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

包括原生晕和次生晕两种
。

作原生晕剖

面的 目的
,

是弄清指示元素的确切指示作用
,

提高找矿效果
。

要尽快改变目前只从地表剖

面图来推测它与深部盲矿体关系的作法
,

要

结合前两项资料
,

有条件时还要作钻孔或坑

道原生晕剖面
,

以确切了解这些指示元素与

矿体的内在联系
,

提高推断解释的质量
。

因

为异常可能是盲矿体或是地表矿化所引起
,

也可能只直接反映某种蚀变
,

或是伴生矿物

所引起
,

因而只有明确它们的指示作用才能

提高找矿效果
。

在有条件的地区
,

还应了解

主要金属矿物中元素分布情况以及主要指示

元素的主要载体
。

一

我国地域辽阔
,

地理条件变化较大
,

形

成了各种地球化学景观
。

各种元素由于其地

球化学性质不同
,

因而在不同的景观条件下
,

受到的表生作用也不同
,

从而引起不同的行

为
。

所以
,

必须采用相适应的取样方法
,

加
工方案

,

适宜的溶剂
,

才能获得有意义的异

常
。

不同景观异常的发育特征也不同 , 只有
根据其特点进行推断解释

,

才能提高找矿效

果
。

我们要注意积累本省
、

本地区所具有的

景观条件下
,

主要指示元素的次生晕发育剖

面图
,

认真整理层位试验
、

粒度试验剖面的

资料
,

尽力作一些相分析
,

了解金属元素受

到表生作用后的含量变化情况和各种相中所
含比例的变化

,

结合表生地球化学作用
,

逐

步总结出具有我国特点的一套相应的工作方

法和异常评价方法
。

提 高数据质量
,

建立质量 监控 系统
。

样品的采取和分析质量是决定化探整个工作

质最的基础
。

有的地区有时 出 现 异 常 “搬

家 ” ,

时隐时现的问题
。

批次之间
,

单位之

间
,

样品分析的系统误差 偏倚 造成不能

接图
,

数据不能广泛应用的情况还不是个别
的

。

组份影响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

有的元

素分析灵放度还不能满足要求
,

为此需尽快

建立质量监控系统
,

建立与国际和我国化探
标样进行过对比的冶金地质系统 化 探 管 理

样
,

建立统一的化探编录要求及各种质量检

查标准和制度
。

对化探资料进行数据处理
,

是进行异常

评价工作的一项重要手段
,

它有助于较快地

提取出各种找矿信息 可以定最地描述各种

地质和化探现象
,

并对其进行判别和归类 ,

可以比较合理地消除偶然误差
,

反应出区域

性的各级矿化范围和强度
,

因此应 当大力推

广
。

但是
,

这并不能代替各种基础工作
,

相

反
,

只有在对各种地质和地球化学现象详细

观查 , 掌握尽可能多的资料后
,

才能合理地

选择数据处理方法
,

作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的推断解释
。

应当在弄清方法本身数学垫础

和假定条件的基础上
,

联系地质
、

化探的实

际
,

搞清应用条件
,

才能更好的发挥各种数

据处理方法的作用
。

当前急需加强方法的应
用条件和变量选择研究

。

今后一个时期内
。

化探找矿的一个急需

解决的问题
,

就是要加强综合研究
,

尽快提

高异常评价水平 包括岩体和露头深部含矿

性的评价
,

不断提高找矿效果
。

当然
,

对化探工作来说
,

速度问题 主

要是样品加工
,

分析测试
,

成图
’

刃化
,

研

究引进航空化探设备和技术等 以及扩大方

法和工作领域的问题 如水化学
,

气测 ,

层

控矿床化探方法等
,

也是十分重要的
。

就综合研究工作本身来说
,

无论是一个
地区或是一种成因类型的矿床

,

要想得到异

常评价的准确指标
,

必须通过多次的实践和

认识
,

其中包括必要时用工程验证
。

验证结

果无论是否达到预期目的
,

对所得资料都要

认真收集和研究
,

使认识不断深化
。

对大量

工程验证结果不进行研究总结
,

实在是极大

的浪费
。

要做好上述各项工作
,

需要采取必要的

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
。

例如
,

化探队伍要配

备一定的岩矿鉴定设备和人员 , 提高现有队

伍的地球化学理论水平和地质调查技能 , 建

立冶金地质化探测试系统和质量监控系统

研究扩大测试项 目
,

解决微区微量元素测定

手段和方法 加强和调整化探科研和综合研

究力量 , 等等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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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钾、孔

