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露头地段投入一定工作量的槽
、

坑探
,

采集相 当

数量的地质
、

岩矿
、

光片和单矿物样
。

通过对所

获资料的综合分析
,

初步掌握异常区内的矿物组

合
、

矿石品位和可能的规模
,

这样
,

向地质队提

交的不仅是异常的推断解释成果
,

而且有矿体的

地表地质资料
。

对化探异常进行钻探验证时依据

就更充分
,

深部工程见矿率会大大提高
。

如在两

江铜矿工作时
,

曾对该区几十个民窿进行了详查

和编录
,

同时投入相当数量的槽
、

坑探工作
,

采

集大量岩
、

矿石标本
。

通过详细测试后
,

提出两

江 号含矿破碎带含铜品位达到富矿
,

估计铜金

属 量大 万吨的预测资料
。

经钻探验证
, ’

证实

号矿带是两江铜矿的主要矿带
,

该矿床 目前已

达中型规模
。

在镇龙山地区进行化探异常评价时
,

对 号含银矿破裂带化探异常进行了工程揭露
,

初步控制 了该矿带的品位和大致规模
,

其他异常

和矿化点的揭露也取得 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

认

为在该 区 寻 找银
、

金
、

锑
、

锡 等矿 种是有前

景的
。

坚持与物探相结合

正确评价化探异常
,

提高化探异常的见矿率
,

除上述的工作内容外
,

将物化探资料相互印证也

是正确评价化探异常的重要途径
。

除一些远程元

素外
,

化探异常一般是与地表矿化有关
,

而地表

矿化有的与深部盲矿体有联 系
,

有的仅是矿化而

已
。

目前用化探异常推测深部盲矿体
,

尤其是埋

深
、

产状等
,

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
,

而物探恰

好可弥补这一缺陷
。

如电法可以通过人工电场探

测深部硫化物盲矿体及其埋深
、

产状等
。

通过对

地质
、

物化探资料的综合分析
,

解释
、

评价化探

异常的可靠性就更大
。

如在镇龙山地区工作时
,

龙骨山一带化探次生晕和原生晕都较好
,

通过地

表调查
、

民窿编录及槽
、

坑探揭露等
,

初步掌握

此含矿破碎带的延长规模
、

厚度
、

品位等 最后

投入激发电位法
,

获得明显的 粉 异常
,

物探推断

矿体有一定延深
,

这撇合我们解释 号矿带异常

时提供 了更充分的资料

土壤中的吸附态汞
、

全汞及其找矿意义

江苏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队 胡振清

汞作为地球化学勘查中具有较大潜力的远程

指示元素
,

已逐步被人们所认识
。

近年来
,

国内

外对土壤中汞的存在形式及找矿意义进行了不同 二

程度的研究
,

本文就土壤中叨洲寸态汞和全汞
,

作

为两种找矿信息进行研究和探讨
。

初步研究 了二

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子找喇犬矿床的实际意义

吸附态汞和全汞的测量方法

刁 梅山铁矿 上峨

韦岗铁矿土峨

土壤中汞的测量采用热释法
,

当热释温度为

℃时
,

所测定的土壤中汞的分量定义为吸附

态汞 当热释温度为 即 时
,

样 品中各 种相

态的汞全部释放出来
,

故称全汞
。

其热释温度是

根据实验而定的 图

为了确保测试数据可靠
,

在测试中检查量超

过
,

按半定量分析误差标准要求
,

实测数据

合格率均大于
‘

与
。

伏牛山俐矿 艘

栖旅 山铅锌 矿 几准

叹、民、

一一 一一一一

户含内,‘

各矿 区 卜壤热释 未曲线



地质效果

试验中
,

通过对梅闭」铁矿
、

伏牛山铜矿
、

铜

