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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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一 。

一 。

。 一

砧砧
。

砚砚
。

一
。

。

。 。

一 。

。

肠肠
。

泛

阴阴 匀匀 一

。 、 一
。

五
。 一 。

。 。 一
。

。 。

器 十

盯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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砧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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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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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均均 一 。

验证说明 在相同的深度下
,

洛阳铲取样与

浅井刻槽取样的相对误差值
,

有 在允许误差

范围之 内 表
。

平均相对误差值为 一 ,

完全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
。

在剖平面上
,

根据洛

阳铲采 样圈出的
, , 品位 等值线和浅井刻

槽样品圈出的矿体品位等值线基本重合 图
,

充分说明在风化壳上部洛阳铲取样是合乎要求
、

完全有代表性的
。

洛阳铲采样与其他方法采样经

济效益对比见表
。

不 同采样方法经济效一对比 衰

取取样工理类型型 时效效 所需人员员 工程费用用

分钟 米 个 元 米

洛洛阳铲铲
。

浅浅 井井

取取样钻钻

找找 钻钻 翎

、、

洛阳铲取样
、

浅井刻槽取样
、

取样钻
、

浅钻

取样结果对比说明 在同等深度情况下
,

用洛阳

铲法采取表土层以下的稀土风化壳 样 品 成本最

低
,

劳动强度最轻
,

时间最省
,

速度最快
。

洛阳铲取

样与浅井刻槽取样相比
,

其独特优点是安全
、

不

受施工条件的限制
。

清原地区太古代绿岩带铜锌矿床地球化学

特征及其找矿标志
勺

阎 鹤 仁

辽 宁省有色地质勘探公 司 队

地 质 概 况

清原地区位于荆 地台北部边缘
,

地处辽东台背

拼及铁岭至靖宇古住起带上
,

是我国东 匕栩矿重要产

洛 太古代鞍山群变质岩广泛分布于本区
,

主要为各

类角闪质和黑云质片麻岩
、

混合岩
。

经原岩恢复
,

其

原岩娜具有火成岩和正常沉积岩的双重性质
。

角闪质

岩类办原岩是一套正常沉积岩 妮质灰岩或钙质泥砂

岩 与中基性火山碎屑岩 火山熔岩 的混合岩石

黑云质岩类的原岩是一套含少量中基性火山碎屑岩

火山熔岩 的正常沉积岩 泥质一泥质砂岩
,

局部

为长石砂岩
。

控矿构造主要由一些摺皱群组成
,

如树

红矿带的 型构造
,

东部矿带的弧型构造等
。

矿体多

产于片麻岩构成的正常背斜或倒转背斜的层间剥离构

造吐透山
、

西龙灿 及片麻岩中的弯曲 红旗山 部位

等
。

此外
,

矿床严格受层位控制
,

铜锌富矿体斌存于

岛



鞍山群黑云斜长片麻岩与角闪斜长片麻岩互层带 石

