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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隐伏矿床及盲矿体分类
张 铃

问 题 的 提 出

随着近代找矿工作的迅速发展
,

发现出

露地表的矿床或初
“

体的可能性逐渐减少
,

被

称为隐伏矿床及盲矿体的找矿 日益引起人们

的注意
,

人们正在探讨隐伏矿床及盲矿体的

找矿理论和方法
。

矿床学中
,

矿床与矿体的

概念是有区别的
,

但在一些文章内 这些文

章在其它方面是很有价值的
,

却存在隐伏

矿床与隐伏矿体
,

盲矿床与盲矿体混用的现

象
。

有时前后两词同时 出现于同一篇论文
,

而却指同一地质体 , 有的文章只提隐伏矿床

或盲矿床 不提矿体
,

而实际上所论及的

对象却可能是矿体 还有的文章只提盲矿体

或隐伏矿体 不提矿床
,

但实际 听描述

的对象却不全是矿体
,

而是指整个矿床
。

出

现此类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

是对隐伏矿床

及盲矿体的名称和分类没有统一认识
。

当前
比较常用的分类为苏联 奥弗琴尼科夫
的分类

,

还有 日本大本洋的分类
,

上述分类

综合成表
。

大本洋和奥弗琴尼科夫分类比较表 表

分
‘

类 名 称

一

瓜不标
一

声票戛畜引 矿床 ‘矿体 ’特点

—一 —
兰竺生二燮竺 遴腿竺竺竺

一

砚砚 盖 矿 床床
浅埋矿体

盲盲 矿 床床
, 矿体

扭扭盖盲矿床床
妞盖盲矿体

埋埋 截 矿 床床
埋截矿休

矿床 矿体 尽头为几米厚
的自积物砚盖 , 次生晕发育

半陇伏矿床
矿床 矿体 的原生 晕

出 峨旅表

矿床 矿体 原生晕礴头为
几米厚的 自积物砚盖 ,

有次
生岩石化学浸染晕 出属

矿床 矿体 的古露头被移
运 积物掩盖

,

无原生晕及
次生晕出见 , 有气晕

全 盲 矿 床
矿床 矿体 原生晕冬头

被移 运 权物掩盖 ,
无原

我国习惯将从未出露地 表 的 矿 体 矿

床 统称为盲矿体 矿床 , 将曾经出露地

表又被后期沉积物掩盖的矿体 矿床 统称

为隐伏矿体 矿床
。

为了深入研究隐伏矿

床及盲矿体的特征和找矿特点
,

以指导找矿

工作
,

就此问题进行如下探讨
。

隐伏矿床及盲矿体的概念

鉴于各类论文中对隐伏矿床
、

盲矿体
、

表露矿体等名称已较为通用
,

以此为基础
,

提出如下概念
凡在现代地表没有矿体直接露头的矿床

包括矿床的氧化带
,

称隐伏矿床
。

与此

相应
,

矿床中所有或部分 矿 体 出 露现代地

表
,

称出露矿床
。

凡在现代地表没有直接露头的矿体 包

括矿体的氧化带
,

称盲矿 体
。

隐 伏 矿床

中
,

全部矿体都是盲矿休 , 出露矿床中
,

可

有部分盲矿体
。

与盲矿体相对应
,

出露现代

地表的矿体
,

称为表露矿体
。

有的文献将 “ 现有矿山采掘工程尚未揭

露的工业矿体
”

作为盲矿体的 标 志 条 件之

一
,

这是值得考虑的
。

笔者认为
,

确定盲矿

体的标志条件是 自然因素而不 是 人 为 的因

素
。

盲矿体被工程揭露
,

可称被揭露的盲矿

体
。

将隐伏矿床与盲矿体的概念加以区别是

完全必要的
,

如华铜
、

水口 山 和 个 旧等矿

床
,

地表确有一定矿体露头
,

同时又有大量

盲矿体
,

若称之为出露隐伏矿床或盲矿床是

不确切的
,

如果称为出露矿床
,

矿床中某些

矿体是盲矿体就比较合理
。

出露一隐伏矿床分类

以前人分类为基础
,

按矿床与地表关系

所决定的空间赋存形式及矿床 出露或近地表

部位的地质 一 地球化学 特征
,

将出露一隐

伏矿床进一步划分为四类 农
。

生晕及次生晕 ,

气晕亦弱

括号 内名称引自文献 〕
,

其余引自文献 〕
该文对盲矿体的定义全称是 “ 在现代侵蚀面上 ,

尚未出璐或现有采捆工程尚未揭兹的工业矿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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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露 ‘ 隐 伏 矿 床 分 类 表

