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时
翻 目抽入

窗 愉出

的 图
,

如用等值线图表示
,

似乎有困难
。

多层

数据一般是用多层剖面图或所谓的假断面图来表

示
,

这些图件都可用来做推断解释
。

可以采用简单的滤波方法
,

所得到的数据适

用于在平面图上勾绘等值线
。

这种等值线图反映

了假断面的所有各层
,

而且所得到的等值线图可

提供工作区域内 异常的定量特性
。

,自,‘咭层层层层

一 、

假断面愉入

币 一

一 、

一

图 可用来绘制 数据等值线图的其它窗 口

译自
,

, , , ·

作者

刘德娜译
,

贝 庚校

‘。刁层层层层

,一

对厚层覆盖区壤中汞气

异常形成机理及找矿效果的研究

冶金部地质研究所化探 室气测 组 奕继深执笔

壤中汞气异常形成机理 的研究

一
、

模拟汞源的转化迁移实验

关 金属矿床上壤中汞气异常的形成
,

气态

汞是如何从汞源转化迁移而来的问题
,

有资料认

为
“

渗透着地 下水的岩层和断裂织寸气态汞的迁

移必然是一种障碍
,

很难解释埋藏很深且多位于

潜水面下的盲矿体可 以产生壤中汞气异常的事

实
。 ”我们根据斯托克关于

“

硫化汞在其他氯化

物
,

如氯化钾存在时
,

溶解度将大大增加
,

其他

汞化合物溶解度更大
”
的论点

,

做了汞源在液相
、

固相中的转化迁移实验
,

其显示结果
,

与上述看

法恰恰相反
,

实验情况如下
。

永源在液相中的转化迁移 取辰砂 克
,

置于 毫升之密封容器中
,

加入 毫升

的 和 毫升 的
,

使辰砂右此中

性混合溶液中进行浸取
。

目的是观测汞矿物在

模扎拍勺 氧化还原环境中产生的 ” ,

能否透

过液相进入气相形成汞气异常
。

以上制备
,

一式

两份
,

在室温 一 ℃下
,

分别浸枷。天和 天

后
,

发现气相中汞气浓度由原来的
,

分别增加到 和
,

衬度值分别达

到 和 表 之 一 。

但同样条件下
,

容器中只加入 毫升 鱿。
的 溶液

,

气相

中汞气浓度则有所降低
,

即分别为 和
,

衬度值为 和 表 之 一 。

为了解含微量汞的金属硫化物的自然转化迁

移情况
,

分别将 克闪锌矿和 克黄铁矿
,

置于

上述条件下的混合溶液中浸取 天后
,

发现闪锌

矿的气相中汞气浓度为 黄铁矿的 气

相中汞气浓度为 八 表 之 一 、

一 。

上述实验可见
, 一

能促使 和 溶

解并氧化还原出 “ 而 的氧了扫还原作用更

为强烈
,

甚至液相中几乎不残存
‘ ,

只有未加

入 的 一 中
,

才有 的可溶性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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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林 在 彼 相 中 的 神化迁移 实段记 衰

样样品号号 实 脸 条 件件 平均室扭扭 时间间 气相中
’’

