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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厚层覆盖区常规物化探找矿效果不 佳
。

卤 素测量
、

城

中吸附态汞及气汞测量
、

土壤电导率测量
、

盐晕测量等综合化 探方 法

在该区不同覆盖类型
、

不同类型已知矿床及未知区均取得好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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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铜铁多金

属矿产基地
,

地质找矿勘探程度高
,

地表及

浅埋藏矿 日益减少
。

目前找矿己 向 纵 深 发

展
,

加强在矿区外围厚层运积物覆盖区寻找

掩埋矿和盲矿势在必行
。

在这些找矿程度较

低的地区
,

常规地质
、

物化探方法找矿效果

通常不佳
。

为配合这些地区的找矿
,

我们应

用卤素测量
、

壤中吸附态汞及壤 中 气 汞 测

量
、

土壤 电导率测量
、

盐晕测量等综合化探

新方法
,

在寻找铜铁多金属隐伏矿方而进行

了尝试
,

井取得 了某些令人满意 的 找 矿 效

果
。

已知矿上的试验效果

厚层基岩探盖的夕卡岩型铜铁矿床

铜 陵 老鸡岭 夕卡岩型热液交代铜

矿床 矿体赋存在次级弯窿状背斜构造中
,

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主要受二叠系大隆组硅

质岩控制
。

矿石矿物 主要有黄铜矿
、

磁铁矿

和赤铁矿等
。

矿 体 隐 伏 深 度 在 左 右

图
。

该矿区某线土壤中吸附态汞和电导

率测量均获清晰的异常
,

二者形 态 基 本 吻

合
。

汞 异 常 强 度 一 异 常 下限为
,

电导率异常强度 月 背景

为 “ 。

表明纵向斜交含矿层的破碎带

有利于汞和电导率异常的发育
,

因此可用于

寻找隐伏数百米深的层控型盲矿体
。

电导率

血

图 老鸦岭矿区地质
、

化探综合剖面

一灰 岩 , 一页 岩 , 一硅 质

岩岩 , 一炭质 岩 岩 一灰 岩 ,

一大理岩 , 一角岩 , 乙兀一闪长一正

长岩

当涂 白象山 层 控 型 铁 矿
,

隐 伏 深 度
,

破碎带斜交含矿层
。

在 该 区的试 验

矿体上方获清晰的壤中汞气
、

吸附态汞和电

导率异常
,

卤素测量在矿体上方显示马鞍状



拱异常
。

姻陡 白家山 夕卡岩型铜铁犷床

该矿床的矿体产于石英闪长岩与二叠系栖霞

组大理岩的接触带上户近地表为陡倾斜的磁

铁矿体
,

埋深约 ,深部为缓倾斜的铜铁矿

体
,

埋深达
。

在该矿区 线作的壤中吸附

态汞和卤素测旦均有明显异常显示 图
。

点的汞
,

异常为近地表
、

产状近似

直立的磁铁矿
、

揭铁矿体的反映 点

之间的双峰汞异常是隐伏深度达 的 缓

倾斜铜铁矿体的反映
。

物

“

吧
即 宁目

、、

二层致坡积物扭益的夕 卡 岩 型 铜

矿床

铜陵金 口岭夕卡岩型铜矿床地表被 一

的残坡积物所覆盖
。

矿 体 赋 存在石 英

闪长岩与三叠系和龙山组 , 灰岩接 触

带中
。

矿体隐伏深度
,

产 状 较 陡
,

由

黄铜矿
、

斑铜矿等组成
,

围岩蚀变为夕 卡岩

化
。

在该矿开展了壤中汞气
、

吸附相态汞和

卤素测量
,

在含矿接触带上出现吻合较好的

汞气和吸附态汞异常 图
。

值 得 指 出 的

是 点之间的异常峰是隐伏矿体上盘晕

的反映
,

它与接触带的异常 构 成 “ 对 偶 异

常 ” ,

这是矿体隐伏深度及产状特征的综合

反映
。

由图 还可以看出
,

汞气的异常 值 较

低
,

这是 因 为深部矿体

己采空而失去汞气源造成的 壤中吸附 态汞

异常值较高
,

最高值达 异常下限为
,

其原因是壤中铁锰质
、

粘上矿物及有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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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东山润矿区 峨地质
、

