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 值是象征成岩环境的参数
,

系统测定这些

参数可以帮助圈定和恢复古火山机构
。

火山岩的极性返转和反磁化现象相当普

遍
,

同一世代的火山岩
,

有的为正常磁化
,

有的

则为反磁化
,

出现了或正或负或正负值配位错乱

的现氛 对此
,

许多研究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

佩 同一世代分布在不同空间部位的火山机构型

航磁异常特征的不一致性
,

可能与火山地质作用

的特殊地球物理现象有关
。

沼

火 山构造型航磁异 常

与矿 产的关 系

在陆相火山岩区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有色金

属
、

非金属
、

铀和金银等矿床
、

矿点
。

它们与火

山作用有成因联系
。

从航磁资料圈定的火山机构

来看
,

已知矿来 矿点的分布具有下列几荆青况

与破火山口内部火山侵入相超浅成一浅成

的中酸性
、

酸性岩有关的金属矿床
,

主要分布在

环带状强磁异常群中的弱缓磁异常上
,

或分割强

磁异常的低值部位
,

如石平川钥矿
、

柏岩角砾岩

筒型富银多金属矿蕊
受火山构造环状

、

辐射状断裂控制的矿

末 矿点
,

则以环带状强磁异常群的内外侧紧邻

部位者居多
,

如图 芙蓉山地区的铀矿
、

瑞安仙

岩黄铁矿
。

仙岩黄铁矿分布在双环状航磁异常群

的中间地带
。

分布在凝灰岩层中与火山气液交代作用有

关的非金属矿床 如明矾石
、

沸石等
,

常位于强

磁异常的外侧
,

如平阳明矾石矿床
,

偶见与强磁

异常同位
,

如横溪凤凰山明矾石矿床即是检查验

证浙 航磁异常发现的
。

沸石
、

膨润土矿床

则分布在低缓负磁场区
。

与火山通道有关产于中酸性火山岩附近的

矿床
、

矿点则位于孤立异常的正负极值部位
。

火山沉积
,

热液改造叠生的多金属矿床层

位不稳定
,

但矿化强烈部位多处于环状异常群内

侧或孤立异常上
。

以上只是初步的对比结果
,

有些情况可能还

未被认识
。

本文是在编制浙江省 万
、

万航

磁图的基础上
,

对陆相火山岩区航磁资料进行综

合整理的初步结果
,

所引用的地质资料主要来源

于 ,

万区调成果
。

图件由燕美华同志协助清

绘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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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成矿区 带 化探普查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冶金部北京冶金地质研究所 欧阳宗听