衬 度 值值 液相中
,,

土坡中可协性性 背 侧侧
℃ 天 汞加 川川

一 展砂加 旦石石
。

痕 迹迹迹

的的的 和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很合液浸取 二二

。

于 的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密

封封封容粉中
。。。。。。。。。

一 展砂加
。 。

同 上上

洛液浸取
,

一 ,

工于 密密
。

封封封容舒中
。。。。。。。。。

一 日 闪锌矿加
。

浪 迹迹迹
,,

和 的

混 合 液 浸 取
,,,,,,,,,

二 ,

于

密密密封容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

一 货铁矿 其他条件同上上
。 。

滚 迹迹迹
护护

一 土坡‘ 二 ,, 尸尸

加加加 乡云的 和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二 很合液湘握
,

·· 。 。

井井井拍入 辰砂
,

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

的密封容册
。。。。。。。。。

一 土坡持入 辰砂
,, 。 尸尸

用用用上述 提合液饱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成成成泥巴状
, 二 。

其其其他同上
。。。。。。。。。

一 土城拾入 硫曲曲
尸尸

亚亚亚铁铁 和 已 辰砂

用用用 溶被湘泥
,, 。

二 一 ,

其他同上
。。。。。。。。。

一 土坡括入 货铁铁
。 。 尸尸

矿矿矿 用上述 很合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

湘湘湘提 其他同上
。。 。

一 上坡空 白 其他同上上
。

一一

州

的存在
。

实验的反应式如下

一 古
十

‘
一 ,

‘

一 。

可见 和亿 中 , 在变成 。 一 “
‘

过 。 。

还原出的
,

以气态形式穿过液相
,

或

程中 能释放出 一 ,

可使 一 “ 还原成 随水蒸发进入气相形成汞气异常
。

萨乌科夫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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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金属汞 “ 穿过水层的蒸发
,

一是可能以

汞原子形式在水中通过
,

二是汞可借蒸发自水圈

进入气圈
。

这与实验结果相一致
。

汞源在固相 中的转化迁移 模拟含汞的矿

化体在表生氧化带的转化迁移情况
。

实验是将

克土壤分别掺入一 定量的辰砂
、

黄铁矿和硫

酸亚铁按
,

然后用前述浓度的 和 的

混合液潮湿和饱和土壤
,

分别置入 毫

升的密封容器中
。

为了对比
,

还做了土壤空白实

验
。

当静置 天和 天后
,

掺入 克辰砂的混

合液饱和土壤气相中汞气浓度分别达至归 邝

和
。

潮湿土壤较低 分别为 和

一 表 之 一 和 一 。

掺入 克硫

酸亚铁按
,

克辰砂
,

只用 的 溶液潮

湿土城
,

静置 天后
,

气相中汞气浓度仅 为
,

衬度值为 而静置 天后
,

气

相中汞气浓度则猛增到
,

衬度值为

表 之 一 。

可见变价铁盐由低价变为高价

时
,

对
十

的还原作用较 缓慢得多
,

其反

应式如下
‘

一
十

掺有 克黄铁矿的潮湿土壤
,

静置 天后
,

未发现有汞气释放出来
,

与土壤空白相近 但静

置 天后
,

气相中汞浓度为 ’
,

衬度值

为
,

显然是黄铁矿含汞少的缘故
。

汞源在固相中的转化迁移
,

似乎不如在液相

中有利
,

原因是土壤中的有机质
、

粘土
、

高价铁
、

铝和二衫旧的氢氧化物 胶体 等均能吸附
”

