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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勘探

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是当前我国生产镍

的唯一矿床类型
。

这类矿床 可利用的元素除
、 。外

,

尚伴生有
、 、 、 、

和
、 、 、 、

等多种有 用元素
。

加

弧此类矿床的找矿和勘探
,

具有重要的现实

愈义
。

作者先后参加了吉林省红旗岭岩浆铜镍

硫化物矿区 号
、

号矿体的勘探工作
,

并

考寮了甘肃省白家咀子
、

四川省力马河以及

陕西省煎茶岭等同类矿床
。

以此为基础
,

本

文着重讨论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找矿勘探工

作中的若千问题
。

找矿方向

我国已知镍矿在准地台区及地槽区均有

分布
,

就储量而言
,

主要蕴藏在地台区 地

摺区占次要地位
。

就矿床数 目来说
,

地槽区

多于准地台区
。

但主要分布在距准地台和地

枪衔接部位的台 区或槽区边缘 数至 范

围内 图
。

台区边缘的 矿 床 有 甘 肃 省

白家咀子
,

吉林省赤柏松等 槽区边缘有吉

林省红旗岭 号岩体
、

号岩体
、

漂河川矿

床
、

掉项矿床等 地槽区和淮地台区内部镍

矿床较少
,

前者有陕西煎茶岭
,

新疆喀拉通

克
,

后者有铜洞子
、

桃科等矿床 台槽衔接

部位矿床的数是和规模都占绝对优势
。

今后

除继续加强台槽衔接部 位 的 镍 矿找矿工作

外
,

对地槽及地台内部也应 进 行 适 当的工

作
,

以期发现新矿床
。

镍矿床的分布常受不同大地构造单元之

间的深断裂构造控制 图
,

但 主 要产于

与深断裂平行
、

垂直或斜交的次级断裂构造

中
。

如 白家咀子矿床受龙首山深断裂控制
,

红旗岭矿床受辉发河深断裂控制
,

漂河川镍

矿受抚顺一密山深断裂控制
,

力马河镍矿床

受安宁河深断裂控制
,

煎 茶 岭 镍 矿床受玛

泌一略阳深断裂控制
,

而喀拉通克镍矿则受

额尔齐斯深断 裂 控制 汤立中等
, 。

由于这些深断裂切割深度可达上地慢
,

且常

具有长期多次活动的特点
,

因此为基性一超

基性岩浆的 上升及硫化铜镍矿床的形成提供

了重要的构造条件
。

故此
,

找矿时要注意地

台区和地槽区或它们内部次级构造单元之间

是否存在深大断裂
,

要特别注意其次级断裂

构造的性质
、

规模及产状等
。

岩体评价

硫化铜镍矿床与基性 一超基性岩密切相

关
。

生成硫化铜镍矿床的岩 体 包 括 超基性

岩
、

基性一超基性岩
、

基性岩等 大类
。

其

中
,

超基性岩体以纯橄榄岩一二辉橄榄岩一

斜长橄揽岩型
、

二辉橄榄岩型
、

斜方辉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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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朝准地 台
,

