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

我分队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
,

在

收集分析前人资料的基础上
,

利用化探次生晕对太平铅锌矿点进

行了评价
,

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

根据实地踏勘和成矿地质条件分

析
,

开展了 平 方公里 测网 米 的次生晕工作 , 圈出

两个铅异常
。

在其中的一个低值异常区经过井探验证
,

发现了铅

锌犷体
。

现将化探次生晕找 沪效果概述如下
。

一
、

地质一地球化学特征 图
,

地质派况 本区处于尖峰岭弯窿
、

九疑山守窿和香花岭弯

窿之问的挤压脆弱带中
,

属新
一

嘉
一

兰锑永铅锌矿带的南端
,

南北

断裂带与北西西断裂带的交 又部位
。

区内生露地层见表
,

未见

火成岩活动
,

褶皱
、

断裂构造亦不发育
。

本区见两组断裂 一组

为逆断层或逆掩断层
,

走向北西
一

南东
,

倾向北东
,

向南东收敛
,

向北西扩张
,

呈帚状
,

并伴有次级层间断裂或层间挤压破碎带
。

这种次级构造是本区成矿的主要构造
。

另一组为走向 北 东
一

南西

之平移断层
。

铅锌矿赋存于棋子桥组
“

白云岩北西
一

南东

向的层间破碎带中
。

矿化呈染浸状
、

块状
、

细脉状及环 带 状 分

布
。

金属矿物有闪锌矿
、

方铅矿
、

菱锌矿
、

白铅矿
、

铅矾
、

黄铁

矿
、

硅锌矿和黄铜矿等
。

由于风化剥蚀强烈
,

硫化矿变成氧化
、

气。,珠尔,,,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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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矿化探次生晕法的找矿效果

长长峙岑岑忠岑岑宙宙由宙

于 今 〕 〕的

忠岑岑出岑岑忠出忍忠忠忿岑恶出半忠岑忠岑忠忿岑岑岑出出半忿半劣半忠匆

碑 、自声 、氏产“ 、氏户沪 、 、沪 口 、口 、子

图 了
、

书铅锌矿地质 七探 小面俐

、 尸‘ 口、‘口、夕 、口 、声、臼 , “卜 尸‘户、夕‘尸、 、 产 、 , 、夕、产 、尹‘ 曰门‘洲、曰 , 、八 、沪卜沙 、 、沪、夕、户叼内曰氏 、子、

线仁梦
、

过山顶的水平直线 ’ 七的滋场 “

理论曲线
,

按上面方法由 起 伏地形线 上

地形 换葬厄
、

万 水平直线上的 值
,

经地改后得到的 值 用
·

表示 与飞万 沈
水平立线上理论计算的 曲线 一一 吻

合得比较好
。

图 为某地西坡铁矿 的 一 个

实例
,

磁测剖面方位为正北
,

剖面所通过的地

段地形高差较大
,

矿体位于山脚下
,

严重的

地形影响使 曲线发生 了畸变
,

原先经地改

所得 百线 上 曲线较平缓
,

技本文 提 出的

方法 , 经地改所得百 线上 曲线较明 显
。



表

一竺 竺生 岩 性

分布面积广
,

由红色亚粘土及黑土组成 部为红土 厚数米至“ 米
,

常含二且气皿纪

核 下部为黑土
,

厚数米至十余米
, 。、 线间之黑土中含次生氧化铅矿

系一第四系

上部为泥灰岩
、

浅灰色
,

致密
、

薄层伏 底部为灰岩夹白云岩
、

中厚层状
,

致公
一

佘田桥组

超
‘ , 尸 ,

‘

一 ,

一 —

一一
——

一 一

— 一一 — —
一

一 —

—一—

一 ‘ 中部硅质岩
,

浅灰色致密硬坚 性脆 一加厚约 米

戴

棋子桥绳

玉

系

中部含隧石灰岩
,

灰一浅灰色
, ‘

较致密二 落层状
,

含泥质及炭质
,

筵石顺层分布 盛产

珊瑚及蜿足类化石、 厚数米至 米

下部白云岩 灰白一浅灰及灰黑色
,

中粒结晶状结构 本层上部岩层札造破碎后经蚀

变多被白云石
、

方解石脉充城交代
,

呈花斑伏及角砾状构造
,

为主要含矿围岩

底部泥灰岩 深灰色
、

致密
、

中厚层状 含炭烦及星点状
、

结核状黄铁矿
,

产蜿足类化

石 厚约 米

由石英砂岩
、

长石砂岩及砂质页岩等组成

上部夹 、 层厚数十厘米的豆状赤铁矿

跳马涧组

半斌化矿
。

经物相分析
,

铅锌的氧化率一般

达 写以上
,

属氧化矿石
,
氧化矿的上部黑

土层中常斌存有数米厚的次生堆积矿
。

含 地球化学特征 本区属低山 丘 陵 地

带
,

地表标高一般在海拔 米以上
,

比高

米左右
。

大部分山坡较缓
。

地表大部分为

纬四系所段盖
。

据井探揭露
,

矿区内第四系

自上而下可分两层
。

上部为红土
,

厚约

米
,

常含少量块状
、

豆状铁锰矿石 , 下部

为黑土
,

厚约 米
。

次生堆积铅锌矿主

要产于黑土的下段
, 以砂粒状

、

团块状白铅

矿为主
。

本区主要表土
、

岩石及袱物中各元素的
含盘见表

。

由表 可知
,

黑土和铅锌矿石

只有铅
、

锌两元素能引起异常
,

其它元素均

为正常背景含量
。

锰铁结孩不但能引起铅锌

异常
,

还能引起砷钻异常
,

这是锰铁结 该与

铅锌矿异常的区别
。

红土与白云岩中各元素

含量基本一致
,

并且较稳定
,

不能引起异常
。

方铅矿
、

闪锌矿中有益组分的铡定结果

见表
。

两个单矿物样的分析表明
,

银 的含

且较高
,

在生产过程中应考虑综合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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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次生晕的找矿效果

