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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冶金物探队 高令奇

本区是依据地质
、

构造等 成 矿 有 利条

件
,

开展斑岩型铜相矿床的找矿工作时
,

进

行的大面积化探次生晕普查和局部详查
。

因

而
,

获得了几十个不同组合类型的化探次生

晕异常
。

经勘探验证
,

发现了斑岩铂 铜

矿
。

二 斑岩钥 铜 矿床的地质
特征

一 发现异常的化探方法及技术
手段

矿区位于某火山盆地北缘
。

盆 地受
、

两条相对倾斜的华夏系深大断裂控 制
,

出
露的地层为粉砂岩

、

安山岩
、

流纹岩
、

砂页

岩及第四系堆积
。

盆地外缘广泛分布片岩和

片麻岩等老地层 图
。

区内地貌以老年期丘陵为主
,

地形高差

小
,

切割较缓
,

水系不甚发育
。

地表覆盖以

残积物为主
,

厚度一般在 米
,

层

薄
, 、

层发育广泛
。

据此确定 以次 生晕

方法作为普查找矿的主要技术手段
。

首先
,

用 , 比例 尺
,

米

测网 ,

进行了 平方公里的次生晕普查扫

面
。

样品取自 厘米深的 层残 积物
。

选用 毫米的混合颗粒作 为 光 谱 分析样

品
。

用 米光栅光谱仪对样品进行半定量分

析
。

经初步光谱扫视
,

选定
、 、 、

。 、

为找矿指示元素
。

普查结果
,

共发

现五个异常区
。

随后
,

在五个异常区内
,

又进 行了

比例尺
、

米测网的次生晕详查
,

圈出单个异常
,

并对其进行现场踏勘
。

结合

异常区的地层
、

构造
、

火成岩的岩性
、

蚀变

等地质条件
,
用地球化学观点进行了综合研

究
,

统计分类
,

并做出初步评价
。

在此基础上
,

确定了第一批进行山地工

程验证的异常
。

查明部分异常后
,

又对未知

异常作了进一步评价
,

并提出了下一步对异

常验证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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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生代以来
,

沿深大断裂产生多期岩

浆侵入活动
,

并伴有次一级构造产出
,

主要

为一些硅化破碎带
、

石英脉等
。 、

交

汇于矿区东部
。

本区 主要含矿岩体为燕山中晚期中小型

中酸性花岗闪长斑岩
,

其中
、 、

岩 体

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硅化
、

石英一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绿帘石化以及碳酸盐化等蚀变
。



蚀变岩体内部见有 “ 火烧皮 ” 现象
。

三 化探次生晕分布特征

工作结果在蚀变花岗闪长斑岩体内外均

发现了化探次生晕异常 图
、 。

这些

异常按元素组合的不同
,

可分为三种类型
。

含银较高
。

其二分布于
、 。异常外侧

,

与岩体外接触带的绿泥石
、

绿帘石及碳酸盐

蚀变带一致
,

呈半环状包围
、 。异 常

。

此类异常地段 含量较低
,

并伴随 出 现微

弱的
、

异
‘

常
。

上述各类异常的分布特征
,

明显地反映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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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号
、夕 卜 吸、