一 年 , 二勘钻孔

一 卿 年补勘钻孔

队侧定范祠

生魂叻圈定范 」

队 级储星范围

队 级储量范困

队 级储址范 刁

设计杯 天 采境界

实际 采境界

国回回回回口回困曰圈

泉岭铁矿南用斌
一

体纵投 怂对比 使露 大开采境界对比图

现过
。

因此 , 矿床轮廓边界与主矿休形态的

研究和控制程度
,

将直接影响矿 山建设和生

产效果
。

地质勘探时要特别注念对矿床轮廓

边界的控制和研究
,

其外部最好有落空工程

或物化探资料作有限外推圈定依据
。

先期开采地段的勘探程度要适当 先

期开采地段是矿山基建时进行采准工程的地

段
,

一般位于矿床上部第一
、

第 二 两 个 中

段
。

它的勘探程度直接关系着基建工作能否

顺利进行
,

矿山能否按国家计划建成投产
,

以及合理使用国家资金等问题
,

所以具有突

出意义
。

凤凰 山铜矿勘探时
,

先期开采地段

的 十 米和 一 米两个中段
,

用坑道控制了

图 中段 一 号矿体开拓布置图

的 级储量 ,

勘探程度较 高
,

基 建工

作进行顺利
,

仅四年即建成大型采选企业
,

投产当年达到设计规模
。

丰山洞铜矿南缘矿

体
,

用 。。 。 米钻探网度 系统 控制矿

体
,

经 “三结合 ” 方式确定了 。米中段为先

期开采地段
,

在该矿段加密浅钻指导 。米中

段坑探掘进
,

在 线求了 级储量
,

勘

探工作与矿 山建设紧密配合
,

大大缩短了矿
山建设时 飞习

。

但也有的矿床先期开采地段勘

探程度过高或不足
,

从而造成损失
。

如大冶

铁矿地勘时
, 十 级储量 占总储量的

,

程度过高
。

玉石注铁矿
,

勘探时没有提交一

定的高级储量
,

不能满足先期开采的要求
,

只好补勘
。

有些矿床虽勘探了一定的高级储

量
, 但分布不合理

,
集中于一个块段 水平

或垂直方向过于集中
,

分布在矿体厚大
、

形态变化较稳定的中
、

下部地段
,

乡匕期开采

地 段却勘探不足
。

如折腰山铜矿 级储显集

中在 一 剖面间地表以
’ 一

卜 一 米地段
,

其上部和两侧则为 级储量 图
。

高

级储量在水平方向过于集中
,

在深度上又显

得过深 有的投产后六年才被利用
,

致使

开采初期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符山铁矿在

地勘时
,

虽求得 的 级储址
,

但分布在

东部地表以下约 米
,

即矿体形态变化较稳

定的中部地段
,

而上部为 级储量
,

与设计
山

拟定的先期开采地段 西段 不一致
,

给投

产初期造成一定困难
。

产生上述情况的主要

原因在于当时有的刃
、‘

区对探求高级储量的 目

的性和作用不明确
, 地质勘探与设计生产部

「〕互相配合不够
,

造成先期开采地段和勘探

的高级储量地段不一致
。

在今后的勘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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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析腰山钢矿床 一姗线几补 , 拼号矿体纵投影图
附储量级别分布

