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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硫化物矿床物化探普查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冯 沛 方

湖南地矿 局职 大物探队分校

众所周知
,

寻找大而浅的硫化物金属矿床
,

用常

规物化探方法就可以获得比较清晰的异常
,

而且辨认

矿与非矿异常比较容易
,

因此
,

物化探普查的地质效

果和经济效益是比较显著的
。

然而
,

目前物化探面临的

主要任务是寻找埋藏较深的盲矿体
。

在新的情况下
,

如

何提高物化探的找矿效果和经济效益
,

是物化探找矿

工作急待解决的问题
。

本文试图通过湘南热液铅锌硫

化矿床物化探找矿效果的总结研究
,

对寻找深部盲矿

体和识别电法矿异常与非矿异常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

电法矿异常与非矿异常的识别

长时间以来
,

物探方法经常遇到含炭地层的干扰
,

致使矿异常与非矿异常难以识别
。

针对这个问题
,

我

们进行了探索
。

虽然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
,

但出现

了一些好的趋势
。

一 利用化探方法识别矿异常与炭质干扰异常

对于单纯的炭质干扰异常
,

化探可以借助于岩石侧量

进行有机炭分析来了解炭质的存在
。

然而
,

仅此还不

够
,

还得研究含炭量高的地层出现的铅锌等异常
,

是

炭质岩石在形成过程中吸咐 了铅锌等元素
,

还是铅锌

矿化所引起的化探异常

炭质沉积时
,

通过金属一有机化合物沉积和物理

吸咐
,

可使金属同生富集
。

表 为几个近海富含有机

质沉积物中的某些微量元素含量
。

几个近海 , 含有机质沉积物中某些橄 , 元介含一 衰

采采 样 地 点点 资 料 来 源源

燕燕 海海 胭胭
,

,

加加 亚 弗 尼 亚 海 碑碑
。 。 ,

西西 南 非 洲洲
。

世世界深海石灰质沉积物物 知 二
,

从表 可 以 看 出
,

有机 质 对
, , ,

,

等元素的吸咐特点是
, ,

单元素含

及其总 一般大于
, , ,

这种趋势恰恰与

热液矿床成矿溶液中
, ,

的含量远大于
,

,

的含量相反
。

因此 我们有可能利用
, ,

与
,

之比值来区分是含炭岩石引起的异常还

是热液矿化引起的异常
。

表 是郴县大山门含炭灰岩

和蛇形坪矿化灰岩元素对比值的统计结果
。

表 表明含炭灰岩的
,

卜
,

介
,

炭灰岩和矿化灰岩某些元 , 的含 比值 衰

切

产地及岩石类型

大山门含炭灰岩

蛇形坪矿化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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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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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小于蚀变矿化灰岩的相应元素对之比值
,

而

则相反
。

用以上比值特征可以将
‘

炭质吸咐
‘ ’

形成的同生异常与热液矿化形成的异常区别开来
。

此

外
,

我们又研究了含炭岩石形成后
,

铅锌等矿化与有

机炭的关系
,

发现有机炭与铅
、

锌
、

银
、

等 元 素 含

量呈负相关关系 图
。

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矿化强

烈地段
,

在热水溶液作用下
,

岩石 中的有机炭生成

和 逸散而致
。

二 利用
,

介
,

三种参数异常识别矿与非

矿异常 我们综合 了湘南地区许多矿区大量的电参数

资料
,

统计结果有以下特点

大多数金属硫化物矿石
,

如铅锌矿
、

磁黄铁矿
、

黄铁矿等具有较高的极化率和较低的电阻率
,

一般极

化率在一一
‘, 、, ,

最高达 电阻率在 一 。

之间
,

最低只有
。

极化率
、

电阻率的变化除与金属矿物含量多少

有关外
,

还与矿石的构造有关
,

致密块状铅锌黄铁矿

矿石的极化率较之浸染状矿石的极化率偏高
,

而电阻

率则偏低
。

矿体的围岩
,

无论是灰岩
、

云 岩
、

石英砂宕
、

砂页岩或者火成岩
,

它们的极化率通常在 一 厂
。, ,

电

阻率变化范围为
, 川 一 。一“

,

生毛有低极化

率
、

高电阻率特征
,

与铅锌硫化物矿石有明显的 旅别

含炭灰岩或经矿化蚀变的含炭灰岩 它们的极

化率为 。一 ,
‘七、 ,

电阻率人 于一 川‘ 、 ,

为中极化
、

高电阻体
。

在译电性 上与矿体围岩接近 与矿体则有

显著的差别
。

对于致密块状铅锌硫化物矿体 可以视 为体极化

体
。

我们根据参数资料 假定铅锌矿的极化率为川
,

电阻率为 一 灰岩的极化率为
’· ,

电阻率

为 。 含炭灰岩的极化率介 上述两者之间
,

为
” , ,

电阻率多数人 ’川 。 ‘ 又假定矿体为体

极化球体 球体半径为 米
,

球心埋深 为川米 那么

理论计算的 、 夕 曲线有以 下特点 图 卜
、

一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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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球体
,