近几年来
,

不少地区开展了成矿区 带 化

探普查工作
,

并已取得了大量的原始资株 对这

些数据如何成图
,

如何确定背景值
,

如何从中取

得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找矿信息以及对大量异常尽

快准确地作出评价
,

筛选出最有远景的靶区
,

是当

前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
。

下面谈

谈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

成 矿区 带 化探 普查的

任 务以 及选 区

目的和任务决定着对异常进行研究评价的内



容和深度
。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

参照国外的有

关资料
,

我们进行成 矿区 带 万及

万 化探普查的主要目的
,

是直接寻找剥

蚀出露的大中型矿床
,

提出可以进行详精查工作

的靶区
,

作出矿产预测
。

为了这个 目的有三项任

务 研究工作区内已有矿床
、

矿点的找矿

评价指标
,

选择出有望矿致异常
,

并划分矿化类

酥 研究区域地球化学场
,

各元素各级背

景及异常的展布
,

进行金属矿化分区分带
,

并提

出成矿有利地区
。

研究各个时期及各种地

层
、

岩浆岩
、

构造的有关元素丰度及其变化
,

了

解它们的成矿专属性并对它们深部含矿性作出评

你 最后据此提交预测报告和图纸
。

工作地区的选择决定着整个普查工作的效

果
。

实践表明
,

选区得当
,

加强综合研究工作
,

就能在两
、

三年中
,

在一定的面积内获得大量的

找矿信息 选区不当
,

则可能导致工作量的
“
误

投
” ,

因而选准工作区很重要
,

选区时一般需考

虑下列几个方面
万 一 万的地质

、

物探
、

化探
、

重砂及工作区矿点资料的综合分析
。

一般应考虑

的内容为 构造系统交汇
、

地层有利
、

基底金属

元素丰度高
、

岩浆活动有利等
,

区内物探资料有

隐伏岩体
、

火山口
、

构造
、

硫化物反应
、

地球化

学环境有利
、

金属元素分异强 有重砂异常 矿

点多等
。

景观地球化学条件是否具备应用已有的化

探方法的前提
。

要根据为矿山服务的方针
,

注意在老矿区

外围开展系统化探普查
,

但要注意新矿种
、

新类

型及找盲矿
。

当前选区不宜过大而要着重于选准
。

异常评价的准则

以往常规的认识是 金属及其伴生元素高含

带为异常
。

异常下限的确定
,

一般为背景值与

倍标准离差之和
。

这是针对以寻找剥蚀出

璐矿体为目的
,

采用半定量分析手段而确定的
。

根据上面所谈成矿 区 带 化探普查的 目的和任

务
,

异常应当包括能反映各种地质客体和地质活

动的多种信息
,

因而原有分散流普查勾绘异常的

方法和标准已不能满足需要
,

异常评价的准则也

应当增加内容
。

根据 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
,

对异

常进行评价是否可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情况

异常的特征 一般来说
,

应当优先予以考

虑的异常具有下列特点 主要金属元素及其伴生

元素含量高 异常的范围大
、

梯度变化大
、

标准

离差大
、

呈有序分布 元素组合全具有水平分带
。

但是必须考虑到具体条件的变化
,

要加强综合研

究
。

例如地表氧化淋失程度对异常强度有很大影

响
,

而矿石类型 致密块状或浸染状
、

黄铁矿

含量
、

土壤的 值等都不同程度地决定着氧化

淋失程度
,

不同的元素及不同的赋存状态在同等

表生条件下也具有不同的行为
。

此外
,

要注意矿

体不同剥蚀程度及盲矿的反映
,

不能只强调主要

金属元素高含量
。

因为盲矿体往往主要金属元素

含量不很高
,

要研究反映盲矿的特征指示元素 如
、 、 、 、 、

等
,

研究元素垂向分带

特征
,

注意剥蚀程度不同
,

元素水平分带特征也

不同
。

地质条件有利 地质条件是基础
,

要注意

异常所处的地质条件是否有利
,

一般来讲构造交

汇部位
、

背斜轴部和倾没端 凹陷或向斜的隆起部

位以及有利的岩相
、

各种岩浆岩
、

地层一般都有

一定的成矿专属性
,

这些都是研究异常时应考虑

的因素
。

区域地球化学场特征 注意研究金属元素