中
,

应通过地质勘探
、

矿山设计
、

基建 生

产 “ 三结合 ” ,

根据矿床的特点和可能的

开采方案
,

将先期开采地段和勘探程度较高
地段结合起来

。

高级储量门平面分布范围与

分布深度主要取决于开采方式和矿床埋藏条

件
,

一般情况下
,

在平面上最好呈连续的带

状
,

在垂直方向上最好在一定的标高以上
。

注意研究矿石物质成分和合理划分矿

石工业类型 由于矿石中有用矿物种类
、

结

构构造及物理化学特征的不
,

同
,

其加工工艺

流程
、

产品方案及技术经济指标都有差别
,

因此
,

在勘探过程中要注意研究矿石物质成
分

、

结构及质量 ,

并根据这些特征和加工工

艺要求划分矿石工业类型 ,

为合理利用资源

提供依据
。

已往勘探工作在这方面 出现的问

题是
对矿石物质成分研究不够

。

大冶
铁矿勘探时已发现菱铁矿一磁铁矿矿石

,

但

未作必要的研究
,

而按矿石化学成分和

比值划分出氧化矿 与原生矿
,

投产后

造成选矿过程中铁大量流失
,

使磁选尾矿含

铁高达 有时竟达
。

在

勘探结束 年 生产 年 后
,

不得不对这

类矿石重新加以研究并增添回收设备
, 造成

大量资源浪费
。

另外
,

该矿高炉富矿单项分

析缺乏硫的化验
, 生产时出现 。 的不

合格矿石
,

影响高炉矿石的供应
,

造成高硫

氧化矿石暂难利用
。

缺乏对氧化矿的查定与研究
。

氧
化矿的发育程度因矿床特点而异

,

氧化带深
度

一

也各不相同
。

氧化矿的矿物组分复杂
,

选

矿加工工艺
、

选别效果等与硫化矿有较大差

别
。

如赤马山铜矿
,

在勘探中未圈出氧化矿

范围 ,
也没有研究其中铜的赋存状态及技术

加工性能
,

矿山建设时无法考虑其工业利用
。

在初期生产中不仅积压浪费了氧化矿资源
,

而且由于没有掌握氧化矿界线
,

部分氧化矿

被混入硫化矿
,

选矿回收率降低了
。

此外
,

在一些铜矿床中存在着含量较高的结
合氧化铜

,

未充分予以开发利用
。

而要合理

地利用氧化矿资源和确定其加工性能
, 单靠

地质勘探部门是不行的
,

需要设计
、

生产等

部门的大力协作和配合
。

矿石工业类型的划分必须考虑实

际可能与分采分选的需要
,

否则对生产建设

没有实际意义
。

如某铜矿划分了富铁矿石
、

贫铁矿石
、

表外铁矿石
、

铜铁矿石
、

低铁铜
矿石

、

高铁铜矿石
、

表外铜钦矿石
、

铜矿石
‘

及表外铜矿石等九个类型
。

加上氧化矿
、

原

生矿
,

整个矿床的矿石工业类型就更加复杂
。

但高铜铁矿石和低铁铜矿石不仅厚度小
,

剖

面间不对应
,

而且矿石量所占比例也很小
。

因此单独划出对生产建设并无实际意义
。

该

矿建成投产后
,

由于采矿工艺尚未解决而无

法分采
,

故原生矿石中的铁矿石
、

铜矿石及

铜铁矿石等类型均混采送往选厂
。

而含结合

氧化铜的贫矿 含 和矿体底

板破碎带的泥化矿等难选矿石
,

反倒未单独

分类
,

造成矿石工业类型划分与实际生产脱
节的情况

。

因此
,

在一般情况下
,

特别是矿

石类型
、

品级繁多的矿床
,

应尽量简化矿石

类型和品级 至于选冶性能相近而又不易分

采
、

分选的类型
、

品级
,

对矿山开采实用意

义不大
,

应尽量合并
,

以免给勘探工作增加

不必要的困难
。

但对选冶性能截然不同的矿

石 , 以及影响采矿方法选择的矿石类型
,

如

氧化矿
、

原生矿
、

贫矿
、

富矿
、

碱性矿
、

酸

性矿
、

块矿
、

粉矿等
,

在可能的条件下
,

一

一 一



定要划分圈定
。

而要合理

地划分矿石工业类型
,

必

须实行地质勘探
、

矿山设

计
、

基建 生产 “三结

合 ” 。

加强综合评价
、

综

合勘探 在金属矿床中
,

除一种主金属和主要矿物

或矿石类型外
,

往往大量

伴生其他有用组分
,

或与

主矿物共生的其他有用矿

物
。

如在铜矿床中
,

除铜
矿物外

,

还共生有方铅矿
、

闪锌矿
、

辉钻矿
、

辉铂矿
、

黄铁矿
、

磁铁矿等
,

可在选

米
‘口 一妇 ,

一 月

,

乙二口 了想知七了二汾泊
。

劝

喘
铜矿体

铁矿体

绢云母石英片合

去岩
、

透辉石透闪石飞少

砂发片岩及赤铁矿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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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过程中分离出单独产品
。

