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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系统化探发展简况和对今后工作的看法

欧阳 宗听

,
。

冶金及有色系统的化探工作是从 年开始

的
。

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化探工作者的努

力
,

化探工作从无到有
,

队伍从小到大
,

手段和

方法逐步增多
。

二十八年来
,

找到了许多有色金

属
、

贵金属和稀有金属矿床 矿体
,

并提供 了一

批可供进一步工作的远景区
。

值此欢庆建国 周

年之际
,

回顾化探工作的进程
,

总结经验教训
,

不断提高找矿效果
,

以适应四化建设对矿产资源

的需要
,

是有益和必要的
。

发展简况

二十八年中
,

冶金地质化探工作的进展情况

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年到六十年代初期

,

是引进阶段
。

在

这一阶段里
,

我们边学边干
,

在向地质部及苏联

专家学习的基础上
,

举力刁、型短训班
,

掌握了几

种简单的比色分析方法
。

从应用次生晕 金属量

侧量 方法寻找内生铜
、

钥
、

钨矿床入手
,

到

脾与物探方法配合找到了红透山铜矿
。

在大

冶和宁镇地区应用大比例尺普查
,

所发现的大量

异常与六十年代在该区发现的矿床对比
,

在许多

地表难以辨认的矿床和据头上
,

都有相应的异常

反映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未能及时验证
,

推迟了

这些矿床发现的时凤
在试点的基础上

,

整个系统举办了较大规模

的训练班
,

编写了次生晕工作手册 随后开始了

原生晕方法试验
,

并在树基沟
、

寿王坟
、

杨家杖

子等矿区找到了盲矿体
。

此外
,

还试验了分散流

和水化学普查找矿方法
。

矿种从铜
、

相
、

钨扩大

到内生多金属矿的铅锌矿
、

优钮矿及晚期贯入式

镍矿床
,

同样取得了一定的找矿效果
。

从六十年代初到 年
,

是提高
、

巩固阶

乳 冶金部地质局开始设专人管理化探工作
。

从 年起
,

各省勘探公司基本上都开展了化探

找矿
,

工作方法也基本配套
。

除进行多元素分析

外
,

还增加了光谱和冷提取等分析手段
,

能测定

多个元素
。

异常的表征方式有所改进
,

指示元

素研究初步展开
。

应用景观地球化学查清了红旗

岭等矿区无次生异常的原因
,

并提出了解决方法
。

在寻找地表难以辨认的有色金属矿
、

铬
、

镍矿床

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在山阳
、

银俐沟等地找

到了盲矿床
。

此外
,

还开展了岩石地球化学方法

寻找岩浆矿床的研究
,

试验了露头评价
。

在这个

阶段
,

组建了有相当能力的化探科研力量进行

工作
。

从 年到七十年代初
,

受十年动乱的干

扰破坏
,

化探工作处于低潮
。

许多单位的化探技

术力量散失
、

转行 唯一设有化探专业的中等专

业学校
,

被撤消化探专业 冶金粼 京地质研究

所的一支化探科研力量也因搬迁而散失 对国际

上金属化探的进展情况基本不了解
,

化探在地

质找矿中的作用和本身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
。

七十年代中到末期
,

化探工作和技术水平

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

组织学习地球化学理论及国

外化探进展情况
,

总结交流已有的找矿经验
,

重

新编订了冶金地质化探规范
,

总结出版了化探找

矿案例和比色分析方法汇编 恢复了设在中专的

一个化探专业
,

筹建了一个化探系
,

重新组建了

科研力量 增加了原 户吸收和离子选择电极等分

析手段
,

能定量的元素扩大到 多个
。

在这一阶

段
,

在应用汞气测量和卤素等寻找盲矿
、

掩埋矿 铁

帽及岩体深部含矿性的研究 多元统计 分析方法

和电子计算机技材伙左用 地球化学异常模式及

评价指标的研究 单矿物多元素分析
、

包裹体成

分
、

包裹体测温在含矿性评价中的应用等方面
,

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

从而扩大了找矿范围和矿床

类型
。

如对凤成土授盖地区的普查找矿
,

化探找

斑岩型铜钥矿床及层控矿床等的研究
,

都收到 了

良好的效果
,

例如在个归
、

两江等地找到了深部

盲矿床 矿体
。



从八十年代开始
,

为适应国家对有色金属
、

贵金属的需求
,

有计划地开展了成矿区 带 大

比例尺区域普查和矿区外围化探工作
。

除举办了

一般技术干部培训班外
,

还组织了全系统规模较

大的主要技术骨干学习班
,

请有关专家介绍了新

的成矿理论
、

地球化学理论
、

国内外化探工作进

展情况
、

数学地质
、

化学地理
、

实验地质
、

化探

仪器分析等方面的进展情况
。

加强了技术领导和

管理
,

科研力量基本形成
。

增加了多道直读光谱
、

原子荧光
、

荧光光谱分析手段
,

初步建立了化探

定量分析系统
。

在这一阶段
,

对一批矿区矿田的

地球化学模式
、

评价指标和化探区域普查数据处

理方法进行了研究总结
,

提出了初步成果
。

开始

了地电化学方法
、

