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地 质 与 勘 探
年 月

一 一 一

,

缩短金矿地质勘探
、

矿山建设和

生产三个周期

—考察美国
、

加拿大金矿的一 些联想

周 传新

年 月 日至 月 日
,

笔者随金

矿地质考察团赴美国
、

加拿大考察火山热液

型和卡林型金矿
,

顺便了解并探讨金矿找矿

勘探的技术
、

方法和地质工作管理体制
。

考察了美国麦克劳弗林
、

卡林
、

金坑和

加拿大赫姆洛
、

耶洛奈夫等金矿 处 乡 参观

访问了美国地质调查局西部及东部中心
、

内

华达州矿山局和加拿大砂金开发公司
、

奎姆

斯塔克资源公司
、

诺兰达矿业公司等单位
。

现将考察中的收获与由此而联想的一些问题

写出来
,

供参考
。

一
、

火山热液型及卡林型金矿 系指产

于浅部
,

其形成与各种成因的热液活动有关
,

成矿物质可源 自岩浆
,

而更多情况下则来 自

围岩
,

也可能来自深源的矿床
。

热液可直接

由岩浆派生
,

也可为岩浆热能 导致 的加热天

水或变质热液 含矿围岩可 自前寒武纪到第

三纪
,

岩性既可是沉积岩
,

也可 是 火 山 岩

包括熔岩和凝灰岩类 热源大多 是 时代

较新的火山活动或浅成岩浆活动
,

其分布大

多在大洋板块对大陆板块的古老或较新的俯

冲带附近 矿化特点
,

既包括石英脉型
,

也

可在各种破碎断裂带 中呈浸染细脉
、

网脉状

产出
。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
,

产出很浅 仅

几十米深
,

适于露采
,

具有较好的经 济 意

义
。

例如麦克劳弗林金矿
、

金坑金矿都是 世界

著名的大型金矿床
。

这类金矿床
,

在成矿区

带上往往成串出现
。

例如卡林矿区
,

至少有

个矿床
,

妈妈金矿则由 个矿 区组成
。

在

我国对寻找这种类型金矿床应该引起重视
。

我国几个大的地质构造单元的接壤部位
,

也

就是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板块缝合线附近
,

如

古特提斯海两侧 的扬子地台和华北地台
,

东

南沿海的中一新生界火山带
,

横断山脉以及

华北地台的辽东
、

胶东
、

秦岭等地
。

在寻找这类金矿时
,

根据 美
、

加 的 经

验
,

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控制这类金矿床的成矿基本因素是

复背斜褶皱
、

高角度断裂
、

火成活动和有利

的围岩岩性 主要是孔隙率高
。

具备上述条

件
,

而又有金的物质来源
,

当成矿条件有利

时都可形成矿床
。

在一个成矿区带上
,

也可

以同时存在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
、

中温热液

石英脉型矿床和 夕卡岩型矿床等
。

这些矿床

除金以外
,

往往与银
、

汞
、

钒 等 伴 生
。

因

此
,

在找矿过程中
,

思路要开阔
,

找矿 目标

要多样化
,

不能局限于某一种金矿类型
。

要加强成矿区带的研究
,

要采用综

合方法
,

充分利用卫星遥感资料
,

进行航空

和地面物探
。

特别要发挥化探手段的作用
,

在板块碰掩带
、

大断裂两侧
、

火成活动有利



的地方
,

首先圈出成矿远景区
。

要加强我国金矿成矿模式的研究
。

我国与北美的地质背景
、

大地构造条件不完

全相同
。

金矿成矿的地质环境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
,

不应机械地照搬

国外一些矿床 的模式
。

要组织力量
、

选定课

题带头人
,

