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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汞矿矿区广泛出露寒武系灰岩
、

白

云岩和页岩
。

地层走向北北 东
,

倾 向 北西

西
,

倾角
。 。

工业矿体赋存在中寒武

统 全
一 “白云岩中 见附表

,

为规模不等
、

形态多变
、

成群 出现的似层状
、

透镜状和囊

状体
。

矿体群间沿走向相距 米
。

在

每个矿体群中
,

各个矿体的长度为

米
,

宽度为 米
,

厚度为 一 米
,

埋深 米
。

矿体的长轴多与含矿层倾

向一致 图
。

一个矿体往往就是一个开 采 区 段
。

因

此
,

找矿和评价要针对每个矿体来做
。

现以

酒店塘正一 矿体为例来介绍一下矿区开发

过程中的勘探工作方法
。

一九六三年以前
,

酒店塘浅部的七个矿

体已经采完
。

在其西北端两侧由 地质 队

完成的十五个钻孔中
,

虽然只有一‘

个孔 即

一 号孔 发现了较好的矿化现象
,

但由

于这个孔处于已采矿体的延深部位
,

而且附

近的钻孔也多少有一些矿化现象
,

根据多年

的工作经验
,

推测这里很可能有万
一

号 工

业矿体
。

于是
,

我们决定把附近采区的平巷

延长过来
,

在边探边采的过程中利用这个矿

体的资源
。

一

由相邻的采区向南延长的 。、

两个

平巷和
一

号石门向 南 北 掘 进 的
、

、

三条平巷
,

是 丁
一

号矿体的探矿

开拓工程
。

这些探矿
一

开拓平巷位于矿体底板

下 米的围岩中
,

以保证既可用较短的

天井沿走向追索圈定矿体
,

又能使探矿天井

在回采时用作放矿漏斗
,

并确保作为运矿坑

道的开拓平巷不致因回采矿块而受到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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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新晃汞矿酒店塘至四方绽地质图

在矿体沿走向未见尖灭的情况下
,

由探

矿
一

开拓平巷上掘的探矿天井的位置
,

常根

据构造和蚀变条件选定
,

其间距一般为

米
。

这样来布置天井
,

不但能减少开拓平

巷的无效进尺
,

而且便于在矿块回采中留下

相距约 米的房柱
,

以维护顶板的安全
。

所以
,

边探边采和探矿天井要兼作放矿

一 一



新 晃 汞 矿 矿 区 地 层 表

二七兰 ⋯士 岩 性 和 矿 化

全
一 ‘ ” 深灰色薄层灰岩和泥质白

云岩
。

全
一

统

上部 里
一 了 为 白云岩夹

变晶自云岩 , 中部 复

为深灰色薄层细粒条带状

白云岩
,

是本区主要含矿

层
。

下部 受
一 各 为薄层

灰岩夹泥质 白云岩和页岩
。

上部为角砾状厚层灰岩 ,

下部为深灰色细粒薄层灰
、 ‘

岩
,

部分与页岩互层
。

漏斗之用 , 是新晃汞矿的探矿工作与开采工

作结合起来的特殊形式
。

由于矿体长轴与含矿岩层的倾向一致
,

所以中段斜距可以大于天井间距而取

米
。

每一个矿房的斜长也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图
。

为矿房采准作业服务的探矿工作是与采

准本身结合起来一道完成的 沿矿体底板掘

进的沿脉平巷和上山
,

既是在 探 矿
一

开拓工

作完成之后提高矿块控制程度和储量级别的

勘探工程
,

也是在开拓矶量基础上获得采准

矿量的生产准备工作 图
、 。

不仅如

此
,

由于矿体底板比较平缓 倾角不超过

度
,

布置在矿体底板中的采准平巷和上山

,
且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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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矿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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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磁异常二维振幅谱确定磁性体埋深

安徽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物探队综合组

桂林冶金地质研究所物探室磁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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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电子计算机已经广泛应用于重磁异

常的数据处理
,

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利用磁异

常的二维振幅谱来确定磁性体的埋深
,

是一

个可行的方法
。

现对该方法作一简单介绍
。

一个周期函数
,

只要满足一些并不很严

格的条件
,

就可以展成富里叶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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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耙道 又可兼作切割巷道使用
。

加上切

割漏斗早已在探矿
一

开拓作业中完成
,

所以
,

一旦结束了探矿
一

采准工作
,

同时也就完成

了切割工作
,

从而使采准矿量和备采矿量同

时获得
。

在多年的工作过程中
,

我们认识到有这

样一些矿化规律 ①沿含矿层走向出现褶皱

和沿倾向出现挠曲 倾角由陡变缓 时
,

矿

化有增强的趋势 ②含 矿 层 蚀 变 较 好 时

牙层为硅化
,

夕层为重晶石化
,

矿体

将继续延长或再次出现
。

对矿化规律的这些

认识
,

使我们在布置探矿天井
、

切割平巷和

采准上山时能够不限于 “ 就矿找矿 ” ,

而是

在综合考虑各种控矿因素的前提下去布置工

程
,

以尽可能使探矿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