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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地质对金矿成矿区带化探异常评价的要求
,

包括区带 成 矿预

测
,

圈定详查区
,

提供可验证异常和直接取得找矿 效 果 个 方 面
。

为

此
,

木文提出了 步异常评价程序
,

并结合以往工作中的认识和经验
,

对各步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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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年以来
,

冶金地质系统每年以

万多 的速度
,

进行以 万水 系 沉积物

测量为基本方法的金矿成矿区带地球化学普

查
。

年来的情况表明
,

测区范围内的已知

金矿
,

一般均有明显的分散流异常
。

并且
,

根据水系沉积物测量
,

已经发现 了一些金矿

床和金矿远景区自 〕
。

根据部分资料的统计
,

每 进 行

万的水系沉积物测量
,

可期望发现 个分

散流异常
。

可见
,

冶金化探汉水系沉积物测

量一项
,

每年便可发现近千个异常
。

然而
,

有找矿 金 价值的异常在所发现的异常中

仅占很小的比例
。

这也就说明 了异常筛选
、

评价的重要性
。

各部门的地质工作
,

均有其本系统的特

点
。

冶金地质的这一特点
,

体现在金矿成矿

区带地球化学普在异常评价方面
,

要求提交

以下 方面的成果 区带含矿 性 评 价 预

测 圈定进一步开展 而积性工 作 的 详 查

区 提交 可供 验 证 的 异常 验证一勘探

区 直接取得地质找矿效果
。

以 万为基本工作比例尺的 金 矿成矿

区带的地球化学普查
,

对异常评价要求包括
“ 跨度 ” 如此之大的 方面内容

,

其难度显

然是很大的
。

为 了满足这一要求
,

现将金矿

成矿区带地球化学普查的异常评价
,

归纳为

如 下 个处理步骤 的异常评价程序
,

并按次

加以简要的说明
。

成果质皿检验

对前人或旁人所提供 的地球化学普查资

料
,

在评价异常之前
,

需对共 价 缺 进 行检

验
。

但是
,

这种检验不同于生产过程中的质

量检查
。

检查
、

了解中要注意化探各工序中

的薄弱环节和除技术原 因之外的某些非技术

原因造成的弊端
。

例如
,

在 目前情况下
,

为

追求直接找矿效果或 “ 经济效益 ” 而忽视兹

础资料质 录可能 出现 的 采 样 密 度
、

混样分

析〔“ 和分析侧定等方面的问题
。

诩区地质踏勘和区域地球化学调查

通过对侧区所处地质单元和区内地质情

况 一 地层
、

构造
、

岩浆岩
、

矿产及其分布

的 了解
,

确定区内主要找矿 目标 广床成因

类型 和可能赋矿的地质有利部位
。

通过区

域地球化学调在
,

获得区内各地质 相 有关

元素的丰度等方面的资料
,

从而 了解和估计

测区范围内地球化学成 矿 条 件
。

例 如
,

我

们 曾对某 万分散流测区进行成 矿预测
,

经地质踏勘后认为
,

局部有混合岩化的老变

参加工作的有李永才
、

郝然
、

喻安群等
。



业矿成矿区带地化 奋异常评价程序
明显提高有价值异常的比例

,

而不拘泥于个

别异常的得失
。

对于筛选中误弃 的有价值异

常
,

完全有可能在以后的工作中
,

由于认识

的深化而从新引起重视
,

再次进行评价
。

多元统计分析
,

可对异常进行颇有成效

的筛选
。

异常筛选中可将区带分为有模式和

无模式〔 〕的情况
。

在有模式的区带
,

可仿效
“ 目标找矿法

” ,

对区带化探的数据进行判别

分析
,

绘制出能区分矿与非矿的判别计量 图

或反映异常源性质的判别异常分类图〔绝〕,

从

而达到筛选异常的目的
。

型点群分析也是

一种对异常进行分类
、

筛选的多 元 统 计 方

法
,

而且这种方法可用于没有进行判别分析

前提的无模式的区带
。

但是
,

点群分析在计

算过程中
,

由于对原始数据的处理方法不同

和选用统计量的不同
,

往往会得出不同的分

类结果
。

不过
,

只要做到根据化探参数的分

布特征
,

来正确选择原始数据的处理方法
,

根据所需解决的课题的性质
,

来正确选择统

计量
,

就能得出反映客观规律的正确结果〔 〕。

此外
,

在异常筛选中也可以采用因子分析
、

对应分析等其他多元统计方法
。

异常排序是将大批异常进行筛选的一种

惯用方法
。