山锌栩矿以及通过四 个矿区 点 多公里长的

区域剖面所取土壤样品
,

测定吸附态汞和全汞
。

其结果在已知矿床上方均有清晰的汞异常
,

异常

喇直高
,

衬度大
,

背影直低
。

两种信息的汞异常

均能较准确的反映下伏矿体的位置
。

实例 梅山铁矿 矿床位于宁芜断陷盆地的

北段
,

其成因为扮岩型铁矿
,

是大型铁矿床
。

矿

区出露地层属侏罗系上统龙王山组安山岩及硅化

次生石英岩
。

矿体产 于辉长闪长扮岩与安山岩的

接触破碎带上
。

矿石矿物以磁铁矿
、

假象赤铁矿

为主
,

其次为菱铁矿
、

镜铁矿等
。

矿石为高硫铁

矿型
。

矿体埋深 一 米
。

矿区内布设 了两条平行
、

间距为 米的壤

中汞测量剖面
,

采样点间距 咪
,

结果表明
,

吸

附态汞和全汞在矿体上方异常清晰
,

且两种信息

的异常形态和范围基本吻合
,

能较准确地反映
一

下

伏矿体的位置 图
。

矿体埋深加 一 米
。

矿区内布汾 ’三条垂直矿带的壤中汞测量剖

面
。

测 科占果表明
,

吸附态汞和全汞异常能较准

确地反映出成矿带的轮廓
,

且形态吻合较好 图
。

从地质剖面上可以看出
,

断层 ,
对晕的形成

是一个有利因素
,

有强化异常的作用 使异常具

前缘和 盘晕特征
。

全

求
戈乡。 米

吸 附态术 曲线

一月,

吸附态未

一一聊
而以三」喇矿体

一

丁曲
一

戈

卜 二,, 泛泛巨巨一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卜卜卜了了, ,,,

属属属属属

图 伏牛山钢矿 线坡 中 末测 一 剖 面

一五通 组中部 一 五通组 「娜 , 一坟 头群

高家边组 占。 尸 一石 英闪长份岩 。 占尸
一

黑云 母闪长纷我

一 角岩 一 夕 卡岩
一

含 角砾残 体夕 卡岩

一断 层

图 梅山 铁矿 召 线城中 汞侧 剖 面

卜浦口 砂砾岩

安山岩 , 一安山岩

一凝 灰角砾岩 ‘二一黑云 母

。占尸一辉长闪长纷岩

实例 伏牛山铜矿 矿床位 汤仑背斜西段

北翼的倒转部位
,

为一夕卡岩型铜矿床
,

规模属

中型
。

矿区出露志留系至二迭系地层
。

矿床位于

斑状石英闪长岩与倒转的石炭一二迭系地层接触

带夕卡岩中
。

矿石矿物以黄铜矿为主
,

次为黄铁

矿
、

闪锌矿及少量磁铁矿
、

镜铁矿
、

斑铜矿等
。

实例 铜山钥铜矿 矿床位 于宁镇窍断褶束

中段北缘的龙仓背斜南翼
,

为夕卡岩型中小型矿

床
。

矿区出露泥盆系五通组至三迭系青龙群
。

矿

体 主要受纵向断层控制
,

赋存于石英闪长岩与栖

膨且灰岩接触带夕卡岩中
。

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铜

矿
、

辉铝矿
,

其次为磁铁矿
、

白钨矿
。

矿体埋深

浅
,

局部出露地表
二

矿区内三条壤中汞测量剖面 , 汞结果表明
,

吸附态汞和全汞异常随景观条件不同而具有不同

特征
。

剖面和 剖面的异常由埋深浅
、

产状陡

的矿体引起
,

地表残坡积物未遭受破坏
,

干扰

素小
,

故两种信息的异常都清晰
,

且喇直高
,

衬

度大
,

形态吻合好 图
‘

剖面异常位
几

已 采

完的铜钥矿体上方
,

异常较弱
,

异常喇 仅是

剖面的朽
,

其北段出现两种信息不吻合的高值 异

常
,

是由选矿厂废水及村庄污染形成的干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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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龙群 一 大隆组 一孤峰组 口 一石 英闪