有的呈分散状态

赋存在铜矿物和其他有用矿物中
,

如钻
、

硒
、

蹄
、

锢
、

镐
、

稼
、

锗
、

徕及金
、

银等
,

在选

冶过程中也可富集
。

其中有些呈单独矿体产

出
,

如铁矿体
、

铅锌矿体
、

钻矿体等
,

可以

分采分选
。

查明伴生有益组分的分布
、

含量

和赋存规律
,

对共生矿体进行必要的勘探
,

既可提高矿床工业价值
,

又能使生产矿山获

得更好的经济效果
。

以往在这方面已取得显

著效果
,

但仍存在对伴生有益组分研究不足

的问题
。

折腰山铜矿大量伴生铅
、

锌
、

稀散

元素及金
、

银等
,

但在勘探中
,

仅查明金
、

银
,

对铜矿底板的铅锌矿
,

只进行了少量工

作就否定其工业价值
,

故选冶均未建铅锌系

统
。

矿山生产后
,

确定了铅锌工业价值
,

才
对已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

圈出 个矿体
,

仅

锌金属量就达十几万吨
,

不得不增建铅锌回

收系统
。

可是矿山已投产六年
,

造成资源的

损失
。

另一个突出问题是
,

忽视了矿床内呈
’

单独矿体产出的共生矿体的综合勘探
。

铜官

山矿区松一小一庙矿段铜矿体上部
、

边部共

生铁矿
,

年勘探铜矿时
,

钻孔穿过 出露

地表的铁矿
,

没有进行系统采样化验和研究
,

勘探结束时只提交铜矿地质报告
。

矿山在进

行铜矿露人开采时也没有采取补救措施
,

而

是将剥离的铁矿石送往井下作充填料或作废

石抛掉
。

据不完全统计
, 已浪费含

七

的矿石数百万吨
。

海南石碌矿
,

铜钻矿体围

绕铁矿体呈环形产出
、

图
。

在

年勘探中
,

仅勘探了铁矿休
,

有些钻孔虽穿

过铜钻矿体
,

却未系统进行采样
、

化验
,

因

而在建矿时
,

无法拟定铁和铜钻矿体综合开

采方案 , 生产中也未重视铜钻资源的综合利

用
。

年进行了补充勘探
,

造成了资

源长期不能利用
。

因此
,

在勘探主矿种和主

矿体的同时
,

对矿体及其上下盘围岩内的所

有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矿产
、

伴生有益组分
,

都应根据资源条件
、

矿山建设设计需要和一

孔多用的原则
,

进行综合勘探和综合评价
,

并分别计算储量
。

对经济价值较大的共生 矿

产
,

应根据具体情况布置勘探工作
,

单独圈

定矿体并计算储量
。

一个开拓系统范围内的

各种矿产
,

应一次提交勘探报告
,

以便建矿

时全面考虑
。

除上所述问题外
,

其他如水文地质条件

和开采技术条件
,

也是地质勘探程度的内容

之一
。

有些矿床矿体上下盘或其围岩受断裂

构造破坏
,

开采过程中突然涌水
,

使坑道或

采场淹没
,

顶板垮塌造成停采
。

如某铁矿投

产后因构造断裂破坏边坡稳定性
,

在相当长

时间内成为影响矿山正常生产的主要原因
。

后在露天坑南 米水平以 卜
,

增加千余万吨

剥离量
,

同时为了查明地十
‘

水活动对边坡安

全的影响程度
,

补做了钻孔抽水试验和压水

试验
。

这些都应当引以为戒
。

应当指出的是
,

一个矿床的
一

也质勘探研

究程度
,

还应注意按不同情况确定
,

如新建
矿山与扩建或改建的老矿山

,

地质条件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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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床与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床
,

