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钻探资料的可能性失误

甘肃省冶金工业局矿山处 高必松 钟道崇

钻探在地质勘探和矿 山建设 中是个重要环

节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审评勘探质量和决定它能

否为矿山建设所利用
,

主要是依钻探所编制的各

种综合资料作为依据
。

因此
,

能够编制出以较少

的失误
,

而以较高的准确度反映勘探地区的地质

和矿化特征的技术资料
,

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

编制钻探综合资料 下称钻探资料
,

不仅

与工作区的地质条件有关
,

而且也决定于设备
、

操作
、

原始编录以及综合整理者的技术 和 经验
。

多年来
,

我们虽然十分重视钻探在勘探和建设上

的作用
,

同时也认为这种手段和由此所得的资料

在揭示地质现象上有其局限性
,

但是
,

对于钻探

资料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失

误
,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失误
,

以及如何利用已有

经验和规律来避免那些可以避妙勺失误
,

我们还

缺乏系统的研究
。

以致许多性质类似
,

原因相同

的失误一再出现
,

有的甚至是
‘

同源
” 、 “ ’

同病

地连续危及几个矿区
,

给矿山建设带来了极为严

重的后果
。

对钻探资料可能产生失误的研究 确实是一

项相当复杂而困难的工作
。

但若借助 于丰富的矿

山开采资料
,

把那些原因
、

性质
、

形式从本相似

而又经常出现的各种失误
,

加以归纳分析
,

从中

找出规律
,

这对我们在综合整理和利用时少失误

和及时发现失误
,

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必要的

本文是根据多年来许多金属矿山的 开采实践

与钻探资料进行对比
,

统计归纳而成 定性地
、

分

类地总结 了在钻探资料综合过程中可能产生的
,

以及在利用这些资料时应该 电视的一些最常见的

失误类型
,

有的还例举 了判认这些失误 丁能存在

的某些迹象
,

并以典型的实例来说明

没有测定方位的钻孔资料

这类资料在我国 并 不 少
。

由 , 孔迹在钻探

剖面中未能用方位校正
,

图面上只好按孔深值画

线
。

因此 它几乎会对所有勘探对象的形态
、

规模造

成歪曲
,

尤其是深孔和较深孔 或者某些初用金

刚石钻进的钻孔
,

往往在较眨杂的地层中会出现

大偏斜
、

大螺旋的状态 这类资料出现失误主要

有以下两种形式

矿体误连 钻进时由于方位失去控制
,

而

把另一个孤立存在或平行于勘探对象的小盲矿 误

认为拟勘主体的一部份
,

造成异矿 误连
。

对 那

些沿倾斜厚薄贫富变化较人
,

甚至有
“
无矿天窗

”

的被勘矿体更容易发生
。

整体被
‘

分割
” ,

上下相
‘

串位 这种

失误发生在两个钻孔以上的剖面中
。

本来是一条

完整的矿体
,

由于各个钻孔跑偏和螺旋状态不同

按孔深值上图
,

结果是钻孔见着了矿体
,

吐见矿

位置已串位
,

造成彼此脱节和分离
,

在剖面中无

法连成矿体 或者错误地连成几个单孔 见矿的平

行矿体
。

凡此情况 勘探和使用资料时绝不可掉

以轻心
,

轻率作出结论
,

在技术上应该采取弥补

或验证措施 否则会酿成严 玉后果
一

如 某地质队

在评价一火山岩铜矿时
,

有一条比较关键的剖面

失误就是典明实例 本系
一

条很好的矿体
,

结果

却在剖面中表示 为几个互不关联的矿 节 、图

一
,

从而对该区作出很不恰 当的结论

另一地质队在原勘探线
,

甚至在同样的孔位上施

钻
,

施工中严格控制钻孔的弯曲和方位变化
,

结

果得出的却是一条规模 , 观
、

形体自然的矿体 图

一 人人改变 该区的前景
,

开采实践证

明 后者的结沦是正确的

多元构造成矿区约钻探资料

多元构造成矿 是指 那些 以 一 种成矿构造为

主
,

另一种或几种次要成矿构造 与之并存的矿区

例如层状矿体 、 ,

脉状与层状 交切 次 类

型的矿区
。

大量事实 正明 次要构造元成矿
,

小

仅具有地质意义 而且对子找盲矿和增加矿 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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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互 钻孔及编号 【互〕锹扩点‘矿节 ,