进行我国金矿成矿模式的研究
,

尽快拿出成果
,

指导找矿工作
。

要重视资源的综合利用和评价
。

加

拿大依奎提 银金矿
,

以银为 主
,

银平均品位 一 克 吨
,

含金 一 克

吨
,

铜
,

总矿石量为 万吨
。

若金
、

银
、

铜分别评价
,

则经济意义均不理

想
,

而综合利用
,

从总体考虑
,

还是有利可

图的
。

如 年上半年已获纯利 万加元
。

再如北美的部分金矿中含砷较高
,

矿石须经

焙烧处理
,

增加了生产成本
。

但 由于重视综

合利用 ,

特别是在砷含量高于 时 耶 洛

奈夫金矿
,

仅回收
,

每吨矿石即可

增售 加元
,

从而变害为利
。

二
、

美
、

加两国从找矿到勘探
,

整个地

质工作始终围绕着采矿的 目的
,

贯穿若经济

原则
,

与生产紧密结合 他们采用的方法
,

总 的来说是比较灵活的
。

例如

勘探网度 的选择
,

一般看来虽有网度
,

但初始和最终的网度不尽相同
,

找矿勘探阶

段 的划分也不甚明显
,

程序可以跳越
,

钻孔

的布置
,

放宽与加密
,

勘探程度的确定
,

完

全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

矿床工业指标的确定
,

视矿床具体情况

进行多方案经济技术论证
,

确定最佳指标
。

一个矿 区可以有多种工业品位指标
。

例如
,

金坑金矿
,

总矿石量 亿吨
,

品位

克 吨 盎司 的进选厂 克 吨

而 克 吨 盎司 者送堆 浸
。

他

们实行先富后贫或贫富兼采
。

随着科学技术

的不断进步
,

矿山生产 日臻完善
,

和金价的

变化
,

不断进行经济技术论证
,

工业品位指

标 也随之调整和改变
,

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矿

石资源
。

例如耶洛奈夫金矿
,

在矿山生产后

期
,

又重新建选厂
,

开发利用尾矿 科特兹

金矿将原来的尾矿和废矿进行堆浸
。

迄今
,

有的矿山工业 品位已降到 克 吨 卡 林 金

矿
,

边界品位 克 吨
,

剥采比为 科

特兹 及 佛提图金矿
。

矿床勘探深度
,

也是视情 况
,

分 段 进

行
。

开始深度均不大
,

一般在 米以内
,

以

满足露采场范围为限
。

进一步的勘探工作
,

一般在露采坑底或转人井下进行
,

这样可以

节省大量钻探工程量
,

早投产
,

经 济 效 果

好
。

勘探手段的选择也很简单
,

总 的看
,

都

是采用钻探
。

美国主要采用反循环冲击钻
,

采集岩粉 加拿大主要采用金刚石钻进
,

同

时也采用反循环钻进
,

但都不动 用 坑 道工

程
。

美
、

加两国各矿业公司对于金矿找矿勘

探阶段最终的控制程度没有统一要求
,

储量

也不规定级别和比例
。

一个矿床通过一定钻

网的加密控制之后
,

经过充分的技术经济论

证
,

矿业公司董事会认为已能满 足 生 产 需

要
,

有利可图
,

便可投人采
、

选生产了
。

与之相比
,

我们的找矿勘探工作在许多

方面执行太死
,

不利于加速勘探和尽快提交

成果
。

因此
,

有必要对勘探工作和工作规范

进行必要的修订
。

顺便提一下
,

美国用反循环冲击钻进勘

探金矿
,

行之有效
,

效率高
,

值 得 我 们 研

究
。

三
、

地质工作管理体制
,

我国与美
、

加两

国不尽相同 我国的地质工作
,

从普查到详

细勘探全 由地质部门负责
。

矿区 勘 探 清 楚

后
,

交生产部门开发
,

地质工作与生产是分

割的
。

这从国家统一管理矿产资源
、

安排全

面和长远计划来看是有利的
,

但最主要的弊

端是矿床勘探与生产脱节
,

在具体建设
、

生

产中存在的问题较多
。

从美
、

加两国来看
