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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沉积物侧 是一种效率高
、

效果好
、

又

可适应多变的地质与表生环境的地球化学勘查方

海 因此我们选择成矿有利地段
,

开展了 万

万水系沉积物侧里扫面
,

其面积达 万多

平方公里
,

圈出 个与内生矿床有关的异常带
,

与外生矿床有关的异常区粼 个
。

对工作区主要

矿床及不同地质体水系沉积物异常特征进行了研

究
,

找出规律
,

为圈定找矿远景区提供了依据
。

地质概况

工作区位于雪峰山以东
,

江南古陆南缘
,

属

中国东部新华夏系二沉降带的范礴
。

新华夏系构

造十分发育是本区的突出特点
,

主要表现为 日匕

东向的一系列压性
、

压扭性断裂和断陷盆地 东

西向构造居第二位
,

表现为压性断裂
、

挤压破碎

带及褶皱作用 祁阳弧形构造
、

湘西弧形构造在

测区有一定影响
。

地层从元古界至新生界均有出

味 岩浆岩以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为主 占测区

总面积的
,

其次是基性岩 包括各种煌斑

岩脉和玄武岩南
,

闪长岩和碱性岩占的比重很

少
,

它们的产状以岩基为主
,

岩株次之
,

岩脉
、

岩

堵也很发育
。

海底和陆上火山喷发也占一定比例
。

就侵入时代而言
,

雪峰期
、

加里东期
、

印支期
、

燕山期都有
,

以燕山期最为重要
,

测区内矿产丰

富
,

大型矿床就有 个
。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一 景观地球化学特征 工作区多为中高

山地区
,

植物生长茂密 部分丘陵
、

低山区植被

发育较差
。

地形切割厉害
,

水系发焦雨量充沛
,

风化剥蚀作用强烈
,

值一般在 一 之间
。

元素的迁移受有机质
、

胶体吸附作用和随降

水渗透而发生元素淋洗作用的影响
。

在风化过程

中
,

易被淋失的元素以简单离子
、

络离子或分子

状态
,

通过土壤水
、

潜水和地表水进行迁稼 亚

热带潮湿多雨的气候
,

水解能力强
,

值适宜
,

水系沉积物中的细粒物质
、

有机质和胶体对多种

离子有吸附作用
。

一些抗风化能力强的金属矿物

多以机械形式迁移
。

这些作用对水系沉积物侧

提供了前提
。

二 已知矿床水系沉积物异常特征

万和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在区内已知矿床上都

有异常显示
,

异常范围大 数至数十平方公里
、

强度高 有明显的浓集中心
,

其中心多反映矿床

伽 所在部位 具组分分带和浓度分带 元素

组合因矿床类型不同而异
,

异常模式易于辨认
。

七宝山多金属矿床
, ,

异常如图 所示
,

区内主要已知矿床的水系沉积物异常榭正见表
。

三 地层和岩体在风化过程中元素的变化

趋势 为了解测区主要成晕元素的次生变化规

律
,

我们用变化系数表征元素次生变化管势

变化系数
岩石中元素含量平均值

当变化系数大于 时
,

表示该元素趋于次生

富集 当变化系数 时
,

表示该元素趋于次生

贫化
,

其各元素变化趋势见表
、

表
。

四 元素组合特征及对矿种的指示愈义 在

几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开展水系沉积物测量
,

样品

由多母体形成
,

所得异常往往具多解性 通过对

已知矿床和不 同地质体水系沉积物异常对比分

析 , 初步归纳出几种元素组合榭正及在找矿中的

指示作用
。

, , , ,

为主
, ,

次

之的水系沉 积物组合异常
,

一般 由下寒武统

仑 , 和震旦纪 陡山沱组地层引起
。

当

该组合有
, , ,

等元素出现时
,

指示该



图 七宝山 多金属矿床水系沉积物侧
, ,

异常模式
‘ ℃ 一石炭系黄龙群和船山组 ,

一展旦系南沱组 一展旦系莲沱组 一元古界冷家级群 沙了一
花岗斑岩 之 石英斑岩 一石英脉 , 月一 异常 丹一 异常 一 异常

区段有热液活动
,

有 元素出现时
,

说明有中高 成的水系沉积物异常
,

一般为湘西钨矿类型的矿

温热液活动
。

下古生界炭质板岩区水系沉积物异 化或矿点引起
。

当异常元素含量 过到
常 元素的含量 范围是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时

,

高者为 一 一 一 最高为 可能有一定规模的矿点或矿体存在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二元素同时出现
,

