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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金勘探地质品位贫化原因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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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势黄金地质研究所

根据 个探采对比品位系 数分析
,

有 的开采地质 品位 高于

勘探地质品位
,

表明砂金勘探地质品位存在贫化向题
。

贫化原因主要

是 探采花场叙粒度的变化
、

工程质量差
、

设备不过关
、

取样体 积代表

性差
、

特高品位处理不当以 及室内砂金 鉴定丢金等
。

关妞祠 砂金 , 品位系数 , 勘探地质品位 , 开采地质品位 , 贫化 ,

粗拉系数

各矿山探采对比的平均品位系橄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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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金勘探地质品位贫化

系指人为因素造成样品中金

粒的丢失
、

减少或因样品代

表性不够
,

从而使勘探工程

或矿床的平均品位降低 低

于实际开采的地质 品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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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就砂金勘探地质品位是否存在贫化及其

产生贫化的主要原因
,

提出一些看法
。

砂金勘探地质品位是否

存在贫化

根据 年 个砂金矿山 条采

金船
、

个落天采场 所取得的 个探 采对

比品位系数 勘探地质品位 开采地质品位

数据
,

有 的实采地质品位高于勘探地质

品位
,

总的平均品位系数为
。

其中实采

高于勘探地质品位的品位系数平均为

实采低于勘 探地 质品位 的品位系 数平均为
。

上述各矿山探采对比平均品位系数见表

平均品位系数
。 。 。 。 。 一

在 个砂金矿山探采对比中
,

平均品位

系数大于 者有 个
,

占
,

矿 山总平均

品位系数为
。

若从不 同采金船及各年份的探采对比品

位系数或各矿山历年的平均品位系数看
,

多

数实采地质品位都高于勘探地质品位
。

从而

表明砂金矿勘探地质品位多存在系统贫化
,

即砂金勘探地质品位多数偏低
。

可是
,

韩家园子
、

嘉阴河
、

白水
、

安康

等矿山的品位系数较小
,

这是因为开采时没

有挖到矿体底板
,

丢失富矿体
,

使丢失金属

量大于丢失矿石量所 占比例
。

其次是超挖底

板过多
,

加大开采贫化
,

降低 出矿品位 即

品位系数
。

如 白水金矿验证钻孔资料
,

开采残留含矿层最大达
,

最小为
,

平均为 残留含矿 层单孔品 位最高达
,

最低
“ ,

平均

加
。

因采金船尚未 挖到矿体 底板
,

造成



丢矿
,

致使金属量的损失大于矿石量损失及

开采地质品位低于勘探地质品位
。

品位系数与粗粒系数的

关系

砂金勘探的地质品位直接与获得的砂金

粒数及砂金粒径大小有关
,

但在粒数与粒径

两个变量中
,

起决定作用的是粒径
。

据温昌祥 对漳腊矿区 粒和武 都矿区

粒砂金的 重量 夕 与粒径 二 的 相关分

析 相关系数分别为 和 用幕

回归方程夕 生
·
‘ , ‘ ,

及夕 ,
·

‘, , “

计算
,

当粒径增大 倍
,

重址分别增至

及 倍
。

即 粒 二 的砂金
,

其 重 「相 当

于 粒 的砂金
,

可见
,

粗粒 金对砂

金品位的影响是很大的
。

笔者曾对部分采金船开采的砂金粒度作

了现场筛析
,

并与勘探提交砂金粒度进行 了

重量百分比较
,

详见 表 一
。

从上述 各矿 区 砂金粒度的 探采 对比可

罕达气金矿探采砂金粒度对比 表

。

。

氛

厂了

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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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园子金矿探采砂金拉度对比 表

粒 级
。 。 。 。 。 。 。 。 。 。 。

勘 探 一 。

开 采
。 。

。

。

。

。 。 。

兴隆金矿探采砂金较度对比 表

代
。

尹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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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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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一
算鬓 ⋯ ⋯⋯ ⋯ ⋯ ⋯

,

。 。

。

。

知
,

生产采出的大于 的粗粒级砂金含量

与探采 对 比的品 位系数具密 切的 相关关系

见图
。

为此
,

粗粒系 数可定义为开采和

勘探大于 田粒级的 砂金 百分含 量比 值
,

里

粗粒系数



甲
、

丙船探采砂金拉度对比 表

粒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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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中勘探粒坟为矿区平均佰 , 刀采粒度为 年二天内测定数据的平均值 , 品位系数为 年对比 数州
。