化裸续合创面

一残坡积物 , 一大理岩 ,

一砂页 岩 及

灰岩 , , 一石英砂岩 , 一夕卡岩 , 一石

英闪长岩 , 一褐铁矿 铁相 一磁 铁 矿 体 ,

一铜矿体

困 金口岭铜矿区地质
、

化探综合剖面

一第四系 , 一灰岩 币 一夕卡岩声 。 一夕

卡岩化石英闪长岩 , 一石英闪 长 岩



机质含量较多
,

对汞有较强的吸附能 力
,

使

吸附态汞能
一

民期保留在土壤中
。

由图 还 可 以 看 出
,

异 常
一

呈 “ 马 鞍

状 ” ,

即在含矿接触带部位为 低 值

左右
,

向两侧的内
、

外接触带碘量 明 显 升

高
,

峰值达
。

在长江 中下游厚 层 覆 盖

区寻找铜铁多金属隐伏矿 时
,

应 特 别 注意
“ 马鞍状 ” 碘异常

,

因为碘在成矿热液中是

多种成矿元素的携带剂
,

当碘与金属的络合

物水解成矿后
,

碘大部分进 入到挥发组份中

沿矿体轴向的控矿断裂 及旁侧运移
,

但在轴

向的迁移距离比侧向要大的多
,

从而在矿体

前缘形成 中间呈低值的环状晕
,

在剖而上则

呈 “ 马鞍状 ” 。

在该类矿区常规次 生晕方法找矿效果也

较好
,

含矿接触带部位有清 晰 的 。 、 、

、 、 、 、

等元素组合异常显示

图中略
,

其中
、 、

异常是 内
、

外

控矿夕卡岩带的反映
。

厚层 基岩斑盖的热液交代型硫金矿

珠

铜陵马山热液交代型硫金矿床
,

矿体主

要赋存在石炭系黄龙组与船山组灰岩的层间

破碎带 中
,

呈似层状
。

矿体隐伏 深 度

左右
,

矿石犷物主要有含金黄铁矿
、

磁黄铁

矿等
。

几 种方法的试验结果表明
,

在己知隐伏

矿体的上方有清晰的
、

吻合很好的汞气和吸

附态汞异常 图 碘呈现似 “ 马鞍状 ” 异

常 图略 盐 晕 测 量 一

偏提取 有
、 、 、

组合异常
。

图

中 一 点显示的吸附态汞与
、 、

的盐晕异常
,

预示深部可能有隐伏矿体
。

厚层冲积物孤盖的热液型铜硫矿床

宣城铜 山热液型铜硫矿床赋存在花岗闪

长岩与灰岩接触带 中
,

以及泥盆系五通组石

英砂岩
、

石炭系黄龙
、

船 山组大理岩和 二叠

系栖酸组灰岩的层间破碎带 ‘ , 。

矿石矿物主

要有含铜黄铁矿
、

含铜磁黄铁矿和磁铁矿
。

隐伏矿体主要分布在铜 山北扩段
,

试驴

所经过的 线矿体隐伏深度 达 , ,

地 表

冲积物 水稻 旧 厚 飞 ,

矿体 方仍 有 占

晰的壤中汞 气 和 吸 附 汞 异 常
, ‘

一

偏提取可溶性铜 和 其 与

全铜 之比
,

在隐伏 少“ 体上方及其上

盘方向也 出现较清晰的异常 图
,

反映 了矿

体的赋存部位和产状特征
。

在长江中下游厚

层冲积物覆盖区
,

开展盐晕测量找矿有其独

特的意义
。

翎留
一

汽
’一 」

‘ 吧二 , 、‘泛 口 尸、 户 、 、

澄澄

岁岁 八 ” 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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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洲、以犷口 ,
沪