和
。

因此
,

汞源氧化还原 出的
,

未能

完全释放出来
,

经测定土壤中尚残存可溶性汞

和 总量在 一 之间
。

汞派在气相中的转化迁移 国外
,

粉立西

克等只做过辰砂的直接释汞实验
,

但对含微量汞

的金属硫化物
,

在常温常压下能否释放出汞蒸

气
,

则未有实验
。

我们在 年
,

将大栗子铁矿区的 各种金

属矿物称取 克进行自然 释 汞实验
,

发 现 在室

温 ℃
,

静置一个月
,

有相当 一

的 释放出来
。

年
,

又将该矿区的闪锌矿

和黄铁矿各称取 克
,

分别置于 毫升韵密封

容器中
,

在室温 ℃下
,

静置 天后
,

发现容

器中汞气浓度分 达 和
,

相

当室内空气背景的 一 倍
。

自然释汞最明显的是辰砂
。

将 克辰砂置于

毫升的密封容器中
,

静色 天和 天后
,

容器中汞气浓度分别达 秘 ,
,

为室内空气背景的 一 倍
。

实验表明
,

位于

氧化带中含微量 汞的金属矿体
,

能够直接释放

出
。

总之
,

实验室能够观测到汞源转化迁移的事

实
,

在自然条件下也能发虫 因为壤中气
、

夭然

水一般均含相当多的氯化物
,

有时也有臭氧
、

等
,

而土壤中还含有变价铁
、

锰等盐类
。

因此
,

自然界中促使含汞矿物氧下扮还原的介质
,

远比实验室条件还要复杂而有利得多
,

在构造发

育的含矿地质体中尤其如此
。

二
、

几个典型矿床上坡中汞气异常的来派

壤中汞气异常与矿体的关系 模拟实验证

实了含汞矿物经氧落匕王原转化能产生 ” ,

或直

接释放出 “ 而 ”又能以气态形式
,

或随水

蒸发从液相
、

潮湿固相中迁移到气相形成汞气异

常
,

但矿床上壤中汞气异常是否也来源 于 矿体

卿 因此我们选择了几个厚层筱盖和成因类型具

有代表性的矿区
,

对汞气异常和非异常地段的各

类岩石
、

矿石
、

单矿物
、

土壤等样品
,

进行了全

汞测量和对比研究
。

①两江热液型铜矿床 通过对厚层基岩筱盖

的 一 线和 线已知剖面的试验
,

发现铜矿石
、

黄铜矿和黄铁矿中含汞最高
,

其中铜矿石含汞为
一 厂 黄铜矿平均含君弓

,

,

黄铁矿平均含汞 表
。

异常地段的围

岩含汞较低
,

平均在 一
’

之间
,

分别稍高

于其背景值 一
。

异常地段的土壤

含和
,

显著高于其背景值
。

表明近矿围岩有较弱的汞原生分散晕
,

而异常地

段土壤中有较强的汞次生分 散 晕 存 在
。

显然近

矿围岩以及非矿化地段的岩石
、

上壤
,

只能形成壤

中汞气背景含量
,

不能形成壤中汞

气异常 而壤中汞气异常只能来源于铜矿体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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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彼彼 碑 带带 含 石英英 货 栩 矿矿 位 铁 矿矿 异 常 地 段 岩 及 土 城城

门门门 矿 石石 脉矿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泥泥泥泥泥泥泥质砂岩组砂岩岩 石英砂岩石英岩岩 泥质砂页岩岩 土 城城

