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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井中激发极化法在峰崖地区配合地质钻探工

程
,

取得了较好的找矿效果 发劲臼。线逗号孔周

围的盲矿
,

发珍扮 绍灯 号孔所 见矿体向东延展了

米
,

推断由 号线以西在深部赋存着规模较

大很有价值的隐伏富矿体
。

另外
,

在圈定矿体形

态方面
,

认为在
、 、

等线推断的成矿接触

带存在褶曲
,

在接触带由缓变陡的转折部位矿层

增厚变富
,

构成较好的矿体 在 线 号坑坑

底之南还有新的隐伏矿层
。

这些都为进一步找矿

和矿山开采提供 了线索
。

最后应指出
,

由于工作条件的限制
,

在模拟

实验中
,

水的电阻率过低
,

未进行调整 矿层下

盘灰岩的干扰以及各向异性的影响也未考虑
。

模

拟曲线与实测曲线只求得形态上的相近
,

因此模

拟实验结果的解释只是初步的
,

还不够完善
。

西成铅锌矿田东部地区电法找矿初步效果

甘肃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一 六队 胡斯福 沈能治

引 言

西成铅锌矿田东部地区
,

已探明的大型矿床

有三处
,

中
、

小型矿床多处
,

矿 化 点数十个
,

成为我国重要有色金属基地之 一
。

矿床属沉积变

质层控类型
,

产于 中泥盆统碳酸盐岩或碎屑岩

中
。

矿床矿石物质成分简单
,

并有含量不等的黄

铁矿
。

矿床有的与含硅
、

含碳灰岩有很密切的关

系
,

有的受到明显的改造
。

该处构造部位多为次

级背斜的鞍部
,

或薄层灰岩与含碳千枚岩的接触

部
。

具有用自然电位法找矿的物性前提
。

地质概况

西成铅锌矿田位于西秦岭海西地槽褶皱带东

段
,

产于中泥盆统西汉水群中
。

该群是由碳酸盐岩

与碎屑岩组成的一套类复理石建造
。

分七个岩性

段
。

总的特点是

铅锌矿床 点 严格受第五
、

第六两个岩

性段控制
。

碳酸盐岩与碎屑岩呈多韵律
,

多旋回交替

出现
。

岩性和岩相沿走向
、

倾向急剧变化
。

碳酸

盐岩中含碳质普遍
。

岩石遭受浅一中等程度的区域变质
。

主要区域构造线为北西西向
,

形态复杂
。

大型矿床有厂坝和李家沟
,

小型矿床有黄

厂
,

它们的地质特点是 属沉积改造轻微的

矿床 产于碎屑岩 片岩 中的铅锌矿
,

是

以块状为主的铅锌黄铁矿矿石
。

铅
、

锌
、

硫的品

位都高
,

铅锌的品位平均达巧
,

硫一般翔 一

产于灰岩中的矿体则以条带状矿石居

多
,

以锌为主
,

含铅稍少
,

含硫低 约
“、左右

,

铅锌品位平均为
。

当灰岩含有碳
、

砂质 硅

质 团块时
,

含矿较富 矿床顺层展布
,

呈

整合层状或脉状产出
。

倾角陡
,

延深大
,

蚀变

弱
,

矿与围岩分界清晰
。

物性特征

据电参数测定结果

铅锌矿石具有高的极化率值 巧 一

块状矿石的极化率值 “平均加
高于条带状矿石 平均为 含碳或含黄铁

矿了句狗岩石也有较高的极化率值 一 。

各类岩矿石的电阻率值无明显差异
,

为

几百到 千欧姆米
。

含碳岩石的电阻率在几十到几百欧姆米

的范围内
。

自电 梯度 异常特征 及找矿实例

一 自电 梯度法 普查找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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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飞可 见
,