矿 床 分 类 矿床
特

空间斌存
征

矿床的地质一
地球化学标志

表

矿 床 成 因 类 型
盖掩况物积沉情被

全出耳矿床 全部矿体出璐
现代地表

无掩 盖物或有极
薄不 连续自积物

现代砂 矿
、

风 化堆积及 风 化壳矿宋 , 剥
蚀殆尽的 原生矿床

半出尽矿床 部分矿体出尽
现代地表

多为具各种产状的原生 矿床
,

当前开采
的矿床多属此类

出尽矿床

半陇伏矿床 有几米自积物
掩 盖

有原生及 次生
矿体露头

同上 ,

部分无
露头矿休

, 原生
及 次生晕发育

有矿 化标志
、

蚀
变带出露

,

原生晕
及 次生晕发育

多为内生 矿床
, 如夕卡岩型

、

热液型
矿床

,

近年来发现的隐伏矿床 多属 此类

伏隐下体矿部地全

全晚伏矿床 同上 , 且隐伏
甚 深

有较厚的移
运 积物掩盖

地丧无任何矿
化标志或地球
化 学异常

多为各类原生矿
但新的发现逐渐增兰

晚伏矿床

表露一盲矿体分类

在各类矿床中
,

按矿体与地表关系所决
定的空间赋存形式和被沉积物掩盖程度

、

掩

盖物的性质
、

掩盖或埋藏的栩对时代及犷体

出露或近地表部位的地质一地 球 化 学 特征

等
,

可将矿体划分为三大类 七 个亚类
,

其分类 系统如下

衣‘ 矿体

、 矿 体

全表露矿 体

半表露矿体

‘卜‘盖型盲矿体

夜盖型盲矿休

理藏型 盲矿体

具矿 化标志带或蚀 变带露 头的半面矿 体

具 原生晕露 头的盲矿体

具次生晕的夜盖 盲矿体

其 次生浸 染晕的夜盖 盲矿 体

古表露埋藏盲矿 体

埋藏型 古 盲矿体

全 。。
‘

体
古埋藏型 全盲矿 体

原生型 全盲矿 体

砰砰砰
凡 洲卜

卜

万万聆该梦梦
韧韧

文文文文文 矛矛彝彝
一“

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爹介介钾钾钾
一一一一

暑万万万万万
二二二 洲产 华乏三声 ‘七二 ‘基基

冬

气丫 一 、、 ’

一 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 入办 一一
一一一一一

户卜 加‘护 , , 夕曰 、电曰巴色 , 州
奋沪沪韶一

—
、

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萝嗽嗽嗽拿拿
洲 卜‘声尸卜卜之 试 、、、、、

国习
矿 体

压口
困岩蚀变带

【翌口 璧易
原生晕 次

’

兮

西万
之毛 勺

表璐一盲矿体分类示意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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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表露矿 休 动
、一

