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评价分散流异常的沟系原
、

次生晕方法

吕 国安 刘泉清

甘肃有色地质勘探公 司 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 总公 司北京矿 产地质研 究所

介绍 了快速评价分散流异常的沟 系 原
、

次 生 晕 方 法
,

讨论 了该 方法代怜传统

正规测网原 次 生 晕方法 的 可能性
、

工作 方法和应 用 条件
。

试验 工作取得 了好的

地质效果
,

证明在某些条件 下
,

新 方法完 全能代林传统的原
、

次生晕 工作 方法 并

具有快速
、

经济
、

效果好等优点

前 言

所谓沟系原
、

次生晕方法
,

系指沿沟谷
、

水

系定点采集原
、

次生晕样品
,

圈定各种元素异常

的位置
、

基本形态及其强度
,

进而快速评价分散

流异常的一种化探方法
。

也就是说
,

把传统的正

规方格测网的原
、

次生晕方法
,

变为自然条件下

沿沟系树枝状测网的方法
。

本文着 重讨论该方法

代替正规测网方法
,

准确圈定异常的位置
、

形态

和强度的可能性
,

工作质量及其地质效果
,

以及

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

分析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微痕量元素

分析系统的确立
,

促进 了成矿区带地球化学 普查

的发展
。

前
,

大部分成矿 区带都具 备以快速
、

定量
、

多元素为特点的五万分之一分散流的完 整

资料
,

发现 了人锻有意义的异常
。

如何将有潜在

远景的 异常以最短的时间
、

最少的劳力和财力
,

转化为有实际经济价值的资源
,

这是一个不可回

避的问题
。

在评价区带分散流异常的过程中
,

按传统的

作法即所谓
‘ ·

三步曲
”

第一步是用剖面拦截
,

证

实异常的存在 第二步是以中小比例尺的基测线

控制
,

以多种物化探方法圈定异常的位置
,

确定

异常的形态
,

并进行综合解释 第三步是按照 大

比例尺的正规测网
,

详细圈定异常
,

并进行工程

验证
。

特别是后两步
,

按现有的规范
,

均沿用苏

联的作法
,

采用 或者 米的方格网

控制
,

其结果是费时
、

费工 、 费钱
,

特别是在地

形及通视条件较差的地区
, 一 个异常从圈定一评

价一验证 见矿的周期
,

往往要 一 年
,

致使分

散流获得的成果
,

不能及时地做出评价
,

满足不

了普查找矿的需要
。

例如
,

我们 在某铅锌矿田 采

用万分之一 自电梯度法和次生晕
,

按
丫

米

的测网
,

投入两个分队 每个分队 平均加 人
,

历

时 年
,

完成面积 平方公里
,

耗资洲 。 多

元
。

可 见
,

传统的
“ 三步曲

”