罕达气采金船实采金粒分析 衰 了

样 品 几 址

船 号
粒径

金粒重见百 分比

勘探提交金

拉贡量百分比

内弓口月舀勺目一卜以

︸菩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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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
。

据踢荣凯 。年测定资料

白水金矿探采砂金拉度对比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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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金矿探采砂金粒度对比 表

粒
长

。 。 。 。 。 。 。 。 。 。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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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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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提交大于 粒级的砂金

百分含童

、 ’

—
开采实测 大于 川 川 粒级 的砂

金百分含童
。

召



排南全矿裸采砂金较度对比 衰

辛奋 级
。 。 。 。 。 。 。 。 。 。

。

七虎力河
中游

一 。

船

船

勘勘 探探
。

一一一 ,,

二二,上 口口 。

丁 刁屯屯 一

。 。 。

· · · ·

石头河子 。

船 开 采
。 。 。 。 。 。

金盆矿段裸采砂金较度对比 衰

拉 级
。 。 。 一 。 。 。 。 。 。 。 。

。

拗 樱 。 。 。 ‘ ‘ ‘ ‘ 。

勘 探

开 采
。 。 。 。 。 。

品位系效 罕达气

。

丙

各矿山粗粒系数统计见表
。

从粗粒系数与品位系数相关图可看出
,

品位系数越大
,

粗粒 系数 也越高
,

即大于

的粗粒金的含量开采大于勘探
。

如罕 达

气
、

兴隆矿粗粒系数分别为
、 ,

品

位系数分别为
、 。

反之
,

品位系数

越小
,

粗粒系数也 越低
,

即大于 的粗

粒金含量开采小于 或近于 勘探
。

从而表

明粗粒级砂金含量与获得的品位高低成正相

关
,

即开采的粗粒级砂金含量比勘探越多
,

勺六

粗牧 萦教

‘系
。 。 。 。 。 。 。

昌位系橄与粗较系橄相关圈

粗 较 橄 统 计 表

矿山 船号 韩家园子 兴 隆 罕 达 气 金 仓 白 水 安 康 金 盆 甲 丙

粗拉系数 介 。 一 。 。 。 。

则品位系数越高
,

反之
,

开采与勘探的粗粒

级砂金含量接近或开采小于勘探时
,

则品位

系数也小
,

甚至小于
。

在砂金开采中
,

可

以应用粗粒系数与品位系数相关图中的粗粒

系数估计品位系数
,

从而改正品位
。

砂金勘探地质品位

贫化原因分析

从粗粒系数与品

勘探地质品位贫化
,

位系数的关系看
,

砂金

主要是因为多数情况下

二



勘探的砂金粗较少
,

而开采的砂金粗粒多
。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在矿 体中
,

由于粗粒 级砂金 数量

少
,

分布极不均匀
,

加之砂钻孔径小
,

因而

遇到粗粒金的机率也较小
,

致使勘探取得的

粗粒金数量低干实际平均值
。

钻进和取样方

法不适
,

也易丢失大颗粒砂金
。

而开采的粗粒级砂金含量少 于勘探的原

因
,

主要是开采时没有挖到矿体底板
,

其次

是勘探取样代表性不强
。

工程质量差造成勘探地质品位低于

开采地质品位
。

这主要是指样品采取率不合

要求
、

金粒漏失较多
、

深度超差和样品粗淘

丢金多等
。

如

安昌河砂金矿区的普查与评价
,

由于工程质量差几乎将矿评价为非矿
。

该矿 床普 查用 网度
,

圈出 个 矿体
。

矿床评价时
,

网度加 密至
,

在加密的
‘ 、 产 、 ‘ 、

‘线中
,

仅个别钻孔是边界 品位
,

致使一

个矿化较为均匀
、

连续的矿体完全间断而失

去工业意义
。

后经综合分析
,

又在
产
线重

新布 置 个检验孔
,