, 〔

禅禅 品

个

索索 交化范 “ ‘ 、 、

早早均含汞
。 。

汞汞汞 土 城城 若岩班层 的风化土城为 ,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

中 气气 城中汞气浓度为 ,,

位位 基岩盆层层 包括 。 和 ,

平均为
·

含含含 矿 层层 中寒武系 〔 泥质砂页岩为 一

别是矿体中的黄铜矿
、

黄铁矿等金属硫化物
。

②大粟子沉积变质型铁矿床 大栗子东山区

葵铁矿体主要斌存在 峭壁大理岩中
,

其中含

少皿团块状黄铁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等
。

矿体被

米厚的千枚岩扭盖
。

常规化探没有找矿

效果
,

但城中汞气异常反映刻沙子
。

试验发现铁矿

石和金属单矿物含汞童显著地高于近矿围岩和土

城
,

其中金属硫化物的含汞量最高
,

如闪锌矿平

均含汞达
。

但菱铁矿含汞量比矿石

低
,

是因矿石中含少里硫化物的缘故
。

近矿围岩

含汞皿与其背景值相当
。

表明城中汞气异常来源

于含少且硫化物的菱铁矿体
,

而近矿围岩中汞原

生晕不发截
③夹皮沟含金石英脉型矿床 夹皮沟金矿产

在太古界鞍山群三道沟组片麻岩类中
。

矿石矿物

主要为自然金
、

黄铁矿
、

方铅矿等
。

矿区被原始

森林扭盖
,

常规化探找矿效果不佳
,

但壤中汞气

测量找矿效果名改孔

矿区各时代的岩石中
,

汞含量在 一
一 ,

,

叫匕三道沟组岩石的含汞量稍高
。

矿区各金

矿床 点 的矿石中
,

汞含量为 一 『 ,

,

它为各类岩石汞含量的 倍
。

单矿物以磁

黄铁矿
、

黄铁矿的含汞量较高
,

分别御
和 。 。

因此认为
,

壤中汞气异常是来源

于金矿体
,

而不可能来自各类岩石
。

此外
,

对 、八一斑岩型铜钥矿床
、

下四房夕

卡岩型铜铁矿床的各类围岩中全汞测量
,

其结果

均表明坡中汞气异常来自矿体
,

而各类围岩只能

形成壤中汞气的背景含量
。

断裂带中汞的异常特征 通过对两江矿区

含矿和非含矿地段的断裂风化物 铁帽 中全汞

和 分析资料的研究
,

发现含矿断裂风化物中
“ 最高

,

平均郊
,

为非断裂围岩的

倍
,

占其全汞量的 而非断裂围岩中 “

量只占其全汞量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非含矿

地段的断裂风化物 铁帽 中 “ 量及占生汞的

百分比与其附近围岩较相近
。

由此可见
,

对断裂

风化物及其围岩中 “ 和全汞的对比研究
,

有可

能泛冽区分含矿与非含矿断裂
,

圈定和评价含矿

地段的目的
。

大栗子铁矿区也有类似情况
,

即 断层泥与

其附近非断裂围岩 含量比较
,

前者 含量

高 平均
,

占其全汞量的
,

为后

者的 倍
。

实验结果表明
,

汞蒸气
“ 及氯化汞 溶

解度大
,

随地下水迁移 主要是沿断裂构造向地

表迁移的
,

故流经通道要吸附更多的 ”及其化

合物
。

这也是壤中汞气异常之所以赋存于含矿断

裂带上方的缘故
。

土坡中汞的 主要存在形式 根据 自然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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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七
、、