月 极化体 为含炭灰 岩

单纯含炭灰岩的电阻率与不含炭灰岩接近 极

化率差异稍大
。

理论极化率 衡 呈 明显上升异常

激电率 曲线也与之同步上 升 而电阻率

曲线则呈极不明显的微弱下降异常 图 月
, 。

铅锌硫化矿体引起的异常 极化率和电阻率与

灰岩相差悬殊
,

前者相差川倍
,

后者相差 个数量级

以上
,

理论极化率 叮、曲线为 上升异常
,

激电率 与

叭 、

理论 曲线
,

极化体 为铅锌矿体

电阻率 曲线均呈明显的同步下降异常
。

因此
,

在特定的条件下
,

即铅锌硫化物矿体 为良

导体的条件下 利用‘ , 和 三种参数的异常特征

识别矿异常与炭质干扰异常是有可能的
。

在金属矿物化探 汁汽中 我们怜经利用硫化物矿

体良导性这一特点
,

在区分矿异常与非矿 干扰异常

通常用不对称装置的联合剖面的 交点
,

这与利用上



述三个参数曲线的综合解释的物理基础虽然类似
,

但

墓于用不同的物理参数来研究
,

就显得前者具有较多

的优越性
。

综上所述
,

只要化探出现热液矿床上所具有的元

素组合特征及其分带规律
,

并且
,

与
,

元

素对比值以及 的比值趋向于热液矿化所具有的

特征值 电法
, , ,

三种参数异常特征趋向于矿

致异常
。

该处所显示的激电异常便有较大可能是导电

性良好的铅锌硫化物矿体引起
。

关于识别盲矿体所致异常的探讨

识别异常源是异常定性解释的关键
。

但就异常研

究的整体上来说
,

仅仅回答异常是什么原因引起是不

够的
,

还必须进一步回答异常是否有找矿意义
,

深部

是否有盲矿体存在
,

要正确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也是

困难的
。

我们仅从某几个侧面对它进行 了些研究
。

以湘南桂阳大坊金
、

银
、

铅锌毒砂矿为例
,

该矿

埋深 余米
,

其上为花岗闪长斑岩极盖
。

岩体近地

表处
,

矿化极其微弱
,

风化后极难用肉眼观察到
。

该

矿床的发现
,

物化探起了很大作用
。

一 通过蚀变带的研究间接寻找 , 矿体 在普

查时
,

激发极化法用了长达 分钟的供电时间
,

在岩

体的中偏西北部发现极化率最大为 比。的异常
,

有三

个异常中心
,

其中
,

二个在岩体内
,

一个在岩体北面

的灰岩上 图
。

地表岩石标本参数测定结果表明
,

铁锰碳酸盐化灰岩和黄铁矿化灰岩极化率较高
,

平均

冬冬
·

诊诊
图 桂阳大坊金银铅悴矿区滋电 中梯 牡平面图

卜 二盛系上统斗岭组 一 二 系上统当冲组 一 二益 系下统栖 , 组
, 一 石炭系中

上统壶天群 尸 一
花岗闪长斑岩 平行侧线方向供电 左图侧线方向

,

右图侧线方向

为 左右
,

未蚀变的各类岩石极化率均小于
。

化蚀变范围比矿体大很多
,

而且又靠近地表
,

才能产

由于第四系广泛砚盖
,

推侧异常为以下诸因素引起 生比单纯等深度的矿体引起更明显的异常
。

因此
,

激

铅锌硫化矿体
、

黄铁矿或铁锰碳酸盐化蚀变带
、

含炭 发极化法可借助于蚀变带引起的异常来间接寻找隐伏

灰岩等
。

对称装里侧深的激发极化和电阻率测定结果 矿体
,

即使强度不大的异常也要引起注意
。

推算
,

极化体埋藏深度 米左右
。

钻探查证首先在 二 利用化探成果评价异常和寻找隐伏矿体

号异常中心位里 进行
,

于 余米处见到强 岩石 化学成分特征 热液矿床与岩浆岩有密切

烈的含金黄铁矿化蚀变花岗闪长斑岩 普查时未分析 关系
,

因此
,

评价岩体的含矿性是综合解释评价异常

金
,

证实 了激发极化法推断的引起原因和极化体的埋 不可缺少的资料
。

藏深度
。

钻探继续查证 号异常
,

于 米深 对湘南许多岩石 化学 研 究资料表明
,

含矿酸

的地方见到了断层控制的铅锌矿脉
。

继之在
、

号 性岩体的化学成分 特征是 酸度 和碱度

异常的 米以下见到了含金
、

银的铅锌毒砂工业 均高于世界同类岩浆岩的平均值
。

其

矿体
。

酸度
·

儿
,

碱度
、 吹。 ,

而
, , , ,

在第四系低阻扭盖 米 以下的铅锌硫化矿体
, ,

皆低于世界同类岩浆岩 含矿中酸性岩体

徽发极化场是比较微弱的
,

只有当矿体的上筱围岩矿 的化学成分与世界同类岩石相近
,

仅 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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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 元素含童特征 成矿元素在岩体中的
’