异常 评价 方法存在

不少弊病
,

值得探讨
。

正规测网的方法
,

特别是在林区
,

由
一

通视

条件极差
,

需要大量砍伐树木
,

仅砍伐树木的经

济赔偿费用每年就达 一 万元
。

评价异常的 「的 是 确 定其潜在远景和找 矿

意义
,

一开始就投入正规测网
,

花费大从的人 力
、

物力和财力是否有必要
,

位得考虑
。

为此
,

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和采用 了沟系原
、

次生晕方法
,

快速评价分散流异常

采用沟系原
、

次生晕方法的可能性

采用沟系法
,

涉及到两个敏感的问题 是

撤消方格网代之以 自然沟系网 二是高密度网点

采样代之 以稀密度随机取样

一 自然沟系网定点的均 匀性与可信度

撤消方格网代之以 自然沟系网
,

并不是该方法争

论的焦点
,

因 为不管什么样的测网
,

只 要布点均

匀
、

点位准确即可达到 目的
。

从五万分之一到万



分之一的地形图和航空照片上看出
,

山区沟系多

呈树枝状
,

主干沟谷和次级沟系的分布比较均匀
、

醒 目
,

易于辨认
。

极少数情况下地形切割和变化

不大
,

在图上不明显
,

但在实地还是有一些
“
毛

毛
”
沟系

。

因此
,

在不同级次的沟系中
,

按一定

的距离布点
,

可以做到均匀
、

准确
。

根据我们野

外工作结果
,

利用地形沟系结合测绳量距确定点

位
,

其相对误差为 一 ,

图上限差不超过

毫米
,

基本上可保证定点精度
。

二 高密度采样代之以稀密度随机采样
,

是该方法争论的焦点 异常评价的 目的是确定异

常的位置
、

规模
、

形态和强度
,

为异常的解释提

供依据
。

为此
,

采样密度应放稀到什 么 程 度 才合

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

我们将一个高密度采样

的矿异常
,

逐渐放稀网度
,

以考虑对异常解释的

影响
。

图 是某铅锌矿床的次生晕 异常
,

其

侧网为 火 米
。

用 含量圈定的异

常
,

长 米
,

‘

宽 一 米 含量圈

出 个高值中心
。

异常轴线近东西向
,

形态不规

,
。

己知铅锌矿体受背斜控制
,

·

异常轴与背斜轴

一致
,

矿体与异常的主要部位吻合较好
。

〔,‘一来

图 某铅锌矿床即 。 、 米网度次生晕 异常

《,一米

褪

图 某铅锌矿床 、 米网度次生晕 异常

图 是采用 米网度 抽掉图 中的

双号线和双号点 所圈定的 等值 线

图
,

结果图 中的连续异常变为两个相邻的孤立

异常
,

但其总长度
、

宽度及强度变化不大
。

结合

两个异常的元素组合特征及所处的地质环境
,

特

别是与层位有关的矿床
,

绝不会把两个异常当作

单独的矿体来解释
。

图 某铅锌矿床上
丫

米网度次生晕 异常

图 是采用 又
米的网度 蒋图 隔一

行去掉两相邻测线和测点 所圈定的 异常等

值线图
。

异常长度和强度与图 差别不大
,

异常

宽度为 一 米
。

但从图 可以看出
,

异常与

矿体的吻合程度比图
、

更好些
,

异常分布范围

基本上反映了背斜轮廓
。

图 是将图 范围内的所有沟谷
、

水系都画

出来并套在图 上
,

凡是在沟谷
,

水 系或其附近

的侧点都落在图 上 相当于沿沟系采样
。

所圈

定的 异常与图
、 、

所示异常的长度
、

宽度
、

强度差异不大
,

且与 米网度的异常极为

相似
,

异常范围与背斜分布范围基本一致
。 ’