榴石
、

硅线石黑云石英片麻岩内夹薄层角闪片麻岩

中
,

呈脉状
、

扁豆状
、

似层状
。

矿体产状与片麻理产

状一致
。

区内现有矿床可划分为东部矿带
、

树红矿带和北

部矿带等三个成矿带
。

带内有以红透山为主的工业矿

床七个
,

矿点多处 图
。

矿床与火山作用有关
,

经区域变质改造
,

形成块状硫化物矿床
,

属太古代绿

岩带中的层控铜锌矿床
。

仁要金属矿物有黄铁矿
、

磁

黄铁矿
、

黄铜矿和闪锌矿
。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

方

解石
、

萤石等
。

矿石以致密块状为主
,

另有半致密块

状和浸染状
。

近矿围岩蚀变有硅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

石化和透闪石化
。

矿床附近的火成活动主要表现为各期脉岩发育
,

尤其是成矿后的辉绿岩脉最为发育
。

妙妙黝黝
皿 目 回 口 四 围

图 清原地区地质简图

一展旦 系辽河群 一鞍山群片麻岩

一混合花岗岩 一花岗混合岩 一

钾 质花岗岩 一 压扭 性断层 及 钢 矿 床

矿区地球化学特征

一 变质岩中成矿元案及微 元素的分布特征

根据红透山矿区地层剖面的原生晕光谱分析数

据
,

统计了主要变质岩成矿元素及微量元素的含量 表
。

与区域背景值比较
, ,

元素在各类岩石中

含量普遍较高
,

斜长角闪片麻岩

高出背景含量近 倍
。 , , 。元素在角闪质岩

石中明显富集
。

含矿层中富
, , , ,

明显

贫
, , , 。

在各种岩石中含量变化不大
。

变质岩中元素的分布特征主要与本区原始火山一

沉积岩的化学成分和区域变质过程中元素的地球化学

性质有关
。

二 矿体中的徽 元亲

原生矿体铜锌品位为 一
。

除 成 矿 元 素

外
,

尚富含
, , , , , , , , ,

, , ,

等多种组份
。

单矿物分析结果 嚷
表明 富集在黄铜矿

、

闪锌矿中 主要与

黄铜矿有关
, ,

在闪锌矿中富集
,

富

集于黄铁矿中
。

三 含矿层中某些主要组份的变化
。 值从近矿围岩 硅线黑云石英片麻岩

至远矿围岩有逐降趋势
。

含矿层周围角闪斜长片麻岩

的该比值最低
。 ,

含量与

值相反
,

自近矿围岩向外递增 图
。

从图 看出
,

含矿层具有相对富
,

贫
,

低
,

的

特点
。

变质岩中成矿元工及橄 元索平均含怪 斑

岩岩 石石 样数数

服服云料长片麻岩岩
。 。 。 。

石石相黑云斜长片麻岩岩
。 。

硅硅线服云斜长片麻岩岩
。 。

燕燕云解长变粒岩岩
。

角角闪挤长片麻岩岩
。 。

拼拼长角闪片麻岩岩
。 。 。 。 。 。

斜斜长角闪岩岩
。 。

角角闪石岩岩
。 。 。 。

石石 硅线皿云石英片康岩
。

棍棍合花阅岩岩
。 。 。

区区城背景值值值

含矿岩层



单 矿 物 分 析 斑 斑

矿矿 物物 扭扭

价价 铁 矿矿
。 。

阅
。

徽徽 黄 铁 矿
‘‘ 。 。

遗

价价 们 矿矿
。 。 沙沙

闪闪 锌 矿矿
。 。 。

〔

注
,

以 表示
,

其余元 以百分含 表示
。

「 峨

鬓鬓鬓
一一

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

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 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夕
才才才才才才才才诬诬