汞

马山硫金矿床地质
、

化探练合剖面

一堆积物 , 一炭质 页 岩 一硅 质 岩 ,

一灰岩 , ,

一灰岩 , 一灰岩 , 一砂

页岩 , ,

一石英砂岩 , 一石油石夕卡宕 ,

一闪长岩 , 协一闪长粉岩 , 一磁铁矿 , 一

磁黄铁矿 , 一硫矿体 , 一金矿体

为探讨铜硫矿床的吸附态汞异常模式
,

对 线作 了钻孔岩石吸附态汞量测试
,

结果

在矿休上只发育汞的外浓度带
,

向上逐增为

中浓度带和内浓度带
,

少卜直达地表土壤层
,

形态似漏斗状 见图
,

即矿体 前缘及上盘

汞晕发育
。

这可能是旷体及其原生晕氧 化还

原 出的 ”、

可溶性汞 等多沿岩 层



或斜文岩层的陡倾斜断裂向地表运移
,

进人

地表经风化的岩石被其裂隙中的粘土矿物
、

有机质及铁锰氧化物等吸附
,

故 出现吸附态

汞的内浓度带位于矿体上盘近地表围岩中
。

《即
, 的

目,
·

即
卜活从

地表残坡积物不发育 见铁帽露头
。

在该区开展 了 万壤中吸附态汞测量
,

发现 一 号有找矿意义的异常 图
。

号异常外浓度带长
、

宽一 ,

受

北西向断裂和接触带控制
,

推断为深部透镜

状铜硫矿体的反映
。

位于 号异常边缘的

姐孔在 深处见 。厚的块状铜硫 犷 体
,

据此异常特征
,

推测隐伏矿体倾向北东
,

向

北西方向应有较大延伸 号异常外浓度带

长
,

宽
,

推测为透镜状隐伏 铜 硫

矿化体的反映 号异常外浓度带长
,

宽
,

该异常是 孔在 深 处 所 见

到的假厚度 的铜硫多金属矿 体的反映
,

推则该矿体呈小透镜状
,

倾向北东
,

向两侧

延伸不大
。

。。、

中
二

下笨落斤还还
拓

们山皿 坟地质
、

化裸旅合创面

一冲积物 , 。一灰岩 ,
二一砂页岩 , ,

大理岩化灰岩 , 一石 英 砂 岩 , 一

汞 一汞 ‘ 户 , 一汞 谧
羚羚羚因圈圈

口 刘介山洲区坟中吸附态汞异常分布

一冲 积 物 , 一 一灰 岩 , 一硅 质 页 岩 ,

一灰岩 , 一角岩 , 。一石 英 闪 长 岩 ,

一铁 帽

在未知区的应用效果

宜城刘家山洲 区

刘家山为一热液型铜硫扩点
,

位于乔麦

山 —茶山倒转背斜的北东倾伏端
,

测区岩

性主要为三益系碳酸盐质角砾岩
,

其次为二

登系灰岩
、

炭质页岩等
。

沿北西向断裂有燕

山期石英闪长岩
、

石英斑岩侵人
,

与成矿关

系密切
。

围岩蚀变有黄铁矿化
、

大理岩化
。

值得指出的是 号异常北侧的铁帽体无

汞量异常反映
,

其原因是汞鱼高浓度带 多悬

浮在矿体前缘
,

而该铁帽体为矿体尾部的风

化产物
,

故无汞异常反映
。

在该区 线开展了卤素及次生晕 测 量
,

在隐伏矿体及前缘及其上盘出现 较 宽 阔 的
、 、

异常
,

与 汞 量 衬 度值异常吻合

图
。 、

异常较窄
,

可能是地 表 铁



帽体的反映
。

由此可见
,

在残坡积物覆盖区

用壤中吸附态汞及卤素测量能发现隐伏较深

的铜硫矿体
、

与次生 晕
、

异 常

吻合好预示矿体埋藏较浅
。

南院姚家岭侧区

测区位于大公 山背斜北西翼 出露志留

一侏罗系砂页岩
、

火山碎 屑岩 北东和北西

向断裂发育
,

花岗闪长斑岩 与成 矿 关 系 密

切 地表为厚层坡
、

冲积层
。

恰好位 于 汞 量内浓度带南缘
,

在 深处

见具工 业要求的铜多金属矿体
,

推断 号异

常是铜多金属矿体的反映
。

长长长饭乙
而一 一

。八

八呱一
加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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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五
丫