大型矿床与

中小型矿床
,

适于露采的矿床与适于坑采的

矿床
,

建设联合企业与单建矿山等
,

都要加

以区别
,

以确定不同要求
。

因为它们的经济

技术等条件不同
,

地质勘探研究程度的要求

当然也就不一样
。

有些老矿山
,

矿区总的设

施已具备
,

产品方案基本确定
,

对矿床地质

规律
、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

矿山开采技术条

件等有类比的资料
,

则地质勘探研究程度的

某些项目 如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

矿山开采

技术条件等 可少做或不做 反之
,

一个新
·

区就应当多做
,

所需勘探研究程度的基本内

容都应具备
。

二 勘探工程布置应根据矿床地

质特征和矿山建设需要确定

回顾我国金属矿床勘探历史
,

我们认为

以往过分强调了勘探类型分类条件的类比
,

而忽视了分析矿床的 自身特点
。

不少矿床按

照 “划类型
、

套网度
、

定储量级别 ” 的方法

进行勘探
,

不仅不符合多快好省的方针
,

也

很难满足生产的要求
。

因为多数矿床地质条

件是不完全相同的
、

复杂的 , 用同一工程网

度必然造成简单地段 网度过密
,

而复杂地段

过稀的情况
,

这已为一些矿区的生产实践所

证明
。

通过三十几个矿床勘探实例的总结和探

采资料对比 ,

我们认为勘探工程必须根据矿

床地质特征和矿山建设需要两方面来具体确

定
。

这里特别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工程网度 一个矿床的不同区段或矿

体
,

其产状
、

形态和规模的变化往往有很大

区别 , 因而勘探工程网度也应有所区别
。

矿

体产状稳定
、

规模较大或形态简单的部位
,

网度可稀
,

反之应密 按等距布置工程
,

只

是在地质推断不能预测矿体总体变化或矿体

地质特征的简单情况下才是恰当的
。

矿床边界 矿床总的分布范围和主矿

体边界的控制
、

圈定精度如何
,

直接关系到

矿山生产规模
、

开拓方案等的合理确定
。

以

往勘探的有些矿床
,

由于只着重已知矿体的

勘探
,

忽视了对矿床 体 的总体控制
,

常

造成储量增减幅度较大 , 露采境界或开拓运

输巷道需要改变
。

因此
,

要注意矿区内主要

控矿构造和矿床总的分布范围以及矿体边界

的控制
。

必要时应适当加密工程
。

矿床开采方案 由于矿床的开采方式

和开采条件不同
,

对矿床勘探工程的具体布

置和勘探 网度的选择甚至整个矿床勘探程度
都有不同的要求

。

因此
,

勘探工程的布置 ,

除了考虑地质特点外
,

还需 注 意 同 开采方
式

、 、

开采条件以及开采因素结合起来
。

如地

下采较露采矿床控制程度要高
,

多品级分采
的矿山比单一品级开采和多品级混采的矿山

控制程度要高些
。

适于露采的矿床
, 工程应

布置在露采底界部位
。

对矿山开采影响最大

的地段 如确定露采境界部位的矿体形态
,

工程应密一些
,

其他地段可稍稀 沿矿体倾

斜方向
,

工程布置要与中段高度相适应
,

沿

走向
,

工程布置要与采场长度相适应
。

特别

是当用坑道勘探时
,

更要考虑节约资金和缩
、

短矿山建设周期
,

注意提高勘探坑道为日后

开采所用
。

冶金部有色冶金设计院 〔‘ 〕对 个金属

矿山的各种采矿方法所使用的矿块大小
、

不

同矿体厚度
、

倾角以及矿岩稳定性进行统计

表
、 。

可见
,

当采矿矿块垂直矿体
走向布置时

,

其长度与一般地质勘探剖面所

惯用的间距可成倍数关系 , 中段高度与惯用

坑探高度也相适应
。

因此
,

地质勘探工程的

采场矿块一般宽 长 度 米 表

采采矿布置置 矿体倾角角 矿 体 厚 度度 矿 岩 稳 定 性性
