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技术在加拿大地质和勘探

工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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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笔者在加拿大学习
、

访问期间

所了解到的情况
,

着重介绍新技术在加拿大

地质和勘探工作中的应 用
。

坟圈断技术一一 旅形城图法

岩基所 含的丰富地质信息
,

往往容易被

忽视
。

因为岩基范围大
,

从任一观察点的有

限视城
,

难以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
。

卡来顿

大学握太华一卡来顿地学研究中心
,

在研究
·

耶洛奈夫附近 几乎连续出璐

的太古代火山岩
、

沉积岩过程中
,

开展了摄

影填图法的试验研究工作
。

在实验区内
,

先

建立 的侧网
,

再用带广角镜头 的

照相机对每一网格进行拍照
。

取景器上装有

直角棱镜
,

反转片投影到可调 图版的网格底

图上
。

投影每张反转片时
,

制图机和投影机

均可调整
,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因露头不规整

而造成的扭曲
。

在网格底图上
,

可对一些重要地质现象

进行追踪
。

这种图比用平板技术制出的图更

详细
、

更准确
。

尽管研究区曾做 过 多 次 踏

勘
,

但用摄影法填制的地质图
,

仍然揭示 出

以往被忽略的一些特征
,

如岩流角砾岩中的

大规模气体释放通道
、

熔岩的迭瓦状及枕状

构造
、

岩流与岩脉的关系
、

岩枕破碎冷凝边

等
。

上述方法可反映构造
、

组构和地层的一

般形貌
,

尤其是用于研究变质岩
、

含化石地

层
、

火山构造
、

岩脉和矿床
,

效果更好
。

物探方法的综合应用

加拿大的物探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下面介绍的是综合应用物探方法 的 成 功 实