且无其他元素
一 最高为 一 一 一 一

。

的异常
,

强度分别达到 一 一 ,

元素在水系沉积物中呈吸附状态 一 一 时
,

可预侧有一定规模的锑矿
, ,

为主
, , ,

次之组 点或矿床
。

当
,

异常强度较弱
,

而有 异常



湘东
、

湘中 主要矿床水 系 沉积物异常特征一 览衰

合一要元一主
矿床名称 矿床类型

异常元素流长 组分分带

内 外

异 常 元 素 浓 度

衰

异常面积

七宝山多

金 属 矿

接触交代

夕卡岩型

炯
、

锌
、

铅
、

相
、

银

钨
、 、

翻
、

锰
、

砷

锌
,

相
,

锰
。

相 锌
、

钥一铅
、

银
、

锰

铜 一
,

锌 一 ,

铅 一 ,

相 一 ,

银 一 ,

锡
,

翻 锰

一
,

砷 一

,﹄,,‘,‘钥铅银砷

永和碑矿 沉积变质 , 碑 锰 礴 礴
,

锰 一

燕澳岭

鸽钥矿

高退热液

裂晾充填

钨
、

悯
、

锌

砷
、

饭
、

锑
、

快
、

,

铆
,

,

砷

钡 锑

粉 铅

钨 ‘ ,

钢 一 锌 一 工。 ,

砷 一 钡 秘 一 ,

铅
,

锑
,

,

相

用
、

铸
、

饥 鸽
、

砷
、

锑

锌 铅

钥

相栋

洛家冲

铅锌矿
中沮热液

铅
、

锌
、

钡

铜
、

相
、

银
,

砷
、

铸

铅
、

锌
,

钡
铅二创 竺

‘。一 ’。”

胜”’。 ’” 。
·

些
。卜 ””

,

铎 悯
,

铂
,

银 、 娜

徽
孰相锌,栋琶瓜锑砷液代热交沮填低充

砷
,

汞
锑 砷

汞

锑
,

砷 一 汞 一

‘

。巫黔栋锡相称栋妹钨砷填床充矿液状热脉 钨 锑 锑 ‘ ,

锰 一 ,

一
,

铅 一 ,

钥 一 锡 一

黄金洞金矿

西安钨矿

热液充填

网脉带
、

石英脉型

砷 锡
、

锌

钨
钨
钻

无分带

钻 锰
钨

砷 一 ,

锡
,

锌

钨 “ ,

锰
,

钻 一

神

枷一瓤
芙蓉钨矿

云英岩化

石英脉型

砷
、

翻
、

铜
、

铝

钨 砷

翻

相

钥 , 砷
一

, 翻
、

相 钨

钨 一 ,

砷 一 翻 钥

相 一

忱锹翻铜砷
怪栋司徒铺钨矿

云英岩化
石英脉及

云英岩型

整‘ ,

翻

钨 锡

砷 翻
、

钥
、

被

钨 一 ,

锡 一 翻 一 被
一 ,

砷 一
,

铜 一

响寿源锰矿 】沉积型 锰 镶 镶 锰 锰
,

镶 一

杨家山铜

锡 钨 矿

热液充城

脉状矿床

钢
、

砷

锡
、

钨

钡
、

铸
、

翩

秘‘ 钨

‘ 拐

钥 砷

钥 一 ,

砷
,

锡 一
,

钨 一 钡
,

钻
,

翻

镶一钨秘锰一钥砷锡

海相沉

积 型

天井山帆矿

锑
、

砷
、

镶
、

铬
、

锰
、

铅

向南 铜
,

相 钡

向北 银

钡
,

钒

铜
,

锌

银
、

妞
、

帆 , 锌

钥

钢 一 ,

钡 一 ,

锌 一

银 一 ,

铂 一 锑 一 砷 一

一 ,

碑 一 ,

镶 一
·

铬
,

帆
,

锰
,

铅

锌饥礴铜钥钡银

烟竹钒矿 海相沉积

铜
,

钡
,

铅
,

钒
,

锌
,

铂

铜
、

锌
、

铂
、

钡

铅
、

锌

铜
,

钥 一 ,

铅 一 创
一 ,

锌
,

铬 一 饥 一 。

铅

锌

钡

铜钥钒



湘东区主要元索在风化过程中的 变化趁势 裹

兀兀兀 地 质 时 代代

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元元元古 界界 上古生界界 中生界界 花岗岩岩 花岗闪长岩岩

。

。

。

】】
。

。

。 。 。

。

。

。

【

。

湘中 区主要元 , 在风化过程中的 变化趋势 裹

兀兀兀 地 质 时 代代

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元元元古界界 下古生界界 上古生 界界 花岗岩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主
, , , , ,