排序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
,

但一

般不外乎取值于异常强度和异常规模这两类

参数
。

其中可以元素的规格化面金属量

质岩分布区
,

金矿的主要找矿 目标应该是混

合岩化一重熔岩浆热液型金矿和变质一热液

型金矿
。

但是
,

根据每平方公里采一个基岩

样品的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
,

发现该区老变质岩中金的丰度只相当于地壳

克拉克值
,

而且混合岩化前后
,

金的含量变

化甚微
,

从而说明金的活化程度很弱
,

所以

该地层不足以构成矿源层
。

因此认为
,

区内

不利于形成上述两种成因类型的金矿
。

异常的快速肺选

异常筛选是异常评价的前处理工序
。

一

般说来
,

不可能也无必要对所发现的所有异

常同批逐个进行评价
。

异常筛选的 目的在于

、 , ‘

。 。

八八 二 二二一一

七 。

为代表
,

式中 牙一 异常中某元素的平均

含量 。

—某元素的背景含量 —异

常面积
。

对于多元素组合异常的 值排序
,

可

将每个异常中各元素的平均衬度值乘其异常

而积
,

分别得出各元素的规格 化 而 金 属量
。

再按 值从大到小将各元素进

行排队
,

写出每个异常 的 多 元 素组合

表达式
,

然后 , 主要根据成矿元素及前缘元

素的 值
,

将异常排序 罗素 菲
, 。

直观辨认是根据化探参数
、

元素组合
、



异常分带性等并结合地质成矿条件来筛选异

常的一种常用的经验方法
。

当然
,

筛选的效

果直接取决于筛选者的水平与经验
。

异常可命性检验

对筛选出来的有望异常进行实地检花
,

包括异常地段 的地质踏勘 采集检查样 作

检查
、

控制剖面
。

此处地质踏勘 的 目 的 有

二 一是查明异常地段的地质情况
,

二是确

定检查样和剖面的位置
。

在这一工序中应尽

可能利 用快速分析
,

如 痕量金 野 外快

速测 试 等
。

异常的地质踏勘和追踪

对经实地检查的有望异常
,

进行详细的

地质踏勘和追踪
。

追踪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化探异常的追踪
,

二是异 常 地 质 现象

—蚀变带
、

构造破碎带
、

矿 化 现 象 的追

素
。

在踏勘和追踪过程中
,

除对野外地质现

象进行详细的观察外
,

还应尽量利用快速分

析
。

在某些部位可采集天然或人工重砂
。

对

于矿化露头
、

铁帽和重砂 中的灰砂部分
,

可

用快速酸溶检验法检验是否含有 自然金微粒

蔡长金
、

陆荣军
, 。

其方法是 将样

品砸成粉末状
,

如样品为硫砷 化 物 黄 铁

矿
、

磁黄铁矿
、

毒砂等
,

加 旧 和

两酸比为
,

如样品为磁铁矿
、

赤铁

矿等氧化物和铁帽
,

则加
,

加热溶解
,

若原样中含有 自然金微粒
,

经酸溶处理
,

在

放大镜 或双目镜 下便显而可见 当然
,

与微粒金的原始粒度有关
。

据笔者实践
,

该

方法简便可行
,

适用于野外条件
,

有助于异

常追踪和 含矿性评价
。

对于踏勘和迫踪过程中发现的异常源
,

如认为含矿性良好
,

可直接提供评价
,

以缩

短找矿周期
。

异常群
、

带的评价

除 了对群
、

带状异常含矿指示性进行分

析外
,

需对控制异常群
、

带发育和分布的地

质环境 如构造 的赋矿性 进 行 分 析
、

探

索
, 目的在于圈定详查区

。

, 点异 常的评价

通过对异常的元素组合
、

异常形态
、

浓

度变化等细节的分析并根据元素垂向分带规

律
,

结合地质成矿有利部位的分析判断
,

提

出可供验证的异常
,

见矿后可望发展为验证

一勘探区
。

异 常潭含矿性评价

对 干成矿区带地球化学普 查 的 异 常评

价
,

如已推断出异常的性质
,

并按工作比例

尺的相应精度
,

圈定异常 源 赋 存 的可能范

围
,

理应已达到评价的 目的
。

而现今为
一

满

足直接取得地质找矿效果
,

就得将异常评价

工作延伸到异常源 深部 的含矿性评价
。

因此
,

必须发现异常源
,

有时还需进行必要

的揭露
,

并采用地质
、

地球 化 学 等 多种方

法
,

来确定其深部的含矿性
。

例如
,

在某金

矿成矿区带 的地球化学普查区
,

区内主要的

水系沉积物异常的异常源为具相当规模的黄

铁矿化硅化蚀变带
。

对异常源作 了系统的采

样分析
,

其含金量一般为 ” ” ,

而个别地表样品金 的含量够工业品位
。

为了评价异常源的深部含矿性
,

我们采

