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 何 建 立 原 生 晕 的 垂 直 梯 度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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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

原生晕的垂直分布
,

往往因矿
床类型不同而表现出各自的变化规律

。

假如

原生晕分带明显
,

则可确立不同带的元素组

合或含量等地球化学标志
,

以解决成矿预测

问题
。

但如果没有明显的分带
,

又如何建立

预测的标准呢 本文试图以某汞矿区为例
,

作一点探讨
。

一 地质地球化学概况

叠加晕在含矿部位出现高值区
,

从含矿层

到上覆层 即近矿到远矿
,

元素含里呈跳

跃式递减
。

含矿层 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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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时以矿区位于 “雪峰古陆 ” 西缘
。

矿带大致
呈北北东向展布

。

汞矿的产出受一定层位控

制
。

矿石类型为单一辰砂矿石
。

主要金属矿

物为辰砂
,

次为自然汞
、

汞的硒化物
、

辉锑

矿
、

闪锌矿
、

黄铁矿
、

雄黄
。

主要近矿蚀变

为硅化
、

白云石化
。

矿区共生元素除 外有
、 、 、

、 、 、 、 、 、 、

等
,

属硫化矿床典型成矿元素族
。

其中

成为汞矿最佳指示元素的是
、 、

、 。

本文侧重研究的区段
,

原岩元素含
最是全矿区最高的

。

二 原生晕垂直分布规律

矿区大量原生晕资料说明
,

汞矿床
的指示元素

、 、 、

呈共消长

关系
,

垂直方向上
、

由近矿到远矿
,

含

最逐渐降低
。

该区是一个中寒武统远景成矿区
,

地表汞矿化露头沿北北东向产出
,

分布

于矿区最东缘
。

大部分地区含矿层埋深

均在 。米以下
。

研究大量见矿
、

矿化和落空钻孔证明
,

汞原生晕的垂直

变化规律 见表 与全区 一 致
。 、

、

亦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

从图下可以看出
, 、 、 、

含矿层

可见
, 原生晕垂向分布主 要 受 距 离控

制
,

即原生晕的强弱与离矿体 或含矿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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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远近有关
。

另外
,

构造裂隙
、

岩性差异或

次生富集等因素则可引起局部变化
。

以上规

律在其他一些矿床类型中
,

同样也存在
。

三 原生晕垂直梯度线的建立

以上面的讨论为依据
,

可对无明显组合

分带的原生晕建立一种预测标准
,

整个工作

程序是
对原生晕分带的规律性进行总结

。

考虑样品厚度因素
,

用迭加值
、

迭乘

值
、

元素比值等地球化学特征值作塔式图
。

分别对各个钻孔建立 “梯度线 ” ,

将

塔式折线上变化幅度不大的高值点或低值点

分别相连
,

即得出高值梯度线或低值梯度线
。

以距离 即钻孔深度 作标尺
, “梯

度线 ” 在不同深度上的原生晕变化区间值为

刻度
,

建立不同情况下钻孔原生晕垂直变化

的标准塔式 “梯度线 ” 。

上图表示 一 孔 的标准梯度线
。

钻孔

见辰砂厚度 米
, 矿厚 米

,

品位。

,

有一定远景
, 可能成为中型矿床

。

该图

在该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从地表往深部
,

、 、 、

的总和呈有规律的变化 ,

孔深每增加 米
,

下 限值增加约
,

上

限值增加约
。

“梯度线 ” 的建立
,

使我们能从量上把

握原生晕的变化规律 , 达到预测隐伏矿的 目

的
。

勘探阶段矿体的控制程度和勘探工程的布置方法

山 西 胡家峪铜矿 郭纯毓

地质勘探工作成果是开发矿业的基础
。

勘探程度的甘理与否
,

直接影响到矿山生产
建设工作的质量和速度

。

对矿床控制程度的

要求
,

又是勘探工作方法的基础和实践的依
据

。

勘探工程对矿体的控制应当适度合理
,

以避免因控制过度而无益地耗费勘探资金 ,

也不能由于控制不足给矿山建设带来不良后

果
。

因此
,

勘探工程布置方法和对矿体控制

程度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

对矿体控制程度的合理要求

对矿体分布总体情况的控制 对矿区总

体的控制
,

是保证做出正确的 矿 山 总 体规

划
、

建厂方案和井田划分的必要条件
,
也是

正确确定矿山最终生产规模和远景设想的重

要依据
。

矿化连续出现或大面积分布的矿区 ,

采
用分段

、

分期勘探和逐步扩 建是 比 较 合理

的
。

在选择地质和建设条件较好地段优先勘

探的同时
,

还应当对其余矿 段 进 行 概略控

制
,

查明其矿化情况
,

以防止漏掉矿体
,

避

免建厂方案和开拓系统确定不当
,

并防止发

生工业场地压矿的情况
。

矿区内各矿体最好能不漏掉
,

以便于选

择统一的开拓系统
。

对矿区边缘不易一次探

清的矿体
,

也应进行概略控制
,

避免由于勘
探不清而造成开采方案的不合理

。

对主矿体外部边界的控制 矿体的规模
、

产状
、

形态
、

空间位置和埋藏条件
,

是确定

开采方式
、

开拓方案和开拓系统工程位置的

主要依据
。

矿体顶底板边界
,

矿体沿倾向的厚度
、

倾角和空间位置的控制程度
,

与开采境界的

确定有密切的关系 图
。

石菜铜矿由于

矿体边界控制不严
,

基建勘探时发现矿体边

界向外扩大而不得不修改露采境界
,

报废了

部分深井和防洪工程
,

增加了基建投资
,

延

长了建设周期
。

矿体走向两端需要用落空工程控制
,

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