一堪里木地台
,

一扬 子准地台 一海南地台
,

一 上黑龙江冒 地槽褶皱带
,

一额尔古纳褶皱

系
,

一内蒙尸大兴安 岭褶皱系
,

一吉黑褶皱系
,

一那丹哈达 优地槽褶皱带
,

一延边褶皱 带
,

一阿 尔泰褶皱系
,

一

准 嘴尔褶皱系
,

一天 山褶 皱系
,

一祁 连褶皱系
,

一秦岭褶 皱系
,

一东昆仑褶皱系
,

一西昆仑褶皱系
,

’一

松 潘甘孜褶皱系
,

一三 江褶皱系
,

一喀拉昆仑唐古拉 褶皱系
,

一冈底斯念青唐 古拉褶皱系
,

一 喜马拉雅招皱系
,

, 一 华南摺皱系

,

一 东南沿 海褶 皱系

,

一 台湾褶皱系

,

图例 一中 小型矿床

,

一大型矿床

,

一特大型矿床

,

一深断 裂

和 蛇 纹 岩一 滑 镁 岩型 最 重 要

,

常 赋 存有 大 型 扩 大 找 矿

,

今 后除 继 续 注 意 子找 超 墓性

、

基

或 特 大 型矿 床

。

性 一 超 基性 岩 中 的铜 镍 矿 床 外

,

对 基性 岩 中

基 性一 超 基 性 岩 以 含 长 二 辉 橄 榄 的 铜 镍 矿床 亦 不 能忽 视
。

岩 一 二 辉 岩 一辉 长 岩 型和 含 长 单 辉橄 榄 含镍 基 性 岩 体常 同 时 含有 单 斜 和 斜方 两

岩 一 单 辉橄 榄 岩 一辉
一

长岩 一 闪长 岩 型 为主
,

种 辉 石
。

基 性 一 超 基性 杂 岩 中
, 二

要 含有 单

这 是 我 国分 布 最 广 的含 镍 岩 体类 型
,

但矿 床 斜 和 斜 方两 种 辉 石 以及 含 铁 高的 贵 榄 橄石
。

规 模 一 般 为中
、

小 型

,

个 别 也有 大 型 者
。

基 超 基 性 岩体 中 同 时 含有 单 斜辉 石
、

贵 橄榄 石

性 岩 体 中

, ‘

以 苏 长 岩型 和 分 异的 橄 榄 辉长 一 及 不 定 量 的基 性 斜 长石 等

,

这是 区 别 于含 铬

辉 绿 岩 型 最重 要

。

国外 一 些 硫化 铜 镍 矿床 均 超 基 性 岩 体的 重 要 特征

。

与此 类 岩 石有 关

,

如 肖德 贝 里 等

。

我 国近 年 一 般 含镍 落 性 岩的 镁 铁 比值 为 一,

来在 新 疆 喀拉 通 克 的基 性 岩 橄 榄 苏 长 岩
、

含镍 超 基 性 岩的 钱 铁 比值 为 一
,

属 于铁

苏 长 辉 长 岩 中 发 现 了大 型 铜镍 矿 床
。

为 了 质基 性
、

超 基性 岩
。

个别 含 镍 超基 性 岩 体
,



如蛇纹岩一滑镁岩型
,

镁铁比值大于
,

属

于镁质超基性岩
。

对于同一基性
、

超基性岩

体或同源不同期的岩体
,

镁铁比值愈高的岩

相或岩体
,

·

含矿性愈好
。

但 个别亦有例外
,

如吉林省赤柏松矿床
。

鉴于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赋存于基性
、

超基性岩体中
,

且矿体与特定的岩相有关
,

根据现有资料
,

我国规模较大的镍矿区均为

复式岩体成矿
。

因此
,

在找矿评价时应首先

详细划分岩体的岩相
,

并注意区分不同期次

的侵人体 相
。

岩体的分异 作 用愈好
,

对

浅部熔离矿体愈有利
。

在同一 个 含 镍 岩体

中
,

由于分异作用所形成的各岩相
,

基性程

度愈高的含矿性较好
。

在同源
、

不同期的岩

相 中
,

较晚期贯人的岩相
,

含矿性较好
。

岩体不论大小均有成大矿的 可能 如吉

林红旗岭矿 区 号 岩 体
,

其 地 表 面 积 仅
,

却形成 大 型 矿床
,

这主要取

决于原始岩浆的含矿丰度及深部熔离作用是

否完善等因素
,

因此在岩体评价时
,

无论大

小岩体均应重视
。

含矿岩体的产状也多种多

样
,

不论岩盆
、

岩墙或岩床 均 有 成 矿的可

能
。

考虑到基性
、

超基性岩体成群出现
、

成

带分布的特点
,

而且在一 个 矿 区 的岩体群

中
,

往往只有少 数 岩 体 具有工业矿体
。

因

此
,

对于岩体群的评价应根据每一岩体的地

质情况及物化探异常反映
,

逐一进行适当的

工作
。

第一批钻孔应首先布置在地质条件最

好并且有物化探综合异常处
,

以期尽快打开

找矿局面
。

利用
、 、 、

评价岩体含镍性
,

由于岩浆演化过程中
,

能否形成镍矿床
,

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岩浆中硫含量多少
,

如果

岩浆结晶早期硫的浓度高
,

则金属元素与硫

作用形成硫化物
,

