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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粉找矿难度和找矿深度的加大以及国家对金

属矿产的迫切擂要
,

区域化探重新扫面
,

七十年代

末期已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展开
。

就湘中地区而言
,

在上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

据不完全的测试结果
,

已圈定单元素异常逾千
,

综合异常几百个
,

较过去

漪长了
,

为进一步地质找矿提供了重要信息
。

已有的国内外实践经脸证明
,

区域化探异常中
,

真

正属于矿致或转化为有意义的矿致异常的概率一般

为 一 。

因此
,

要使区域化探所获异常起到找

矿效益
,

需不断缩小靶区
,

关健是不断择优
,

尽快筛

选出矿致异常
。

现就区城化探异常的认识深化
、

筛

选等问肠浅谈如下

异常分类和认识深化

对异常的正确分类是对异常认识的重要过程
,

也是对异常评价的第一步
。

异常分类可采用分析类

比
、

数理统计等多种方法
,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揭示

异常的地质因素
,

从成因上
、

空间位 上对异常予

以划分
,

从而达到对异常的正确评价
。

在湘中地区
,

我们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异常进行分类的
。

一 从成因上对元索异常分类 鉴于元素的

组合异常与地质体具有对应性
,

从成岩成矿地球化

学作用出发
,

抓住地质作用中元素组合特征
,

揭示

地质规律
,

从中捕获找矿信息
。

据此
,

我们将湘中

区带所获异常划分为四个成矿元素组 热液成矿元

素组
,

层控元素组
,

棍合元素组和梭源元素组
,

五

个亚组
,

十个元素组合 见表
。

热液成矿元素组 是与热液成矿有关的异常元

素组
,

在分布上与岩浆岩体和构造有密切关系
。

与

前者的关系表现为呈明显的区域地热分带
,

由

元帝地球化学一地质成因分类

异异 常 类 别别 元 素 组 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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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质热掖金矿床床

, ,

组合
一

书
,

归
一

咐
,

组合
,

后者表现为区域异常分带受区内 一

级构造控侧
,

星明显的带状展布 图
。

层拉元素组 反映了矿抓层在空间上明显地沿

地层分布
,

形成地球化学高背景区
。

如区内展旦系
、

寒武系炭质岩系
,

形成
, , , ,

组合 二迭系炭质岩系形成
, ,

组

合 三迭 系红色 岩 系形成 组合和炯的高

背景区
。

泥合元素组 反映多成因
、

多来源
、

多阶段形

成的复合矿床的特征
。

如本区某沉积一改造型铅锌

矿形成
, , , ,

创 元素组
。

这

是含矿层中的铅锌在层间热卤水作用下
,

通过构造

沟通再造畜集成矿
。

从地球化学上 ￡
,

可能反



尸
日︺

铲
尸气

一

左
。

价
。界

人

一

‘

益 月 乎
,

万枪、
,’介
气

终
,

可 彝
,

烫

奋 闷
十

口
圈

宁
、

之止
团 口

,

团
枯的刹众异常图

图 元素异常分带圈

一白里系 一 一泥盆系一三迭系 一 一

旋旦系一志留系 一元古界板溪群 一花岗岩

一元素异常带 一断层

一白蟹 系 一 一泥 盆系一三迭 系 一 一

震 旦系一志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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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断层 一矿 点 床 一钻刹余异常