富集的条件和环境
,

这对找盲矿和层控矿床是很

重要的
。

已有的资料表明
,

矿致异常多处于金属

元素或元素组合高背景区内
。

它包括主要金属元

素
,

如 高背景中的铜异常 但有时也有其他元

素的高背景
,

例如
,

有些 金 矿具有高 背景带

的 异常反映 某些层控矿床与高
、

背景

带有关
。

不少矿床都赋存在高硫区
,

斑岩铜铂矿

多位于高 或高 比值区内
,

而
、

则是

低值区
。

有些矿床处在高 背景区内
,

有的层控
、

矿床与
、 、

异常区有关
,

因为

它反映了有利的微沉积相
。

物探异常的反应 航磁和重力资料能反映

一定的隐伏构造
、

火山口 和岩体
,

这些都可能是间



接找矿指标
。

激发电位能反映隐伏的硫化物等等
,

这些都对我们判断异常的来源有很重要的作用
。

根据上述准则
,

综合研究工作应当研究各种

有关元素组合各级含量的展布和矿化分区分带
,

研究各种地层的丰度特征及其与矿的关系 矿源

层
、

含矿层 研究各级构造和矿的关系 控矿
、

导矿
、

含矿
、

成矿后 研究各种岩浆岩的成矿

专属性以及它们深部含矿性 研究可能具有潜在

隐伏矿床的有利地段
。

研究异常并作出评价可采取的途径一般有以

下几种

总结各种类型矿田
、

矿床 矿体 地球化

学异常模型
,

以便提出找矿评价指标 包括原生

和次生
。

各种数据处理的方法
。

根据已有的矿体矿

床
、

矿化点
、

含矿层建立各种数学模型
,

对异常

进行判别分券
注意研究异常所处的地质条件和地球化学

环境
。

了解主要指示元素的主要载体
,

研究它们

与矿的关系
,

明确指示意义
在有望异常上方作多元素原

、

次生晕剖面

包括远程指示元素和某些常量元素
。

关 于背景 值的确定

按照取样点处的所属子体计算衬度值再勾绘等值

线图 这种方法可以结合具体地质条件确定背景

并可标准化
,

但在地质条件复杂时
,

不易确定子

体归属
。

等浓度线图 即按照一定的级差从最低值

开始勾绘等值线
,

然后根据其展布情况结合具体

地质客体的展布确定背景及异常
。

这种方法简单

易行
,

可以反映出不同地质客体及地质活动
,

反

映出区域地球化学场特征
。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背

景
,

但目前对异常值的确定尚缺乏科学的标准和

方法
,

有一定的主观性

根据上面所谈成矿区 带 化探普查的任务

以及已有的资料
,

说明对背景值的确定仍然采取
“
一刀切 ” 的方法

,

不符合实际情况
,

也不能满足

工作的要求
。

对一个区域来说
,

背景值不是一个

平面而是一个曲面
。

如何正确地确定背景值
,

目

前已采取的方法及其优缺点如下

移动平均法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将数据网

格化便于进行电算
,

能使曲线圆滑化
,

可以反映

区域地球化学场 的变化和各级背景及异常
。

但在

目前尚无自动成图设备条件下
,

用手算
,

窗口小

时工作量巨大
,

窗口 大时易产生位移及失真变

形
。

采用小窗口 平均但不移动的方法可减少一些

工作玺
。

按照大地构造单元确定不同背 , 值成按照

各种地质客体 可称子体 分别确定背景
,

然后

关于异常评 价成图问题

成矿区 带 化探普查工作
,

由于地区范围

较广
,

分析的元素也较多
,

区内矿化类型和所要

表征的地质客体也比较复杂
,

又都各具有不同的

元素组合
,

因而在已有各元素基础图件的基础上
,

如何确定有用元素组合
,

并用最小的工作 尽快

作出比较直观的图纸以对各种异常作出评价是当

前面临的一个新课肌 采用综合变量成图是一个

有效途径
,

目前已有两种方法
。

多类判别概率成圈 根据区内已有的各种

母体 包括各种矿化类型
、

地层
、

岩浆岩等
,

建

立一系列判别方程
,

计算出每个取样点的判别概

率
,

以最大概率成图
。

这种方法可以只用一两张

图纸
,

比较直观 地从图上分 辨出各种地质客体

矿化 引起的异常
。

缺点是在目前分析成果不

能 自动记录条件下
,

纸带穿孔工作量很大
。

。

泉加 成图 这种方法也是根据区内已知

的各种地质客体的特征元素组合
,

将元素含量标

准化后进行相加形成综合变量再成图
。

它具有图

纸少
、

直观的优点
,

而且可以手算
,

但对具有反

相关关系的元素对如何处理
,

各个元素
“

权
”