方方 式式式式 不稳固 , 极稳固

。‘‘

厚至极厚厚 一 , 一

。。

一般 米
, , , ,,

奎奎且走 可可 。。

所有厚度度

沿沿倾向向向 中厚 以下下 , 一 , ,,

沿沿走向向向 一般 米 一 , ,

一般中段高度 米 表

暮 ⋯
一

兰
一

竺
一

竺 ⋯二 胜乡里 一
竺

·

⋯少型
一

⋯
一

竺竺竺

一一几止兰望二 一兰里一

—一
一 一



合理布置
,

在参顺类似矿山的矿体地质特征

选择基本线距
,

再根据矿体的厚度
、

倾角选

择具体的工程间距是有意义的
。

为了比较确切地掌握矿床地质特征
,

使

勘探工程布置得合理
,

必须加强地质规律的

综合研究
。

红透山铜矿在地质勘探阶段 “三

结合 ” 的第一阶段
,

虽然投入的钻探工程
“

不多 , 但由于充分利用各项工程和物化探资

料
,

认识到矿体延长是连续的 ,

深部尚无尖

灭迹象
,

分布范围已基本控制 , 矿床规模大
局已定 , 不必再多用工程‘ 二十年的生产实

践证明
, 一 米中段以上的勘探储量与矿山

总储量 包括采掘和保有储量 对比 ,

勘探

储量只减少
。 ,

矿体规模
、

产状
、

厚度
、 ,

品位变化不大
,

说明地质勘探程度的高低
,

不仅取决于工程控制
,

而且还取决于地质规

律的综合研究程度
。

三 根据不同矿床条件及地形特

点
,

选择合理的勘探手段
,

也是加快地质勘探和矿山建
设速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矿床勘探程度的高低
,

不仅取决于勘探
工程的密度和工程布置形式

,

在一些情况下
,

也与勘探手段的选择是否适宜有关
。

通过勘

探实例总结
,

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

在地形陡
、

高差较大
、

矿体倾向与地

形倾向相反的情况下或产状近于直立的 巨厚

矿床
,

宜使用坑探
。

如三家厂铜 矿 地 形 陡

峻
,

侵蚀基准面以上矿体垂高 一 米
,

地质勘探以坑探为主要手段
。

同时在探矿与

基建过程中
,

发挥地形的有利条件 , 实行多

中段多掌子面施工
,

使 个坑 口 多米

的坑道和 多米天井工程
,

只用三年时间

就完成了
,

而且一部分探矿坑道能为开采利

用
。

矿床为缓倾斜
,

矿区地形比高不大
,

矿

体绝大部分在浸蚀基准面以下
,

宜采用钻探
,

如郝家河铜矿床
。

如果矿床缓倾
,

但上覆岩

层厚
、

硬
、

复杂
,

地形不利钻探施工
,

岩层

影响钻探效率时
,

地形有利处用坑探配合钻
一

探
, 也是合理手段 , 如豫西勘探的某些宣龙

式铁矿
。

对复杂的中小型或小型矿床 , 最好是

坑钻相结合
,

充分运用坑内浅钻
。

马家坟铁

矿
,

矿体陡直
,

形态比较复杂
,

矿体成群成

带分布
。

生产实践和探采资料对比说明
,

坑

探对这类矿体的控制较钻探效果明显
。

寿王

坟铜矿
,

矿体规模小 主矿体长 一 米
,

小矿体长 米
,

形态复杂 多为成矿前

后的脉岩所隔断
,

加之为高山地形
,

用单

一钻探手段对多数矿体很难反映矿体的基本

地质特征
,

获得的储量多为点
、

线储量
。

但

矿化带延长达 多米 ,

倾斜延深 米以

上
,

大部分为盲矿 , 产状很陡
,

完全采用坑

探
,
从经济和时间上

,

也是不合适的
。

实践

证明
,

对一些小矿体采用浅钻配 合坑探
,

就

矿圈矿效果较好 图
,

应充分利用
。

勘探手段是多种多样的
,

各种手段有

其特殊性和使用条件
。

为使矿床勘探研究和

控制程度合理
,

满足建设和生产需要
,

必须

选择适合矿床特点的勘探手段
。

目前我国主

要用钻探和坑探两种手段 , 钻探效率高