体大面积暴露现代地

表
,

无掩盖物或有极 薄 的 不 连 续 自 积 物

残
、

坡积物
。

它们包括 风化堆积

或风化壳中的矿体 图中 , 砂矿床

中的矿体 图中 录」蚀殆尽的各类

原生矿床中的矿休 图中
。

此类矿体有

发育良好的原生或次生氧化露头
,

找矿时易

于地表直接观察发现
。

半表露矿 体 矿体局部 出 露 现 代地

表
,

无掩盖物或有极薄的不连续自积物
。

它

们包括 风化堆积或风化壳中的矿体 图

中 , 具一定倾角产出的内生矿床中

矿体 图中 , 具一定倾角产出或遭

受构造变动的沉积
、

沉积变质矿床中的矿体

图中
。

此类矿体有原生或次生氧化露

头
,

矿体周围原生晕或次 生 晕 发 育
,

找矿

时
,

采用地质方法 直接观察 转 石 或 重砂

法
,

物
、

化探方法亦易于发现
。

非夜盖型盲矿体 矿体在现代地表无

露头
,

但有明显的矿化标志带
、

围岩蚀变带

及原生晕出露
,

无掩盖物或有极薄的不连续

自积物
。

它们可分两类 具矿化标志带

及围岩蚀变带的半盲矿体 图中
、 ,

矿化标志带指矿体上端发育的矿化细脉或岩

脉
、

标志矿物或它们组合体
。

例如
,

黑钨石

英脉状矿体上端的石英云母线 接触交代型

矿体 七端的夕卡岩细脉或矿化石英细脉 , 原

生金刚石矿体围岩中的镁铝 榴 石
、

铬 透辉

石
、

镁钦铁矿和金伯利岩球等
。

无论矿化标

志带或围岩蚀变带都能直接指示盲矿体的存
在

,

故此类盲矿体可称为半盲矿体
。

此类矿

体一般都有原生晕及次生晕异常
。

找矿时要

作大量的矿化标志研究
,

或采用相应的物
、

化探方法圈定矿化带或异常范围
,

然后进一

步寻找盲矿体 , 具原生晕露头的盲矿体

图中
,

矿体的原生晕 上向晕出露地表
,

并有分带现象
,

因此原生晕法是寻找这类矿

体的有效方法
。

。

及盖型盲矿体 矿体或矿体上端的原

生晕上向晕出露地表
,

但被几米或十几米的

自积物覆盖
,

矿体在现代地表无直接露头
。

它们又可分为两类 具次生晕的覆盖盲

矿体
,

此类矿体曾出露地表
,

矿石及其周围

的原生晕被破坏分解
,

在自积物中形成各类

次生晕
。 ’

次生晕的种类
、

强度
,

范围取决于

晕中指示元素的活动性
、

自积物的裂隙
、

孔

隙发育程度和矿体厚度及被 剥 蚀 程度还有
气候

、

地形
、

地下水活动等因素
,

此类矿体
可以是内生矿床中的矿体 图中

,

也可

以是沉积或沉积变质矿床 中 的 矿 体 图中
。

找矿时要对次生晕进行详细研究
,

次

生晕法是寻找这类矿体的有效方法
。

具

次 生浸染晕的覆盖盲矿体 图中
,

矿体上

端的原生晕上向晕曾出露地表
,

自积物中只

有原生晕经过破坏分解形成的次生岩石化学

浸染晕
。

晕的强度较原生晕和次生晕为弱
。

找矿时
,

各类次生晕法有一定效果
,

但要配

合其它有效的物探方法
。

埋藏型盲矿休 矿体或矿体的原生晕

上向晕露头被较厚 几十米 的移 运 积

物 洪积或冲积物 埋藏
。

这类矿体又可分

为 古表露埋藏盲矿体 图中
,

掩
盖矿体古露头的移 运 积物中不可能形成

原生晕或次生晕
,

只有某些指示性迁移元素
或气体

。

如 蒸气
、 、 、

卤族元素
及其化合物

、

惰性元素等
,

这些迁移元素或

气体顺移 运 积物中的裂隙
、

孔隙迁移扩散

至地表形成气晕
。

找矿时可借助气体测量法

寻找此类盲矿体
,

汞气测量能探测 。

米移 运 积层之下的埋藏盲矿体 , 埋藏

型古盲矿体 图中
,

矿体从未出露过地

表
,

矿体原生晕的上向晕被后期移 运 积

物埋藏
。

原生晕中迁移元素或气体含量 氏于

矿体
,

因此移 运 积物中是否能有气晕
,

要视原生晕中指示性迁移元素和气体的活动
性

、

含量以及移 运 积物中的裂隙
、

孔隙
的发育程度来决定

。

用气体测量法找矿可能

有一定效果
,

使用穿透力较深的物探方法找

矿效果更好
。

古理藏型 全盲矿体 矿体曾被剥蚀出

露于古侵蚀面上 图中
,

或矿体原生晕

的上向晕曾出露于古侵蚀面上 图中
,

但被后期各时代地层埋藏
,

埋藏深度数十米

至数百米不等
。

如水 口 山矿田的康家湾全隐

伏矿床中的矿体
,

矿体产于由下二迭统地层

构成的倒转背斜轴部
,

含矿层系与上覆白噩

系红色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

红层之上还有第
四 系现代沉积不连续覆盖

。

此类矿体在现代

地表或沉积物中无任何矿化或地球化学异常
显示

。

找矿时
,

要进行成矿控制因素的深入

研究
,

借助于分辨率甚高
、

穿透率甚强的物

探方法才能发现该类全盲矿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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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型全盲矿体 自矿体形成后
,

