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冲

是本区规模较大的矿带
。

②一 号异常位于 “ 天窗 ” 东南端泥盆

系盖层上
,

属 ②号异常带的东延部分
,

该异书犷

是一个以氟
、

碘
、

铜为主的综合异常
。

铜原

生晕显示微弱
,

一般浓度仅 一 。。 。

晕带由多个异常组成
,

近东西走 向
,

长 。

米
,

晕形态不规则
,

膨缩现象明显 图
。

氟次生晕异常断续分布
,

但其原生异常则较

连续
,

走 向 近 东 西
。

一般浓度 。

, 在中部晕有明显的横向膨大
,

与铜晕

带膨大的部位相吻合 图
。

碘次生异常

带由两个异常组成
,

晕展布开阔
,

浓度大
,

晕带长 米 图
。

综 合 晕 带 的分布

与东西向断裂的分布一致
。

从晕的组合和分

布特点分析
,

认为该综合异常反映了含习
‘

断

裂带
,

在其深部应有铜矿体存在
。

经钻探验

证
,

在井深 米至 米见含矿断裂带和铜

矿体
。

⑥一 异常
,

位于 “ 天窗 ” 南部象头山

泥盆系盖层上
,

是一氟
、

碘综合次生异常
,

图 象头山碘次生晕 平面图

馨馨衡衡
瞥瞥孙孙
罩罩

“

笋熟彝彝
图 象头山氟次生晕 平面图

图 象头山铜原生晕 麻点范围
,

皿 平面图

近东西走向
,

氟晕展布开阔
,

钓
一

东部 已与 ②

一 号异常连成一片 图
。

碘晕分为两

个
,

呈条带状平行分布 图
。

在晕带 卜

铜原生晕有微弱显示
,

以外宁诊为主
,

分布于

氟次生异常西半部 图
,

推断该综合异

常与含矿断裂有关
,

在深部可能赋存着铜矿

体
。

钻探结果
,

和 号孔 分 另 在 井深

和好 米处打到了万休 图
。

氟 元 素 在 寻 找 深 部 盲 矿 体方 面 的 应 用

谢 业 新

在两江铜矿及其外围
,

利用氟及其它挥

发性元素开展了找矿普查工作
,

效果良好
。

现就氟址测鼠问题及工作成果介绍于下
。

概 况

地质权况 矿区位于东西构造南缘隆

起带与广西山字型构造前弧西翼的构造交汇

处
。

地层由寒武系基底与 泥盆系莲花山组盖

层组成
。

盖层厚达 余米
。

和
“

床产 干从底

破碎带中
,

属中高温热液细脉浸染多金属烈

铜矿床
。

矿带中部盖层被剥露
。

铜矿床为多期热液活动的产物
。

矿休及

其围岩均遭强烈蚀变
。

蚀变带范田较宽
。

主

要蚀变有绢云母化
、

硅化
、

碳醒盐化
、

绿泥

石化等
。

据现有资料
,

矿休最大厚度达 余米
,



脸共
。

平均为几米
。

矿休受含矿断裂破碎带控制 ,

延长
、

延深都较大
。

已控制的 号矿带长近

公里
,

延深 余米
。

常见金属矿物有黄铜矿
、

方铅矿
、

磁黄

铁矿
、

黄铁矿
、

毒砂等
,

次为黝铜矿
、

银黝

铜矿
、

辉砷钻镍矿
、

锑硫镍矿等十余种
。

工作概况 本次工作在 矿带西部盖

层地段进行
。

先在已知区作剖面性试验
,

而
后在外围以土壤次生晕和基岩原生晕方法展

开面积性生产试验
。

次生样原则上采自 层
,

样重 。克
。

原生样采 自 岩石露头
、

坑道 及

钻孔岩芯
。

用拣块取样法采集新鲜岩石样
,

样重 克
。

经 网 目筛选并细磨后
,

用 型离子选择电极分析氟含量
。

然后
,

对测得的原始数据 , 结合地质情况加以综合

分析
,

并对有代表性的坑道原生晕资料作了

数理统计
。

主要工作成果

先在已知盲矿体上面进行试验
,

对氟异

常与矿的关系作了研究
。

如图 之
、 ,

矿

体埋深分别为 。和 米
。

过去采用
、

、 、

等常规元素作指 示 均 未 见异
常

。

这是由于莲花山盖层的阻挡所致
。

用氟

元素作指示
,

获得了盲矿体的找矿信息
。

在

已知矿的剖面上及其矿带范围内
,

都有明显

的氟异常
。

氟的次生晕以 为背 景含量
,

所

获得的异常规整而开阔
,

并具有梯度变化
。

晒
茹说牙

“

已知铜矿体化探结果 即 汤 ,“异常

,

丝生三二一竺
二

骂 上鱼

妇一困回回团
一一

广

乡

一才
飞

点界嵘退毓
、

、、

了寒武系

断裂破碎带

次生地球化学异常剖面图

最大值为
,

一 般 为

图
。

在平面上以 。。 为异常下限
圈定等值线

,

异常呈椭圆状 图
,

且与

盲矿体相吻合
。

氟的原生晕异常也与矿体吻合 图
。

晕在垂直方向上的分布大于水平方向
,

往上

扩散可至地表
,

规模也大于矿体
。

晕中氟含

量同铜量呈正 消 长 关 系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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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切切漪漪
斗斗斗葬葬 又又