,

国家和州地质调查



局只做区域地质工作或承担国家 需 要 的 任

务
,

如地震地质
、

全国性水文地质
、

海洋地

质
、

环境地质
,

偶而承担国家急需的某些矿

物原料的勘查
。

一般来说
,

他们只作普查
,

进行基础研究
,

不打钻
。

而从找矿到勘探
,

则划人生产范畴
,

紧紧围绕开采
,

目的性很

强
。

在这两个国家进行找矿勘探的大多是以

找矿为主的矿业公司
,

亦有探
、

采兼有的大

矿业公司
。

小公司探到矿后
,

一般有偿转让

或作价入股
,

给大的矿业公司继续勘探和开

采
。

钻探工程通常通过合同由专业工程公司

承包
。

这样做
,

我们体会好处是

① 矿区的勘探网度
、

勘探手段
、

勘探

深度和勘探程度
,

都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和要

求来确定
,

比较具体
、

实际和灵活
,

而不是

根据书本或规范去生搬硬套

② 勘探后期
,

如果是用钻 探 进 行 勘

探
,

钻孔既是探矿孔又是爆破孔 如用坑道

进行勘探
,

坑道既是探矿坑道
,

又作为为生

产坑道
,

地质与生产不用三结合
,

已是一条

龙

③ 在地质勘探过程中
,

同时由矿业公

司进行矿石可选性研究和各种技术经济可行

性研究
,

不仅及时指导地质工作 的进行
,

同

时也加快了矿山生产建设的过程

④ 勘探结束
,

最后 由矿业公司根据可

行性研究结果进行决策
,

是否建设和开采
,

而无需通过储委审批这一环节
。

地质工作成

果立竿见影
,

米饭现炒现吃
。

经济效益来得

快
,

来得直接
,

而不会造成资金积压和形成

呆矿
。

根据以上情况
,

我们的管理体制大有改

革的必要
。

建议可否考虑将地质工作划分为

两个层次
,

地质部门专门从事基 础 地 质 调

查
,

生产部门组织找矿勘探工作
,

目前可以

选择一两个金矿区
,

作为体制改革的试点
。

这些矿区详查后
,

由黄金公司投资
,

矿区的

勘探工作 由黄金公司负责
,

矿区的勘探设计

由黄金公司提出
,

施工可以采用合同形式发

包
,

由地质部门承担
,

从地质勘探到生产形

成一条龙
。

四
、

强化开采
,

加快地质勘探
、

矿山建

设和生产三个周期 过去我们只提加快地质

勘探和矿山建设两个周期
,

通过这次考察访

问
,

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
。

为了尽快地发展

黄金生产
,

把蕴藏在地下 的资源拿出来为我

所用
,

更多更快地增加我国黄金储备
,

还必

须强化生产
,

加快黄金生产周期
。

我们这次

考察访问中所了解的情况是 在 美
、

加 两

国
,

对已找到的金矿都是进行强化开采
,

特

大型矿床都采用大设备
,

进行大生产 大
、

中
、

小型矿山
,

一般都用 年
,

至多十年

左右采完
。

例如美国金坑金矿
,

目前选厂 日

处理量 吨
,

年要求达到 万吨
,

同

时还有堆浸场
,

堆浸每年加 万吨矿石
,

现在约有 万吨矿石堆浸
。

整个矿 山计划

年采完
,

最快 年
,

最 多 年
。

加拿大伊奎提金银矿
,

选厂 日处理 万

吨矿石
,

采场 日剥岩总量为 万吨
,

年

建矿
,

年采完
。

科特兹金矿
, 日处理量 吨

,

年

采完 马则尔洛德金 旷
,

日处理量 吨
,

年产金 万两
,

年采完 新诺洛金矿
, 日

处理量 吨
,

年采完
。

这些矿山的建设办法是
,

生产设施都采

用薄壳式
,

可以拆卸搬迁
,

不建宿舍 工作

人 员和工人采用合同制
,

矿山采 完 自找 出

路
。

一个矿山几十人 佛提图金矿 人
,

百

多人 科特兹金矿
、

耶洛奈夫金矿均 人
