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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润地区盐晕找矿方法的研究

张茂忠 张美娣

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总公 司矿 产地质研 究院 、

隐伏硫化物矿体在地下水的 作 用 下
,

在其扭 盖层浅部含铁锰敏化物和 有机质的

卜壤 中 形成盐晕
、

通过对盐晕 形成机理及其提取方法的 研究 在已 知隐伏矿体 上 方

获得 了清晰的 盐晕 异常
,

且 比光谱全分析结 果所获异常衬度 大
。

试验结果表 明
,

在

我国湿润气候带的 平原搜盖 区
,

用盐晕找矿是可行和有前景的
。

“

盐晕
”

一词是苏联学者 波利卡尔波

奇金等人〔’」提 出的
,

系指矿体元素呈可溶形式在

地下水中分散
、

迁移而形成在空间上与矿体有密

切关系的一种地球化学异常
。

盐晕找矿就是根据

这种异常来追寻矿体的一种方法
。

西方近几年再度兴起的选择 性提取找矿方

法
,

与苏联的盐晕找矿方法在工作程序上尽管很

相似
,

但应用的 目的却有较大差别
。

前者主要是

为了提高土壤 中残留异常 即次生晕 或分散流

等异常的衬度 后者则主要是在运积物覆盖层中

查明隐伏矿的异常

盐晕找矿方法所依赖的理论虽然还不十分严

密
,

但在运积物覆盖区已获得了隐伏矿体引起的

八

异常
。

因此
,

有必要开展盐晕形成机理及其找矿

方法的研究
,

以期为我国大面积的运积物覆盖区

提供有效的找矿手段
。

盐晕及其找矿方法的研究

一 盐晕的初始分布状态 硫化物矿体周

围存在着矿体元素的水化学晕
。

在栖霞山铅锌矿

床 剖面所取的钻孔岩石样品
,

用水浸取后测定

了
、 、 、 、

二
一 、

等
,

所获异

常均以矿体为中心
,

并具明显的浓度分带 图
。

这是一种稳定岁】水溶性异常
,

并非硫化物溶度积

范围内的含量所致
。

矿体周围的水化学晕 是盐晕的初始分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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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栖被 山铅锌矿床 线水浸取 元 素 异常图

一 矿体 一 异常外带 丫
、

介 一 异常中带
一

一异常内带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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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