均

值 高
,

方差 , 大
,

是含矿岩体的标

志 表

某些含矿岩体成矿元索的特征值 衰

不不 同 期 次 岩 石石

二二 口

千千里山 岩体主体花 岗岩岩 夏

千千里山岩体补充期花岗岩

千千里山岩体晚期花岗斑岩岩 丢

石 英 斑 岩

花 岗 斑 岩

标 准 花 岗 岩

黄 铁 矿

萤 石

萤 石

黄 铁 矿

萤 石

表 是千里山岩体各期成矿元素的牙 和
之

值
。

数

值反映各期岩体中铅的平均含量和方差都大
,

锌的平

均含量在各期岩石中相近
,

而方差却在晚期花岗岩中

最大
,

这种现象与各期岩体中都有铅矿化
,

锌则主要

与晚期花岗斑岩关系最密切是吻合的
。

挥发份含量特征 月 塔乌松 认为岩体

含 矿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挥发份的含量及其 分 异 水

平
。

表 说明各期含矿岩体中
, ,

等挥发份

较富
,

而且愈晚期的岩体愈富
。

某些含矿岩体挥发份的含 巾 衰

岩岩 体 名 称称 资料来撅撅

千千千 主 体体 〔 陈胶
,

里里里 补 体体 〔 同 上上

山山山 花岗斑 岩岩 同 上上

黄黄黄 石英斑岩岩 硬苦苦苦

沙沙沙 花岗斑岩岩岩岩岩岩岩

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水水口 山花岗闪长岩岩 省地研所所

花花岗岩维氏故故 ,

造岩矿物 中成矿 元素的含童标志 许多学者认

为
,

长石中的铅
,

黑云母 中的锌含量高是含矿岩体的

标志
。

黄沙坪
、

水口 山等矿区岩体中长石中的铅
,

黑

云母中的锌都高
。

此外
,

黄沙坪花岗斑岩中黑云母

的锡含量高达
,

锉
,

也是找锡的一

种标志
。

副矿物 内微童元素的含童标志 含矿岩体的副

矿物中成矿元素的含量也较高
。

如黄沙坪矿区的黄铁

矿
、

萤石中成矿元素和伴生元素的含量都高于不含矿

化岗岩相应元素数倍以上 表
。

矿床原生晕和次生晕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为铅锌矿成矿岩体

元素组合和分带特征 与矿有关的化探异

常均具有热液矿床上特有的
, , , ,

, , ,

等组合元素异常
,

并具分带特征
。

通过分带指数的计算
,

几个矿区的垂直分带序列和热

液矿床的分带序列及其相似
,

它的原生晕分带序列

由下往上 为
, , , , , ,

, , , 。

次生晕亦能出现热液铅锌矿上的
, , , , , , ,

等清晰异常
,

并且也具有类似水平分带特征
,

即 。 , ,

主要

在
, , 人 异常的内侧中心部位 形成强

度不很大的异常
, , ,

等异常分散范围大
,

在
, ,

异常的外侧
。

利用综合参数进行评价 利用综合参数
, , ,

进行评价
。

为异常峰值 乙

为平均异常强度
二 艺 异常样元素含量

,

样品总数 为

异常清晰度
二

平均异常强度 背景值 为异常物质

量
二 ‘ ·

工 异常值
一

背景值
。

利用 值减小的顺序排列可称之为地球化学谱
,

地球化学谱与矿物组合的主次相吻合 如桂阳大坊矿

区地球化学谱为
, , , , , , ,

, ,

而该矿区有用矿物组合为砷
、

铅
、

银
、

锌的

矿物 了金未分析
。

用
·

边界品位 指标表征矿化特征
,

并用

其计算了大坊矿区和郴县大山门矿点
,

结果见表

大坊矿区和大山门矿点某些元幸的矿化特征 班

矿矿 区 点 〕〕

大大 坊 矿 区区 片 吮 , ‘ 】 吸
。

大大 山 门 矿 点点 艺 硬
。

大山门矿点钻探查证物化探异常
,

只见铅锌矿化
,

未见工业矿体
。

因此
,

利用上述特证值能反映矿化特

征
,

对评价异常是极其有用的
。

参加本专题研究的有张建新
、

许康友
、

彭继来
,

谢平和谢文汉等同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