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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自然电场法寻找金矿

二 户‘ 二不了万二天 〔 二 〔二声二于

东哈萨克斯坦 卡耳巴地区的地球物理研

究证明
,

天然 电池所产生的自然 电场对金矿

的赋存有彭响
。

卡 耳巴地 区的内生 金矿床
,

根据其矿物组合
一

和成矿沉积条件可分 金一

硫化物建造
、

金一石英一硫化物建造和 金一

石英一少量硫化物建造
。

金矿多半产在砂页

岩中
,

产在岩装岩里面的不多并延展到碳质

岩石发育 区
。

卡耳 巴地 区的金矿床和矿点均

位于
一

民几公里
、

宽 公里的自电异常

带边缘
。

异常带的强度在一 一 毫伏

之间
。

图 表示金一石英一少量硫化物建造

相对于 白电异常的位置
。

矿 区的岩石是砂页

岩和中
、

上石炭统喷出岩
。

含金石英脉产在
热液蚀变扮岩中

,

靠近巍与砂页岩的接触

带
。

强度达一 毫伏的自电异 常 与砂页岩

发育区吻合
。

金矿位于异常带 的边缘
。

金一硫化物建造的金矿 床 图 位

于近东西走向
、

向北陡倾的大揉坡 带 范 围

内
。

揉皱带 的岩石受到强烈错动
,

局部巳硅

化
,

含碳的岩石已石墨 化
。

强度为一 毫伏

的区域 自电异常在空 间上与揉皱带的位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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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 在此背景上还可划分出许多强 度 达 一

毫伏的次级异常
。

揉皱带和伴随它 的 自

电异常横切岩石走向
。

强度大的自电异常 ,

位于揉皱带穿过富碳质的岩层 粉砂岩
、

砂

岩 出露地区
。

金一硫化物建造的金矿床则

位于次级自电异常的边缘
。

金一石英一硫化物建造分布区由中石炭

统砂页岩和次侵入扮岩组 成 图
。

金

矿化产在砂页岩和扮岩接触带的热液蚀变带

中
。

强度一 毫伏的自电异常
,

在空间上与

砂页岩层分布区吻合
。

和上
一

面介绍的两种情

况一样
,

金矿也是分布在 自电异常的边缘
。

根据矿床内所打的钻孔
,

研究了 白电异

常的立体构造 , 从而得以确定矿体是集中在

由正偶极过渡到负偶极的范围内
,

略高于零

等值线
。

在 自电异常中心位置金矿化很弱
。

可以推想 ,

自然电场对金矿沉积起了重要作

用
。

为了证明这种推断 , 就需要查明自电异

常的性质和天然电池相对于成矿堆积期的形

成的时间
,

还要查明产在自电异常所在地 区

的岩石成分对金从溶液沉淀出来的过程所给

予的影响
。

为了查明自电异常的性质
,

研究了异常

地区的岩石成分和 电化学性质
。

证明自电异

常的位置在空间上与炭质沉积岩的石墨化地

段吻合
。

地质学
、

矿物岩石学
、

地球化学以及

其它方面资料都证明 , 这里的石墨是生物成

因的产物
,

遭受过长期强烈的动力变质作用
,

其次还受到了热力接触变质和热液 变 质 作

用
。

岩石 的物性研究结果表明
,

含石墨岩石

一 毫伏 和围岩 ,

毫伏 的氧化还原电位差
,

是造成含石墨

岩石地 区的自电异常强度的主要因素
。

根据

实际资料 图 , 可 以想 像出自电异常形

成的机理
。

石墨化岩石与围岩接触时形成天

然电池
,

该 电池的电动势主要取决于这两种

岩石 的氧化还原电位差
。

金矿床的石墨化经

历 了两个阶段
。

在早期的成矿前阶段 ,

石墨

化过程与形成揉皱带时出现的动力变质作用

有关
。

第二阶段产生的石墨化更有 其 局 限

性
,

并伴随有成矿前的动力变质和热液变质

作用
。

因此
,

天然电池在成矿之前 即 已 形

成
。

金是在天然电池产生的电流的影响下
,

’

由热液中沉积的
。

下述事实也有利于这一理

论
,

即许多研究者均认为
,

在岩石一含矿溶

液系统中
,

石墨和电化学作用对于金的沉淀

起了很大作用
。

但近扭来有人研究了金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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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伽马光谱测定法寻找近地表型金矿