用了汞的连续热释谱分析
。

汞的连续热释谱

是判断含矿性的一种地球化学标志〔“ 〕,

其原

理在于 与 的原子结构极为相似

电子排布 离 子电泣

一 ,‘ ’” ’

一 “ , 。

离子半径
一 十

一 , 十

一 , 十

所以紧密共生
,

无矿化
、

未蚀变的正常地质

体的样品
,

其汞 的连续热释谱呈单峰状
,

说

明在此类样品中
,

汞的存在形式单一
,

而各

类矿床 沉积矿床除外 的样品 ,

汞的连续

浙江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实验室 , 黑龙江地矿局

第三地质队实验室
。



热释讲要复杂得多
,

往往呈明显的多峰状
,

说明这些样品中的汞有多种存在形式
,

每一

种存在形式一般与某一温域 的 热 释 峰相对

应
。

我们将待评价的黄铁矿化硅化蚀变带的

黄铁矿样品
,

进行 了汞的连续热释谱分析后

发现
,

其汞的连续热释谱与已知含矿的参照

组样品的热释谱有明显的区别
,

属于无矿型

讲图
』

与此同时
,

根据火山岩地 区 金矿 与
、 、 。 、

密切相关的特点
,

对某地

矿化蚀变带样品作 了 种元素定量分析数据

的相 关 分 析
,

计 算 结果表明 一 为

一
,

一 为
,

一 为
,

一 为
,

表 明 与
、

、 、

均无相关 性
。 ,

。

不符合火山岩地区金矿元 素 相关性

的特点
,

从而否定 了异常源 —黄铁矿化硅

化带下部的含矿 金 性
。

以上只是对金矿成矿区带化探异常评价

工作和过程的一个大致的划分
、

归纳和某些

认识
、

体会的零星介绍
。

冶金化探
,

就总体

而言
,

在长期的生产
、

科研实践中
,

在异常

的筛选
、

评价方面
,

已积累了一系列结合本

系统特点的方法和经验
。

然而
,

一般说来
,

评价异常毕竟要比发现异 常 更 难
。

异 常评

价
,

地质是基础
,

必须重视和加强现场地质

踏勘
,

由于地质情况的复杂性等原因
,

从而

在异常评价中
,

似乎也不应不现实地试图探

索简单刻板的异常评价公式或全赖于人工智

能机器
。

文 中异常筛选部分介绍的判别成图

等方法
,

其用意 “ 并非在于用计算机来代替

专业人员对化探成果作出解释推断
” , “

只有

通过专业人员的思维才能对成果作 出最后的

判断
”〔们

。

然而
,

掌握多种方 法
、

手 段
,

毕

竟能开阔捕捉找矿信息的思路
,

有助于对异

常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

从 而取得良好的地

质找矿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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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一年里
,

我刊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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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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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理沦
、

新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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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和新见闻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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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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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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