热释二氧化碳及次生晕形成机

制的研究
,

提出了热释汞方法
,

并推广用于生产
。

这一阶段的找矿效果显著
,

在黑龙江
、

广东
、

广

西
、

湖南
、

湖北
、

河北
、

云南
、

四川和甘肃等省 区

都有新的发现
,

还提供了一批可进一步工作的信

息和远景区
。

二十八年的实践证明
,

化探是寻找有色金属
、

贵金属和稀有元素矿床的有效方法
。

目前从普查

到详查
、

从找露头矿到寻找地表难以辨认的矿及

部分育矿
、

掩埋矿
,

已形成了化探方法系列
,

可

根据第四纪地质
、

地形
、

气候条件的差异采用相

应的工作方法
。

但是
,

就当前地质找矿对化探工

作的要求来看
,

化探技术力量和水平
、

工作进展

速度
、

设备和找矿能力都不能满足需要
,

尚待加

强和提高
。

几点建议

要有一支稳定
、

配套的化探力 和机构

就现有的化探力量而言
,

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
,

都不能满足科研和生产的需要
,

机构和队伍不够

稳定
,

科研力量和一些省或地区的化探主力几经

变动
,

损失很大
。

一个完整的化探工作体系
,

应包括化探和化

探分析两个部分
,

而管理
、

生产
、

综合研究和科

研更是缺一不可
。

领导和组织管理工作是关键
,

但当前仍是个薄弱环节
。

及于历史的原因
,

我们

的化探工作主力多设在各公司物探队
。

由于各种

找矿方法 《特别是寻找盲矿和掩埋矿 都具多解

性
,

因而需要开展综合找矿以互相印证
,

正如化

探应和地质
、

遥感
、

数学地质等密切结合一样
,

也应和物探密切配合
,

作到扬长避短
、

相互补充
。

但化探从理论基础到工作方法毕竟都不是物探的

一个分支
,

特别是随着化探找矿日趋复杂和工作

量的迅速增加
,

在物探队中逐步配备熟悉和重视

化探的领导干部
,

加强管理
,

是非常必要的
。

与

此同时
,

在勘探队和矿山地质部门也应建立相应

的化探力量
,

逐步形成一个包括管理
、

生产和科

研的统一化铡本系
。

加强智力投资
,

合理使用人材 随着化

探工作量的迅速增加
,

许多地区技术力量不足的

问题已相当突出
,

致使大量异常不能及时检查评

价
,

有些单位不得不 自己办短训班或抽调地质
、

物探人员临时改行搞化探 技术骨干更是缺乏
,

而且年龄偏大
,

加之健康状况不佳
,

也影响了化

探的工作质量和进度
。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
,

十年动乱没有毕业生补充是一个重要原因
,

同时
,

人才不能合理使用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肌 如

年地质局曾在南方稠匕方先后举办了两期大

规模化探训练班
,

但其中多数人以后并没有从事

化探工作 一批六十年代的化探专业毕业生也有

不少转行的 甚至 年化探专业毕业生的分配

也不尽合理
。

这种状况吸待改变
。

同时对提高化

探专业教学质量
、

充实教师队伍的问题也不可忽

视
。

建议设立专门机构
,

加强现有化探技术力量

的智力投资
,

尽快解决知识陈旧的问题
。

要有一支强大的科研力 和技术开发机

构 实践证明
,

化探技术水平和找矿能力的提高
,

有赖于建立一支过硬的科研 包括综合研究和专

业科研 技术队伍
,

以及时掌握国内外的先进经

验
,

根据当前化探发展的趋势和生产的需要
,

及

时引进先进技术
,

在 加强试验研究 的基础上
,

提出新思路和新方法
,

并迅速推广用于生产
。

多年的实践使我 ’琳会到
,

化探科研工作应

包括三方面内容 ①要有专门的力量从事基础性

研究
,

针
一

对生产中的问题和发展需要
,

开展必要

的实验室工作 不断引进和研究新技术
、

新方法
阐明异常形成机制

,

提高异常的推断解释水毛



为提高核个系统的化探找矿能力不断提供新技术

手段
。

必化探方法的应用研究
。

可配合重点成矿

区 带 和重点矿区外围的综合找矿工作进行
,

与其他专业一起解决成矿预测问题 这项工作要

与地区上的琴础性研究相结合
。

以 蒸础资料总结

和综合分机 例如
,

总结建立各种类型矿床的地

球化学异常模式和评价指林 区域化探成果的综

合分析及预测 各种地球化学 面及参数等资料

的分析和应用
。

后两项 工作也是各队综合研究组

的任务
,

只是工作范围要小些
。

以上三个内容是

相辅相承的
,

不可偏废
。

现有的机构和任务分工
,

不利于把国内外已

有的科研成果及时用于生产
。

对有些急需的先进

技术
,

弓进速度迟缓
,

如国外为满足综合找矿和

找盲矿的需要
,

并遍开展了多元素分析
,

将所得

大量数据及时进行多种多元统计方法处理后
,

可

提供更多的找矿信息
。

为适应工作量剧增的要求

应用 了自动成图技术
,

并建立了相应的化探程序

库
、

数据库
。

这些成熟的技术
,

我们至今尚未引

进
。

问题之所以存在
,

有技术能力问题
,

更主要

的是组织领导和经费问题
,

科研部门没有生产能

力 包括仪器小批量生产能力
、

野外施工力量
、

经费等
,

而化探生产部门有自身的生产任务
,

也

很难安排试生产
,

因此
,

在科研和生产之间缺少

一个中间环节 —技术开发机构
。

建议成立化探

综合 式验队承担新方法的试生产和推广应用
。

继续开展成矿区 带 和矿区外围大比

例尺化探系统普查工作 由于地表出露矿日益减

少
,

就矿找矿
,

从点到面
、 “

打补丁
”