口〔」矿体场号 至习 以水似影

图 某钥矿 同一勘探线两种结 果对 比

是不可忽视的
。

对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

有的

地质报告中 虽在文字上写上几段 也只作为一

种地质现象加以描述
。

次要构造元成矿
,

有时虽

然储量不大
,

但却能够给
“

一孔之 见 的钻探造

成重大的混乱和危害
。

如果在这类地区勘探时忽

视这一因素
,

把 见矿钻孔未经仔细分析研究
,

便

大胆地按主要成矿构造方向连接起来 看起来似

乎合乎逻辑
,

实际 上却潜藏着不少错误

这类例子在有色金属矿区是很多的
。

如某铅

锌矿原认为该矿系层间产出
,

走向近东西
。

但经

一个地段的开采后
,

证明地质勘探部门所提的某

些剖面和平面图上的一些层状矿体
,

原来竟是钻
,

孔分别碰 着垂直层间交切矿脉的小矿牛
,

只是由

于按东西方向彼此连接起来或单孔外彻勺结果
,

某些所谓的层状矿实际 上不存在 而且几个小中

段均是如此
。

这些脉柱体 在平面上 似有一定

的等距性 在纵向上则间断出现
,

矿小而富 图
。

该区勘探网度虽密
、

钻孔 自身质量也好
,

但类

娜娜娜压刃
夔习

助探线 乏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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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卫钻孔圈走的‘ 体 【】口 ‘标的‘ 脉

图份 策铅锌矿 “ 米 水 平地质 图

此失误
,

不同程度遍 于全区 大大降低 了勘探质量
。

据统计
,

本类失误有下述迹象 可供判断时

参考



在剖面和平面上
,

矿区内主要矿体例如层

间盲矿体在某些标高内突然增多
,

而这些成群的

矿体在同一剖面中往往都是单孔见矿
,

在倾向上

即使相距很近的邻孔也无法使它们连接起来
,

因

而在剖面中不得不画成许多
“

无头无尾
”

的棒状
、

纺锤状矿体
。

如果将这些包含失误的剖面中的翻体反 映

在纵投影图上
,

则可见某些矿体的形态周边崎形

怪状一见矿标高忽高忽低
,

在走向上
“

东拉西扯
” ,

显得十分生硬别扭
。

这表明了该矿体可能己有两

种不同成矿方式的见矿孔误连或相互混合
。

对于

剖面中表现为主要构造元成矿方式的那些突然增

多的盲矿群
,

当然一定会在纵投影图上画得重重

亚亚
、

使声 反花缭乱
,

甚至无法制作这种图件
。

有些地质队对这类勘区在最终勘探完毕以后不附

纵投形图
,

原因很可能就在于当时未能认识或者

实际上未能排除数量众多
、

分散的次要成矿方式

在综合整理钻探资料时的干扰
。

陡倾矿化区的钻探资料

这里所指的是那些发育于产状陡或急陡层间

范围内的各种矿化地区
。

在这类地区
,

由于钻

探施工实际上难以保证技术上的合理性和地质设

计 要求
,

力叱对钻孔原始资料观察中的因袭和失

慎
,

因而主观和客观上都容易发生失误
。

从统计上看
,

这种失误虽然表现程度不同
,

但数量较多
,

且极类似
,

危害性也更为严重
。

由于陡倾地层区产状经常发生反向变换而致

倒转
,

每一倒转又要经过一个接近直立的地段
。

系统地了解地层 矿化 的产状变化
,

即使在地

表也是难以很好观察和掌握的
,

同时
,

这些地层

在不同的标高
,

几无例外地都要发生
“ ”

形摆

动
,

这种摆动和其转折部位
,

裂隙最多
,

易于充

填
、

交代而成局部矿化
。

因此
,

一个矿区
,

即使

主要构造元成矿特征一例女口层间矿化已被清楚掌

握的情况下
,

而这些次要的和局部随地层产状
“ ”