厂坝
、

李家沟
、

黄厂 油漏洞等

矿床以及阎家沟
、

黑沟
、

向阳山等矿点均有不同程

度的 自电梯度异常反映
。

其梯度极值达 一 一

毫伏 米
,

一般在 一

一 毫伏 米之间
。

初步圈

出了北
、

中
、

南三个与区

域构造线一致的含矿带
。

在南带西端的七架沟 口
,

通过自电梯度异常发现 了

新矿 化 体三条
。

二 厂坝和李家沟

大型矿床的自电异常

厂坝矿床 产在碳

配独 岩中的矿体是由条带

状
、

浸染状铅锌矿 石组

成
,

含硫低
,

近矿 围岩含

碳质少而不均
,

自电异常

零乱不规则
,

强度小
,

电

位值为一

一 毫伏
,

梯度异常不明显
,

气见 一

一 毫伏 米 图
、 、

。

产在碎屑岩系统中的

矿体是由致密块状富铅锌

黄铁矿石组成
,

氧化带发

育
,

有较规则的白电响应
。

异常展布方向与矿体延伸

方向一致
,

位置吻合 图
、

。

无山形电场的干扰
。

异常强度仍不大
,

电位值

为一 一 一 。毫伏
。

最大

异常值为一 毫伏
。

自

电梯度极值一般仅士

毫伏 米左右
,

较难辨认
。

碎屑岩 片岩 系统

中矿体的这种自电响应和

分布特点
,

主要是因为矿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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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电负值荆直线 单位 伏

片岩中矿体

灰岩咔才体

见矿钻孔 产

未见矿钻孔

网
八卜‘

圆团圈回回

咤

。 ,矫豁

。

, 叨刀路助

‘ 一 曰‘ 曰班三 米

一主品】自

一

坝矿床地质与 自 电等艘线平面图

体的物质成份
,

结构构造和围岩中小裂隙发育以

术 及自然景观 如古代采坑积水的影响
,

氧化带深

度大 一 米 等综合因素造成的
。

李家沟矿床 由图
、

可见
,

李家沟矿

床有强大的 自电异常响应
,

异常展布与矿体群形

态吻合
。

矿体产于含矿灰岩中
,

灰岩的局部地段

、

, 。。

图

旦泪

厂坝矿床 线剖面图 图例同 图

在矿体上
、

下盘含碳质较高
,

电位值
一

般为
一 一

一
毫伏

,

最大异常值高达 一 翩 毫伏
,

电位

梯度值为土 毫伏 米
。

异常形态规整
、

清晰
,

连续性好
,

在平面等值线图上出现几个负心
,

均

偏离矿体一侧
,

负心在空间上对应矿体延深处厚

大部位
,

说明强度人的 自电异常是近矿围岩中的

碳质引起的
,

碳质的出现与矿体的厚富关系密

切
。

自电响应值对碳质十分灵敏
。

自然电位 去

起到间接找矿的良好作用
。

三 黄厂矿床 图
、

是黄厂矿麻 电
、

激

电异常平
、

剖面图
。

图中异常清晰
,

连续性好
,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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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弃
一

别

图 李 家沟矿床地质 与自电等值线平面图

伏隆倒术 ,、 自电剖面 色三生」。。术

佛度曲线

一

卜

‘ 一一兴一共 晓一产二‘‘ 一

丫
’

