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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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矿体探部倾角变化对采场境界白馏响

实线是真实的矿体和合理的采场境界

虚线是推测的矿体和相应的采场境界

成矿后断裂构造往往会
破坏矿休的完整性和加剧矿

体的复杂程度
。

如果对此控
制不足

,

会导致井田划分不
合理

、

开拓工程布置不当和

井巷施工中的困难
。

大孤山

铁矿勘探时未控制矿体东南
端的断层

,

补勘时发现断层

产状变陡 , 矿体边界收缩
,

储量也减少了 , 只好对
原露天采场 境 界 作 较大修

不能采用无限推断
,

避免由于控制不足使露

采采场境界确定不合理
。

同样的情况在坑采
的矿区将造成开拓系统和开采 顺 序 上 的问

题
。

玉石洼铁矿由于矿体端部未准确控制
,

基建时发现矿体向外扩展
,

致使已施工的风

井落人矿体
,

需要留保安矿柱
,

使资源受到

积压
。

铜官山松树山矿段东端经两次勘探均

未控制
,

矿山生产时发现矿体一再扩展
,

为

此曾先后打了三个风井
。

矿体上部是首先开采的地段
,

需要作比

较详细的控制
, 以便为基建和早期生产创造

有利条件
。

如果它们的控制程度不足
,

可能

会增大基建工作量和延长工期
。

红沟铜矿勘

探时
,

由于矿体上部缺乏控制
,

在基建开拓

中段掘进中发现原推断 口米高的矿块实际上
只有 米高

, 不能形成预计的出矿能力
,

使

开拓中段失效
。

矿体延深应尽可能一次掌握
,

以免影响

矿山生产规模和开拓方案的正确确定
。

大冶

铁矿勘探时对矿体延深多无工程控制 ,

而推

断的矿体延深又不大
。

生产中证实矿体普遍

加深
,

致使原露天采场底线标高需要下降
。

矿山不得不暂时停产转入扩邦
。

矿体埋藏较深而难于全面控制时
,

需要

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勘探深度
。

一般以控制

矿体 米延深为宜
,

再往深部可作概略控

制
,

以便为布置开拓工程和确定露采境界提

供依据
。

查明控矿构造变化特征
,

掌握矿休赋存

规律是很重要的
。

峨 口铁矿在勘探时对控矿

向斜构造了解不足
,

补充勘探时才发现向斜

褶曲位置有变动
,

而且形态复杂
, 不得不修

改采场境界
。

改
。

东鞍山铁矿矿体上部较厚 , 深部为一水

平断层所切割
,

断层下部矿体厚度减少一半
以上

,

造成原确定的采场境 界 不 合舒理
·

图
。

图 矿体深部厚度变化对采场境界的影响

点线是断层

扛 ” 对其他地质条件的控制 矿体内部各类
型和品级块段的结构是综合评价矿床资源

、

确定产品方案
、

进行选别开采和确定选冶工

艺的依据
。

如果对矿石类型和品级的变化控

制不足
,

会影响采选方案的合理确定
。

胡家

峪铜矿共生的钻矿体在勘探时缺乏必要的控
制和研究

,

矿山是按单独开采铜矿的方案建

设的
。

矿山投产后发现钻矿体 具 有 回 收价
值

,

但由于没有钻矿的提升系统
。

如果不分
别 出矿

,

在铜钻矿石混合浮选中钻矿回收率
只能达到

,

钻的资源会大量 流 失
。

所

以
,

对可以分采的各类矿石应分别控制
,

以

保证采选方案的正确选择
。

但对于多数不易

探清也不便于分采的矿石类型
,

一般不需要

用专门的工程分别控制
。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包括构 造 地 质 条

件
、

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条件 反映了矿床

开发的难易程度
,

与开采 设 计 有 密切的关

一 一



系
。

折腰山铜矿露天采场南坡大断层事先未

查清
,

曾多次造成滑坡
,

矿山只得中途停产

修改境界并减少开采深度
,

浪费了剥岩量
,

增加了边坡维修费用
。

所以
,

应当根据矿区

具体条件有针对性地布置勘探工程
。

在一般

情况下
,

在对矿体进行控制的同时
,

均可查

明开采技术条件
,

无需投入专门的勘探工程
。

我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

也积累了近

年的勘探和开发经验
。

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保证我们能在开发矿业中采用最有效
、

最合

理的勘探程序
。

经过系统的总结
,

我们按各

矿种的工业类型和矿体的分布和形态特征 ,

提 出了关于勘探工程布置方 案 的 设 想 表
。

通过普查工作对矿床地质条件有了初步

了解后
,

可以参照同类已开采矿区的勘探和

开采经验
,

选择适合本区特点 的勘探方案
。

在新类型的矿区
,

要更多地考虑矿床资源条

件和开采条件的特点来确定勘探方案
。

勘探对象与控制程度的一致性

按照地质规律
,

使勘探工作从矿床总体

到矿体局部的勘探工程由稀到密
,

可以把控

铁
、

铜矿床控制程度要求

米米米 铁矿 荃本控制 米米 铜 矿 基本控制 米米

详详细细 墓本本 概略略 矿体外部部 沉积型型 岩浆型型 热液型型 矿体外部部 斑六型型 火山岩型型 沉积型型 热液型型

控控制制 控制制 控制制 边界条件件 沉积变质型型型 夕卡岩型型 边界条件件件件 少〔积变质型型 夕 片岩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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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对象分成矿区
、