的工作方法

已不适应寻找盲矿和掩埋矿的要求
。

近年来
,

有

不少地区从面中选点
,

即首先开展区域性工作
,

研究地层
、

岩浆岩
、

季翎喳与成矿的关系
,

矿床形

成的环境及条件
,

区域地球化学场的特征
,

研究

各种化探异常的背景和各种矿化的展布情况等

再提出可供详查的靶区
,

取得 了良好的找矿效果
。

为此
,

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
,

继续开展成矿区

带 伶杏 《 万
,

以及在有望的矿区外围开展

面积性的 万 一 万的化探工作
,

结合其它

方法的资料
,

在对全区开展综合研究的鹅础 上进

行远址区预测
。

矿区外围的化探找矿工作
,

要充分利用已有

的钻孔和坑道资料
,

将原生晕 上作与地下物探 工

作相配合
,

结合已知矿床的地球化学模式 子找新

的盲矿床 矿体

为适应找盲矿
、

掩埋矿的要求
,

加强基

层综合研究工作 地质找矿是知识密集型劳动
。

它在对所取得的各种实际资料 这峡资料的内容

取决 于人们的认识和设想 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

对比的从础上
,

得出认识和判断 通过 几程验证

取得物质成果
。

化探 几作首先需要得到异常
,

而

得到异常又有赖于 确的 几作方法 不同景观条

件下的 」卜确 工作方法
,

需要通过 仁脸和综合研究

来确定

得到异常
,

仅是化探工作的中间成梁
,

还要

通过综合研究筛选出有意义的异常
,

验补日舌才能

变为物质成果
。

这 与化探扫面得到异常的 二作相

比
,

难度要大得多
,

需要投入更强的技术力墩和

给予各方面的保证
。

不少单位的经验证明
,

只有

加强综合研究
,

才能取得良好的找矿效果
。

相反
,

有些 单位只把完成 计划的面积和点数 当作硬指

标
,

忽视质量
,

把综合研究看作可有可无
,

人力

和物力得不到保障
,

则很难取得良好的找征效果
。

化探方法的选择需要考虑应用条件 不讲究工作

方法
,

不弄清应用条件
,

难免造成人力
、

物力浪

费
,

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改进的

继续加强化探分析方法的研究 化探分

析是化探工作中的重要环 ’
,

化探每项新技术
、

新方法的成功应用
,

首先依赖 于分析技术的提高
。

近年来
,

由于有了高灵敏度金的分析方法
,

化探

找金的工作才得以进展
。

尽竹用求及 素可找盲

矿和掩理矿的认识早已提出
,

但只有掌握 了高灵

敏度的测汞技术和离 选择性电极的分析方法
,

才使这种设想变为现实
。

化探分析
一

与一般的 岩

石
、

矿物分析不同
,

要求快速
、

灵敏度高
、

测定

元素多
,

分析项 要适应化探找矿的要求
。

因此
,

化探分析是化探工作中币要的组成部分

日前 化探分析工作中有不少问题尚待研究

解决
。

如分析周期过长 现在化探找矿听需的器

个痕量元素中有十多个元素的检测限尚不能满足

要求 且其中绝大多数 态分析尚未开展
。

这就



要求化探分析不仅要有与化探找矿相应的生产能 及手段方法配套
,

以适应数量大
、

元素多
、

测试

力
,

还要有相当的研究 力量
,

引进新方法手段
,

