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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

以免造成假异焦
有机质的多寡对 含量也有影响

,

其影响

程度需作进一步试验研充
土壤和岩石热释 用于地球化学找矿

,

是犷
一

项探索健幽试验工作
,

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果
,

但有许

多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①选择典型矿床
,

将钻孔控

制的原生晕剖面与地表地威青况样吉合
,

进一步研究

土壤
、

岩石热释 异常的形成机理
。

②了解不同

岩性 的背景含量及分布栩正
,

以消除碳酸盐地

层 高背景所造成的假象
。

③进行模拟试验
,

搞

清 在土壤‘帕勺扩散
、

迁移和富集规朱 ④搞清

对 异常的干扰因素
,

研究消除干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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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提取离子法
,

若干问题的探讨

费 锡 栓

南京地质学校

从原理上讲
,

电提取离子尚首用于任何能够

形成离子爆纳勺矿产资源和地质问豚 自从电化学

找矿方法 主要是其中的电提取离子法 在有关

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后
,

受到了很多单位的重

视
。

为了推广该方法用于生产
,

我们举办了 还

将继续举办 两期短训班
,

对某些理论和实际问

题进行了广泛地探索和讨论
,

现就其中的几个问

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一 电提取离子法中电极上所提取元素的

来源 一般来说
,

在电场作用下以离子状态移向

收集极富集或析出的离子是来自矿体
,

确切地

说
,

不是当时来自矿体夕颐勺离子
,

而是经过漫长

的地质年代
,

深部矿体处的离子在地电场
、

浓差

扩散 地下水循环等因素作用下
,

早已运移到近

地表的松散层中
,

形成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离子

晕
,

这种离子晕中的某些离子
,

在人工电场作用下

被提取富集到采样电极心 另外
,

在 ℃时
,

无限

稀释的金属离子其淌度一般为
一 月

厘米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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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的离子淌度为
礴

