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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直径比 一
’

一出 , 一 ,

图

由式 即可得表 及图 所示的参量值和参

量图
。

由图可见
,

随着七
‘

的增大
, 考 , 一 、

参量图

长短轴之比逐渐减小
。

因此在资料解释推断过程

中可应用已求得的不同 去
。

值时的参量图长短

轴之比 表 》求得 乙
。

的值
。

由上述几种规则二度体和三度体的参量图可

见 地质体的
, 一 多 、

参量图形 创遮地质体的走向

长度
,

延深长度和宽度而变
。

当宽度增大时
,

参

量图的短轴通过原点
,

当走向长度减小时 参量

图的长轴通过原点 当延深减小时
,

参量图由椭

圆或蔓叶线变为圆或双叶线 三度体
。

因此 可

以肯定其他 似二度体异常的
, 一 、

参量图的形

态应介于二度体和三度体异常的
, 一

参量图

之间
,

且可根据参量图的形态来估计地质体在三

度空间的延伸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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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探在蓝家沟相矿的找矿效果

迁宁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阮 队 刘玉祥 梁永昌

蓝家沟钥矿是冶金 蝴深队 一

年间用综合物化探方法发现的
。

经过地表与深部

评价
,

已初步肯定是具有一定规模的钥矿床
。

地 质 概 况

该矿区处在由八家子到杨家杖子成矿带的北

东端 其构造走向为北东向
。

以青龙一阜新大断

裂为界
,

在南东侧与山海关隆起相接
,

主要有太

古界混合花岗岩分布 在北西侧为辽西凹陷带
,

主要分布着侏罗系
、

白平系火山岩和少量古生界

碳酸盐岩及碎屑岩
。

在这两个构造单元之间的过

渡带内
,

有频繁的燕山期岩浆活动 多次为不同

阶段的酸性岩浆听授入 蓝家沟钥矿就产在此过

渡带内
。

矿区内分布的主要岩石有燕山晚期授入的细

粒花岗岩
,

沿北东方向呈不规则状的岩株产出

矿区外围则为中
、

粗粒的花岗岩
,

级大面积的分

布
。

矿化主要产 于绷立花岗岩的东南侧

矿区内构造比较发育
,

以北东和北西向的两

组断裂为主 其次为东西和近南北向的断裂 这



些断裂多被后期岩脉或石英脉所充填
。

在两组或

两组以上的断裂交汇处
,

形成规模较大的富矿体
。

矿区蚀变种类有云 英岩化
、

绢云侧七
、

硅化
、

伊利石化
、

水白云母化
、

钾化
、

铁锰碳酸盐化等

不仅蚀变强烈而 巨还有一定的分带现象
。

金属矿化以钥矿化为主 其次有少 墩黄铁矿

化
、

闪锌矿化和 方错矿化
、

旷化 终有多明性的

特点
,

矿 区及外围岩体相元素的分布特征

为说明矿 区和外围岩体中钥元 素的富集程

度
,

在 个岩体到随机采样并进行了 。的分析
。

对分析结果作了数理统计
,

列入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

似斑状花岗岩
、

花岗斑岩

和闪长斑岩的钥含量有所不同
。

倾斑状花岗岩的

相含量离散度不大
,

而且比较稳定
,

一般在

左右
,

高于正常含量 倍 与 年维诺格

拉多夫测定结果比较
。

而花岗斑岩和闪长岩的

钥含量较低 而且不太稳定
,

离散度也比较大
。

在表 中列有铝
、

铅
、

锌
、

银
、

铜等元 素在

矿体和岩体中的平均含量
,

可以看出

岩岩石
、

矿石 名称称 样品教教 元素平均值

铝铝 矿 体体 加
。

含含 相 石 英 脉脉 】

七西向石英小脉脉
。

北北东向石 英小脉脉 叮
。

含含用石英网脉脉 砚加

铁铁锰碳酸盐化化 叨叨

硅硅 化化

萤萤 石 化化
。

伊伊 利 石 化化

高高 岭 上 化化
。

地 区 岩 石 名 称 样品数

襄

平均铂含量

矿体和含矿 蚀变岩石 与不含矿的岩体相

比
,

这些元素的平均含量有明显的差异

铂
、

铜
、

铅
、

银元素有一定的组合规律
、

铝
、

铅
、

银元素比较密切 钥与铅的相关系数为
, 用与银的相关系数为。 铅与银的相 关

系数为
。

矿 区在区域构造 上的展布以北东向构造为

主
。

岩体主要分布在北东构造的两侧 从叶家电

一杨家杖子一虹螺山两侧的岩体比较发育 以似

斑状花岗岩为主
,

钥元 素含量在孔家沟
、

蓝家沟
、

哑鹿沟
、

袭屯一旧门岩体都在 以 匕 最

高可达
。

这一带找矿远景较大
、

整理前人的资料发现主要元素有明显的分带

特征 见图 》 。

铂异常分布在区域水平分带的

内带
,

外带有铜
、

铅异常
