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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吸附相态汞测量法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

一种新的地球化学找矿方法
。

有关该方法的找矿

有效性某些作者己作 了报道 「‘ , “ , 〕,

但对其

干扰因素则很少提及
。

近年来
,

我们在应用该方

法的找矿过程中发现
,

耕作区 上壤
,

特别是水稻

田的黑土可以引起土壤吸附相态汞的严重干扰异

常
,

有时竟能以假乱真
、

为了避免这种干扰异常

鱼 目混珠
,

提高评价异常的准确性
,

将这个问题

提出来是很有必要的
。

本文将举出这种干扰异常

的一些实例
,

并探讨其主要控制因素和消除这种

干扰异常的某些方法
,

以供地球化学探矿人员在

耕作区开展上壤吸附相态汞测量评价解释异常时

参考
。

耕作区土旅引起吸附相态汞干扰异常的

实例 近年来
,

我们在我国南方若干地区 主要

为水稻田分布区 开展 了以 仁壤吸附相态汞为主

的地球化学找矿 工作
「

测量结果表明
,

在许多地

区
,

当 壤介质发生改变 即从 坡地的黄土转

变为耕作地的黑 曰寸
,

汞含量 系指土壤吸附相

态汞含量的简称
,

下同 突然从低变高
,

其高含

量带基本上反映 了耕作区的范围
。

图 为 湖 南 豆村土壤吸附相态汞实测剖

面图
。

该剖面中水稻田和山坡地相间出现
,

东西

两端和中部为山坡地
,

土壤为 黄色和渴黄色亚粘

土 剖面中的凹地 为水稻田
,

壤为褐黑色耕作

土
。

从汞的含量曲线明显看出
,

两个汞高含量带

恰好分别反映两处水稻田的位置
。

东部高含量带

范围宽
,

浓度高
,

峰值达 西部高含量

带范围较窄
,

浓度较低
,

峰值为 而该

区的背景值为
。

很清楚
,

高浓度带的范围

受水稻田范围的控制
,

其浓度高低则与土壤的肥

沃程度有关
。

很有意思的是第 号点采于水稻田

间的小上丘
,

汞骤然降为背景含量
。

根据该剖面统计
,

山坡地黄土 汞平均含量为

翌生巴
〕。米 曰

背 , 泣

水柏川

山 ,皮
, 、‘ ‘

水播出

圈 湖南豆村上城吸附态

汞含 一线剖西口

汞释放退 度 ‘。它

,

而水稻田黑土为
,

水稻田黑

的汞含量为山坡地黄上的 倍
。

另一个例子是广东杨区铅锌矿床外围的侧

结 果
。

该矿床属层控型铅锌矿床
,

矿体主要斌存

在下石炭统石瞪 子段灰岩中
,

主要呈似层状产

出
。

金属矿物主要为方铅矿
、

闪锌矿和黄铁矿
。

矿体基本上为盲矿体
。

测区范围内除北东角为水

稻田外
,

其余为山坡地 图
。

从图 可明显

看出
,

号汞异常呈面状分布
,

东部延伸到测区

之外
, 一 线之间异常的分布范围

,

基本上反

映了水稻田的位置
,

异常平均值为
,

峰

值
,

该异常即为水稻田黑土引起的干

扰异常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同一地区内
,

水稻田中黑

土的汞浓度有时比由硫化物盲矿体引起的非水稻

田的山坡上残坡积土壤汞异常浓度还高
。

如图



引起土坡吸附相态汞干扰异常的主要因

亲 为了进一步阐明耕作
一

几中引起汞的干扰异常

的因素
,

我们在不同地区采集了不同层位的 卜壤

样品进行试验
。

样品除分析吸附相态汞 热释温

度 ℃ 外
,

还分析了有机质的含墩
,

结果列

表中
,

从表可明显看出

在一般的耕作区土壤中
,

汞含嗽随样

品深度的增大而降低
,

即汞含缺
·

一

奋

在底下有铅锌硫化物盲矿体的耕作区 仁壤中
,

汞

含量的情况则不同
,

它 在 层中最高
,

层次

之
,

层最低
,

即
一 一 ,

公 在无矿的山坡

残坡积土中
,

不同层位土壤的永含以规律性不好

确定
。

在无矿地区的耕作 二壤中
,

有机质的

含量随样品深度的增大而降低
,

即
· 、

层
,

土壤中汞含量与有机质 呈正相关关系 有矿

地区的土壤中
,

汞含量一方面 与有机质有关 如

层中有机质含量最高 其汞含嗽也最高 另一

方面又受层位的控制
,

如 层 壤中有机质含鼠

比 层土壤低
,

但汞含量却比 层高 见表中
’ ‘

东凡口矿区
。

不同地区耕作区上壤中汞含量相差悬

殊 如广东凡口和杨区 层土壤汞含量在 一

之间
,

而湖南豆村 层土壤汞含量高达

奎 ,