长岩 。 占一 正常闪长 岩 一 夕卡 岩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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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铜山 铂钢矿 线壤中 汞测 剖 面

一
, 一 青龙群 一 大隆组 一龙潭组 一孤峰

组 占。 一石 英闪长岩 一 夕 卡岩

实例 区测剖面 为了探索壤中汞测量在区

域找矿上的应用
,

在宁镇地区布设 了一条长 多

公里的区域剖面
,

取样点距 米
,

矿区内加密为

米
,

尽量作到不弃点
,

以便 了解干扰情况
。

剖

面经过 一个大型多源层控铅锌银矿
、

一个铜矿点
、



一个中型夕卡岩型斑岩铜矿和一个中型夕卡岩铜 层
、

冲积层
、

粘土和腐殖土等
。

对所取样品除测

矿
。

地层从侏罗系至志留系均有出露
,

岩体有石 量吸附态汞和全汞外
,

还对
, ,

作了光

英闪长岩和花岗闪长岩等
。

上覆疏松层有残坡积 谱分析 图
。

各矿区 剖面坡中 吸附态 汞与全 汞的 比位
,

在不同 现 件下的分布悯况统计

矿矿矿 剖剖 取样地段段 样品品 正 常比值值 非正常比值值 异常类型型 说 明明
区区区 面 件

号号号号 起止号号 长 ‘米 样品 件 样品 件 ,,

梅梅梅 ,

曹曹
矿异常常 表土 为残坡积层

、

枯 层层

山山山山 其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背景场场 表 土 为残坡积层
、

枯 上层层

铁铁
’’’’’’’’’’’’’’’’’’’’’’’’’’’’’’’’’’’’’’’’’’’’’’’’’’’’’’’’’’’’’’

矿矿矿 ‘ 允允 孟 昌汽汽 表 为残坡积 层
、

粘 上尼尼

壳⋯⋯⋯薯晏雷雷
表 卜为残积层

、

粘土 层层

其其其其他他他

伏伏伏 矿 异常常 表 圣为残坡积层
、

枯 上层层

牛牛牛牛 干扰异常常 地表 为废矿堆堆

山山山山 其 他他 背景场场 表 为残坡积 层
、

冲积 层层

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钥
矿矿矿 矿异常常 表土为残坡积层

、

冲积 层层

干扰异常常 地表为废矿堆
、

炉渣渣

其其其其 他他 背景场场 表 为残坡积层
、

冲积层层

翻翻翻 , 矿 异常常 表土 为残坡积层层

山山山山 其 他他他他 背景场场 表上 为残坡积 层层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翻翻 一 一一 ⋯
。。 矿异常常 表土 主 要为残坡积 层