它可以在地下水和电场作用下继续分散
、

迁

移
,

并在筱盖层中形成盐晕
。

当然
,

盐晕的初始

分布状态并不一定只有一个扩散晕模式
,

这个例

子仅说明初始盐晕的存在
。

二 异常元紊在土坡层中的分布与分配

用水 浸 取 地 表土壤样
,

没有出现成矿元素异常

图 上
,

但是这并不表明它们没有迁移上来
。

据

彼列尔曼等人研究〔”’ 十 、 十

等离子被 土

坡吸附的能力比
、

等强
。

因此
,

当含

成矿元素的地下水进入土壤层中
,

前一组元素将

取代后一组元素进入胶体扩散层
,

例如

睡。
,

一 唾似
‘

结果水溶液 中 儿素含址人增 并形成异常

成矿元素则大减
,

以至在地表不能测出水溶性异

常
。

显然
,

成矿元素进 入土壤层后
,

很叮能大量

转为水不溶形式
。

为了查明成矿元素在土壤层中的分布规律
,

我们在栖霞山铅锌矿 剖面进行了试验
。

在 米

郭。米的覆盖层中垂向取样
’ ,

用选择性提取方

法测定了
、 、 、 、

有机碳等
,

并将

该剖面的同类土壤合并为三层
,

分别统计 了各元

素的几何平均值 表
。

结果表明
,

除 外

其他元素主要在浅部的粘土层中富集
,

其分布规

律与上质类型有关
。

图 是剖面中 个钻孔的元

素异常图
,

展示了土层剖面中各元素的分布趋势
。

栖 山 铅锌矿 区 线土 层 剖面 某些 元价的 分布趋势

土土 层 剖 面 情 况况况 盐酸轻胺提取 焦确酸钠提取量

合合 并 层层 深度范圈 米 样品 数数 有机碳 咚石

枯枯 土 层层
。 。 。

砂砂土层 砾石层层
。

淤淤泥层
、

枯土层层
。

“主豁缪一 塑

砂土层

,一 叫一一一一

气
、、

才

︸︸

淤泥层

、、、、

基岩

图 栖故山铅锌矿床 线 孔 上少公中 元素分 布 趋势

为进一步考查异常元素在土壤 中的分 配情 时后过滤 将滤液和原液都用原 子吸收光谱分析

况
,

我们作了不同类型土壤对一些元素的模拟吸
、 、

等元素
。

附试验
,

其步骤是 用原液减去滤液中的元素含量值 即得到土

将取自不同深度的富有机质土
、

富铁锰 壤对元素的吸附量 表
。

氧化物土
、

粘土和砂质土风干
,

过 目待用
。

结果表明
,

稻田剖面淀积层的锈斑
、

黑斑 土

配制一种含
、 、

元素的溶液
,

吸收元素的量最大
,

吸附值与 含量的变化趋

要求 在 一 时溶液在几天内不发生沉淀
,

势相似 在坡地上
,

浅层富有机质土比深层红色

且对土壤中的有机质和铁锰氧化物的破坏要尽 粘妇的吸附量大
,

此处 含量很低
,

吸附量似

量 ,

—
克土加 毫升溶液

,

振荡放置数小 , 华东有色地质勘探公 司 ”曰 队 设 计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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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类型土 坡 对盆 金 属 元素 的 吸 收能 力 表

取取 样 位 段段 上壤类型型 上壤成分 ‘“妇妇 每 丁克 二吸收量 ‘ 吸 收 ’私 《“ ’’

地地 点点 深度 厘 米 有机碳碳 认认
稻稻稻 有机质 土土
田田田 锈斑黑斑 土土

剖剖剖 锈 斑 上上

面面面 灰色斑纹 土土

坡坡 地地 有机 质 上上
。 。

吸〕〕

剖剖 面面 ,, 红 色粘 上上
。

随随 机机机 砂 质 土土

乎与有机质有关 砂质土吸附量最小
。

各种土壤

对元素的吸附率是
。

应该指 出
,

土层中的元素并不仅仅是以被吸

附的形式存在
,

本实验只反映被吸附的情况
。

关于土壤的重金属元素的吸附
,

一般认为
,

富锰铁氧化物和富有机质的土壤吸附重金属的能

力最强
,

因为铁锰氧化物具有高度活性的非结晶

或低结晶状态
,

使外来元素不受晶体化学的限制

而大量进入氧化物中
。

有机质带负电
,

能吸附阳

离子
,

并通过它的活性官能团与重金属元素形成

有机络合物或鳌合物〔”」。

硫化物矿体周围的水化学晕继续 向上扩散
、

迁移至土壤层
,

成矿元素将与上壤发生一系列代

换反应
,

并富集在有利部位
。

在栖霞山地区主要

富集在浅部粘土层的锰 铁 氧化物和有机质上

壤中 异常在土层中的分布是悬浮式的
。

事实上
,

最有利于成矿元素富集的锰 铁 氧化物和有机

质
,

几乎都是在上层剖面上部
,

因此在有一定厚

度的运积物覆盖层中
,

隐伏矿体的异常可能呈悬

浮式分布
。

三 异常元素的提取方法 根据前面的认

识
,

我们可以在不太深的土层中采取富锰 铁

氧化物或富有机质的土壤样品 有针对性地选配

提取液来提取异常元素
。

提取液的配制原则是

能有效地分解成矿元素的目标载体
,

又尽可

能不破坏其他载体 从 目标载体中分离出来

的 目标元素必须不发生沉淀 提取液的适应

范围要
。

在吸附重金属元素较多的铁锰氧化物层中
,

褐色锈斑以 为主 黑色斑纹或结核 以

为主
,

较深部的青灰色斑纹则是低价的铁

锰氧化物
。

它们都容易被还原性溶液或稀酸溶解
。

土壤有机质中 一 是由胡敏酸和富里酸组成

的
,

前者溶于碱
,

后者既溶于碱又溶于酸
,

此外

它们还可被某些氧化剂或盐类分解
‘寸 。

国外有人用草酸和草酸盐分解非晶质铁氧化

物
,

用盐酸经胺分解锰氧化物 分解有机质时曾

用过双氧水
、

焦磷酸钠
、

次氯酸钠等
“ 。

我们参考国外的经验 在已知矿床上力的 运

积物覆盖层中取样
,

进行了提取方法试验 其流

程如图 所示
。

图 处理样品的 从本流程示 念图

在江苏试验的结果表明
,

用盐酸经胺或焦磷

酸钠与络合剂配制的混合提取液
,

都能得到衬度

较好的异常 用不同提取液进行分步提取的效果

并不比一次性提取的效果好
,

因此
,

除了特殊的

需要
,

应采取简捷的一次性提取方法
。

盆 中国 有色金属 业总公 司矿 产地质研究院 《金城矿

床与勘杏译从 》 年 第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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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知矿床上的应用效果