所研究的这种类型的金矿床
,

是在接近

地表的条件下形成的 , 空 间 上与中生一新生

代火山建造有关
。

应用伽马光谱测定法寻找

这类矿床的地质依据
,
是金矿产在热液变质

带内
。

矿田范围内的安山岩里面
,

有低温到

中温相 的青盘岩化出现
。

最显著的特征是沿

断层带形成石英一白云母
、

石英一绢云母
、

石

英一水云母以及单石英带
。

镜下鉴定和 对 带

进
、

带出物质 的分析表明
,

由于钾和二氧化
,

硅的加入而 由青盘岩化安山岩形成的上述岩

石
,

是交代成因的
。

起先
,

在 已知金矿床 上确定伽马光谱测

定法的分辨能力
。

该矿床位于复向斜
,

构成

它的岩石是侏罗一 白至系陆源一复 理 石 式 的

沉积岩 下构造层 和不整合产于其上的晚

白至系喷发一火成碎屑岩 上构 造 层
。

矿

体沿着早第三世规模 巨大的花岗宕体外接触

带
,

产在北东走向的构造带内
。

在被断裂构造复杂化的 陡 倾 斜 一
“

的金矿脉上
,

在野外对热液 蚀变岩石迸
,

行 了研究 , 结果表明
,

矿体范围大体与细粒

玉髓状胶质石英
、

绿泥石与碳酸盐以及硫化

物
、

黝铜矿和金的细脉凝块的位置 是 一 致

的
。

沿垂直矿体走向的剖面进行实地观察
,

用 一 型伽马光谱仪进行测量
,

分别得到

岩石中钾
、

铀和社的含量数据
。

剖面上测点距

为 米
,

异常地段再加密到 米
。

野外观测

结果用各剖面上钾
、

铀和牡的含量曲线以及

铀
、

牡含量之和与钾含量的比值曲线表示
。

分析铀 牡含量曲线
,

实际 上不可能划分出

含金石英脉
,

但在钾含量增高 可达 ,

背景位为 的曲线上
,
却相 当清楚地显

示出含量石英脉 的位置
。

而在铀
、

牡含量之

和与钾含量比值曲线上
,

含金石英脉上表现

出局部 的最小值
。

进 行实验 的另一个地段
,

位于 由强烈错

动的中侏罗统和下 白圣统沉积岩组成的隆起

地带
,

出露于地表的上白至世酸性 喷 出 岩

中
。

沉积岩为硅质页岩
、

砂岩和粉砂岩
。

金

矿化产于该隆起的西南 部
,

延 展到沉积岩与

喷出岩的接触带
。

硅化是该地段最普遍的热液蚀变
。

矿化

带为石英一硫化物脉和硅化砂岩 中的 细 脉
。

用伽马光谱法进行 了如同前述 的测量
,

另外

机碳 石墨 的相关关系之后
,

并没有讯实

这种观点
。

不论石墨 含量多少
,

矿石中金与

石墨都不存在相关关系
。

只发现金矿赋存在

石墨化的岩层 中
,

说明对金矿沉淀有影响 的

不是石墨化岩石
,

而是电流
。

后者 产 生 电

源
,

含石墨的岩层是其一个组成部分
。

关于

搬运的机理与在天然电流作用下金的沉淀原

因问题
,

目前仍然悬而未决
。

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
,

需要弄清金在热液 中搬运的方式
。

用

经验方法所得出的金矿与 自电异常伴生这一

规律
,

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价应用 自电法

寻找类似卡尔巴地 区那样的金矿 的可能性
,

并可提出一个电化学因素
,

作为对地质因素

的补充
。

显然
,

在
一

寻找金矿床时
,

自然电场法应

列入综合找矿方法之内
。

为了划出金矿成矿

有利地段
,

甚至在 的区域普查 阶 段

就要用这种方法
。

自电异常边缘地区就属于

这种成犷有利地段
。

在根据钻探资料评价远

景地段时 , 也应该将 自然屯场法包括在综合

测井研究之内
。

由于
‘

矿体位于由正偶极过渡

到负偶极的范围内
,

并略高于零等值线 , 用

自然电场法获得的测井资料可以修正钻孔钻

进深度
,

查明金矿沉积有利地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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