个钻孔验证
,

均见矿 图
、 ,

证明本区

用氟量测量找深部盲矿是有效的
。

此外在另一钨矿区的已知铜盲矿体上也

发现氟异常
, 说明只要地质条件有利

,

氟量

测量在其它矿区也能收到好的找矿效果
。

图 飞生
’

参工少 弓丫浓

坑 道 原 生 晕 结 果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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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匠己氟量等值线

区二围岩蚀变带等值线

图 原生晕异常 ’ 丫幸蚀变对比图

原生晕相关分析矩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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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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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图 原
‘ 几晕相关分析济系图

异常形态与围岩蚀变带一致 图
。

从坑道原生晕的相关分析结果 表

看
,

氟与铜最相关
,

揭示了氟与铜矿的内在

联系
。

以距离函数 。 为临界 值
,

与
、 、

等成矿元素划为一群 图
,

说明 与成矿活动关系较为密切
。

找 矿 效 果

在试验工作的基础上
,

在两江外围投入

了面积性氟量测量工作
,

获得一批有价值的

异常
,

为找矿勘探指出了若干 赋 矿 远 景地

段
。

以往在无化探异常的地段
,

仅根据构造

条件布孔
,

盲 目性很大
。

引进氟量测量后
,

找矿面貌大为改观
。

通过对未知与 已知盲矿

异常的对比分析
,

对最有希望的若干异常用

图 盲矿体 二程验诬图

下转第 页



因一帕因特的同类矿床则含普通铅
。

显然
,

碳酸盐型矿床的矿石铅
, 以普通铅或其中含

有数量不等的放射成因同位素为其特征
。

相

应地就可以确信
,

碳酸盐岩层中的多金属矿

床的形成
,

与有否放射成因铅源无关
。

如果对比一下铅
、

锌储量比例
,

那么上

述结论同样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

如所周知
,

锌与放射性金属矿床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
。

假如放射金属作为铅的来源起过重要作用的

话
,

那就应当期望
,

在由它们而产生的多金

属矿床中
,

铅如果不是独一无二
,

那也是占

绝对优势的组分
。

因而
,

矿石中铅的放射成

因同位素的数量和 比值之间存在直接

关系
,

也就成了合乎逻辑的 推 理 了
。

事实

上
,

在对铅的类型做过深人研究的一些矿床

中
,

例如密苏里东南部的矿床
,

特里一斯捷

特斯矿床和上密西西比矿床
,

确定的却是相
反的比例关系

。

密苏里东 南 部 矿 床矿石的

铅
,

其放射性程度并不太高
,

但 却高
达 , 另外两个矿区的铅

,

放射成因同

位素却非常富集
,

但 却降至 到
。

关于碳酸盐岩层矿床矿化的来源问题
,

可以从不同类型矿床伴生的地区找到答案
。

阿塔苏矿区即属于这种地区
。

在这里的扎列

姆矿田 ,

能够见到泥质岩一碳酸盐型 扎列

姆 和礁型 乌什卡顿 矿床相互结合的情
况

。

乌什卡顿矿床产于发 「〕那阶 上泥盆统

盈层礁灰岩中
。

在地层剖面上
,

乌什卡顿矿

床产出的层位
,

比扎列姆矿床向上偏移
。

乌
什卡顿以铅为主的矿化和方铅矿一重晶石矿

化
,

常常充填于叠层灰岩的孔隙中
。

整合的

角砾状矿体也很特征
,

通常是在叠层灰岩之

底部
。

总的来看
,

乌什卡顿铅矿形成沿礁线

拉长的带状层控矿体
。

扎列姆属于热液一沉积型
。

热液一沉积矿

体和后生的礁型矿体伴生一起
,

促使人们提

出了乌什卡顿铅矿是由于原生的热液一沉积

矿石再沉积而生成的假说
。 。。

。 针对其他矿区也提出了上述看法
。

他认为
,

对于沉积岩层中的大型多金属矿床

来说
,

矿化具有来自地壳下的性质
。

应当指
出的是

,

在原生热液一沉积矿床下面 后生

矿石就是从这里再生的
,

不一定仅仅是指

工业矿床
。

例如
,

撤丁的碳酸盐岩石中的热液

一沉积矿化为储量巨大的层状矿体
,

但铅
、

锌含量低
,

不够工业品位
。

在再沉积为次生

层状和脉状矿床的过程中
,

金属含量激增
。

关于沉积岩中多金属工业矿化万能的壳

下来源的概念
,

把全部五种类型矿床
,

都归

结为一个成因组
。

碳酸盐岩石中的矿石
,

为

什么几乎都遭受到再生作用
,

并在白云岩和

灰岩的不同成因的间隙系统中找到有利的赋

存条件
,

其原因与介质的碳酸盐类型有关
。

与此相反
,

泥质岩层中的矿床则以沉积堆积

成矿的高度稳定性为特征
。

香宁译 自 《 二 及 , 班

狱江 班 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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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点 认 识

具有一定梯度变化的规整的氟异常
,

往往伴随着成矿构造裂隙产出
,

且在垂直方
向上扩散较远

,

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利用氟量

测量预测深部盲矿体
。

但大片无富集中心的

氟异常
,

则是含云母类岩层的反映
。

氟的原生异常直接反映盖层下用肉眼

难以观察到的矿化蚀变带
。

较之次生异常
,

能更直接地反映铜矿体赋存的空间位置
。

氟作为一种矿化剂元素
,

是许多矿种

的前缘指标
,

找矿探测深度大
,

故氟量测量

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找矿方法
。

今后应加强氟及整个卤族元素的异常

形成机理和存在形式的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