一 栖盆山铅锌矿床 该矿为大型多源层

控铅锌矿床
。

矿石矿物主要有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铁矿
、

菱锰矿等
。

矿体埋深达 多米
,

上盘

岩石为砂岩
,

裂隙发育
,

运积物覆盖层厚约 米
。

试验剖面地处气候湿润的平川区 耕地
,

样品取

自 一 厘米深的有机质层
。

先用焦磷酸钠溶液提取
,

然后将提取过的样

品再用盐酸经胺溶液作第二次提取
。

结果前者提

取出清晰的
、 、

异常
,

后者提取出
、

异常 图
。

金属矿物有黄铜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
、

黄铁矿
、

褐铁矿等
。

试验剖面中矿体被约 米厚的运积层

覆盖
,

地表是稻田
。

样品分别取自 一 厘米深

接近铁锰氧化物层 和 厘米深的粘土层
。

分别用盐酸轻胺溶液进行一次性提取
,

结果

获得了
、 、 、

异常 图
,

其中浅

部含铁锰氧化物高的样品 比深部粘土层的样品

具有更好的异常衬度
。

, 产 、召

认

卜 、

,

卜十

米

犷二 一 ‘尸

, 一 一

盐成经胶提取 一撇
,

、 丫、一协 , 、、

,
、、 一 了 宜 ,

一

,

、沪
尹卿啼砷碱

皿

焦 , 钠扭取

户一 、产

澎

‘
食

、

不共 米

团
圈

图 小茅 山铜矿 线元素异常剖面图

一 第四 系 代一长兴组 石灰岩
、

大理岩 生龙潭组粉

砂岩
、

细砂岩 万 一 石 英斑岩 夕产一辉绿扮 岩
、

、 一
铜铅锌多金属矿休 一揭铁矿体

田 栖 , 山铅锌矿床 线土坡异常剖面图

一淤泥质亚枯土和含淤泥的粉砂岩 一 一含砾砂岩
、

粉砂岩互层及火山角砾提灰岩
一 ’

一 中厚层灰岩夹有褪

石层和粉砂质页岩
, 一 ,厚层灰岩 生物碎屑灰岩及粉砂

质钙质页岩
,
一 巨 厚 含砾 石 英砂岩 和 粉砂 质 页岩

一 断层 一 矿体

二 苏州小茅山多金属矿床 该矿床主要

三 镇江三摆渡多金属矿 该矿属小型的

夕卡岩型多金属矿
,

矿石矿物主要有磁铁矿
、

赤

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等
。

试验剖面通过的矿体

埋深在 米以上 被运积物所覆盖
,

地表为耕作

区
。

样品分别取 自
、

和 厘米深度
。

同样用盐酸经胺系列提取液进行提取 结果

仅在深部
、

的 厘米处获得了
、 、

异

常 图
。

而光谱全分析由于测出了背景 上壤

成分 含量
,

本来就不强的盐晕异常被掩盖
,

因

此三个深度都未获得任何异常
。

浅部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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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偏提取方法未测出异常 可能是表土受污染干

扰所致
,

该区曾经修路
、

挖渠
,

也曾被洪水淹没
。

蔫
晚

苏二

次
川时

图 江苏镇江三摆渡 多金属矿 线土壤异常剖 面图

一表 土层 一黄马青组砂 页岩 , 一栖霞组

灰岩 甲”一 石英二 长岩 一 夕卡岩

以上实例表明
,

用适当的选择性提取方法
,

可以在运积物覆盖区发现隐伏矿的异常
,

在湿润

地区应用盐晕找矿效果较好
。

当然
,

所试验的一

些方法还不是最佳方案
,

因此
,

对选择性提取技

术应作进一步研究
。

结 论

根据钻孔岩石样品的水浸取分析结果和

运积物覆盖层中成矿 元素的分布特征 可以认

为
,

矿体周围的成矿成晕元素可以通过岩石和运

积物覆盖层
,

在地表浅部富集形成盐晕异常
,

因

此利用盐晕寻找隐伏矿床是有依据的
。

自隐伏体分散来的元素
,

在覆盖层浅部

的锰铁氧化物或有机质土壤中大量富集
,

采样应

注意这样的层位和介质
,

而不强求统一的深度
。

试验表明
,

分解锰铁氧化物或分解有机

质的提取液
,

可 以提取出全分析不能得到的或比

全分析好的隐伏矿异常
。

在江苏几个埋深不同的矿床上所作的试

验表明
,

用盐晕找矿方法可以发现隐伏矿体
,

至

少在我国湿润气候带的平原覆盖区是可行的和有

前景的
。

工作中得到了江苏 队和本院分析人员的

大力帮助
,

余平
、

李辛一提供了许多资料
,

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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