, ,

·

⋯ ⋯、创产‘

乙了乙一
即卞咖

“

‘

阅 即

汞 衬度

圈 了 刘家山 线地质
、

化裸旅合例面

一冲故积物 , 尹一 硅 质 灰 岩 ,

卜灰 翔
, 尸大理岩化灰岩 , ,

一粉砂质泥
、 页 岩 ,

竺 石英砂岩 , 一角 砾 岩 仇一铁 帽 ,

石英闪长岩

壤中吸附态汞测量所获异常见图
,

其

中 号异常最有找矿远景
,

受北东和北西向

交汇断裂控制
,

位于花岗闪长斑岩体上
。

其

内浓度带的形态特征表明
,

含矿断裂带或岩

体南部接触带产状较缓
,

倾向南
,

但岩体北

部接触带产状较陡
。

早 先 施 工 的 孔

口
,

圈 翻
圈 姚家岭测区地质及汞异常平面圈

一冲坡积物 , 一红层 一火山岩 ,

一灰岩 一灰 岩 , , ,

一灰岩 ,

,

一石英砂岩 , , ,
一砂 工岩 , 下 兀

一石英闪长斑岩 , 兀一角砾状花岗

闪长斑岩 , 一 魂 加 , 一
, 一

为进一步评价 号异常
,

在 线作了次

生晕
、

卤素和 电化学测量
,

在 一 点之间

出现与高值汞异常吻合 的
、 、 、 、

、

次生晕异常
,

两 个 “ 马 鞍 状 ” 碘异

常
,

衬度值较低的 及 电导率异常
,

综合异

常表明铜多金属矿体隐伏深度较大
。

铜院某铜矿矿区外围洲区

该区位于 背斜和 背斜之间的向斜构

造中
,

被厚层冲积物 水稻 田 粗盖
,

下覆

地层为 一 灰岩
、

砂页岩
,

北西和北东向

断裂发育
。

常规 化探找矿效果不好
。

在该区

作了 的 万壤中吸附态 汞和 电化学

测量
,

所获汞异常如图 所示
。

认为 一

类异常具有找扩远景
。

经分析对比
,

将 类

异常称为某铜矿式异常 类异常称为某硫

金矿式异常
。

号异常内浓度带的规模
、

汞 量 强度

最高 与某铜矿床的富矿地段相当
,

两者仅相距
,

互呈雁行排 列
。

据 已 知



矿的构造格局推断
,

类异常 恰 好 位 于北

东
、

北西和东西向断裂构造的交汇部
,

是有利

成矿部位
,

可能是类似某类铜矿体的反映
。

为 了确定 类异常的找矿意义
,

对测区 线

进行了卤素
、

电化学和常规次生晕测量
,

在

类汞异常高值部位出现宽阔的 “ 马鞍状 ”

碘异常 电导率测量 出现两个常峰值区
,

分

别与
、

高浓度异常吻合 常规次生晕

在 类异常地段有
、

弱 异 常 显示 图

略
。

几种方法的综合异常表明
,

类汞异常

最有找矿远景
。

,

是侧区内汞量浓度最大的 异常
。

其

附近见与成矿有关的闪长岩体露头 黄铁矿

化较普遍 有
、

次生晕异 常 汞 异 常

与某硫金矿的汞量异常强度相 当
。

故推测

类汞异常为硫金矿化体的反映
。

结 论

目 桐咬矿区外 坟中吸附态汞异常分布

一第四系 , ,

一灰岩 , 一灰岩

一灰 岩 , 一灰 岩 一砂 页

岩 , 一闪长岩 , 兀一闪长斑岩 , 若‘一正

长斑岩脉 一铁相书 一汞且

, 一汞 一 一汞

类异常一般强度
,

最 大 强度

综合化探新方法在厚层落岩和运积

物覆盖区各类 夕卡岩型
、

热液型铜铁多金属

隐伏矿床的试验结果表明
,

壤 中汞气
、

吸附

相态汞
、

卤素
、

电化学及盐晕测量等方法
,

是寻找铜铁多金属隐伏矿行之有效的找矿评

价手段
,

它能为开拓地质找矿范围
、

发现新

的找矿远景区提供重要信息
。

在长江
一

护下游地区
,

壤中汞气和吸

附相态汞测量对各类铜铁多金属隐伏矿床均

有找矿效果
,

二者的异常吻合程度好
,

能反

映数百米深的隐伏矿体
,

其异常形态反映矿

体隐伏部位和产状特征
。

隐伏矿体的吸附态

汞异常模式呈悬浮漏斗状 自矿体至上盘围

岩和覆盖层
,

浓度带变化趋势是外带 , 中带

, 内带
,

汞的内浓度带位于近地 表 围岩及

上覆土壤层中
,

反映矿体赋存部位
。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

要 特 别 注 意
“ 马鞍状 ” 碘异常对隐盲矿体的指示作用

上壤电导率异常能反映矿化富集地段或含矿

断裂带
。

在厚层冲积物覆盖区
,

用 一

和焦硫酸钠等 偏 提 取 方 法所获现
二

可溶性金属盐类 和
、

异

常指示隐伏矿体 厚层残坡积物覆盖区常规

次生晕 测量 发 现
、 、 、 、 、

等元素异常预示铜铁多 金 属矿体埋藏 较

浅
。

在厚层覆盖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

应

用卤素侧量
、

坡中吸附态汞及汞气测量
,

以

及电导率及盐晕测量等综合方法
,

是寻找隐

伏铜铁多金属 矿有效手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