两者相差 叮音以 上
。

这可能 与不

同地区汞区域背景值不同和外界条件不同有关

上述结果说明
,

耕作区 上壤中的有机质是引

起吸附相态汞干扰异常的最靛要因素
,

因 为有机

质对
‘, , ,

等不同形式的求

具有很强的吸附富集能力 同时
,

粘 土矿物和铁

锰氧化物等对汞也有一定的吸附富集作用 有矿

地区耕作土 层样品汞含量比 层高
,

也许意味

着 层比 层更接近矿体
,

虽然其所 咐的 求不

断地向外逸散
,

但下部矿体所释放的未又不断给

予补偿
,

所以使它相对 于 层保持较高的浓度
。

识别和消除耕作区土壤吸附相态汞干扰

异常的方法 在地球化学探矿中为 达到找矿的

目的
,

正确圈定
、

评价解释异常是 个关键 有

关识别耕作土干扰异常和消除这种干扰异常的方

法我们还在摸索之中
,

初步提出以 下 种方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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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断层 一地质界线 一铁相 一水

稻田 了一 一 一 一

一 少

中的 号汞异常为已知的铅锌硫化物盲矿体引起

的异常
。

该异常分布于山坡上
,

异常尚未封闭
,

向南延伸到测区之外
。

在所控制的异常范围内
,

汞

的 乎均值 为
,

峰值为
。

其平均

值和峰值均比 号异常低
。

当然
,

这种情况不一

定到处都适应
,

因为矿异常的浓度高低还决定于

矿体的埋深和矿体中原生汞含量的高低等
。

耕作区 特别是水稻田 引起汞的干扰异常

的实例还有很多
,

在此不一一列举
。

应该强汀习指出的是
,

虽然多数情况下耕作土

形成汞的干扰异常
,

但也有例外的情况
,

例如

新开垦的荒田
,

由于土壤介质没有发生重大的变

化
,

汞一般保持背景含量
。

另外
,

在村庄附近

由于人畜的污染 和公路附近 由于汽车排出

物和撤下的运输物的污染
,

以及在富含有机质

的其他地方
,

都可能形成汞的干扰异常
,

这在开

展土壤吸附相态汞测量评价解释异常时都要引起

注意
。



在山坡与耕作区相间出现的地区开展

土壤吸附相汞测量时
,

当发现汞异常呈面状分

布
,

而且其分布范围与耕作区范围一致的情况

下
,

可在异常地段采集不同深度层位的土壤样品

进行试验
,

当汞含量随样品深度的增大而降低

时
,

这种异常可认为是耕作区土壤引起的干扰异

常 如果汞含量出现 层的情况
,

则可

初步认为是矿致异常
。

不 同 深度层位土 吸附相态泉和有机质含皿

地地 区区 样品编号和层位位 采样深度度 有 机 质质 采样位置置

厘米

广广广 一
。

水 稻 田

东东东 一 《二
。

凡凡凡 一
。 。

口口口 一
。 。

一 】

一
。

〔

广广广 一
。

水 稻 田田

东东东 一
。 。

杨杨杨 一
。

区区区 一

一 牛
,

一

湖湖湖 一
。

水 稻 田田

南南南 一
豆豆豆 一

。

村村村 一
一

。 。

一
。

一 山 坡坡

一
。

一

厂厂 一
。

硬 水 稻 田田

西西西 一 火

塘塘塘 一

今 深部有铅锌硫化物盲矿体

在测区中
,

可对不同性质的土壤 如

山坡的黄土和耕作区的黑土 分别统计背景值
,

再求出不同壤区的异常下限圈定异常 也可以把

各样品点的含璧除以相应壤区的背景值
,

求出各

样品点的衬度值
,

然后求出衬度值的众数
,

再以

众数的 。倍圈定异常
。

用趋势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

以

趋势分析的剩余值确定异常
,

也可能达到预期 目

的
。

综上所述
,

可得出以下结论

耕作区土壤
,

特别是水稻田黑土可以

引起土壤吸附相态汞的严重干扰异常 有机质对
汞的吸附作用是引起这种干扰异常的最重要因

素
。

在一般清况下
,

无矿地区耕作土中汞

含量随样品深度的加大而降低
,

即汞含量

、 层 有矿地区耕作土汞含量则为

层
,

这是识别干扰异常和矿致异常的一种方法
。

有关识别和消除拱作土汞干扰异常的

方法我们还在摸索之中
,

上述方法能否达到预期
目的还有待实践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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