并在 硅 酸 盐 析出之前析

出
,

不进入硅酸盐矿物 晶 格
,

从 而 集中成

矿
。

在此之后
,

岩浆中的硫继续与金属形成

硫化物
,

但由干此时硅酸盐矿物晶出而 “ 稀

释 ” 了金属硫化物
,

使其呈分散状态分布于

岩体中
。

红旗岭矿区在岩体中 取 样分析
、

、 、 ,

运用数理统 计 方法
, 飞 以有

效地区分含矿岩体与不含矿岩体
,

亦 可区分

含矿岩体中的含大矿岩体和含小矿岩体
。

如

该区含矿基性
、

超基性岩体 个样 的平

均硫
、

镍含量分别 为 一 和
。

无矿基性
、

超基性岩体 个样 的平均硫
、

镍含量分别为 和
。

由此可

见
,

含矿岩体与不含矿岩体相比
,

其硫含量

高一个数量级
,

镍含量亦较高
。

岩体蚀变作用的强弱
,

是岩体含矿性的

评价堆则之一
。

由于动力变质及岩体与围岩
、

的同化混染作用和后期热液蚀变作用而引起

的透闪石化
、

绿泥石化
、

滑石化和碳酸盐化

与矿化无关
。

而 由于富含金属硫化物熔浆在

金属硫化物晶出的晚期
,

原来含有的挥发组

份更加富集
,

并使较早结晶的造岩矿物引起

的次闪石化
、

绿泥石化等蚀变现象
,

在蚀变

作用产生后
,

仍有一部分金属硫化物晶出并

常常交代 了蚀变矿物
。

由此可见
,

这种蚀变

现象与矿化的关系较为密切
。

总的说来
。

岩

体蚀变作用的产生与岩浆富含挥发份有关
,

可作为岩体含矿性标志之一
。

但矿化富集与

蚀变没有消长关系
,

因为在富矿中蚀变不一

定强烈
,

而蚀变强烈处矿化不一定富集
。

找矿标志

硫化铜镍矿床的地表氧化带
,

常形成鲜

艳的红褐色
、

黄绿色
、

蓝色或褐黄色的含铜

镍的氧化物
、

氢氧化物
、

硅酸盐
、

碳酸盐
、

酸硫盐等矿物及 铁帽
,

其 中 如 孔雀石
、

铜

蓝
、

翠镍矿
、

镍华
、

含镍蛙石
、

镍绿泥石
、

褐铁矿
、

蒲土
、

石膏
、

黄钾铁矾
、

碧矾
、

镍

矾及硅孔雀石等
。

由于风化淋滤作用
,

原生

硫化物流失后
,

形成 了不规则的流失孔或蜂

窝状及网格状构造
,

指示其深部可能有矿体

的存在
。

基性一超基性岩体中的硫化物矿化是直



接的找矿标志
。

岩体在地表风化后常形戊明

显的黑色
、

黑绿色或土黄色
。

较易 与其围岩

风化土相区别
。

在基性一超基性岩体中如 发现磁法
、

电

法 自电负异常
、

激电高异常
、

化探次生

晕 铜
、

钻
、

镍高异常 相 吻 合 的 综合异

常
,

常为深部矿体的反映
,

应引起高度的重

视
。

其中磁异常分布范围与基性
、

超基性岩

体规模基本吻合
。

有的矿区部分异常可显示

岩相的分异
。

其强度随岩体基性程度的高低

和埋深的大小而不同
。

即基性程度高
、

埋深

小
,

则异常强度高
。

反之
,

则异常强度小
。

一般强度在 片 高 者 可 达巧
丫。

磁法是寻找和圈定基 性
、

超基性岩

体的有效手段
,

对研究岩
‘

体 侧 伏 特征和产

状
,

进而确定成矿有利部 位 能 提 供有益资

料
。

含矿岩体上
,

次生晕镍
、

铜
、

钻三元素

组合
, ,

其含量随 岩 体矿化强

弱而异
,

在含矿地 段
,

镍 一 般 含 量 一
,

铜 丫 ,

,

有的矿体较富
,

且 出露地表
,

则 其 含量

较高
,

如红旗岭 号岩体 铜 镍 含 量均大于

丫 ,

可达
。 、

元 素含

量 可以指示出岩体基性 程度
,

含 量高
,

表明硫化物增多
,

有利于矿体的形成
。

矿体

上 元素含量 可达 以上
。

单

一 次生晕异常 一般为不含矿的基性
、

超基

性岩体所引起
,

常由形成 岩 体 的 造岩矿物

如橄榄石等 中所含硅酸镍所形成
。

矿体

次生晕异常往往 与磁法及 电法异 常 大 体 吻

合
。

矿体部位有 白电
、

激 电等异常及联剖低

阻正交点飞自电异常明显反映矿体的存在
,

其负心常形成于矿体氧化带较发育的部位
,

其强度可达 一 一 不 等
。

矿体

的激电异常 ,
,

一般为 一
,

高 者 可达

不等
。

某些较富矿体上方 可出现联

剖低阻正交点 图
。

盛
户式众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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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红旗的 号岩体旅合创面