相 区化探异常分布示意图

了元素在水平方向上的分带
。

、 、

型组 合 以
、

为主
, 、

为次
,

分布于岩体 的内部

或内外接触带
。

异常地段 出现强硅化
、

弱硅

化及石英一绢云母化蚀变
。

异 常 呈 面 状分

布
,

范围较大
,

岩体单个 异 常 长 宽 为
米

,

并有
、

高

值异常出现
,

表明 。 、

矿化不均匀
,

有局

部富集现象
。

岩体异常较弱
。

、 、

型组合 以
、

、

为主
,

伴有 的弱异常
。

仅分 布于
岩体外接触带或距 岩体较远的侏 罗系地

层中
。

异常地段的围岩蚀变主要 是 绿 泥 石

化
、

绿帘石化
、

碳酸盐化及重晶石化
,

同时

有脉岩 出现
。

异常地段次级断 裂 构 造 较发

育
。

异常范围很大
,

如 号异常 长 宽 为
一 米

,

并有
、 、

高值

异常出现
。 ,

和 号异常均属此类
。

、 、

型组合 这类异常 有两

种分布特征
。

其一位于远离岩体的侏罗系地

层和盆地外围老地层中
,

反映了中低温热液

充填型脉状铅锌矿体或铅锌矿化
。

铅锌矿中

四 化探次生晕异常的统计学

特征

以本区
、

岩体的儿个异常 的初 步钻

探验证结果为已知条件
,

用判别及簇群分析

方法 , 对
、

两区 个
、

型异 常进

行了统计分析
。

判别分析结果如下表
。

判 别 分 析 结 果

异常编号 异常类别 元素组合 判别函数值

、、、、仇认矿致异常

非矿异常

非矿异常

非矿异常

未知异常

未知异常

未知异常

未知异常

、

、

、

、

。

弓名

氏氏幻抓凡

矿与 。卜矿异常判另。函 , 临界值 ⋯
另外

, 用簇群分析方法对 区各 类异常
进行了分类

。

首先以
、 、 、 、

五个元素为变量
,

进行了 式 分 析
。

根

据统计结果
,

选出
、

两变量 对 区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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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作了 式分析
。

用极差变换法对数据 进行

规格化处理后
,

计算了各异常之间的距离函

数值 图
。

由上可见
,

分类效果比较理想
。 ‘ 、

。这两个未知异常很接近已知异常
。

结

合异常产出的地质条件分析
, 、

为矿

异常的可能性最大
。

月此
,

决定下一步首先

用钻探揭露 ‘ 、 。异常
。

五 对 已验证的几个异常的初步
认识

个孔见矿
,

个孔见矿化
。

孔深 。

米
。

见矿深度 。米
。

矿体 最 大 厚 度为
米

。

矿床类型为斑岩型铂 铜 矿
。

矿石

结构为细网脉状
。

钥品位 。 ,

铜
品位 。

。

矿体规模初具中型
。

区
、

、

号异常共打验证孔 个
,

证实 这 个
。 、

组合型异常均为相铜矿化引起
。

岩

体厚度不大
,

兰勺 米
。

据
、

岩体中化探异常的验 证 结果
,

推断 岩体可能剥蚀较深
,

岩体中的 。矿

体可能未遭剥蚀
。

从本区几个花岗闪长斑岩的蚀变类型及
蚀变特征来看

,

硅化和石英一绢云母化比较

典型
。 、 、

三岩体的 含量分 别为
、

功
、 。

这种酸 性 偏

高的环境有利于形成辉铂矿
。

岩体中 含量

偏低
,

蚀变带 ,扣无钾化 出现
,

因此铜矿化不

发育
。

这一普查找矿的实际效果说明
,

在本区

确定普查寻找斑岩型矿床的指导思想是正确

的
。

在找矿工作中
, 只有根据具体的地质一

地球化学条件决定具体的找矿方法
,

才能达

到预期的找矿 目的
。

从场斯劫为凡山

区 号异常至今 已打了 个钻孔
,

层 状 矿 床 的 研 究 成 果

阿萨纳利耶夫最近著文指出
, 只 有沉积岩

、

沉积

变质岩和沉积火 山岩中的铅 锌矿
、

铜矿
、

黄铁矿型多金 属

矿 以及黄铁矿矿床
,

才属于 层状矿床
。

这些 矿床中集中了

世界铅
、

锌探明储量 的“写
,

铜储量 的
。

从成 因观点

看
,

层状矿床可划 分为四类 ①远成热液矿床
,

②沉积矿

床
,

⑧复成矿床 和多成因矿 床
,

④外成后生矿床
。

层状矿床 矿石的原始 同生性质的设 想 , 已被许多新 的

实际资料所 证明
。

有人提出 ,
陆地 上的岩石

,

与沉积作用 同

时发生的海底火 山活动和 热液作用 , 姑矿质 的来源
。

矿质

在沉积阶段 之后 , 经受了成岩作用
、

破坏作用
、

变生作用

等改造作用
。

关 于层状矿床的成因 ,

提出了 同生成矿作用

理论的几种变种方案 同生
一

后生说 波波夫
、

八
什帕拉

、

热液沉积说
。

斯克利普钦科等
、

热液沉积

说 中 丘赫 洛夫
。

有人还提出了矿床形成的 长期性和

多样性

斯米尔诺夫

和矿化两阶段

性 谢尔

巴 的认识
。

据《 中 狱 》 , 狱 , ,

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