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奋

以 ,

次生晕样品在浅孔中来用不等 距 取 样
法

,

从覆盖层上部取至基岩风化层
。

原生晕

样品取 自新鲜基岩
。

次生二佳 , 象层位 实践表明
,

元素

次生晕最佳富集层位大多发育在距 基 岩 。

一 米的残坡积层中 , 覆盖层上部元 素 含
·

量较低
,

无异常显示
。

说明上覆厚度较大
、

粘性较强 、 时代较新的粘土层 与成矿关系不

大
。

三
、

地质效果
、

深部取样

的提出

闷资摄邵扣摄资粗川川川烦粗扣粗粗与它 扭写趁

如何在厚层覆盖

地区应用化探方法发

现隐伏矿体
,

已日益

成为广大地质工作者

重视的问题
。

本文简

要介绍一个在覆盖层

厚度为 米左右的某

铁矿 区
,

运用深部取

样钻揭露一条隐伏含

铜断裂带的实例
。

江苏冶勘八一四队二分队化探组

垃川价侧切抽

曰,刃口,口﹄﹄,肠口晚‘心目‘门,尸

⋯
月二两,口力万,、曰口匆‘压,日吃日已‘不

户甲日
卜,,日产,子,‘州,月门‘,、月,曰,曰,口

‘

祖
翻舀舀茜西砌

我队在该区验证

磁异常的同 才
,

进行

了岩心原生晕取样工

作
。

发现了
、 、

原生晕异常
,

在分

析研究的基础上作 了

钻探验 证
。

在深部大

理岩和角页岩间的压
性断裂带中

,

见到澎
达 米的工 业 铜 矿

体
。

为
一

研究地表和

深部晕的组分
、

空间

分布特征
,

建立评价

指标
,

圈定覆盖层下

的含矿断裂带
,

评价
‘

·

共规棋和成矿远景
,

因此投入了此项工作
。

二
、

取样方法

‘

工扭布 剖面线与推测的 已知 含矿断
一 ’

裂带走向声直
,

线距‘ ”米
,

点距 。米
。

剖面

上钱孔的施工须序由断裂带两侧向 中 心 追

索 , 在断裂带附近点距加密到 米或 米
。

很据深部铜矿体原生晕异常宽度
‘

约 米
’ ‘

的特征
,

在断裂带两侧布置的浅孔 各 控 制
一

加 , 切米
, 以保证异常完整出现

。

取样方法 因本区濒临长江
,

古河道冲
,

扒和淤积物分布较广
,

且横向厚度较大
,

所

、

通过在本覆盖区化探深部取样和分

析研究
,

圈定出一条隐伏的含铜多金属的断

裂带
,

使这个铁矿 区变为找铜矿的远景区
。

以 条剖面
、

个浅孔揭示的情况 , 基

本确定了区内大理岩和角页岩 公里的压
性断裂带位置

,

同时发现 一 条严格控制的

强度较大的 。 、 、 、 、 。和 的

多元素综合异常带
。

在异常带上
,

原生晕和

次生晕异常位置略有偏移
,

而先素组合及强

度基本吻合
。

该异常带和 剖面 孔已知的深部铜

矿体是产于同一构造部位
,

其元素组合亦基

本相同 ,

成因关系密切
。

由此可见
,

这条纵

贯矿区的长达 公里以上的断裂破碎带为一

导矿
、

容矿构造
,

是月匀寻找铜育矿体的有

利部位
。

、

通过前述工作
,

我们还初步掌握了

铜矿体前缘异常的特征
,

为在本区寻找铜育

矿体提供
一

新的依据
。

根据异常产出的部位和相对强度
、

元索

组合特征及其指示意义
,

以及原生晕在围岩

中的扩散作用
,

可以认为 ,
、 、

等剖面

深 部取样的原生异常是 孔已知的深部铜

矿体的前缘异常
,

其特征如下 图
、

图

元素沿断裂倾向方向扩散能力较

强
,

距矿体达 米
,

成矿元素铜仍能

形成 的较强异常
。

异常距矿体越

远
,

比值越小
。

若
,

指

示近矿异常 , 若 。 ,
指示为矿体前

缘异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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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某矿区化探原生异常 剖面示意图 图 菜矿区化探原生
、

次生异常瓜剖面示意川

前缘异常 与近矿异常元素组合的

差异是
,

前缘异常中有 异常显示
,

是士特

征指示元素 , 、 , 、

是前缘异常

的特征组合
,

而无
一

巧
一

组合出现
。

近矿

异常与此相反
。

四
、

初步体会
、

在厚层彼盖地 区运用深部钻取样开

展化探工作
,

是多快好省地寻找隐伏矿体的

有效方法之一
。

、

尽
一

可能多地 了解矿 区地质
、

地球化

学特征和成矿规律
,

才能合理地布置浅钻工

程
,

迅速 查明成矿远景
。

、

次生晕元素最佳富集层位需通过试

验确定
,

但取样位置必须根据筱盖层岩性的

横向变化 ,

灵活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