、

灵

活
、

成本低
,

是一个常用和不可缺少的探矿

手段
。

但钻探认识矿床的局限性较大 , 可靠

性不及坑探
,

因此对地质条件复杂或适于地

下开采的矿床
,

应重视和合理运用坑探
。

坑

道可以为基建生产利用
,

缩 短 矿 山 建设周

期
,
节约资金

,

在我国金属矿特别是有色金

乍
魂魂酥毖毖

洲喇喇

熟熟
甩甩甩 夕 了 一

虱二 了、了 ,

韶 ‘ 产气‘冲卜尸
‘‘

尧尧
严形

忽忽忽忽
庄三 ⋯摄蕊蕊裹裹笋洲洲

图 寿王坟矿区 号助探线地质剖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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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矿勘探工作中曾广泛应用过并取得较好的

效果
,

可惜后来用得少了
。

当然坑探所需投

资较多
,

时间也长
,

只要考虑周到
,

这些弱

点是可弥补的
。

为了达到预期效果
,

坑探设

计时应进行 “ 三结合 ” ,

使探矿坑道更好为

矿山建设利用
。

丰山洞铜矿由于实行 “三结
合 ” ,

探矿坑道和开拓坑道相结合
,

节约地

质事业费和开采坑道建设费共 万元
,

比按

老办法建设周期缩短四年
。

四 分期分段勘探是多快好省进
行矿山建设的有效办法

有些金属矿成群成组成片出现
,

在一个

矿区内同时分布着许多矿段
。

如大冶铁山矿

区
,

沼火成岩体的南侧分布有铁门坎
、

龙洞
、

尖林山
、

象鼻山
、

狮子 山
、

尖山等矿段
,

全

长约 公里 图
。

这些矿段由于各个主

要矿体之间有较大的无矿间隔或主要矿体被

断距较大的断层分割
,

其间距达数十米至数

百米
,

在勘探和开采上可 以分开成独立单元
。

也有由于地形切割
,

使一个完整矿体赋存部
位分别在不同的标高或侵蚀基准面上下

,

可

用不同方式分期分段建设
、

开采
,

如易门三

家厂铜矿 图
。

或是山于矿床延深太大
,

上部和下部就需用不同的开采方式分期分段
建设开采

。

建国以来
,

开发这些矿区
,

多数都是采

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
,

按自然划
分的矿段

,

或按浅部和深部分别进行勘探和

建设 即进行分期分段勘探和分 期 分 段 建
设

, ’

缩短了勘探和 建 设 时 间
,

节约了投

资
,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易门三家厂铜矿于
年集中勘探了侵蚀基准面以上垂高
米范且内的矿体

,

年大型采选

厂即建成投产
, 但矿区 的 勘 探 至今仍在进

行
。

铜官山铜矿的勘探
,

首先集中力量勘探
老庙基山

、

小铜官山
、

松树山矿段
,

两年结

束勘探
,

及时满足了建设需要
,

紧接着又用

了两年时间勘探完其它各矿段
,

保证了各矿

段的建设
。

我国北方许多鞍山式铁矿
,

由于
规模大

,

也都是分期
、

分段勘探与建设的
。 衡

奋暇川曰馆璐 厄习石抽谕切瑞
大冶翔切袋

‘、

〔弓闪徽
〔习 离触化闪扮 匹二闪长斑岩匹」垦化哗闪楷
便日一般变质闪嫦 巨琳姊夕抬 习铁矿体

里 , 润北大冶铁山铁们料幼评面耐

卜卜。较

礁扁群瘾井州、 留哩 墨 二二

孑孑奢磷黔
营营

刀刀 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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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