价如。﹄目芝

拼长片赚牲 含矿层 含矿层

田 红通山矿床含矿层岩石化学成分特征

四 硫同位索成分

根据红透山硫同位素成分研究
,

矿石中主要金属

硫化物同位素成分均较稳定
。 ” ’‘ 比值变化小

,

在 一 之间
, ’‘

编为 一
,

说明

该类矿床中硫具有深源特征
。

矿床晕特征 曰 回 团 曰 口 图
。

皿
一 旅生 异常

从坑道及钻孔原生晕资料观察
,

矿床原生晕异常

具有多组份特点
,

光谱全分析结果
,

成矿元素
,

和与其伴生的微皿组分一般均可检出
,

但指示意义各

异
。

其中
, ,

具有明显的组合规律
,

而且异

常强度高
、

衬度大
、

连续侣续子
,

是基本的指示元素
。

,

异常强度一般为数百至数千
,

为 一

,

并具浓度分带特征
,

矿体前缘晕可达百米以

上距离 图
。

其余徽 元素如
, , , ,

等多呈点异常出现
,

可作为辅助指示元素
。

因此
,

实

际工作中只分析
,

即可
,

必要时可考虑分

析其他元素
。

二 次生 异常

本区属丘陵地貌
,

气候湿润
,

雨量充沛
,

年降雨量

约 毫米区内琉松层发育
,

以残坡积层为主
,

厚度一

般小于 米 次生晕找矿效果明显
,

是重要找矿手段
。

图多 树蓦沟矿床盲矿体原生分敬晕

据初绍华资料

一云母片麻岩
‘ 一辉绿岩 一岩层界线

一 采样坑道 一 异常外带 一 ,

呜 一 , 一 一 异常中

带 昭 一 ,

叫 一 三一

一异常内带 卜 一。 。

一 几一矿体编 号

富集层位与粒度 区内残坡积层位发育较

全
,

不同层位中金属含量差别较大
,

主要指示元索 。 ,

,

的含量是 层 层 层
。

各种粒度含馈羊

别不大
。

异常特征 次生晕异常组份与原生晕从 水

一致
。

由于矿床中矿石多为致密块状
,

含大肚黄铁矿
,

次生风化作用致使异常贫化
。

但
, ,

仍是 飞七乙

的指示元素
。

矿异常强度高
,

形态规则 呈带状分布
,



易与非矿异常区分
。

各矿床异常特征值列于表
。

壤中气汞异常 红透山矿床的矿石中含汞

量高达
,

围岩中含汞
。

汞主要赋存于

含汞的硫化物中
。

经次生变化
,

使壤中气汞异常非常

发育
,

在矿床上方形成宽达 米
,

最高强度为
背景值仅为 一 的壤中气汞异常

。

在树基沟矿区
,

埋深 米的盲矿体上方土壤中

赤有明显的气汞异常 图

各 矿 床 次 生 异 常 特 征 值 班 衰

矿矿 床床 最高含 平均含量 铜异常规棋棋 主矿体或矿化带规模模

米 米

红红透山山

东东南山山 毛

西西北山山 〔火

红红旗山山 火 吸

张张胡子沟沟

稗稗子沟沟 ‘

树树基沟沟

, ,

一
嘿

〔

、、

几

、

,,曝
、

多笼卢丫减
、、 之 一丫

二二二

矛 , 、

七 、
·

长,宜,

图 华家沟 线地电化学侧 剖面

团回团圃

图 树墓沟矿 线城中气汞侧 剖面

一黑云花岗混合岩。 一角闪斜长片麻

岩 一黑云斜长片麻岩 一铜锌矿体

一片麻岩 一辉绿岩 一断层

一钢锌矿体

地电化学测量 在树基沟矿区附近的华家

沟开展了地电化学取样测
, ,

盲矿距地表 米
,

电提取土壤样品经光谱分析
,

都有明显异常
,

其峰值分别为 和 图
,

和

的背景值分别为 和
。

三 分散流异常

在矿床附近的水系沉积物中都有
,

异常显

示
。

大型矿床 异常峰值为
,

流叔 米
,

小型矿床异常峰值 为 一

流长 米
,

一 。

找 矿
‘

标 志



在总结本区已有地球化学特征的基础上
,

对找矿

各个阶段所圈定的化探异常概略提出以下评价标志
。

一 有娜污 区的标志

普查阶段应用 万次生 和 万分散流

可快邃
、

有效地圈定成矿有望远景区
,

指出找矿有利

地段
,

红进山矿床就是 万铜次生晕发现的
。

普

查结果表明
,

异常在区域上的分布有明显的规律性
,

,

异常主要分布于鞍山群变质绿岩中