,

赫姆洛金矿 人
,

伊奎提 人
,

金坑金矿

也只 人
。

在这次所到 的各个矿山中
,

给我们印象

最深的是 所有矿山生产都很 正 规
,

人 很

少
,

生产管理严密
,

监测系统健全
,

生产秩

序有条不紊
,

非常正常
,

安全措施严格
,

劳

动效率很高
,

资源得到保护
,

最大限度 的利

用了资源
。

对比之下
,

我们的矿山
,

大多是细水长



流
,

生产服务年限过长 同时 由 于 设 备 落

后
,

人员臃肿
,

而且要负责全 部 人 员 的吃

住
,

搞大规模墓本建设
,

资源缺乏有效的保

护
。

这种状况应该通过改革加以解决
。

五
、

在这次考察中我们了解到
,

基础地

质工作阶段的投资
,

美
、

加两国都是由政府

拔款 地质调丧局和各大学地质系所完成的

基础地质成果资料
,

「匕政府负责公开发表和

出版
,

为国家和私人无偿使 用 仅 付 印 刷

费
。

地质调查局和大学地质系有义 务 为私

人矿业公司提供建议和指导
。

找矿勘探阶段

的投资
,

全部由各矿业公司 自己筹集
。

找矿

勘探阶段所取得的成果资料归各矿 业公司 自

己使用
,

但必须同时上交政府
。

在这次考察中
,

每到一处
,

我们无所不

问
,

包括矿山储量
、

品位
、

生产规模
、

生产

技术与经营情况
,

一般都是有 问必答
。

我们

认为
,

我国的中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图件
、

已开采矿区的一般地质图件似可适 当放宽保

密范围 基础地质资料应该无偿提供使用
,

对 目前国内出现 的不论什么资料都要收费的

现象应该加以纠正
。

目前我们都在研究体制改革
,

介绍上述

情况
,

也许能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一些思路
,

多增加一些方案
,

进行比较和选择
,

不妥之

处
,

可以弃之
。

东南亚及西太平洋地区 花岗岩对比和

资源评价第四次讨论会

讨论会为国际地质对比计 划 一 号 项
,

由中国国际地质对比计划全国委员会委托中国

有色金属学会组织
,

有色总公司矿产地质研究院主

办
。

讨论会于 年 月 日至 日在 桂 林 市 举

行
。

来自中国
、

美国
、

西德
、

英国
、

瑞士
、

荷兰
、

澳大利亚
、

印度
、

日本
、

马来西亚
、

泰国
、

越南和

南朝鲜共 个国家或地区的 名代表出席了 讨 论

会
,

其中非中国代表 名
。

各国代表共提交 了

篇论文 中国 篇
。

有 篇论文在大会
、

分会上

进行了交流
。

通过学术讨论
,

对下列 个问题取得了较大的

进展

① 在锡
、

钨矿床成因研究方面
,

各国学者普

遍认识到
,

花岗岩的岩浆热液对锡
、

钨矿床的形成

共有重要意义
。

同时也认识到
,

海底火山热泉
、

变

质作用
,

甚至基性
、

超基性岩浆作用
,

也不同程度

地对锡
、

钨矿床的形成有影响
。

② 各国地质学家充分注意到区域成矿规律对

比研究的重要性
。

这种对比研究表明
,

不同区域构

造环境中形成的锡
、

钨矿床和花岗岩启勺特征
,

既有

共性
,

又有差异
。

③ 在花岗岩类与锡
、

钨矿化关系方面
,

代表

们提出了区分含矿花岗岩与不含矿花岗 岩 的 矿 物

学
、

岩石学
、

地球化学等一系列标志
。

讨论会期间
,

著名地质学家徐克勤
、

澳大利亚

泰勒作了学术报告
,

程裕琪教授讲 了 话
。

各国代表通过几天的接触
,

增进了友谊
,

加深

了了解
,

为今后的合作和进一步学术交流开创了前

景
。

单振华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