我国有些大中型多矿段矿床不是采取

分期分段勘探的
,

勘探深度过大
,

造成投资

多
,

勘探周期长
。

分期分段勘探为分期分段建设提供资源

基础
。

在进行分期分段勘探前
,

关键在于合

理地划分矿段和正确选择先期勘探和开采地

段
。

根据已往经验
,

矿段划分一般应按矿体

自然分段
,

即把矿体间不连续
,

有较大的无

矿间隔
,

开 采时互不崩落影响
,

并能形成完

整的开拓系统的单元
,

划为不同的矿段
。

对

有些矿体规模大的大型矿床
,

也
一

可以根据建

设规模
、

矿石类型等划分的开拓范围划分矿

段
。

先期勘探块段应选择矿石质量较好
,

储

量较大和开采条件较优越的地段
,

不能单纯

按勘探的难易程度来选择
。

在进行分期分段

建设前
,

一般需进行矿区总体规划
,

提出最

终规模
, 分期建设的衔按

,

进行厂址方案 集

中与分散 比较
,

研究远近结合等问题
。

因

此
,

在提交分段地质报告时
,

对矿区范围内

已知其余矿段和深部
,

应有稀疏工程控制
,

初步查明矿体规模
、

矿石物质组份
、

矿石可

选性及开采技术条件等问题
,

以使矿山建设

总体规划合理
。

以上初步小结
,

只是
一

三十年来广大地质

勘探
、

矿山生产
、

设计
、

科研同志辛勤劳动

所获得的宝贵经验的一部分
。

它是我们在反

复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技术财富
,

在社会主义

建设 中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
,

受到了广大职

工的履视
,

我们在清除 “四人帮 ” 对地质勘

探工作造成的破坏
、

损失的时侯
,

更感这些

经验的可贵
。

现在党中央号召我们要为实现

四个现代化而有发图强 ,

我们一定要虚心学

习外国先进经验
,

吸收近年来的新鲜经验
,

适应我国生产技术发展的新水平和社会主义

建设的需要
,

进一步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

思想
,

在新的
一

长征中发展
、

提高我国金属矿

床勘探方法这门技术
,

使之现代化
、

理论化
。

欣逢社会主义祖国国庆三十周年
,

心潮澎湃
,

投文以表心意
,

限于水平和工作的局限性
,

不当之处
,

请予指正
。

主 要 参 考 资 料

桂林 冶金地质研究所勘探方法专题组 ,

《铁铜

矿床勘探三十例 》
,

, 周秋兰 , , “ 对铁矿储量分级条件同 题的

几点认识 ” ,

《地质与勘探 期
。

金属矿床地质勘 探 规 范总 则 》
, 地质出版

社
, 。

冶金部有色冶金设计院系充 “ 铜矿 床地质勘探

程度经验总结 ” 编写组 ,

铜矿床地质 劫 探 程 度 经验总

结 》
, 。

周秋兰 , , “ 谈谈勘探类型和勘探网度间

题 ” ,
地质与勘探 》

,

期
。

铁矿山地质 勘探程度总结编写组 ,

从矿山生

产实践与探采对 比铁矿床地质勘探中几个间题的讨 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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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大
,

过程长
,

而且不可能再现
。

传统地

质学对地质作用的了解是采用观测一对比一
归纳一提出假设一实际检验的定 性 描 述 方

法
,

而地质过程的数学模拟则是用数学模型

来模拟各种地质现象并对它进行定量解释
,

其方法要点是 野外及室内 的 调 查 研

究
, 名 根据调查结果构成数学模型

,

选择

适当函数进行拟合
,

根据实际资料
,

确

定必要参数
,

进行模拟计算
,

并 且 修 改 参

数
,

反复计算
,

直至与实际相似
,

检验

模
「

拟结果
,

如与实际不符
,

找出 级因
,

或修

改模型
,

或改变计算方法
,

或改 变 参 数 取

值
,
反复计算 , 直到满意为止

。

很明显
,

通

过改变各种参数
,

修改数学模型
,

就可 以了

解地质作用发展演化的全过程
,

这将有助于

预
,

并且可能发现至今尚未观测到的然而

又有可能存在的某些地质现象
。

地质过程的数学模拟
,

目前尚处于研究

试验阶段
,

国外只是在沉积学
、

地层
、

构造

和古生物等方面有专门的研究成果
,

我国也

有人开始地层等方面的研究
,

而冶金地质系

统工作中尚无人研究
,

鉴于该法对了解地质

过程
,

研究地质理论
,

进行矿产预测都有很

大益处
,

而且对地质学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深

远影响
,

因此
,

我们 也应该着手研究这方而

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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