,

局部废矿堆堆

矿矿矿矿 一一干扰异常常 地表受选矿 尾砂影响响

其其其其 他他 背景场场 表土 为残坡积层层

矿异常常 表土 为残坡积尼尼

干 扰异常常 地面为选矿厂
、

村庄庄

其其其其 他他 背景场场 表土 为残坡积 层层

四四四 区区 咬、、
产,,

矿异常常 表上 为残坡积 层
,

少 废矿堆堆
个个个 城城 矿异常常 表 上为残坡积 层 ‘铁帽异常

矿矿矿 剖剖 〔 硬 矿 异常常 表土 为腐殖 层
、

枯上层 受采矿污 染染

区区区 面面 矿化带异常常 表土 为残坡积层
、

冲积层层

点点点点 干扰异常常 废矿堆影 响区区

干扰异 常常 地 面为一大村 庄庄

干扰异常常 地表为公路
、

铁路堆土土

干扰异常常 地面 为城镇 居民区
、

街道道

其其其其 他他 一 背景场场 有少部分村 庄
、

公 路堆 上干 扰扰

由图 可见
,

吸附态汞和全汞异常均清晰
,

区域场平稳
,

异常在不同区段具不同特征
。

栖霞山铅锌矿和伏牛山铜矿两种信息的汞

异常强度和规模较大
,

且形态吻合
。

美人山铜矿化点两种异常翻教弱
。

斑岩型铜矿上方汞异常不明显 安基山铜

矿南
,

这是由于矿体埋深大
,

矿石品位低
,

土壤

显酸性
,

不利 于形成汞异常所致
。

铁帽上方出现低值汞异常
,

女唯牛山铜矿

北 一
一

号地段

居民点
、

公路
、

铁路等产生汞的干扰异常
,

两种信息的汞异常不吻合
。

如 一 号的村庄

和 一 号的城镇 居民点
。

土壤中吸附态 汞和全汞量与壤中的
,

,

金属量或金属总量有一定相关性
,

且高

含量都位 于相应金属矿床 点 的上方
,

说明壤中

汞异常由下伏矿体引起
,

而不是表生作用的产物

蹦丈在不同类型矿床上的试验表明
,

川热释

法测定壤 中吸附态汞和全 汞作为找旷的有益信

息
,

用以发现与之有关的隐伏矿体和成矿带
,

效

果良好 当两种信息的异常都清晰
、

形态华本吻

合时
,

能较准确地圈出下伏矿体的位置
。



吸附态汞和全汞的比值

对矿区 件上壤样品所测数据统计结果表

明
,

土壤中吸附态汞和全汞量是密切相关的
,

在

砂卜来干扰地段
,

吸附态汞与全汞比值在 一

范围内 在有外来干扰地段
,

二者比值有相

当
一

招郑分闪
、于 或大于

。

我们规定比值在

一 范围内为正常比值
,

大于 或小于

为非正常比值
。

以此为依据澎了统计可以看

出
,

在不同景观条件下
,

吸附态汞和全汞的正常

比值
、

非正常比值具不同分布规律 见表
。

矿异常地段 当地表为残坡积层
、

粘土等
,

基本无干扰因素时
,

属正常比值的样品占该地段

所取样品数的 一 当有少量干扰因娜寸
,

属正常 比值的样品占该地段所取样品数的 一

。

干扰异常地段 正常比值和非正常比值的

样品数各占该地段所取样品数的 左右
。

背景场地段 当表土基本无干扰因素时
,

属正常比值的样品件数占该地段所取样品件数的

左右
,

与矿异常地段基本一致
。

以上情况说明 土壤中吸附态汞量与全汞量

的比值
,

在不同景观条件下分布是有规律的
,

这

就为区别矿异常和干扰异常提供了可能
。

但是
,

这只是一种初步探索
,

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结合地

质成矿条件
、

物化探综合方法成果及汞异常本身

哪虽度和规模进行全面分析
,

方能得出符合实际

的客观认识
。

结 语

用热释法测定土壤中叨洲寸态汞和全汞作为

找矿信息
,

地质效果是理想的
。

为厚层覆盖地区

寻我隐伏矿床提供 了有益的手段
。

凡硫化物矿床上方的土壤中
,

吸附态汞和

全汞异常均较清晰
,

且二者异常形态吻合
。

异常

受干扰因素小
,

能较准确的圈定出下伏矿体位置
。

土壤中汞的区域场平稳
。

无论是吸附态汞

或全汞
,

其背景值均在很小的范围内变化
。

如吸

附态汞的背景值
,

一般是 一 全汞的

背影直
,

一般是 一 。

因 而
,

汞异常易

发现
。

影响壤中汞异常的主要因素是矿石类型
、

矿床规模
、

矿体埋深
、

土壤性质等
。

土壤中的吸附态汞量和全汞量
,

保持着一

定的比值分配关系
。

而且在不同的地球化学景观

条件下
,

其比值是按一定规律分布的
。

通过对土壤中吸附态汞量和全汞量的热释

测定及其比值的计算
,

与分布规律的统计
,

来达

到区分矿异常与干扰异常
,

是 一个很有希望的

途径
。

本文承金浚工程少聊冶予帮助
。

试验中的测试

工作
,

由八一四队第一分队测彩且陈学骏等同志

完成
,

顺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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