任务重的要求
。

解决现有设备改造更新
、

样品处理
、

进样自动化

一种新的金矿找矿法 —地电化学取样测金

徐郑梁 费锡栓 王和平

金矿体周围常形成含金的离子或络离子水溶

液的离子晕
。

在电场作用下
,

晕中金的离子沿电

场方向向负极运移
,

负极得电子而形成金的电解

镀层
。

测定负极上的金含量
,

藉以寻找金的盲矿

体
,

这就是本文提出的地电化学法找金矿所依据

的原理
。

室内外实验证明
,

这种方法理论上是正

确的
,

方法上是可靠的 是一种快速有效的普查

金矿的方法
。

方铅矿
、

闪锌矿
、

毒砂
、

磁铁矿
、

磁黄铁矿
、

软

锰矿
、

硬锰矿九种矿物放入 个烧杯中
,

注入

稀硫酸 毫升
,

浸泡 小时后 测量各稀硫酸

溶液中的金含量和各矿物的电极电位 见表
。

不同矿物和金矿石在 二 硫酸中 金的

含 , 与电极电位 表

金矿体周围的离子晕

从金的地球化学性质可知
,

自然界中金能溶

于含氯化物或含氧化剂如
、 、

的

硫酸溶液中 在氧化条件下
,

还能溶于腐植酸之

中
。

在大多数金矿床中
,

金常与硫化物
、

特别是

黄铁矿共生
。

硫化物的氧化
,

为硫酸的形成提供

了大量的来源
。

此外
,

岩石和矿物中也含有一定

量的氯 超基性岩含氯量为
,

基性岩为
,

中性岩为
,

酸性岩为 一

云母
、

角闪石等常为携带氯的矿物
,

含有较高的氯 这些岩石和矿物风化后
,

氯成为

盐类并被带入地下水中
,

不难理解
,

在金矿体的

周围
,

特别是在氧化条件下
,

随着风化作用的进

行
,

必然产生具有溶解金的硫酸和氯 化 物
,

并

成为形成金盈硬戈金的络合物的物质来源
。

这就有

可能导致在金矿体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含金离子或

金络合离子水溶液的离子晕
,

特别是处于氧化带

中金的矿体部分
。

为了研究在酸性溶液中
、

氧化条件下金的溶

解情况 我们进行了以下实验

将含金量为 克 吨的金矿石 浙江八宝山

粉末 目 各 克
,

分别与黄铁矿
、

黄铜矿
、

矿矿 物物 溶液中金金 矿物的电极极

的的的含 电位

黄黄 铁 矿矿 十十 一

黄黄 铜 矿矿 一

闪闪 锌 矿矿 十十

班班黄铁矿矿 一

磁磁 铁 矿矿 十十 一

软软 锰 矿矿 痕 迹迹
一

方方 铅 矿矿 痕 成成
一

毒毒 砂砂 未查到到
一

硬硬 锰 矿矿矿
一

溶液蒸发浓缩后
,

用 光讲法侧 定金含
十 ,

为

月 十 为‘ ” ’。 。

南 京 地 质 学 校 徐 丹恒

侧 定
。

实验表明

在硫酸介质中
,

金与黄铁矿
、

黄铜矿
、

闪

锌矿
、

磁黄铁矿
、

方铅矿
、

毒砂等硫化物接角勿后
,

产生电化学作用
,

有助于金的溶帆 从表可以看

出一种趋势
,

即电极电位越高的矿物
,

对金的溶

解能力越强
。

在硫酸介质中
,

有磁铁矿
、

软锰矿等强氧

化剂矿物参与时
,

亦能促进金的溶躲
在证实了金可呈离子态溶于水后

,

可否采用

和地电化学找铜 〔’

的同样方法找金呢 我们选

用了上述浸泡黄铁矿的溶液
,

以 伏
、

毫安

的电压和电流
,

用铂金丝为负极 进行 了电提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