形摆动而产生的矿化
,

在空间分布上也会

有很大的偶然性
,

因而会使钻孔原始资料综合整

理时增加了着矿孔之间矿化体连结上的困难
。

图 一
、

图 一 概括了这些可能性失误

最普遍
,

出现率最多的两种形式
。

某区依地表产

状设计了一些反倾向的钻孔
,

但在深部
,

钻孔却

通过了
“ ”

形转折地段
,

结果
,

实际上变成为

顺层钻进
。

由于转折部份层间剥离裂隙发育
,

容

区习钻孔 压田 大联枯灰岩 言蓄】片 橄 匿里」钻孔断的麟

工〕实际‘ 体 匾日夕卡岩及裂旅性 化

圈 陡倾地区可能性失误常 见形式例图

易局部矿化
,

当矿体产状依地表推地

下
,

结果把两种不同类型的孤立矿化

连成一个矿体 图 一
。

图 一

表明那些成组的符合地表产状的盲矿

群
,

实际上只是
“

顺层钻进
”

时穿到

了矿化不均匀的
“

矿皮
” 。

我们认为
,

综合整理
、

设计和引

用陡倾地区钻探资料都应该加以认真

分析
,

慎重对待
,

这样许多技术性失

误完全可以避兔 某省曾有三个矿区
,

连连失误于此
,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

这些实例
,

我们都应该引以为戒
。

背斜一翼部钻探资料

翼部钻探资料
,

除了急陡翼因与

钻孔交截角过小而 易造成厚度夸大

外
,

最 主 要 的 失误是
,

即使按照
“

合

理
”

的勘探网度布钻
,

所圈定的翼部



形态 规模和其完整性普遍都会与冀部的实际存

在着很大差别
。

根据背斜地区生产经验来看
,

翼部矿体的形

态 规模在不同地段一般都有极为明显的变化
,

尤其是
“

刺穿
”

构造更为明显
。

其次为急陡的倒

转其
,

最后才是正常的背斜两翼
。

产生冀部规模
、

形态迅变的 主要原因
,

是构

造力的不均衡和构造活动的多期性
。

而组成翼部

地层的岩性
,

物化特性以及与矿液有关的岩性在

冀部分布上的变化
,

也会直接影响其部矿化的连

续性和完整性 因此
,

翼部矿体在形态上变化大

应该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普遍现象
,

这与生产实践

的观察是一致的
。

因此
,

在习惯上把两翼矿体
,

当作两个单斜矿体
,

并用单斜矿体的勘探网度
,

看待具部矿体的个性特征和这类资料的可能性失

误
,

是不妥当的
,

是值得商榷的
。

试以某铅锌矿为例
。

某一水平的生产坑道开

掘在紧邻钻孔见矿的上方
,

并沿翼部走向进行脉

内开拓
。

结果
,

在同一剖面位置中
,

钻孔见矿的

水平厚度是 米
,

而其紧邻上方的生产坑道内却

只有 米 图
,

从翼部走向上看
,

可见矿体

时而膨 大
,

时而收缩
,

时而尖灭
,

时而复现地

迅变着
。

在翼部冠体的上下盘
,

均可见到层间的

滑动面
,

充分显示了其部矿体在形态规模上的迅

变特征
。

在我国金属矿床的勘探中
,

背州卜
一

其部的钻

探资料占有相当的比重
,

但在对待冀部这一成矿

部位矿化特征的认识以及勘探方法上
,

基本上还

没有脱离
“
两层平行矿体

”

的框子
,

对于这些勘区

和这些资料
,

勘探
、

设计和生产部门要认真考虑其

中存在的可能性失误
,

正确分析
,

合理利用这种

勘探成果
。

有
“

远矿
”

断裂的钻探资料

锹 巨妾 嫩岩 臣泪结晶灰岩

实际的扩体 口麦」由钻孔圈定的犷体

圈 某铅锌矿经矿 山生产修改后的

劫探剖面图

“
远矿

”

断裂
,

是指那些与被勘矿体产状彼

此相向或同向
,

但因距离较远或按双方地表产状

下延
,

当时认为可能对矿体不会产生移位的断裂
。

这是一个潜在的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问题
,

因

为无论在勘探
、

设计和生产阶段
,

人们很难具体

预测
,

哪些
“
远矿

”

断裂将会对被勘矿体产生影

响
,

从而酿成钻探资料的可能性失误
。

这种
“

远矿
”