户户呱鲤竺燮燮
,

了了了飞飞 一
‘内“ ’‘ ””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砚 电川川

广广个 一立兰兰兰
叽叽

,

呱 谕 面 一一一

不火之逻竺上上

拼拼下止之之
图 各矿区坡中 汞的热释曲线与 的

热释曲线对 比图

叫斜耐

卜

其化合物热释峰温度不同
,

以此确定土壤中汞的

存在形式
。

我们以新研究的矿区的土壤为基物
,

经热释除汞后
,

加入 的 配成标准

样品
,

所做的热释曲线图列入图 之
、

从图

可见
,

热释曲线形态为双峰特征
,

热

释峰温度皆为 ℃ 热释峰温度御 一

℃之间
。

参照
·

沃特林等的多种汞化合

物的热释曲线图 图
,

那么
,

热释峰应为

的反映 ℃
,

应为 的反映
℃

。

但由于 化学性质不稳定
,

在空

气为载气的热释炉 中氧化还原而使价态变化 关

于反映 的 的不同
,

可能是受基物成

份影响所致
。

通过对上述四个矿区土壤汞的存在形式的研

究
,

发现其热释曲线多为双峰特征
,

主要热释峰

集中于 一 之间 图 之
、 、

万
。

参照已知标准热释曲线图
,

确定两江矿区壤 中

汞的主要存在形式 为 和

大栗子矿区 主要为 “ 卜 和

下四房矿区主要为
,

此外 ℃左右有 ”的热释峰显示 铜山矿区

主要为 次之
。

·

试验结果表明 各类矿床上壤中汞的存在形

式大同小异
,

主要由氯化汞 包括氯化亚汞 和

自然汞组成
。

这就进一步证实汞主要以自然汞和

氯化汞 氯化亚汞可视为氯化汞的氧化还原过渡

产物 的形式
,

沿渗水断裂构造向地表土壤层迁

移的
。

壤中汞气是与土壤介质
、

壤中汞保持复杂

的平衡还原状态
。

土壤吸附相态汞测量在找矿评价中的应 用

试验表明
,

壤中汞气异常来源于矿体 汞主要以

自然汞和舰化汞的形式沿断裂向地表迁移
。

因

此
,

含矿断裂上的土壤应比非含矿断裂上的土壤

吸附更多的 自然汞和氯化汞 包括氯化亚汞
。

两

江矿区的试验就说明这一蕊
在两江 一 线土壤剖面分别做了 ℃

、

℃
、

℃和 ℃的控温释汞试验
,

证实

℃热释自然汞和 ℃热释氯化亚汞的曲线最

佳
,

其中自然汞在
、

和 号矿体上均出现异常

峰
,

异常强度在 一 背景为
,

一
、

甘

、丽翁舟
之」

, ,

、标冶 , , 含永 卜同 , 巨二
巨口 ,

巨引 , 压二口
,

图 各种汞化合物中汞燕气的热释曲钱图

据 沃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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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壤中汞气非常吻合 而氯化亚汞的异常峰分

别位于矿体上盘
,

找矿效果也较好 图
。

’

一
坏 弃

’

‘

习 乞

一 气 满 , 一

月 的 上圳热帐 蔽‘川‘线

卜沐 兴奋

附功

尸
口

一、

」 , “ ‘

万

丫
一户

左
一

升一
‘ 二乙二二止三一

, ‘
· ’

,

图 两江悯矿 一 线城 中气 汞 与 ℃

℃土城热释汞 , 对 比剖面图

子
一

砂 页岩 ,
一

石 英砂岩

砂 面岩 互层

印劝川川”门日

两江矿区的土壤在 ℃时几乎热释不 出
” 而铜山矿区的土壤则能热释出较多的

因此对铜山矿区
、

线土壤剖面
,

观测

的热释 含量
,

果然在含矿断裂上方出现较好

的 “ 异常
。

由此可见
,

土壤吸附相态汞的热释

最佳温度
,

取决于土壤的成分和性质
。

壤中吸附

相态汞侧量与壤中汞气测量相比
,

具有如下优

点 找矿效果和重现性好 采样不受气候影响
,

样品可兼测其他元素 样品可长期保存
,

便于检

查
。

切
。

岩体南面发现 ①②号黄铁矿脉
,

北面发现 ③

①号多金属矿脉 测区北部为厚层坡积物覆盖

南部尚工地带被数十米厚的冲淤积物覆盖
,

常规

化探没有找矿效果
。

年对
、

线做壤中汞气测量试验
,

在

③号
、

④号矿脉上出珊 一 ’ 的汞气异

常
,

其宽度为矿脉宽度的数百倍
。

从异常特征

看
,

不只是矿脉的反映
,

可能是细脉浸染型矿

化体的反映
。

后经 万的壤中汞气测量
,

圈出

以白房子为界的两处矿化富集地段
,

包括三个异

常浓集中心 指内浓度带
。

白房子南侧异常浓集

中心位于厚层冲淤积物中
,

异常走向北东
,

向南

西延伸长达 米
。

汞气的中浓度带形态似云彩

状
。

推断为北东向矿脉与浸染状矿化体的综合反

映
,

可能深部有斑岩型铜矿体的赋存
,

建议钻探

验证
。

年吉林冶勘 队
,

对上述矿化富集

地段打了五个钻孔
,

其中四孔见到细脉浸染状铜

铅锌矿体
。

二
、

厚层风积物祖盖区

试验是在呼盟 又 、一斑岩型铜钥矿 区进行

的
。

矿区位于八大关复背斜南东翼次级青石山向

斜东南缴 地层为下石炭统火山喷发岩组合
。

花

岗闪长岩为成矿母岩
。

铜矿体受岩体内北东向片

理化破碎带的控制
。

矿体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矿

石矿物有黄铜矿
、

辉铝矿
、

黄铁矿及少量斑铜

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等
。

矿区地貌为低缓山丘
,

草原景观 基岩露头少
。

地表被几至几 十米厚的

外来风积物覆盖
。

常规化探没有找矿效果
。

、 一 ‘

厚层 覆盖 区壤 中汞 气
异常的找矿 效果

一
、

厚层冲淤积物 , 盖区

试验是在吉林小栗子未知矿化地段进行的
。

该矿点沿鸭绷工地带为震旦系和中生代断陷盆地

碎屑岩沉积
。

矿化与 白奎系安山杂岩体关系密

图 八八一矿区 线坡中 汞气 异常剖面图

弓一 花岗闪 长岩 「。 一 逆断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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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对 线 图
、