综上所述
,

放稀测网
,

即比例尺 由万分之一

变为 万分之一
,

对异常的形态
,

规模和强度

等影响不大
。

特别是在异常评价阶段
,

主要任务

是确定异常的性质和引起的原因
,

是能够满足定



的一米定一川性地质物化探解释的要求的
。

据此
,

布咒

地表工程验证异常
,

寻找矿体是可行的
。

又户一
‘‘

⋯夕资图 某铅锌矿床 卜沟 系次生晕 异常图

近几年来我国访问的一些外国化探专家
,

对

我们用
、 、 又 米网度进行原

、

次生晕工作
,

感到惊讶 对比国外的大量化探资

料
,

对传统的测网提出异议是不无道理的
。

野外工作方法与地质效果

一 野外工作方法

沿 水 系沟谷 树枝状测 网 的布置 以五万分

之一地形图放大成 万分之一地形图为底图
,

有条件时 结合万分之一航空照片
,

在室内顺沟

谷水系将树枝状测网画出来
,

要尽量画到分水岭

和山脊附近
,

构成天然的树枝状测线
。

同时应注意

凡能看到的沟系均要画出来
,

以保持沟

系分布的均匀性
。

由于地形图的 比例尺较小
,

。。一 ‘川米的

小沟系在图上反映不出来
,

如有万 分之一航片
,

也可以参考画出
,

否则可留在采样 过程中增补
。

沮吐点 的确 定

〔 对于一个异常区
,

在定点之前
,

应进行

一次测区踏勘
,

对测区内的主要地形
、

地物及大

的沟系有一个了解
。

在此基础上
,

从地形地物标

志 比较明鲜的 一 魂 级水 系开始
,

在室内每隔

一 米定一个点
,

以双号表示
,

一直布到沟

脑
,

每平方公里一般为 一 个测点
。

室外增补测点
。

由于 一 川米的小沟

在图上表示不清
,

实地的矿化
、

蚀变
、

破碎带及

构造在地形图上无法表示
,

所以在采样过程中以

单点号 如单点不够可用单点加脚码 加密采样
,

并将实际点位定在地形图上
。

如沟系沿地层走向分低 布点距离可放

稀到 一 米
。

沟系垂直于地层走向时
,

点距

可加密到 一 米
。

在室外布点的沟系
,

其起始点要求定位

准确
,

除考虑地形地物特征外
,

还 可以用罗盘交

汇法定位 以后逐点除结合地形地物定位外
,

还

可结合测绳丈斌
、

小水 系到沟脑的最后一个点要求距山脊

不能人
几
加 。 米

。

野 外采样

〔 如果采样位置与室内定点有出入
,

则以

实际点位标在图上
。

采样点位和标志
,

均应在前进方向右侧

的边坡上
。

采样时
,

以采样点为中心
,

垂直地层

一 米范围内的同种岩性
,

连续采集 一 处原

次 生晕样合并为一个样
。

遇有构造
、

蚀变和矿 化现象
,

采样要具

有代表性
,

并做详细记录
。

采样位置附近如有固定标志
,

可用油漆

标明点号
,

并立小红旗为标记
,

没有固定标志时
,

可以用小木桩为标志
,

注明点号
,

便于质量检查

和异常检查
。

次生晕以 层较为合适
。

野外质童检 查
。

检查内容 主要包括 布点

密度与均匀性
,

要求 点厂公吧二
布点点位准确

性 两点间距离的相对误差要小 与
、 门

或两点

间即离误差小 于涌米 图 两 饭间相对位差不超

过 毫米

二 地质效果及经济效益

地质效 果 年 我们选择两个区带
,

对 个分散流异常进行沟 系次生晕
、

个分散流

异常进行沟系原生晕检查评价
。

其中有 个异常

取得 了较理想的地质效果
。

图 是某地分散流
、 、

异常区
,

其

面积约 公里
’ ,

异常位于两个大岩体之间的泥盆

纪地层中
。

在该异常区内布置沟系次生晕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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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某地区沟 系次生晕采样点位图