断裂
,

一般情况下
,

只能在生

产
,

甚至在长期生产之后才被人们确认它给钻探

资料带来的失误和对生产带来的危害
。

止因为如

此
,

探讨这个问题
,

也就具有更大的现实怠义
。

概括起来
,

在勘探阶段造成失误的原因
,

仃

下述几条

事先尚未发现矿体远侧存在断裂
,

或这种

断裂的空间已被该区屡见不鲜的其他地质体一岩

脉
、

岩墙所取代而认识不清
。

在深部
,

由于岩芯

采取率不高和观察不够
,

因而
,

从地表到深部
,

不曾认识有断裂的存在
。

即使已确认有
“
远矿

”
断裂存在

,

但认为

断裂破碎幅宽不大
,

同时又无地层或其他标志来

判断它的影响大小
,

因而完全低估或忽视了这一

因素
。

认为断裂离勘拐扭寸象较远
,

按矿体和断裂

的产状下延
,

不会产生影响
,

因而根本未予注意

图
。

由于上述认识
,

在钻孔设计和施工时
,

没

有从技术上
、

措施上注意用深部的岩芯来检验这



种推断是否正确
,

因而即使见到了依据
,

亦被另

一种解释而放过了
。

断 层 执吧 民

产状 下 延

匣弓

匕翻

钻孔及坑通 区习朋及划 口改」以雌嘴 。

钻孔断圈 育仃
“

编峥

圈
‘

远矿
“

断裂造成矿体吸复例图

我们认为
,

人们往往以破碎带的幅宽大小去

判断一个断裂的规模和实际影响程度
,

这往往是

不正确而有害的
。

某钨矿 断裂 图 产状变

化十分剧烈
,

其破碎宽度达 至 余米
,

但它却

那那匆娜娜汤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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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某妈矿 线剖面一示 断裂组睦剧变例圈

并未对矿脉发生明 显的位移 许多断裂面遇到

刚性地质体时
,

明显地表现 了绕曲回弯而产生缓

陡变化
,

这是在矿山坑道 中常见的事实 勘探阶

段综合编制钻孔资料时
,

如果忽视这一因素的 ’

能存在
,

就会给矿山生产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

例如某铁矿区大小断裂较多
,

大多数 为紧闭性断

裂 破碎宽度一般都小
、

力叱单一的岩性和混合

岩化大面积存在
,

除旷体本身外很难直接判断

个断裂的实际影响
,

因而许多
”

远矿
”

断裂在深

部的变化和影响未能充分考虑
,

结果剖面中许多

所谓的平行新发现的盲矿体
,

实际上是一条或多

条矿体被断层错动而重复出现的结果
,

而这些引

起矿体错动的断裂
,

经过多分段坑道逐一揭露和

追索对号却正是那些在地表幅宽不大
,

距矿体较

远
,

排除在综合编制资料考虑因素以外的断层
。

类似问题
,

影响了几个勘探剖面
,

大大降低了勘探

质量 见图
,

给矿山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浪费

上面
,

我们对反映在钻探资料中由于不同啄

因而产生的失误类型作了初步探讨
。

但就狱个钻

探资料来说
,

失误类型绝不只这些 分类叙述也

只是为
’

便 说明问题
,

因为在一 个钻孔中
,

也

可能会同时并存着几种相互关联的 失误形式
,

只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
,

某一类型失误往往成为主要

表现罢了
。

对于钻探地质资料可能性失误类型的分析和

研究 尚属初步阶段
,

但是 认真探索总结产‘仁

可能性失误的规律
,

对于提高勘探水平
,

促进矿

山建设
,

具有重要意义
,

应该引起
“ ‘

大地质勘探

工作者的重视
。

关于储量计算中的体积分算问题

鞍钢矿山建设公 司 岛恩怒

当前我国矿产储量的体积计算
,

一直循用着

分块求积 的方法
。

笔者认为 分块求积法的

原理
,

有不妥之处
。

现提出异议 以供从事这方

面工作的同志参考
。

问题的提出

在储量汁算中常常由于技术 上的 箭要把一些

较大的矿体划分成许多小的块段 先计算这些小

块段的体积
,

然后累 加起来
,

其和作为矿俐内总

体积
。

这种方法本文在 下面称 为
“
分块求积

”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