线已知剖面

进行试验
,

确定壤中汞气背景却
,

异

常下限彻
, 。

矿体或矿化体上均出现异

常
。

为圈定矿化富集地段
,

投入 的

万坡中汞气测量
,

发现了十多处有望异常
。

当年

经冶勘 队验证了部分异常
,

在
、

号异

常上施工的 号孔
,

在 米和 米深处见到

假厚度尔 米和 米的铜钥矿体
、

号异

常经钻探验证
,

也发现了铜矿化体
。

三
、

第四纪厚层堆积物 , 盖区

年在山东省西由地区进行试验
。

测区位

于沂沐深断裂带北东侧的焦家和三山岛断裂带之

间招掖金矿带上
。

由太古界胶东群片麻岩类组成

单斜构造
。

据水文劲泽斗
,

老地层与混合花岗岩在

米深处呈断 公或侵入接触
。

大面积的第四纪堆积

物厚度在 一 来之间
,

常规化探没有找矿效果
。

在黄埠岭已知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气测资料

的指导下
,

对西由地区的沙岭
、

西岭和单山地段

投入 ‘ 的 万壤中汞气测量
,

发现数条

与破碎带有关的异常带
,

其中 号异常带的赋

存部位与航卫照片解译的西由一石虎嘴断裂带基

本吻合
。

号异常带形态呈条带状
,

沿北和
走向延伸 米以上

,

宽约 米
。

汞气浓度一

般知 一 背景却 厂
,

最大峰

值位于 剖面却 厂 。

异常强度远离推断之

断裂
,

向南东有降低的趋势 认为断裂带倾向

南东
。

可能是含重硫化矿体的反映 图
。

据此

在 剖面设计 孑匕 年山东冶勘三队

打钻验证
,

约在 一 米处见强黄铁矿化
、

云

英岩化破碎带
,

蚀变和矿化类型与已知金矿相

饥 虽未找到金矿
,

但据异常特征推断的破碎带

部位及其产状都是正确的
。

四
、

厚层墓岩移盖区

两 江矿 区 矿区位于大明山背斜南翼中段
“
天窗构造 ” 。

中寒武统砂 页岩为含矿层位
。

盖层

为下泥盆统莲花山组泥质砂岩
、

页岩
、

石英砂岩

等
,

厚 一 米
。

基底与盖层为不整合接触
。

寒武系断裂带铜矿受东西向层间挤压断裂带

和北东向压扭性断裂带的控制
。

围岩蚀变为硅

化
、

绢云 母化
。

矿石矿物有黄铜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
、

黄铁矿等
,

属中高温热液型铜矿来 常

规化探没有找矿效果
。

川州川
吨

凡

水 文孑
乙几‘ 奋 兮 七 , 公 二九

。。。。。,

一
,

、、

宝
、八卜砂

‘‘,

叭叭、
,

户认枯、、巾︸﹄一,一‘︸,一。

一一

︸
了、

区互
声中 句壤 ‘朴

, 、灰与日,线

图 西 由沙岭地段 人 剖面城中 汞异常及钻孔

设计剖面图

一 第四 纪堆积物 一 黑云 毋 斜长片麻岩

丫 一 混合花岗岩 民 一 推断 含矿破碎带

卜

通过已知土壤剖面的试验
,

确定壤中汞气背

景值为
·

,

异常下限为 」
。

在
一 线

, 、

号矿体上均出现异常 一

衬度值为 一 。

异常峰指出矿体赋

存部位 图
。

异常的多峰值特征
,

是含矿断裂

带由多条金矿裂隙组成的反映
。

在象头山西侧圈

出四个异常带
。

号异常带
,

是已知的
、

号

矿体的综合反映
,

从拐角状异常形态看 反映已

知矿体在 线附近交汇 尖灭 这 已 为钻探所证

实
。

号异常带形态似平放的漏 牛
,

推断为 号

含矿断裂带向西延伸之 反映
,

后被 一 线的

孔打到 米厚的铜矿体所证实
。

大果子矿 区 此铁矿区位
一 二

辽东台背斜
,

鸭绿江上游凹陷带
。

矿体产于元古界上辽河群大

栗子组
,

该组由下而上分为七层
,

均含矿
,

主要

由片岩
、

千枚岩
、

大理岩组成
。

东山区位于老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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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背斜南东其之次级向斜构造中
。