其中 个钻孔 连续 见

矿
,

肯定了普查的结论
。

上述问题的产生
,

主要是在评价施工中未按规程进行
,

只重数

量
,

忽视质量
,

造成采取率低
、

样品淘洗粗

糙
、

两次样一次采取
,

以及为加速进尺用偏

铲超前破碎等
。

此外
,

样品鉴定周期过长
,

未能及时检查和发现问题
,

也是造成大量工

程报费的原因
。

长河下游地段砂金矿区的普查与

评价
。

该矿区先后由二个地质单位进行砂金的

普查评价
。

前者在 普查中共 施工 条 勘探

线
,

线距为
,

孔距为
,

仅个别孔的混合砂达到边界品位
,

未能圈出

矿体
。

同年
,

另一地质单位在该区同一范围

进行砂金的详查
。

采用网度为
,

局部达
,

共圈出了

条工业矿体
。

前者出现普查丢矿的原因是工

程间距过大 工程质量差
,

致使品位贫化

取样钻 孔内径过小
。

设备差
,

取样漏金造成品位贫化
。

目前
,

我国砂金勘探多采用抽筒取样
,

这种取样方法采取率低
,

易产生泥质流失
、

混样
、

漏金
。

尤其在砂粒层底部 砾石多
、

砾径大
,

钻进困难
,

金粒不易提取而造成丢

金工程品位降低
。

如
,

黄金 支队用所研制

的基岩拨取器试验
,

发现用通常的取样方法

平 均 每孔 漏 金 率
,

漏 金 钻 孔 率
。

取样体积代表性不强造成贫化
。

对于矿 化不均 匀的 矿体
,

取样体积越

大
,

代表性越强
,

而小规格样品的品位随机

性较大
。

如
,

漳腊砂金矿有粒径资料的钻孔

在 粒 砂金中
,

大于 金粒共 粒
,

占 而在有粒径资料的浅井中
,

大于

金粒为 粒
,

占
。

可见
,

钻孔中

大粒金只为浅井的一半
。

这是 由于钻孔与浅

井样品体积之比为 即钻 孔金 粒捕获

率仅为浅井的 所致
。

河寺矿段大于

的金粒
,

平均每
“砂 粒石中有 粒

,

故 “
的浅井获取 粒 金

粒的平均概率为
,

而钻孔则为
,

显然后者概率比前者低
。

对于实际开采的砂

金粒级也多为大于勘探
。

前已述及
,

单样品位 主要取 决于 大拉

金
,

由于大粒金分布极为稀少
,

故品位 与品

位规格 有明 显依从关系
。

当金粒重 量一定

时
,

品位高低与样品体积成反比
,

小规格样

品取得较大金粒
,

其 品位比大规模样品品位

高出数倍至数十倍
。

这也是有时浅井品位低

于钻孔品位的原因之一
。

但因金粒分布的稀

疏和不均匀
,

小规格样品无金的可能性也较

大
,

工程品位呈零或低品位较多
。

即小规格

样品随机性大
,

高低品位间差值大
、

离散度

高
,

常出现大量 “ 无矿地段 ” 和 “ 高品位地

段
” ,

使品位的标准差
、

变化系数增大 表



冲甘矿区 与 见金情况对比 裹

工 程 号 样 品 数 见金样品数
见 金 率 加 权 均 值

’

最 高 值
标 准

,

。 。 。 。

。 。 。 。 。

据温昌祥资料

。

从而 了歪曲砂砾石层的含 金性 及勘探

类型
,

导致矿体平均品位偏低
,

甚至丢矿
。

曾有人对砂金取样规格与品位误差进行

过试验
,

其结论 是取样 体积 越小
,

误差越

大
,

取样体 积为 一 “
时较 佳

。

不 同体积取样丢金对 品位的影响
。

从采样到化验称重
,

样 品中的金粒时有

丢失
,

导致样品品位降低
。

但是
,

大体积和

小体积的样品在失去相同重量的金粒时
,

对

品位的影响
,

前者小于后者
。

其原因是大体

积样采取的金粒多
,

故丢失金粒占采取金粒

的比例相对 要小 丢失金粒与 取样 体积相

比
,

大体积所 占比例也小于小体积
。

特高品位处理不 当引起品位偏低
。

在砂金勘探中
,

常 出现少量工程的品位

过高于其他工程品位
。

如将该品位直接参与

储量计算
,

势必对砂金矿床的平均 品位和储

量计算影响很大
,

因此对这种特高品位都要

进行处理
,

以限制其影响
。

但将这一特高品

位处理 “ 过份 ” 则会导 致矿 体平 均品 位降

低
,

因特高品位的存在是一客观事实
,

不能

因其数量少而剔除或用不 当方法处理
。

对特

高品位处理要慎重合理
,

要根据具体情况区

别对待
。

室内鉴定丢金对砂金品位的影响
。

在重砂鉴定中
,

常出现室内见金少于野

外
。

从强磁选一电磁选一精淘一镜下挑金鉴

定一称重等环节中
,

都有丢金漏金的可能
,

故室内鉴定丢失也是产生砂金地质品位贫化

一个原因
。

,

,

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