背 位分析 由于当时的化验条件所

限 ,

只分析了铅
、

铜两个元素
,

而铜元素的

含 都是 丫 ,

现仅将铅元素含量统计列

于表
。

图 是本区铅背景值统计图
。

由表

及图 可见
,

本区 元 素的正常含量为“
丫 ,

异常下限为 丫 。

据统计结

果圈定了两个异常区
。

一个是在已知矿点上

灼高值 幼 异常
,

另一个是

新发现的低缓 《 。 异常
。

已知矿点上的异常 铅异常大致成钟

状
,

长 米
,

宽 米
,

异常幅值为 一
,

大部分在 以 仁
。

异常分

布在公路两侧的小山包与水田之间 图
,

‘‘长
虽 弓冬昌

图

彝猎熊龄翁
及

布合背景 直统计图

大部分被红丰或黑土所覆盖
。

局部可见棋子

桥组 白云岩或铅锌矿体露头
。

据地质局 队原钻探控制
,

该 矿体呈

扁豆状或透镜状
,

地表所见矿化范围 长

米
,

宽 米
。

矿体向北东倾斜
,

倾角
。

左

右
,

延深约 米
,

厚 米
,

铅锌品位

大部分小于
。

地表露头 年由地方开

采过
,

现已采空
。

从图 和图 可知
, 丫 强

度的异常
,

反映了矿体的分布 范 围
,

一

强度的异常可圈出矿化范围
。

从地貌

上看
, 丫 的异常绝大部分分布在

低注地带
,

矿体露头则 在较高的部位
。

这是

由于矿体风化剥蚀后
, 一

部份残留原地
,

一

部份顺坡迁移到低洼地带
, ·

从 而形成宽广的

分散晕
。

其范围约为矿体边界的两倍
。

随伏矿体上的异常 分布在巳知 矿体

的东南方约 米的小山头 土
, 叮

屯长条状
,

一

交 米
,

宽 米 图
。

异常强度只有
一 丫 。

由 犷异常范围小
,

强 度 低 ,

易

枝忽略
。

经过分析研究
,

我们认为 该异常

员然 范围
、

强度比较小
,

但形态较规整
,

地

表没有干扰
。

异常区处于棋子桥组 白 、丫层

位中
,

在地质上与已知含矿层应属 」司一成

矿构造带
,

是有望 的成矿地段
。

异常应为矿

体本身的残积
、

坡积晕所 引起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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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根据上述认识
,

我们进行了工程验证
,

甘先利用井探揭露
,

在第 勘探线第 号井

深 米处发现了铅锌矿体
。

后用钻探工程

迫索
,

求得铅锌总储量 名万多吨
,

成为一 个

小而富的铅锌矿区
。

。

井裸
、

钻探中的次生 分叹情况 第
、

两勘探线井探资料列如 左
。

从井探

资料分析可得出 红上层中错 含量
,

般 在
,

在深部无 矿体的情况下
,

农

层一般含量都小于 丫 ,

属正常场
。

红土

层厚达 米以上时
,

铅 含 量 大 部 分 只有

丫 ,

故此不易发现铅锌征
‘

体
。

红土中含

有铁锰核时
,

铅 含量可高达 屯 丫 ,

是本区的干扰场 , 但用 “量 可以区分
。

黑土

层一般含铅量都超过
,

当强度达到
丫 时

,

便可找到堆积 铅 锌 孙
‘

体
。

黑土层是本区的一个找矿标志层
。

第
、

两勘探线 个钻孔的钻探资料

歹如表
。

由表 的钻孔资料 丁以得出 当

矿体埋深小于 米
、

矿体又有一定规模时
,

能引起 丫 左右的明显 的铅异常
。

矿体埋

深大于 米
、

且有一定的形成它间时
,

次生

晕能起到找矿的作用
。

三
、

几 点体会

本区利用 化探次生晕 分析 元素

寻找铅锌矿
,

在一定条件下 生土覆盖小 于

米
,

矿层厚度有一定规模
,

是行之有效

的
。

要注意异常的分析对比
,

注意黑土层

中高值异常次生晕扩散的范围
,

注意红土层

中低缓异常的验证
,

并注意追索矿体范围
。

要注意元素组合的研究
。,

由于当时的

条件
,

我们只分析了铅铜两 个 元 素
,

太少

了
。

砷
、

钻是区分铁锰
、

铅锌的标志
。

利用

光谱分析
、

比色检查的分析方案是可取得
,

必要的
。

要充分利用槽
、

井
、

钻等探矿工程
,

不但揭醉矿体
,

同时要做次生晕或原生晕的

垂宜变化的研究
。

歼 。 母 送 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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