 四 才

,

石 肠
‘

卢 凶 夕
盆

, 对山

》 肠
平 均 点
‘

沪 四 仇

图
一

人
一

白是 莎与石,

化

物逐 渐 竺川 的含贫关系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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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转 速 钻 进 时 金 刚 石 磨 耗 的 降 低

年
,

基洛夫地质队 使 用了 巾一

型
、

一 型以及经过改 进的 中

一 型高速钻机 转速达到 转 分
,

因而提高了机械钻速和台月效率 表
。

指指 标标 年年 年年 年年

台台 月效本
,

米米
。 。

台台效 堆长
, 。 。

机机械钻速
,

米 时时
。 。 。

机机械钻速 增长率 , 。 。

金金刚石磨耗 , 克拉 米米
。 。 。

金金刚石磨耗增长率
, 。 。

由表 可 以看出
,

随着机械钻速的提高
,

钻头金刚石的磨耗也增加了
。

在提高机械钻

速的情况下
,

如果金刚石钻头的耐磨性降低

了
,

则机械钻速提得再高
,

在经济方面来说

也不能认为是恰 当的
。

由于钻头金刚石的成

本仍然相 当高
,

因此
,

在现阶段
,

一个金刚

石钻头的进尺 多少 以及单位进尺 金刚石的磨

耗 量应认为是金刚石钻进的最重要的指标
。

工艺组曾经研究了由于钻具的转速提高

而导致金刚石磨耗增加的原因
。

在所勘探的

地区曾钻了一个深度为 、 米的钻孔
。

在 、 米厚的表 土层中下了 毫米的

平接头式连接的套管
。

然后用 口
,

,

型孕镶金刚石钻头钻进 互一

级的混合岩
、

片麻岩和花 岗岩
,

其钻进规程如

下 孔底压力 、 公斤
,

冲洗液 量

公升 分
,

钻具转速 、 转 分
。

机械钻速

为 、 米 时
,

金刚石磨耗为 、

克拉 米
。

当把转速降低到 、 转 分而

其余钻进参数不 变时
,

则金 刚 石 磨 耗降低

到 、 克拉 米
,

同时机械钻速也降低

了 、 多
。

把孔底压力降低到 、 公

斤
,

当转速为 、 转 分时
,

发现金刚石

钻头磨钝
,

而且机械钻速 急剧下降
。

根据大量孕镶金刚石钻头在高转速钻进

条件下耐磨性的分析表明
,

金刚石磨耗大的

基本原因是 钻杆柱的振动增大了 , 现有成

批生产的金刚石钻头的结构特点与高机械钻

速钻进的情况不相适应
。

当钻进到 米深时
,

用油压钻机给压
,

会引起钻杆柱的纵向和横向振动
。

因此高转

速钻进时减少金刚石磨耗的措施之一就是减

小振动负荷
。

曾经采取过一系列减小振动负

荷的措施
,

如将钻机安装在槽钢制的厚实的

铁基台上 , 将钻杆与接头进行选配并检查其

尔马尔斯铜一铅一锌矿床的硫化物是“ 正常 ”

岩石的加入组分
,

所 以是沉积成因的
。

结 束 语

研究结果表明
,

对所研究的矿床来说
,

一个金刚石钻孔的正常采样的分析结果足 以

确定硫化物是置换了围岩组分还是加入于围

岩
。

所需要的只是一组表示一种硫化 物范围

的样品
, 以便随着硫化物含量的变化可 以确

粤娜化物与围岩的关系
。

如果硫化物被证明

属于 置换性质 也就是属于交代作用性质
,

当时正在进行的
,

旨在确定构造等初期的评

价计划可 以合法地延续进行下去
。

但是
,

如

果硫化物被证明是 “ 正常 ” 沉积 岩的同生沉

积加入物
,

这表明检查 “ 有利层位 ” 、

优先
的沉积相

、

以及辨别早期存在的硫化 物可以

导生的结构类型所设计的评价方法要加以修

改
。

有人主张
,

当研究层状或其他块状硫化
矿时

,

矿产评价更广泛的应用这种方法能够

使得精度高
,

把握大
,

效率高
,

成本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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