矿

体及其有关的矿化标志
、

蚀变带
、

原生晕等

从未出露过地表
。

有的孙
、一

休无后 期沉积
,

一

有

的矿体被后期不同时代地层埋藏 图中
、

矿体一般埋藏甚深
,

可达数百米以上
。

如安徽罗河铁矿全盲矿体深埋地表 米 以

下
。

此类矿体在现代地表无任何矿化及地球

化学异常显示
。

找矿时
,

同样要进行成矿控

制因素的深人研究
, ‘

要借助于分辨率极高
、

穿透力极强的物探方法才能发现 亥类矿体
。

上述矿体分类
,

从 至 类大体可反映

找矿难度的增大和找矿历史的变迁
。

年代

或以前主要是找寻
、

类矿体
,

目前找到

这两类矿体的可能性已大为减少
。

年代以

来
,

由于物
、

化探方法的进展
,

特另是在生

产矿区加强了综合地质和成矿规律研究
,

展

开了成矿预测和矿床深部
、

边部及外围的找

矿
,

发现了一些
、

类矿体
,

取得较大的

突破
。

由于汞气测量法的应用
,

只年 代 以

来
,

第 类盲矿体也不断有所发现
。 、

类全盲矿体的找矿难度最大
,

但却是今后找

矿的主要对象
。

结 语

隐伏矿床乌官矿体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的两个不同慨念

。

建议今后在论及它们

的问题时
,

应将矿床与矿体 为概念和名称分

开
,

避免混用
。

随若找矿工作的进展
,

对隐

伏矿床和盲矿体的研 究 必 将 主步深人
。

对

它们应进行合理的分类
,

并加强研究其形成

和分布规律
。

研究它们产出条件和地质一地

球化学特征
,

为不同类型的隐覆矿床和盲矿

体制定相应的找矿方案
,

一

旨导成矿预测和找
矿

,

这是研究隐覆矿床和 六征体的一 个履要

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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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平 均 值

碱 性 长 石

士 百万年

正长石一中微斜长石

最大值
, , 百万年

晚石炭世一晚三迭 世

百万年

石炭纪 ,

三迭 纪

飞

向西增加

微斜长石 最大
。

最大值
,

百万年 二
迭 纪一三迭 纪

百万年

二迭 纪 , 三迭纪

铁 镁 矿 物 黑云 母
、

角 闪石
、

白云 母

岩 石 颜 色 青灰 暗淡的灰 色或淡红色

等粒一斑状
、

中一粗粒

大深成岩体

泥盆一石炭纪 组
未变质

含红柱石
、

茧 青石显著的接
触变质 带

一 一
, 伟品岩

常 见 热 泉

正 长石 一中微斜长石 二 湘
。

黑 云 毋
、

角 闪石 局 部地 区

亚要

育灰色或淡 红色

等粒一细斑状
、

中一粗粒

大 深成兴体

石 炭一二迭 纪 弱形变沉积岩
未变质者占优势

含红村石
、

黄 青石 显 著的接
触 变质 带

一
,

一
较大的脉状

、

层状 夕卡岩 型

常贝基性岩 与灼斑岩岩墙

“ ,

,

构体岩触合

接的

入岩用组

岗作花质

结畏围与变锡

其 他 特
,

征

黑云母
、

白云 母 只见于云

英岩 中

青灰色

非常粗的斑状

较大的岩基

弱 区域变质 千枚岩化
,

古生
代岩石

局部热动力变质程度增强 ,

无 红柱石
、

茧 青石

一
,

一 仁一 一
,

一
,

一
,

一 卜
常见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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