的

问题如何解决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这两种方法都需要一个前提
,

即必须掌握区

内已有的各种地质客体 包括各种矿化类型 异

常模型
,

特征元素组合
,

否则会造成失误
。

此外不同元素用不同色彩
、

颜色深浅代表含

量高低作多变量综合图
,

用不同符号成图等方法

也在试用
。



加 强 基础 工 作

为了适应成矿区
,

带 化探普查的需要
,

有

必要加强下列三项基础工作

地层地球化学剖面工作 已有的资料表

明
,

进行这项工作是必要的
。

理想的剖面应该是

一条穿过本区各个层位的原生晕长剖面
,

但是由

于种种条件的限制
,

可以用若干个短剖面组成
,

对所得结果进行数据处理 如点群分析
、

对应分

析等方法
。

这项成果可以了解各种元素在各个层

位的丰度变化情况
,

有助于了解背景值变化情况
,

可了解各个层位与各种矿化的关系
,

不同时代不

同岩性主要金属元素丰度的变化情况等
。

这些资

料不仅对本地区今后化探异常评价
、

确定矿源层

有重要作用
,

也是进行地质综合研究工作的重要

资料
,

同时也为今后更大范围进行地球化学对比

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

进行这项工作时
,

应当注

意两个问题 一个是岩性定名准确
,

每一岩性段

要有足够的样品
,

等等
。

由于普查工作多采用次

生晕或分散流方法
,

采样介质是风化产物
,

因而在

采取岩石样品的同时
,

尽量地采取一部分土样或

水系底部沉积物样以了解各元素风化前后贫化富

集情况
。

岩体地球化学基础资料 对工作地区各个

时期各种岩浆岩进行随机取样 原生晕样
,

对所

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由于各种岩浆岩对不同矿

化一般都有一定专属性
,

因而所得结果有助于研

究矿化分区和异常评价
,

也为岩体深部含矿性评

价提供了初步指佩 进行这项工作时也应注意岩

石定名
,

每个岩体有一定数量样品
,

以了解风化

前后元素贫化富集情况
。

注愈积 本地区各种类型矿化
、

矿体的地

球化学异常模型 地球化学异常模型是异常评价

的一项重要方法
,

也是建立地球化学模式的基础

资料
,

它所反映的目标林矿体
、

矿床到矿田
,

所

包含的内容有特征元素组合
、

异常的形态
、

范围

等各种参数及其与矿的关系
,

元素的水平和垂直

分带
,

岩体
、

矿体不同剥蚀程度的地球化学特征
,

各指示元素的主要载体及其指示意义等
。

异常模

型应该包括原生异常和次生异常
,

这样才能达到

为在不同找矿阶段及不同景观地球化学条件下采

用不同方法 分散流
、

次生晕
、

原生晕等
,

确定

取样深度
、

介质
、

加工方案和评价指标的 目的
。

地球化学异常模型的质量可以随着工作程度的不

断深入而逐步提高
。

对成矿区 带 普查来说
,

首先需要建立区内各种类型矿床
、

矿化 一般指

剥蚀出礴的 蚀变的特征元素组合
、

异常展布特

征
、

主要指示元素表生作用后次生异常在本区各

种景观地球化学条件下的发育特征
,

为确定合理

的工作方法和异常的初步评价分类提供依据
。

当

有条件时或随着工作程度的深入
,

再建立矿体垂

向分带
、

水平分带
、

异常模型
,

为寻找盲矿体
,

判断剥蚀程度提供依据
。

随着各个矿体资料的积

累以及各种单矿物多元素分析工作的进展
,

可提

出本矿床
、

本类型矿床理想化或概念化的地球化

学异常模型
,

使它更有普遍实用意义 这些基础

资料的积累对本地区及今后我国各地区提高化探

找矿效果
,

改进工作方法是很重要的基础资料
。

为了有效地开展上述工作
,

关键是加强综合

研究工作
。

由于我们工作的 目的是找矿而不只是

发现异常
,

因而需要整理原始资料 , 对它们进行

数据处理
,

综合研究
,

选出靶区进行详查
、

验证
。

这些工作和第一阶段扫面工作相 比更重要和艰

巨
,

也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
。

从大量资料中提取

出各种找矿信息所花费的时间必然大于前阶段扫

面所用的时间
,

也有不少技术问题要求我们去研

究解决
。

只要我们加强综合研究工作
,

通过一阶

段的实践
,

再总结认识
,

必将有力地促进整个化

探技术水平的提高
,

成矿区 带 化探普查的资

料一定会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断提供更多的

找矿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