,

在成矿

带上成群
、

成带出现
,

矿区范围内异常密集
,

矿床多

斌存在高浓度带中
。

异常的分布特征与已知矿床地质

特征相一致
,

工业矿床均分布于区域绿岩成矿带的转

折部位
,

如 型
、

弧型构造等
。

具体的控矿构造是岩

层摺曲
、

背 向 斜等
。

石榴石
、

硅线石发育的黑云

石英片麻岩
、

熟云斜长片麻岩是主要的容矿岩石
。

上

述成矿有利地段正是主要异常或矿化集中的地段
。

二 矿区异常评价

详查阶段
,

在成矿有望远景区内投入 千或

万次生 并配合自电
、

徽电等物探方法 可以迅

速
、

有效地寻找被残坡积物所彼盖的矿体和矿化带
。

犷异常与非矿异常的区分 矿异常具有多

元素组合
, ,

异常强度可达数百至数千
。

形态舰则
,

一般呈带状延伸百米至数百米
,

含量稳定
,

渐变性
、

连续性好 非矿异常组份单一
, ,

强

度弱 虽然有时也泛倒矿异常的强度和规模
,

但含量

变化大
,

渐变性
、

连续性差
,

形态也不规则
。

含矿铁

一
,

品位通常大于
,

并伴有与原生矿石

类似的多种徽且组你
在次生晕异常评价时 可试用两类判别分析指袜

通过对全区 个含矿异常和 个不含矿异常的计算
,

其判别方程式况 一 一 , 。

式

中
, , , 分别代表

,

元素
。

计算时

将元素含 币口 取对数
, 。再取对数

。

临界

值况。 二 。

参加计算的两类异常判别结果 准确

率为
,

各元素的贡献值 彻
,

为
,

为
。

关于 , 矿体的某些标志 在勘探阶段
,

通

过对地表和钻孔工程的系统取样
,

当发现
, ,

等异常时 若矿化迹象不能断定是盲矿体晕特征

可配合地电化学
、

坡中气汞侧量
,

在含矿岩层有利成

矿的构造部位
,

侧定其
,

含量比值 近矿时

,

及微量元素
,

进一步肯定异常意义
。

找 矿 预 测

根据已有资料
,

认为浑河大断裂以北的清原地区
,

特别是大面积的绿岩分布区
,

是寻找铜锌矿床的有望

区域
,

具体区段包括

北大林一斗 虎沟区 次生晕 异常基本呈

连续的带状
,

长约 米
,

宽大于 米
,

含量普遍

在 一 大于 的 点亦不鲜见
,

同

时伴有激电异常
。

异常范围内变质岩小褶曲构造发

育
,

并见到有利的容矿岩层
,

且分布有矿点多处
。

个

别矿点 异常 经槽探
、

钻探验证
,

铜锌达边界或工

业品位
。

但由于区内覆盖层厚
,

基础地质工作差 异

常验证未达到目的 是进一步找矿的有利地区
。

刘家岗一小 弧家沤 已知稗子沟
、

张胡子

沟矿床含矿岩层延续到区内
。

但由于该区筱盖层厚 高

台地 常规力勺物化探方法不能发挥作用
。

投入两条热

释汞剖面 在含矿带大致通过的部位上出现明显的全

汞和吸附汞晕异常 未验证
。

同时测定了卤素 发现

异常
。

另外 在近年来施工的找矿钻孔中
,

见

到有利的容矿岩层和铜锌矿体 由于地表地质情况不

清和找矿手段所限
,

故深部工程停止
。

预测该区是寻

找隐伏矿
、

盲矿的理想地段
。

大王沟一跳石 背区 位于树基沟矿区南西

约 公里
。

区内次生晕 异常普遍
,

沿含矿岩层呈带

状断续分布
,

长约 米
,

宽约 米 伴有自电异

常
,

铜含量普遍在 一 。

在异常范围内已查

明铜锌矿体 矿化带 条
,

构成长 米
、

宽 一

米的矿化带
。

矿体赋存在黑云斜长片麻岩中
,

地

表铜品位。 一 个别矿脉规模较大
,

品位较

富
。

施工的找矿钻孔证明
,

矿化向深部有增强趋势
,

局部地段计算过远景储量
。

但由于地质研究程度不够
,

钻探质量差 深部容矿层及隐伏构造变化的规律尚未

搞清 故认为该区找矿潜力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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