, 。 次之 的水系沉积物异常
,

当 为 一

,

为 一
,

为 一 时
,

是高温热液裂隙充填型钨矿的异常特征
。

的单元素异常
,

当具
一

定规模
,

有明显

的异常中心
,

一川背况是由金矿引起的
。

的水系沉积物异常强度高 洲 一 即
,

伴有
, , ,

异常
,

且
一 ,

,

异常展布范围大 有的可达 一

平方公里
,

一般由云英岩化石英脉型钨矿引起
,

为主
, , , ,

次之
,

且

异常强度 一 大于锡异常强度
一 ,

异常范围较人时
,

是司徒铺钨矿类

型的异常特征
。

当水系沉积物中 含量普遍增高 比找

他地段高 倍左右
,

一般是花岗岩分布地区

有些元素在水系沉积物中的分布特征较为复

杂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出现时
,

可能由锡矿山类型的锑矿化引起
。

, , , ,

为主
, , ,

, ,

次之组万习殉水系沉积物异常是七宝

山多金属矿床的组合糊正
。

当主要元素其异常强

度 泛到 一 一 卜一 一

一 一 ‘ 一
,

异常区可能存在月卜定规模的接触交代夕卡岩型

多金属矿床
。

找 矿 效 果

将 万一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圈出的异

常作了综合分析
,

划 出了不 同类型 的 异 常 区

带
,

并检查了部分异常
,

发现 矿 矿俗 的有

多处
,

仅举两例
。

一 新邵某地 号异常 元素组合是
, , , , , , , , , ,

异常规律性好
,

经检查分解后
,

在异常有利地段

用槽探揭露
,

发现 个矿体
号矿体产于下寒武统炭质板岩中

,

呈层状

或似层状
,

厚 一 米
,

主要矿石矿物有辉

锑矿
、

方铅矿
,

脉石矿物为方解石
、

重晶石
,

平均品位分别为 和 今。 。

围岩蚀

变以碳酸盐化为主
,

黄铁矿化
,

重晶石化次之
。

从已揭耳的 米露头看
,

矿体厚度和品位都很稳

定
,

在北东方向 米处有前人挖锑矿的老洞
。

号矿体在 号矿体下方
,

呈囊状或透镜状
。

主要矿石矿物为闪锌矿
、

方铅矿
,

次为辉锑矿
、

黄铜矿
、

黄铁矿
。 , ,

的平均品位分别

是
,

和
,

伴生元素
, ,

都泛葬 或接近边界品位
。

从已揭影勺矿体看
,

其



厚度变化较大 一 湘
,

往深有变厚的

趋势
。

号矿体沿灰岩层 间裂隙充填的石英脉分

布
,

厚约 米
, ,

品位分别为 和
。

二 隆回某地 异常 的水系沉积物

异常主要分布在板溪群地层
,

异常展布范围大
,

规律性强
,

有明显的异常中心
,

异常强度为 一

图
。

经与该区已知金矿异常对比
,

认为该异常可能由石英脉型金矿引起
,

在对异常

检查过程中
,

用化学光谱法测定土壤中的金
,

圈

出了金异常
,

其范围书浮勺 米
,

宽 一 米
,

走向近南北
。

经地表槽探工程揭露
,

初步确定有

个含金细脉带或破碎带
,

其宽度分别为 米
、

米 米
,

已控制长度 一 米
,

地表见硅

化
、

黄铁矿化
,

毒砂化等蚀变现象
。

经系统山地

工程揭露和刻槽取样分析
,

初步估算储量已达到

中型金矿床的规模
通过对部分水系沉积物异常的检查和验证表

明
,

找矿效果是较好的
。

用已知区规律预测未知

区对异常评价有一定帮助
。

但湘东
、

湘中地区范

围大
,

所得规律只是对工作区范围内资料的初步

总结
,

有些元素分析灵敏度较低
,

反映情况不够

全面
,

文中所谈认识难免有不妥之处
,

敬请指正
。

跪跪跪
图 隆回某地水系沉积物侧 异常

‘
,

一寒武系荷塘组 一展旦系南沱冰硕岩组

一震旦系江口组 一板澳上亚群加榜组第
、 、

段‘ 一地质 界线和不 整合地质界线

一断层 一 金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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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带性指数在个旧东区找矿中的应用

唐 甲光 林根芳 严庆芳

西南有色地质勘探公 司物探队

概 况

个旧东区锡矿属锡石 硫化物建造的锡多金

属硫化物类型
。

按元素组合可分为 一 一

型
、

一 一 型
、

一 型
、

一 型
、

一 型等
,

各矿化类型的元素组合及空间分布

料蔺 见表
。

脉状锡铅矿体 带 的产出与花岗岩株上的

断裂和层间剥离带有密切的空间关系
。

矿体 带

延深数十至一千五百米
,

有的直插到花岗岩株表

面 具有上部富铅
,

下部富锡的特点
,

其形成与

硫化物阶段晚期活动有关
,

有明显的赤铁矿化
,

褐铁矿化和铁锰矿化
应用原生晕方法在该区取得了良好的找矿效

果嚓 本文意在介绍区内脉状锡铅矿体 带 原

①西南冶金物探队 原生晕在个旧东部矿区的应用
,

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