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北
、

冀东两个地区的例子绝不 是 绝 无 仅有

的
, 只不过其他地区斌矿围岩类型没有这么复杂罢

了
。

岩金矿床斌存围岩的多样性和多时代特征
,

是

与金的成矿作用特殊性有关
。

首先是形成金矿床的

金源比其他金属丰富
,

除了岩浆热液可携带一部分

金外
,

大 的
、

分散于各种岩石中的金都有可能聚

集成矿
。

特别是后者
,

一般认为在岩石中的高丰度

值是形成金矿的前提 , 但是也有人持不同意见
,

认

为岩石中金丰度高低不是能否发 生 矿 化 的必要条

件 , 重要的是金在载体矿物中的存在形式
,

只要处

于易活化状态
,

遇到合适条件就有可能富集成矿
。

显然
,

不论岩石中金丰度高低
,

都能成为形成工业

矿床的金源
。

其次是金富集成矿的途径比其他金属

要广阔得多
。

岩浆热液
、

混合 岩 化 热 液
、

变质热

液
、

渗流热卤水
、

大气降水都可把金从围岩中溶薄

出来 , 甚至在缺少 “ 热液 , 的环境里
,

金离子还可

通过定向扩散局部聚集成矿
。

第三
,

利于金元素聚

集沉淀的场所一断裂裂隙构造
,

到处可见
,

并且对

金来说
,

不受级别
、

序次的明显控制
。

在金矿普查找矿中
,

只要考虑到金矿成矿中的

这些有利因素
,

充分注意其由于对岩性的无选择性

所造成的斌矿围岩的多样性和多时代特征
,

抓住金

矿往往集中分布的规律
,

从构造研究人手
,

不仅可

使老成矿区有进一步的发展
,

还可 找 到 新 的成矿

区
。

核 物 探 找 金

哗

成都地质学院

金在矿石中的含 极 低
,

因而金的存在并不能 使 含 金

矿脉显示出明显的地 球 物 理

特征
。

但是
,

与金伴 生 的 金

的指示元素
,

如
、 、 ,

、 、 、 、 、

主
、 、 、 、 、

等
,

往住其有较高的含
,

因而可通过金的指示元素的

原生
、

次生
、

分散流等的分布 规 律 和 富集程

度
, 间接寻找金矿

。

业已查明
,

我国已找到与
、 、 。、

、 、 、 、

等伴生的金矿
,

约 占总伴生

金矿的
。 。

我国某些热液型金矿的围岩中
,

具

有强烈的钾交代现象
,

致使钾含量比正常岩体增高

倍 , 和 含量增高 倍
。

上述特点
,

在勘查金矿的技术上
,

分别可应用

核物探 射线荧光法 , 在城中或原生 尾 头 或 岩心

上
,

现场测定
、 、 、 、 、 、 、

、 、 、 、 、 。、

等元 素 或 亲铜元

素总 或银组元素总
,

侧 时间每次甜 秒钟 ,

也可应用天然放射性 能讲 测 方 法 , 侧
、

外
、

含 及其比值关系
。

它们都能有 效地 圈出

金的矿化带
。

核物探方法找金
,

可在现场就地测
,

不必在

每一测点取样送化学分析
,

发现异常立即追索
, 只

需在异常地段取少 样品
,

用以脸证 矿 与 非 矿异

常
。

因此
,

其灵教度离
,

可查明 以上的金合
, 测 时间短 , 发现异常立 即 加 密 测点追索异

常 , 周期短 , 对微细校 浸 染 型 金矿
,

其作用大为

明显 , 化学分析样品件数大为减 少 , 现 场指 导 柑

探
、

钻探
、

井探和岩心取样位里
,

取样工作 可减

少 、
。

我国于 年开始研究荧光法
,

并获专利 专

利号
,

对找到黔
、

桂
、

演 三 省交界新

的金三角作出了重要贡献
。

另外
,

在四川
、

湖南
、

青海
、

甘肃
、

陕西
、

黑龙江
、

新扭
、

河北
、

北京等

省市
,

应用核物探方法勘查金矿
,

也收到了明显效

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