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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盖层孵的江苏省
,

凡岩层出露和矿化
较咖地遗

,
·

狮和物探的工作程度已相当高
,

在这里进一步我矿 必须借助于勘探深度较大的
磁法公

’

磁法是勘探磁性地麒的重群段
。

但有

色金料矿一般无磁性或磁性很弱
,

直接找矿效果

不佳 不过它常与磁性岩体有成因上的联系或与

磁性矿物共生 从已发现的
、

有一定深度的有色

金属矿来看
,

磁法还是有效的
,

但如果一律套用

找铁矿的经验
,

见到磁
一

异常就圈矿或以异常值的
大不莱演全矿的贫富

,

那就必然会影翩法在找

有色金属矿方面的应用 下面举例加以说明
。

,

‘
· ‘

犷镇地区芋人型有色金属矿床
·

是从锰矿

点发展起来的
。

矿体赋存 于上部碳酸岩及海陆交
互柏的碎屑岩围岩中

,

产在纵横断裂的交叉部位

和砂 贞岩层间剥离界面或不整合一断裂复合构造

带中
。

区的钻孔中未见完整的岩体
。

长 吐

肖

图

一古生代地层 一侏 罗 系象山群 三公

纪地层 一 火山羚地层 勘探伏

年的地磁编图圈出佃缓异常 图
,

并

进行了长剖面实测检验 证明低缓异常是客观存

右的
。

由图 看出
,

区矿体在该异勃勺前缘及

其与北部出露的火山岩异常之间 在火山岩异常

断开的南侧
,

矿体较富
。

区矿体在该异常的极

值
、 二 下 位置 地表和钻孔已见岩脉

。

由此推狈明
,

矿区矿体的形成与低缓异常反

映的隐伏岩体 深度较大 有关 异常的北带与

火山岩异常西沿之间及异常的南侧
,

即 等

值线 圈定的地区
,

是找隐伏矿的有利部位
。

目前

在 矿区之间的北带 山地段 已找出具有

一定储量的矿体
,

并部署了南侧的找矿工作
。

苏州 地区的中型铅锌矿床
,

是产在石英

斑岩岩体边缘的夕卡岩型矿床
。

岩体具弱磁性
,

除主要矿物外
,

尚伴有黄铁矿
、

磁铁矿等
。

地表

已被覆盖
。

矿体是在继南侧规则异常见矿后 经

追索发硕拍勺
,

见矿部位仅 加 下等值线表现向外

凸出
,

是叠加在岩体异常背景上的复杂异常
。

矿

体位 ’’岩体异常东侧
、

而 段是在明显断开异常的

南北两旁
,

在偏离异常断开处
、

地质环境相同的

匕部却未见矿 这说明磁法不仅能发现磁异常

而 还能指出构造找矿的剖立 图

苏州 地区中创铅锌矿床 岩体 与矿物成

分同例
,

地表也被覆盖 本区不仅是直接找有

色金属矿床 同时也是低缓异常找矿的 个实例

西侧陈家桥 、图 异常高达 。 以 上
,

在地

下从 米处见 余米含铜
、

铅
、

锌的磁铁矿
,

东边

的吴宅是在西边见矿后向外围追索低缓异常时发

烈内 一 个中 ’到铅锌矿
‘ ,

镇 区 夕卡岩型铜矿床
,

是在黄铁矿

即明显异常 》 从础 上发展起料年 已知的南山

是以黄铁矿为 仁的铜矿 图
,

异常强度达 训。

岩体 为花岗闪长岩 磁性中等 矿体 与磁铁



矿共生
,

具有较强的磁性
,

呈捕掳体赋存于推覆

构造 即老地层逆推在新地层之上 下层由灰岩

组成的地层中
,

围岩蚀变发育
。

异常外形呈似椭

圆状
,

是岩体和矿体的综合反映
。

因矿体赋存在

推覆构造的下层
,

当地表老地层上有异常时
,

异

常是矿引起的可能性较大
,

所以东侧志留纪地层

上的异常与见矿钻孔位置甚本一 致
,

矿体深约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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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山组 二一花岗斑岩

口尸户一

辉

一 黄

一粉砂岩 一细砂岩 一 石英斑岩 二大理岩

图
, 一泥盆系 一 一柄厦

、

龙潭组 一 第四 系

行一石英斑岩 ‘一花岗闪长岩

宁镇某斑岩铜矿床 从上面列举的接触交

代型矿床实例可以看出
,

用磁法寻找有色金属矿

体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

下面介绍找至峡岩矿床的

一个实例
。

斑岩岩体属中酸性 具中一弱磁性
。

经验证明 在空间上 斑岩铜矿与黄铁矿含量有

的呈正消长关系
,

有的呈反消长关系
。

前者相当

于铜矿与黄铁矿含量成正比
,

与磁 异常关系密切

例 后记则相当于矿体内的黄铁矿含狱低 于

铜矿物的含量
。

当矿体周围发育明显的黄铁矿带

时
,

则黄铁矿的存在和蚀变作用可引起较强而规

贝哟异常
,

而产在岩体中的矿体仅显示正的弱磁

异常
,

有的与黄铁矿磁性相比显示负的磁异常
。

因此 可利用这一规律 在较强而规则的黄

铁矿异常周围寻找斑岩铜矿
。

例如 在宁镇已开



采的一个黄铁矿矿床东北侧的弱 正磁 异常区
,

和 孔均见至喊岩铜矿 图 上
。

最近
, 在黄铁矿异常西北侧的负异常区

,

也见到较厚的斑岩钥矿
,

而在黄铁矿异常较弱的

泊段
,

号孔却未见矿 图 下
。

将是寻找有色金属矿的有利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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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法在江苏寻找深部有色金属矿已发挥了它

应有的作用
,

今后应充分利用成本低的磁法扫面

资料
,

开展有色金属矿床的找矿工作
。

从上述实

例可以看出

江苏省有色金属矿床多与岩浆岩有密切的

成因关系 虽个别矿区内还未发现完整的岩体
,

但低级滋异常和火山岩的岩性关系是客观存在

的
。

要找深部矿
,

必须研究勘探深度较大的磁法

所反映的形状规则
、

并有一定范围的高
、

低强度

的徽异常 这类异常的周围 特别是其边缘部位
,

图

本省稍具规模的有色金属矿床
,

形六一之

范围的中一弱磁性强度的形状规则的异常对应
,

矿体埋深在 一 米
,

为主地区虽做过电法和

化探 例 除外 工作
,

但效果均不佳
。

所以找

深部矿体时
,

要考虑对现有勘探深度较大
、

应用

又较广的磁法资料进行详细翅止东合分析
。

随着磁测精度的提高
,

利用全平面向下延

拓手段能使埋深较大的低缓异常所反映的信息增

强 有色金属矿床的发现率还会有所增加
。

我们

曾对例 作过 向下
,

米的延拓 异常逐渐

明显出现
,

但在北侧钻孔未见矿的位
,

在延拓图

上仍无异常出现
。

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