映了这种再造的标志
。

一般认为 的亲铁性强
、

蒸

气压大 大于
, ,

在气热接触交代时有显著

的活动能力
,

而在表生条件下
, 。在水溶液中的溶

解度较 ’
、
得多

,

故岩浆岩
、

火山岩和高沮交代等

矿床的黄铁矿中 。加
,

而陆源沉积时 。 加

《
。

如某沉积变质型
,

东川式铜矿
,

火成岩中 。

的含 高于含矿层
,

在沉积变质的黄铁矿中 。的含

明显增高
。

当变成自形晶黄铁矿时 。的含量
,

因此
,

该矿床把 。作为改造标志
。

在湘

中区内
,

几乎所有与热液有关的矿床及其附近
,

均

有 。的剩余异常相伴 图
。

区内沉积一改造型铅

锌矿矿体内 加 为
,

近矿 为
。

性源元素姐 元素在地壳中的分布受重力作用

的支配
,

具有比重大的铁族元素多在地壳以下的地

怪中富集
。

与构造软弱带 深大断裂
、

板块俯冲带

等 投源物质有关的金
、

银
、

格
、

镶
、

钻等矿床
,

则形成铁族元素组异常
。

如本区产于绿岩带的某金

矿点
,

形成
, , , 。 ,

等为主的综合异

常
,

这些多是由深部上地怪提供的
。

二 从空间上划分异常带 众多的区域元素

异常
,

在空间上必定受构造控制
,

或沿矿源层
、

成

矿岩体展布
。

抓住异常的空间分布规律
,

建立带的

整体概念
,

有利于对孤立异常的认识
。

三 划分异常等级 按照异常的找矿远景进

行等级分类
,

其原则人所共知
,

在此不挤述
。

异常筛选中的地质分析

一 已知矿异常与近围异常的对比分析 由

于成矿是多种地质作用的综合
,

它必定涉及到一定

的空间和范围
,

因此
,

地球化学异常在一个地区成

群出现绝非偶然
,

必然和成矿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

首先抓已知矿异常的分析
,

建立典型模式
,

这对评

价未知异常是非常必要的
。

通过对已知矿异常的分析
,

判别具有相同特

点的异常
,

以此对未知异常作出评价
。

从已知矿的分带关系判别未知异常带的含矿

性
。

如某斑岩型铜矿异常呈地区性的环状水平分带
,

内带为矿床所在位
,

外带则反映矿床周围
‘

卫星

式
”

矿点和其他类型矿床
。

在同一背景 地质
、

地球化学场 条件下
,

分析控矿条件 构造
、

地层岩性
、

火成岩
,

追索已

知矿床 带 的延伸
。

二 地球化学离背 场内的异常追索 成矿

作用是控矿地质条件和地质作用的结果
。

地球化学



高背景场预示潜存着有利成矿的地质体
,

而在一个

区城异常带内
,

矿床 体 仅局限在有限的范围里
,

在此必须注意

控矿有利的地质部位
。

如岩体和围岩接触带

有利的赋矿地层和岩性 有利的构造部位 断裂
、

背斜核部或倾没端
、

构造复合交叉部位等
。

反映矿可能存在的地球化学异常标志
。

如浓

集中心
,

剩余异常及特征标志元素的出现
。

分解异常
,

追索新的含矿有利部位
。

通常矿

致分散流异常是由多个单元素异常构成一个整体
,

对分散流异常
,

需仔细研究已知的矿化范围和已知

工程控制的程度
,

对单个异常逐一分解
,

注意是否

有已知矿化外的异常源
。

如某
, ,

为主的

综合异常
,

与已知锑矿点异常相吻合
,

该矿点已进行

了深部评价
。

经对单个异常分解后
,

发现 异常

位于已知矿区内
,

而
,

异常均位于已知区

外
。

经进一步检查
,

发现了新的矿化礴头和汞气

了
、、

⋯莎入
团

,

圃 园 口
圈 某区异常平面图

, 一二屏
叫

山组 , , 一佘田桥组 一供子桥

组 , 一花岗细晶岩脉 一硅化体 一锑异常

及编号 , 一汞异常及编号 」一砷异常

异常
,

认 为 和 可 能是 有利的成矿部位

图
。

三 , 已知矿异常与相邻异常空 间 关 系 的 分

析 矿床分布一般都受不同构造或构造格架控制
,

因此
,

矿床 点 和由之引起的异常在空间分布上

往往具规律性
。

异常呈线 或带 状伸展
。

一般与线性构造

有关
,

应注意是否有与其平行的异常带
。

环形 或面形 地质体
。

应注意是否存在对

称异常带和环形异常展布
,

如湘南围绕某岩体
,

区

域矿产呈明显的对称分布
。

等距性和方向性的构造
。

地壳的水平运动呈

正弦波
,

可以形成等距构造
,

有时使两组交错的断

裂形成网格状 《豫西地区
、

湘南坪宝地区
,

矿床
《点 沿一定方向等距出于黔

,

递变现象
。 一 般在成矿岩体周围矿化或异常

常出现规律性变化 沿某一赋矿层位元素具明显的

分带现象
。

等高分布
。

在一个地区
,

受同一构造岩浆活

动控积的矿化
,

矿种具明显的垂直分带
,

在似同一

高度出现同类娜
‘

化
,

如像西区域矿床具三段式分带

特点
,

铅锌矿产于最上部或接触带最外侧
,

标高在

米以上 钥铜矿分布标高为 一 米 铁

矿分布在 一 米标高范围
。

由此特点可以判断

不同标高异常的矿化类型和预测盲矿体
。

区城化探的最终目的要落实到找矿
,

为此
,

必

须对所获得的成果数据进行深入的研究
,

开展地球

化学基础工作
,

建立各种地球化学参数 地层
、

岩

体
、

蚀变地质体和铁帽等
,
建立区内各种矿化类型

的地球化学模型和评价标志
。

这对提高区域化探找

矿效果是十分必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