, 、

丫硫一

一 一 。

图 李家沟矿床舫线剖面图

有山形电场的干扰
。

异常负心处的极人值为 一

毫伏
,

异常值一般为 一 一 一 毫伏
。

铅锌氧化

矿 铁帽 与自电异常位置吻合
,

形态一致
,

展

布方向相同
。

异常等值线的形态是东西两端宽
,

中间窄
,

呈哑铃状
。

矿床东端矿 化 体呈北东

向雁行状排列收敛
。

自电异常等值线也向北东方

向收敛
。

以此为界
,

自然电场明显起变化 在西

部矿 化 体上方及其围岩中
,

自然电场值全部

为负值
,

正常场为
一

一 毫伏 东部自然电

场全部为正值
,

正常场为 一 毫伏
,

向东逐渐

递增
,

高达 毫伏左右
,

正异常等值线走向为

北东 左右
,

延伸到测区以夕卜 推断这里为古

地理两种不同基底构造的分界面 即相变带
,

造

成地下水位深度的不同
,

水的交换活动强度不

等
,

导致氧化还原电位的差异
,

因而反映出正
、

负

两种自然电场
。

相变带的存在和地质柱状图吻合
。

一
四 厂 坝以耽电

工作结 果 年在对厂

坝矿床进行深部评价时

还不能断言
,

钻孔

图 黄
一

矿床 自电 平面图

米
‘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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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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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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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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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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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峨 米

自电剖面
褪色蚀变石

毋子英 下矛

石英“ 毋片六

翻外辛矿化

暇》锌份体

图 蔺厂矿床地质与自 电
、

激电剖面图

所见的主矿体与钻孔 所见的 号矿体是否相

连
。

为此在上述两孔中所见的 号 矿体分

别做了充电法
,

所得结果是 两孔充电曲线

形态一致 电场相同
,

零点吻合
。

说明两孔所见

的 号体是相连的
。

通 过 另 外两 孔的充电

工作发现深部 号矿体北侧是不相连的恤 号矿

体
。

以上结论
,

均被以后的坑道工程所证实
。

另外在 子肠 米处 号矿体上充电
,

进行

地面的面积性剖面测量
,

结果示 于图
。

由图可见

在 一 线之间
,

梯度曲线出现零值点以后
,

紧

接着又出现两侧低电位
,

高电位梯度值的极值峰

几个 尤脚 线和翅 线最明显
,

然后才逐渐衰减

至平直曲线
。

反映充电矿体 号矿 两侧还存

在着几个平行非充电的良导体
、 、

丫
、 、

号等矿体
。

这不仅确定了 号矿体的分布情

况
,

同时参考地表充电资料可以发现用号矿体向

西延伸 一 线 和 号矿带的展布
。

近几年来
,

对厂坝这个已勘探完毕的大型铅

锌矿床矿体的赋存规律
,

进行了综合研究分析
,

发现有用金属高度集中于矿体 号和 号矿
,

其

园园口刀﹀
·’书

地表充电点
,、目价‘口

‘

改刃‘

七一坐二巴
。米

图 厂坝矿床充电法梯度侧 结果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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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量占全矿床的 以上
,