一黑云母片麻岩 , 一含矿斜方辉岩 , 一破碎带

普查
、

勘探应注意一 些问题
由于我国 目前已发现的硫化铜镍矿床多

赋存于小型岩体中
,

一般
一

长数百 至数
,

宽数十 至数百
,

故在地质测量 时常采用

万的比例尺
。

由于含镍岩体 中常 富含较

多的磁性矿物
,

因此采用磁法配合地质测址

寻找含镍基性一超基性岩体可收到显著的效

果
。

在普查阶段开展航磁工作即可取得较好

的效果
,

如 白家咀子矿区
、

红旗岭矿区 号
、

号岩体等
,

均有航磁异常反映
。

为在有望地区圈定与镍矿床有关的
、

、 。等金属元素异常区
,

寻 找 含 镍岩体

及其中可能存在的镍矿地段
,

在地质测卫时

可投入次生晕方法
。

在普查至勘探各阶段 合 理 的 物 化探工

作
,

可考虑以下方案

普查阶段用 万 万磁法
、

化探

次生晕或 万分散流结合 万航磁异常检



查
,

前者主要是配合地质填图
。

次生晕或分

散流指示元素为 。 、 、 。 ,

可 直 接圈定

岩体
。

详查阶段用 万或 千磁法
、

次生晕

工作 可以直接圈定 出露的岩体
,

查明岩体

浅部的基性程度
。

对于埋深较大的盲岩体
,

次生晕没有反映
,

需应用重 力法
。

重 力和磁

法一起配合长剖面
,

能够起到填图和圈定构

造的作用
。

异常肯定是岩 体引 起以后
,

进行 千

磁法
、

次生晕和 自然电流法
,

以指导岩体上

的找矿工作
。

在有希望的岩体上
,

用综合物

化探方法配合勘探
,

除了 千面 积 性工作

以外
,

系统进行重力
、

激发电位和联合剖面

法
,

以进一步寻找邻近盲岩体
,

追索岩体的

延长和倾没部分
,

并圈定岩体附近的断层
。

鉴于许多岩体和矿体常沿一定方向侧伏
,

因

而找矿勘探时
,

应注意研究其侧伏规律
,

以

加速找矿勘探工作
。

在勘探过程中
,

随着勘探工作的进展
,

及时测定岩心磁参数
、

极化率
,

进行磁法定

计算和及时采集必要的原生晕样品
,

以指

导钻孔的设计和施工
。

在地表采用槽井探配合物化探 磁法
、

电法及次生晕等
,

搞清地表 岩体 的规模
、

产状
,

划分岩相
,

圈定矿体和氧化带
,

查明

地表构造情况
,

深部主要采用钻探
,

必要时

配合少 坑探进行勘探
。

坑探的布置是在地

质探矿密切结合开采利用的前提下
,

为对勘

探钻孔所了解的靠近地表的矿体进行检查对

比
,

满足对矿石
、

围岩及矿床进行试验研究

工作 如选矿试验样品采集
、

抗压强度
、

松

散系数
、

大体重
、

爆破强度
、

块度等试验

的需要
。

钻孔应根据岩 矿 体 的 产 状 灵活布

置
,

如红旗岭 号岩体上盘矿体
,

岩体为盆

状
,

主矿体分布在岩体的底部及边缘
,

因此

采用直
、

斜孔相结合的勘探方法
。 ’

号岩体

为陡倾斜的岩墙状
,

采用斜孔勘探
。

对盆状

岩体
,

为 了迅速掌握矿体的基本形态
,

应选

择重点剖面
,

先以稀疏钻孔控制
,

再根据矿

体具体情况加密
。

所有钻孔均应穿过岩体
,

并应有适当的钻孔穿出岩 矿 体后
,

在围

岩中钻进较长距离
,

以寻找平行的盲岩 矿

体
。

在勘探时为 了照顾和适应开采设计对高

级储量分布的要求
,

应尽量使高级储量分布

在浅部
。

为 了查明矿体中伴生组份的赋存状态
、

富集规律
,

进行有益伴生组 份的储 啧计算和

阐明有害伴生组份的赋存规律
,

根据基性一

超墓性岩硫化铜镍矿床矿石的地球化学特征

并结合一般的工业技术要求
,

对有益伴生组

份 钻
、

硫
、

硒
、

啼
、

金
、

银 及 铂 族 元素

符
,

有害组份 铅
、

锌
、

秘
、

砷
、

锑 及 锰

等元素 应进行查定和评价
,

并对其中具综

合利用价值的元素进行储量计算
。

伴生组份

品位一般以组合分析结果为准
。

在采取组合

样品时
,

应注意严格掌握按工程
、

矿体
、

含

矿岩相
、

矿石类型 如致密块状
、

浸染状
、

海绵陨铁状等
、

品位变 化等 分别组合
,

即

地表
、

钻孔或坑道样品不能组合在一起
,

不

同工程亦不要组合在一起
,

不同含矿岩相和

品位贫富相差悬殊的不能组合在一起
,

以免

影响总结赋存规律和储量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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