矿体和地段
。

同时
,

要使

得它们的控制程度与工业要求一致
, 即求得

的各级地质储量有相应的工业用途 ,

并把它

右分别定为概略控制
、

基本控
、

制 和 详 细控

制
。

前面两项是初勘阶段的任务
,

后面一项

是详勘阶段的任务
。

只要能保证勘探和开采

相结合和相衔接 , 也允许跨阶段的勘探
。

概略控制 结合物化探成果
,

概略查明

矿区各企矿体的规模
、

产出条件及质量特征
。

根据矿体延展及其在三度空间上的变化
,

进

一步投人勘探工作
, 以做到对矿区概略控制

,

获得 级 远景 储量
。

它与 级储量配合
,

可供矿山设计参考
。

对于小型边深边采的矿

山
,

它可作为建矿设计的依据
。

基本控制 在概略控制的基础上
,

根据

矿体延展及其变化情况沿走向和倾向对它作

加密控制
。

需要基本查明矿区内各矿体的分

布情况
,

控制主矿体
、

平行矿体和上部小矿

体边界及矿石质量特征 ,

探明矿区开采技术

条件、 在矿体内部结构
、

形态
、

构造变动频

繁及其尖灭端等复杂地段
,

还可以适当加密

工程
。

同时
,

在矿体地质条件比较稳定的地

段
,

也允许放稀工程
。

加密或放稀
,

不一定

改变储量级别
。

因此
,

所谓基本控制和求得
级 沂设计 储量

,

是指矿体的控制 程度已 ’

经可以满足矿山规划和矿山建设初
‘

步设计的

要求
,

并可作为矿区总平面布置和开拓方案

设计的依据
。

详细控制 在基本控制矿体的前提下 ,

需根据矿体的复杂程度和矿山建设的要求加

密控制
。

为保证矿山开拓矿量保有年限的需

要
,

丫般在矿体上部 米地段中应详细查

明矿山先期开采地段的矿体边界
,

其矿量相

当于总储鼻的
。

亦可据矿山建设总平面

布置和开拓系统的要求或初步确定的矿山建

设方案
, 对有的矿段作详细控制

,

求得 级

建设 储量
。

‘

这项工作应在地质部门
、

矿

山设计和开采部门协商的基础上进行
。

在勘探工作中要重视以下两点

对矿体边界的认识是随着工程控

制程度和地质研究程度的提高 而 不 断 深化
的

。

矿体实际上的复杂性总是大于所认识的

复杂性
。

这种差距往往影响着矿山建设
。

因

此
,
在每一个阶段都必须重视对地质条件的

综合研究 ,
一

不断深化对矿床和矿化富集规律

的认识
,

采用合理的控制网度和正确地布置

勘探工程
,

、

力求使控制点落在矿体转折和尖
灭部位

。

在不同的矿区
、

矿体和块段上
,

控

制的方法应有所不同
。

在复杂地段的工程即

使较密
,

控制程度不一定较高
。

故在加密勘

探工程时
,

要重视地质工作的实效 ,

尤其要

重视勘探成果对矿山开采的保证作用
。

不同的开采方式和不同的开采方

案对控制程度的要求各有所侧重
。

露采矿区

主要是为确定边坡角和最终开拓境界提供地

质依据
,

为此要查明露天采场底线及其上部

矿体边界
。

坑采矿区主要是为确定阶段划分

和开拓方案 特别是中段和主体开拓工程的

布置 提供地质资料
。

中段系统开拓工程则

要求中段平面矿体边界控制准确
。

中央式和

侧翼式主体开拓系统分别要求矿体沿倾向变

化或两翼尖灭端控制准确
。 ‘

适当处理探与采

之间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是 第一 , 要使地

质勘探人员熟悉和掌握采矿专业知识
,

能够

根据矿体产出及埋藏特征判断将来的开采方

案
,

并按照开采工作的实际需要来布置勘探
工程 第二

,

加强 “勘探一设计一开采 ” 的

结合
。

把矿山设计工作穿插到 勘 探 过 程中

去 , 可以使详细勘探工作更符合矿山建设的

需要
。

同时 ,

也要贯彻探采结合的原则
。

尤

其是在采用坑道为勘探手段时
,

更要注意使

同一工程能起到多种作用
,

避 免 勘 探 中段

坑道坡度与运矿方向相反
,

以致难以用于开

采
,

甚至给生产带来不便
。

、 、

厂忡怕牌帕钟帕忖帕帕 帕 帕帕帕帕帕帕 帕帕帕帕帕帕帕帕帕村 帕帕帕帕帕气
、,八、。才。‘勺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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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刊 自一 九 七八年七 月发起 “ 庆祝建 国三十周年征 文 ” 以 来
,

得到 许多

并位和作者的积极支持
, 陆续寄来征文 稿件

。

现 “ 征 文 ” 即将截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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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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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

心卜人
、卜心
‘’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