而且 号和 号矿

体在 一 线这 米内的金属量约占总 矿 量

一韦 粗号矿体所含金属量居第三位
。

对姗号矿

体 线以西是否存在 结合化探成果
,

提出新的

推断解释
,

经实地检查
,

投入少量原生晕工作后
,

在 线 号矿体北部自电
、

充电异常上见锌 矿 体

铁帽 米
,

锌矿化体一 米
,

由
、

线北部

的同一层位上均可见到铅锌矿化引起的暗红色铁

帽 米
,

有的已够矿化体
,

同时还橱 一 线间

发现锌矿化体 铁帽 米
。

查阅钻孔资料
,

发现在这些地段
,

在原来的钻孔工程中尚未控制

到
,

故由 一 线间
,

整个 米左右的矿 化

体
,

往深部有可能变成矿体
,

相当于姗号矿体向

西延长
,

有可能获得新的储量
。

此认识已被地质

人员所接受
。

由此说明
,

西成铅锌矿田东部地区包括上述

矿床和稍有区别的毕家山大型矿床 〔背斜控制
,

自电梯度异常清晰
,

利用自电异常均能圈出控矿

构造
,

和含碳千枚岩与薄层灰岩接触部位的矿

仍 体位置 」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矿 化 点
,

相信投入自然电位法和充电法都能取得较好的地

质效果
。

金属矿勘探地球物理 电法 的新进展

过去六年中
,

金属矿产勘探地球物理在地震
、

磁法
、

重力
、

遥感及测井等方面均有较大的进展
。

首先是认识上的变化 由于依靠钻探寻找深度

较大矿产的费用庞大
,

人们不得不求助于那些能获

取大量独立地球物理 和地球化学 数据的方法
。

以往一些耗费较大
、

仪器设备繁杂的方法
,

如反射

波地震法
、

多频谱的激发电位法
、

综合测井法等
,

现在已成为可以采用的方法了
。

其次是数据处理的广泛使用
。

随着微电子技术
的发展

,

在许多航空
、

地面及井中设备中
,

已采用了

小型电子计算机和微处理机
,

以获取更多和更精确
的数据

。

小型计算机一方面用于控制探测系统
,

另

一方面还用来以数字方式记录输出结果
。

数据处理

还可在多予夕卜现场进行
,

以便指导参数选择
,

检查数

据收录质量
,

并在某些情况下绘出解释断面
。

有的
系统还可给出反演解

,

用以估计地球物理参数
。

这

些都是用附带的或装在卡车上的小型计算机在现场
进行分析的

。

从不同场源中获取如此大量的数据并作处理
,

虽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
,

但可以使航空
、

地面

和井中侧 结果获得综合解释
,

效果是很明显的

因此
,

针对今天所要寻找的矿产埋深较大
,

费用

又要求经济的条件说来
,

矿 产勘探的趋势 不再是

单纯探测异常
,

而趋向于使用各种 方法作综合的定

量测定
。

以下简述电法勘探的几项新进展
。

电法主要是用来探测较浅的导电体或 激发

体的
,

但随着勘探深度加大
,

探测与解释这些物体
所产生的异常也越来越困难

。

因而电法的发展趋势

是 电阻率法
,

激电和电磁法等方法合并在一

起
。

用微处理机控制记录系统
。

用小型计

算机进行模拟解释
。

多频谱 法已相当成熟
。

采用先进技术包括
使用计算机的数字记录的野外仪器已经出现 至少

已在 一种系 统 内实 现 了数 据现场处理并绘制等
值线假断面图

。

磁激发极化法 曾在澳大利亚用于解决
导电覆盖层问题

。

在磁激发极化法中
,

由于它测量

的是衰减 电流产生的磁场
,

比起常规测量电
场的方法

,

信噪比要高得多
。

地热勘探促进了磁大地电流法
,

控制源电磁法
或电磁测深方法的发展

。

其成果亦及时地应用于金

属矿产勘探
。

大功率 高远。千瓦 宽频带 赫
兹那。千赫兹 发射机和可编程序

、

微处理机控制
的多道记录系统已在使用

。

为使信号增强
,

野外微
处理机所进行的方法包括叠加

、

滤波及频谱加权
等

。

高灵敏度的超导量子干涉磁力仪在某些测量系

统中正在取代感应线圈式磁力仪
。

因为能够同时探测和分辨多种多样的导体和对
地形起伏不敏感

,

多道瞬变电磁系统的应用日益增

加
。

相对连续波的电法来说
,

瞬变场法需要的功率
大

,

要求信号平均时间长
,

虽是一个缺点
,

但 由 于

具有 述优点
,

缺点也就得到 了补偿
。

各种新系统

都试图将瞬变系统较宽的导体反应与连续波法的低

功率要 挺吉合起来
。

这些系统使用 了重堑的包含不

同频率组分的复杂波形
,

以提高信噪比
。

对于主动源式的电磁法目前还没有二维或三维

的反演算法发表
。

但已经有了层状大地的正演解
,

以及电阻率法和磁大地电流法的反演数值解
。

航空电磁法仪器的进展一般倾向于减小嗓声和

漂移电平
,

增加记录带宽
。

所用方法是进行多颇
,

多道工作及数字记录
。

比较先进的两种新的航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