公里
, 。

图 是图 中所示的 公里 ,

范围内的沟

系次生晕采样点及沟系分布状况
。

从图 可以看

出
,

沟系分布比较均匀
,

共布采样点 个
,

平均

每平方公里 个点
。

图 是沟系次生晕所圈定的

异常等值 线图
。

异常强度高
,

形态

规则
,

规律性较强
,

并具有一定规模
。

对图中的

个高值点作了地表检查
,

都与强烈蚀变破碎带

相吻合
。

破碎带中见黄铁矿化和毒砂
、

白铁矿
、

少量方铅矿等
。

经槽探揭礴
,

均见到金矿化体
,

金的品位一般为 一 ,

最高达
。

图 是某地 人
、 、 、

分散流异常区
,

异常

图 某地区分散流
、

异常

面积为 公里
, ,

的平均含量
,

最大

值为
。

异常范围比 大得多
,

其

最大值达
,

平均为
。

该异常位于

斑状花岗岩体外接触带的泥盆纪地层
,

岩性为砂

板岩及粉砂岩等
。

对该异常区投入沟系次生晕相

余平方公里
,

图 为其中 公里 ’
范围内的沟系及

点位布置图
。

由图 可以 看出
,

沟系和点位布置

都比较均匀
,

采样点 个
,

平均每平方公里 个

点
。

图 是沟系次生晕所 圈出的 异常
,

异常

形态规则
、

强度高
、

规律性较好
。

次生晕样品中

大于 一 的点约有 件
,

最高达
。

经地表检查
,

异常带与破碎蚀变带位置吻合较好
。

经地表槽探揭露
,

见到 矿体 及矿化体
,



的品位一般为 一 ,

最高边
。

,

屯

目 目 ,

一 一

尹 一 一 一

布点稀疏
,

从图中可见
,

布点密度不够均匀
,

但

异常形态比较连续
,

最大值为
,

异常区平均值为
,

一般 一 。

异常与闪长岩体相对应
,

位于有利成矿的地质部

位
,

目前正做地表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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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某地沟 系次生 , 异常平面图

通过上述两例沟系次生晕工作的试验看出 ①

采样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少于 个点
,

并且布点均

匀
,

所圈定的异常是有规律的
、

可靠的 ②通过

对异常的检查和工程验证
,

异常的位置 比较准确
,

异常的形态和基本特征都能较清楚地反映出来
,

可以为异常的解释提供基本的
、

可靠的资料 ③

采样的 目的性强
。

沟谷中地层出露往往比较清楚

楚
,

遇到矿化
、

蚀变
、

构造等地质现象
,

可有目

的地补采样品
,

因此
,

地质效果比较显著
。

这是

沟系原
、

次生晕的一大优点
。

某地分散流普查获
、 、 、 、 、

等多元素组合异常
,

异常面积 公里 ’。

为了快

速进行评价
,

布置沟系原生晕 公里
, 。

图 是其中的 公里
, ,

布点底图为万分之

一地形图
,

垂直地层走向布点较密
,

沿地层走向

图 沟系原生 异常平面图

图 是多元素组合分散 流异常 区 公里 ,

沟系原生晕 的成果图
。

异常区内 的平均值

为
,

一般为
。 ,

最大值
。

该异常属低值异常
,

但其形态规则而完整
。

因此
,

沟系原生晕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

经 济效 果 我们用 多人的一个分队做沟

系次生晕
,

野外工作仅用 个月
,

评价分散流异

异 个
,

完成面积 公里
,

个点 公里
, ,

地质 物化探综合剖面 米
,

槽探验证工程

米
’ ,

采槽探原生晕样 件
,

地质样 件
,

投资约 万元
。

比投入万分之一正规测网的次生

晕工作至少要提前 年
,

投资仅为正规测网的
。

沟系原生晕工作仅用 人
,

个 月时间完成



公里 ’ ,

评价 个分散流异常
,

比万分之一原生晕

工效提高 倍
,

投资相当于正规测网的
。

由此

可见
,

应用沟系原
、

次生晕方法评价分散流异常
,

其经济效益是显著的
。

从地质效果和经济效益来看
,

沟系原
、

次生

晕方法具有效率高
、

周期短
、

投资少
、

效果好等

优点
,

是评价分散流异常较好的方法之尸
。

在某

些条件下
,

完全可以代替正规测网的原
、

次生晕

方法圈定异常
,

进行地表工程验证
。

该方法的应用条件及注意问题

一 方法的应用条件

地表切割厉害
,

森林筱盖面积大
,

通视条

件差的地区
。

地形切割中等
,

在山顶
、

山坡均有黄土覆

盖
,

只有沟谷中有残坡积层和原岩出露
。

水系比较发育
,

但交通条件比较差
,

该方

法可用较少的人员灵活机动地完成任务
。

二 需注愈的问题

在地形变化不大
,

沟系不明显的地区
,

由

于点位不易定准
,

应用效果较差
。

在采样过程 中增补采样点
,

目的性很强
,

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对地质情况比较熟悉 或经迈

一定的训练
。

野外工作过程中
,

其生产效率
、

工作质量
,

主要取决于识图能力
。

因此
,

在工作前要加强野

外工作人员的培训
。

二 夕
·

卜

五

, 刀 即

对 阴 一

石护矛 月尸 ‘ ,

一

万
‘

室 一

山 阵 详
, ·

以二 叮

以 山

记
, , 口 ,

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