走向逆断层
,

横向正断层
,

节理
、

层理裂隙均较发育
。

区内沉

积变质葵铁矿体呈似层状
,

主要产于峭壁大理岩

中
,

矿体 既 受层位控制
,

又受褶皱控制
,

尤以向

斜控矿最为明显 矿石矿物除菱铁矿外
,

还含少

磁铁矿
、

赤铁矿
、

团块状闪锌矿
、

方铅矿
、

黄

铁矿等
。

盖层为千枚岩夹大理岩透镜体以及千枚

岩夹薄层粉砂岩
、

大理岩
,

厚 一 米
,

常规

化探没有找矿效果
。

通过对已知剖面的试验
,

确定矿区壤中汞气

背景值知
,

异常下限为 〕
。

如

线斌存在矿体上盘之 号异常
,

其浓度知 一

,

衬度值 一
,

异常较清晰
,

异常宽

度与矿体向地表的垂直水平投影基本吻合
。

应生产单位的票求
,

对 线的未知地段进行

了汞气测量
,

发现了
、

号异常 均位于千枚

岩夹薄层粉砂岩及大理岩之盖层中
。

年经吉

林冶勘 队打钻
,

在峭壁大理岩中见至归 米

厚的菱铁矿体 在相邻剖面同一层位见到 米厚

的菱铁矿体
,

结 论

二
、

典型矿床壤中汞气异常形成机理 的试

验
,

结果均表明壤中汞气异常来源于金属矿体
,

特别是金属硫化物 各类非矿化岩石及其风化土

壤只能形成壤中汞气背景含量
。

这就是说
,

除干

扰异常外
,

壤中汞气异常均是隐伏矿体
、

矿化体

的反映
。

矿体氧 王原出的 和
,

主要

沿渗水的断裂向地表迁移
,

这与模拟实验结果是

一致的
。

因此对断裂风化物 铁帽 及其围岩中
” 、

全汞的对比研究
,

有可能区分含矿与非含

矿断裂
,

达到圈定和评价含矿地段的目的
。

三
、

各类金属矿床上的壤中汞的存在形式差

异不大
,

主要由自然汞 ” 、

氯化汞和氯化亚

汞组成
。

含矿断裂上方土壤吸附 ” 和 门

或 的量远比非含矿断裂地段多
。

这就是

壤中吸附相态汞测量的地球化学找矿理论依据
。

四
、

在厚层外来堆积物和厚层基岩筱盖区
,

常规化探找矿效果不佳的情况下
,

利用壤中汞气

异常评仔性古果
,

在寻找热液成因和沉积变质成因

的有色或黑色金属矿床方面
,

均取得较显著的找

矿效果
。

这无疑表明壤中汞气测量方法是有着坚

实的地球化学找矿理论基础的
。

因此才能在厚层

藉盖区显示出独特的找矿效果
。

一
、

模拟试验表明
,

硫化汞和其他含微量汞

的金属硫化物
,

在氧化钠 钾
,

过氧化氢
,

变价

铁
、

锰盐类介质溶液中
,

易氧化还原形成 “ 及

饭化汞等
。

能以气态形式或者随水蒸发从液

相
、

潮湿固相中车锵到气相中形成汞气异常
。

此

外
,

在常温常压下
,

各种含微量汞的金属矿物均

能直接释放出汞蒸气
。

自然界促使含汞矿物转化

迁移的介质
,

’

远 比实验室条件下复杂而有利得

多
。

可见
,

在实验室能观测到的汞源转化迁移之

现象
,

在自然界一定也会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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