厘米 秒
,

即在 伏 厘

米的电娜虽度作用下
,

铜离子每小时 鲜 距离约

厘米
,

故在我犷晰厢勺供电电压衣哄电时间清

况下
,

不可能将更深处的离子提取上来
二 电提法可减少其他物化探方法所共有

的多解性和局限性 首先是减少了多解性
,

因该

方法提供的是元素信息
,

故不象以物理性质差异

为基础的物探方法刀倒牟多解
。

又因元素呈离子状

态时比较活阮 容易扩散 流失
、

还原
、

沉淀架
,

所以在近地表要保持一定浓度的离子晕
,

必须有

源 矿体 作源源不断的补充才是可能的
,

故离

子晕与矿体的关系较为密切
,

电提取离子法所得

异常比以分子态
、

离子态元素综合样反映的化探

异常多解性久
其次是减少了局限性

。

物探方法的前提条件

之一是 矿体杆职寸埋深应具有一定的规模
,

小而

埋深大的矿体难以被物探方法发现 而小矿钊泊勺

部分元素可呈离子状态
,

经过漫长的地质岁月运

移到近地表的松散层中
,

用电提取离子法可将这

部分微量离子富集起来
,

显示 出离子晕以指示深

部盲矿侧哟存态 与常规化探方法相比
,

该法能

提取和富集较深部呈离子亏勘勺元素
,

反映深部盲

矿较为灵敏
。

三 供电时间和供电电流 我们曾就供电

时归环同
、

间断供电和改变工作电流对金属提取

量的影响作了实骚
供电时间与元素提取量的关系 实验证明

,

用电解法进行提取时
,

对某单元素的提取量与供

电时间不呈线性关系
。

以提取 为例
,

供电

小时 的提取量为 供电 小时 提

取量为 供电 小时提取量为
。

由此可见 在工作电流已超过自然条件下铜离子

的极限电流密度时
,

一方面因供电时间增加增大

了脚央深度 另一方面
,

由于电极界面上反应速

率与铜离子运哆速率不同
,

造成电极附近的离子

浓度随供电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

从而导致极限电

流密度增加
,

故供电时间越长
,

单位时间内铜元

素的提取量越多
。

据上述情况
,

我们认为应保证

供电 小时为好
。

当然从异常强度讲
,

供电时间

大于 小日创及有坏处
,

但这样出问题的机会多
,

也影响工作效率
间断供电时间对异常强度没有明显影响

我们曾经担合供电一定时间后间断供电
,

会使已

经达到电极上的电解产物在中断供电时间内被地

下酸性溶液溶解
,

从而减少元素的提取量
。

实践

证明
,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

例如
,

第二期短

训班在大平山实习时
,

采用电提取离子法
,

因停

电曾儿欠中断供电
,

最长间断时间达 叼、
时

,

但

结果仍能得到明显异常
,

因此认为
,

只要累积时

间不少于 小时
,

间断供电对效果不会有明显

影响
。

供电电流变薄拟寸结果影响不大 通过几个

矿区多次工作结果证明
,

在我们所采用的工作

电流 每个电极 一 毫安
,

电流密度为 一

毫多打厘米 情况下
,

有的测点供电电流改变

几倍
,

对异常影响并不十分明显 没有突变现

象
。

原因可能是 ①在自然界离子浓度条件下
,

我犷析采用的电流密度
,

已远远超出所提取元素

离子的极限电流密度
,

因此
,

供电电流的增大或减

小
,

对总的离子提取量会有所改变
,

但对所要提

取的某一元素不会有明显影响
。

②另一种原因可

能是因各电极供电电压都相同
,

供电电流的变化

是由接地电阻变化引起的
,

而接地电阻大小主要

取决于电极附近介质的电阻率
,

因此
,

在供电电

压不细勺情况下
,

这种电流的改变只能导致电极

近区和远区电场强度的变化
,

虽然接地电阻增大

会使电流减小
,

但由于近区介质电阻率增大
,

电

极附近的电场强度会相对增加 因为
,

反

之则亦然
。

电极近区和远区电场强度和电流变化

构成矛盾因素
,

因此电流变化对某种单元素的析

出量影响不大
。

上述解释是否正确
,

有待进一步

从理论和实验中证叽
四 盲矿和掩埋矿体上方离子浓度垂向变

化规律 我们在已知掩埋铜矿体的上方
,

以垂距

厘米为间距
,

布 个埋深不同的电极
,

使其供

电电玉 供电电流和供电时间都相同
,

然后分析

每个收集极上所提取的铜量
,

其结果无明显差异
,

说明在 。一 米深度范围内
,

离子浓度垂向梯

度变化不大
。

因此试图在 一 米的深度范围内
,

通过加大电极埋深提高单位时间对某元素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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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不现实的
。

尽管如此 我’胚是主张把电极

尽可能埋的深一些
,

因为这不但能保持电极附近

介质的湿度
,

也能增加反映深度和减少表层干振
五 据离子的电化学性质采用相应的提取

方法 电提取离子法包括电解法和浓缩法 电解

法是把碳电极直接埋入土壤或放入装有某种溶液

的离子导通器中
,

通电后使欲提取离子在电极上

发生电极反应而附着在电极上
。

浓缩法则是将惰

性固体电极放入装有某种溶液的离子导通器中
,

通电后使欲提取离子在离子导通器的溶液中富集

浓螂
,

不参加固体电极界面上的化学反应
,

例如

在富含印二
一

离子地段
,

欲提取 代
一

只能用浓缩

法
,

这种情况下
,

阳极 收集极 反应 氧化作用 是

一 扣
在阳极起反应的是水溶液啼哟

一 ,

而不是

二
一 ,

在外电场作用下
,

阳
一

只移向阳极参与

导电
,

不参与化学反应
,

故不能用电解法在碳电

极上提取
一 。

由此可见
,

应视离子的电化学

性质选择不同的提取方法
,

一些容易得电子的离

子
,

如 , , , , 十 , 十

等
,

一

般采用电解法 而对一些不易得电子的离子
,

如
, , , ,

月 , ‘ , , 十 , 一 ,

印二
一

等

则应采用浓缩洗 当然
,

无论电解法还是浓缩法
,

提取正离子时
,

收集极均应接电源负端
,

提取负

离子时收集极应接电源正瑞
。

串心接手采心钻具

串心接手钻具 如图
,

主要适合在一般粘

土
、

亚砂土层
、

软硬质粘土层
、

粘土砾石层中

取心使用
,

一般均可得到较好效果
,

特别是在

土层中
,

采心率可达 以上
。

在许多矿区推

广使用的实践证明
,

该钻具适合泥浆钻进
,

可

提高回次进尺效率和岩矿心采取率
,

构造简单
,

加工容易
,

操作方便
。

其结构与工作原理是 取粉管接手 与串

心轴 采用丝扣联接成一体
,

岩心管接头 串

在轴 上
,

并可上下串动
,

用螺母 挡住接头

使之不致脱落
。

当钻进中钻头被孔底岩层托

起时
,

由于钻杆柱的重量作用
,

使串心轴 下

滑
,

取粉管接头 下部的喇叭口 与岩心管接头

的上锥面贴紧
,

串心轴 的通水孔 即出礴

在岩心管内
,

使冲洗液流经岩心管内腔
,

形成

正循环冲洗 在需要采心时
,

将钻杆柱提起一

定高度
,

水孔 便出璐在岩心管接头 的上面

图中所示部位
。

这时
,

冲洗液便经钻具与井

壁间而上返
,

使钻头部位得不到很好冷却与冲

洗
,

从而造成钻头的干钻
,

并较好地采心
。

另

外
,

在提钻过程中
,

由于岩心管的重 作用
,

也能使水孔 出露在岩心管外面
,

加上姗母的

上锥面与岩心管接头 的下锥面贴合
,

产生封

闭作用
,

使管内岩心柱免受水主扫玉力的破坏
,

提高了取心的可靠性
。

使用这种钻具应注惫以下操作事项

每次下钻前应检查并调整通水孔杨通情

况及串心接手串动灵活性

钻进中一般不要提动钻具

升降钻具前
,

将钻柱提起一定高度后
,

应让钻具再转动数十转
,

并注愈去试感岩心是

否被采住
,

一旦感到采住应立即升钻
,

升钻过程中
,

应注意减少展动
。

上述钻具是我队在学习西南电力勘侧设计

院串心接手基础上
,

又稍加改进的产品
。

月 月

申心接手结构图

华北有色地质勘探公司 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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