。

从异常的强度以及元

素 特别是化学性活泼的元 素》 的组合规律和分

布规律来看 从蓝家沟到元宝山总的趋势造活泼

元素的含最逐渐减弱 说明剥蚀程度逐渐减小
,

相矿体的相对埋深逐渐增大

相异常绝大多数出现在细粒花岗宕中 两者

的 关系密切
、

另外
,

在构造发育
,

或多组构造交汇处
,

或

在含相的石英人脉
、

石英网状脉发育地段 相异

常不仅规模人 而几强度也人
。

总之 根据钳元 素的表生条件 地球化学性

质稳定 次生晕异常明显 扩散距离不大 以及

构造部位和岩体含矿特征 认为在这一带综合利

用地质和物化探 方法找铂矿 是 ” 工作前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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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蓝 家沟矿 区 元 戒水 平分带综合 平 团图

, 一
,

加万金属 异常区及编 号 一 方铅矿 万重砂异常区及编 号 一 万次生晕铂异常区及编 号 一

万次生 铅异常区及编号 一 万次生一铜异常 区及编号 一 万编图异常 区 一激 发极化异常 一似斑状

花岗岩

物化探工 作结果

通过比例尺 和 的化探次生晕

和激发极化法的工作
,

总共获得 次生晕异常

个 编号 , ,

其中单纯钥异常 个 编

号 。和 。 ,

钥
、

铅
、

银综合异常两个

编号 , , , ,

而以铂为主
。

激电异常 个

编号 。 。

这里只对 , 和 , 。
作重点介

绍 图
。

, 号异常位于细粒花岗岩中
,

相的异常值达

以上
。

异常形态规则
,

分布面积较大
。

一细粒花岗岩

激发极化异常低缓 一 ,

异常走向不十

分明显
,

其异常强度东南部略高于西北部
,

异常

长度约 米
,

呈半环形
。

在 , 号化探异常的北

西部位
,

该激电异常的位置有部分与钥异常重合
。

根据岩石
、

矿石电参数测定结果
,

富铂矿石的极

化率为
,

细捧立花岗岩的极化率为
,

二者

差异相当明显
。

在地质构造上
,

两种异常均位 北东和北西

向两组构造的交汇部位
,

处于细粒花岗岩中 少卜

有蚀变现象
。

异常值得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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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蓝 家沟矿 区异常综合图

一 冲积层 一闪长扮岩 云 英岩 一煌斑岩 一花 岗斑岩 一细

粒花 岗岩 一粗粒似斑状花岗岩 一含铝石 英脉 卜相里和激电异常

地质验 证 情况

图 是该矿 区 号线的地质
、

物化探综合剖

面图
。

从 号测点以西到 号测点
,

钥异常为

到
,

最高达一 ,

激电异常在这一区

段为
,

在 一 号测点为 一 。 ‘号

测点以东极化率仍有增高的趋势
。

设计的

孔见矿 层
,

累计厚度 米
,

铂的品位最高

达
。

在 号线两侧的 号线和 号线都设

计有钻孔
,

验证结果
,

都见到工业矿体
。

初步查

明是具有一定规模的铂矿
。

其他各个异常还在继

续验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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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蓝家沟矿区 号找练合 剖面圈

一细粒花岗岩 一石英斑岩 , 一相矿体 , 一锰染硅化带

一徽电异常曲线 一化探栩异常 曲线

蓝家沟相矿的发现
,

理和地球化学找矿前提
。

说明该矿区具备地球物

化深的次生晕法和物探

的激发极化法综合应用
,

取得了良好的地质效果
,

为地质找矿工作作出了贡献
。

个旧东部矿区原生晕分带指数及其应用

西南冶金物探队研究室 唐 甲光

在个旧东部矿区
,

过去应用原生晕推侧成矿

母岩一 燕山期花岗岩的埋藏深度
,

由于使用的

化探指标系非定量化的
,

故仅能给出一个误差颇

人的深度范围 ’
、

毛本文研究了白泥纲矿床内
,

成矿花岗岩沿三迭系个旧组碳酸盐类岩层层间剥

离带的原生晕中
,

主要成矿和伴生元素
、 、

、 、 、 、

的轴向分带序列 选择

确定了可指示成矿花岗岩面埋深 沿构造裂隙延

深的深度
,

用 表示
,

下同 的元素分带性指数

,
,

建立了这些分带性指数与成矿花岗岩面

的线性回归方程 经初步检验
,

效果良好
。

从

而弥补了矿区内推测成矿花岗岩面 的下公深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