例
。

项 目旨在探查被厚约

的古生代碳酸盐覆盖的 的前寒 武纪

基底地质特征及其矿产远景
。

该项 目涉及到

许多学科
。

具体研究方案是

对 出露的和被覆盖的前寒武纪岩石

进行航磁梯度测量
。

选择部分地盾区
,

研究岩石的磁化

率
。

根据磁梯度和总场强
、

钻孔
、

电磁

和已知区地质情况等资料
,

对地盾覆盖区的

地质特征进行解释
。

补充钻探和关键钻孔的重复测井
,

以检验和完善原有的地质解释
。

选择一定的岩石作
一

地质 年 龄

测定
。

对地球物理资料进行计算机处理
,

并编制有关图件
。

最终提交前寒武纪地盾和特定地区

矿产远景的解释图和报告
。

另一个是耶洛奈夫项 目
,

主要是对耶洛

奈 夫火山带近 万英亩的地域进 行 系 统 肋

查
。

该区大部分被水体覆盖
,

因此
,

海洋地

球物理方法可起到重要作用
。

高分辨率的水上地震调查 多线公



里 表明
,

火山带呈向西南凸 出的弧形
。

北

弧段 已发现两个大剪切带如和千小剪切带
。

南弧段也测出一个长达 的剪 切 带
。

钻

探证实 了剪切带的存在
,

并发现了两个金异

常地段
。

后续的大规模海洋诱导极化调查似乎表

明
,

该方法可以成功地发现富含碳化物的剪

切带
,

后者常是详勘靶区
。

化探方法独树一帜

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堆积 了厚厚的冰债

层
,

开展化探工作较困难
。

萨斯卡彻温省矿山开发公司 的 研 究 人

员
,

研究了该省北部金矿区影响化探方法选

择和应用的因素
。

认为必须针对 已知矿床的

规模
、

形状
、

矿物组合和原生晕特点等
,

筹

划地球化学调查
。

狭窄的原生晕

常与各种脉状矿床伴生
,

而宽 阔 的 原 生晕

则与同火山的后生矿床伴生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最后一次大的冰川的

推进方向与岩石单元 或含金构造 走向大

致乎行
。

岩基上覆盖的冰殖物中狭窄的金分

散流
,

常局限于沼泽区
,

采样困难
。

冰湖中

泻湖沉积物和冰磺物的存在
,

增加了化探采

样的复杂性
。

在许多土壤调查和表层冰碳物

采样计划中
,

样品主要来 自冰碳物上岛 它

们是在冰川湖沉积物之上沉淀的
。

冰债物大样的采集
,

结合金粒的机械分

离
、

金粒计数和形状分析
,

已成为发现和解

释冰债物中金分散流越来越重要的手段
。

这

种方法在离矿化较远的地区格外有用
。

由于

金在冰破物中的分散
,

常规的土壤调查已不

适用
。

金粒形态的研究
,

也可用于估计异常

区与源区的距离
,

并有助于鉴别复杂的分散

晕
。

值得一提的是
,

加拿大的化探方法试验

研究是相 当活跃的
,

从下面的案例可见一斑
。

为评价地下水中金在金矿找矿中的实用

价值
,

魁北克省某公司研究人员进行了两个

方面的研究
。

首先对已有的侧金技术 用活

性炭作吸附剂
,

然后进行中子活化分析 进

行验证
。

为避免容器壁对金的粘附
,

有必要

进行一些技术处理
。

该方法金的 检 测 限 是

。
。

在此基础上
,

研究人员选定魁北克

西北部三个靶区进行实验
。

其中两个靶区金

矿化强烈
,

地下水富含 和
。

这些元素

的溶解性与金相似
。

第三个靶区未见金矿化
,

地下水中 和 浓度低
。

从这三个靶区井中采集的 个地下水样

的分析结果表明
,

第一
、

第二
、

第三靶区地

下水金含量分别为
、

和
。

若单凭

地下水金含量
,

只能发现第二靶区的矿化
,

第

一靶区的矿化则被漏掉
。

因此
,

仅凭地下水中

金含量推断是否有金矿化是不可靠的
,

只有

将金与其他指示元素
、 、

等 含

量结合起来分析
,

才能提高判断的可靠性
。

遥感技术倍受工视

在地质与勘探工作中
,

加拿大地质人员

十分重视遥感技术的应用
。

在笔者参加的加

拿大地质学会学术交流会上
,

与会者发表了

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论文
,

下面仅引述其中几

例
。

哈里斯一帕恰有限公司在遥感研究方面

成就卓著
。

该公司研究人 员报道 了两个案例
。

第一例是用陆地卫星多谱扫描仪
、

专题

成 图仪和海洋卫星一合成孔径 雷 达 图 象
,

对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 区的 岩 石

一构造区的地质构造进行圈定
。

在 万的

图象正片处理中
,

使用摄影地质 的 解 译 准

则
,

帮助解释地表构造特征 柔性构造和脆

性构造
,

最终编出卫片解译地质图
。

这 些

图件可与由航片和踏勘地质填图编制的图件

相对 比
。

第二例是对用海洋卫星一合 成 孔 径 雷

达和陆地卫星多谱扫描图象编制的线状构造

图及其在金矿勘探中应用的评价
。

使用的是

传统方法
,

即提选出空间走向与已知金矿有



关的线性构造
,

再将其与金矿点
、

地化样品

异常
、

褶皱
、

岩性和不同岩石接触带 由航

磁确定 进行比较
,

最后鉴别出一些有远景

的线性构造供进一步详查
。

萨斯卡彻温省能源矿山部研究人员在地

植物遥感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

很值得借鉴
。

研究表明
,

化探工作中愈来愈受到重视

的植被
,

有可能对 间的光谱反射

作出反映 岩石单元可由地面卫星主题图植

物组合的能谱数据予以分辨
。

为调查这些研

究成果是否适用冰蚀或植被覆盖地域
,

还进

行了地植物调查
,

其方法是岩性填图和有关

植被的辨认
。

第一次研究是了解前寒武纪地

盾两个矿化带富硫化物土壤中植被的能谱反

映
。

第二次研究是了解安大路省南部

油气沼中与碳氢油苗有关的植被能谱反映
。

光讲调查所用的资料
,

是通过便携式野外用

放射仪和航空多道能谱图象仪获得的
。

第三

次研究是根据地植物组合
,

用高级陆地卫星

主题绘图资料
,

对两个主要岩石单元进行判

别
。

三次研究成果已经证实
,

地植物遥感在

冰蚀
、

植物搜盖区的地质填图和矿产勘探方

面 ,

能起着重要的作 用
。

计耳机软件开发

在西方国家
,

计算机已渗透到地质工作

中的各个环节
。

填图
、

勘探
、

采矿等的数据

处理与成图
,

基本上都计算机化了
。

加拿大

安大路省地调所和联邦地调所在计算机软件

开发上
,

近年来又有新的突破
。

地 学空问信 么来统 的大批全数据输

入 空间信息 系统的大批量数字数据输入技

术
,

正处于成熟阶段
。

地学数据 的 多 样 性

描述型
、

数字型
、

表格型
、

图件型
,

意味

着只有能够接受各种类型数据并保持各种数

据间内在联 系的综合性输入系统
,

才适用于

这些空间数据库的建立
。

在安大略省地调所

项 目中
,

已经研究出综合输入方法
,

其中的一例是将地图扫描技术与已有的数字

野外地质记录系统一体化
。

利用这种方法
,

已建立了字母数字式以及野外地图资料数据

库
。

从这个数据库中
,

可以得到多种形式与

内容的输出
,

其中包括彩色地质图印制
。

数字信息系统的关键是数据库数据的输

入
,

如果这项研究超越试验阶段而进入应用

阶段
,

对地学研究的影响将是难以估最的
。

新型微机地图数据 系统 在加拿大

联邦地调所卡尔加里地调处
,

微机辅助制图

系统已用于大型相关图的绘制
。

在某试验项

目中
,

增补 了地图集手工绘图的功能
,

并有可

能被由新型微机和电视跟踪系 统 一

建立的数字地图数据库所 取 代
。

电

视跟踪与现有的光栅扫描私数字化桌相 比
,

速度更快
,

分辨力更强
,

因为图形信 息是多路

传输的 迭复的
。

每一数据类型的交 互 式

跟踪
,

和可作为独立文件储存
,

这些功能可

增加其准确性
、

编辑能力和地图
、

钻孔柱状

图及其大型图件的输出灵活性
。

一 型空气反循环砂矿钻机在生产中获得好效果

一 型空气反循环砂钻钻机的研制
,

是冶

金部第一地质劫查局地质探矿技术研究所承担的国

家 “ 七五 ” 黄金地质找矿攻关项 目
。

该机于 年

通过初步鉴定后
,

又进行了修改与完善
,

最近小批

盘生产的样机
,

投人了砂金找矿勘探工作
。

冶金部山西地质勘查局在内获金 盆 矿 区
,

用

型钻机成功地施工了第一批 个 钻孔
。

所采 多个样品
,

采取率绝大部分在 的

规定范圈内 , 此范围以外的样品仅占
。

平 均 孔

右

深 脚 ,

最浅
,

最深
。

可连续取得砂矿

样品
,

并有效地穿过砾石层
。

在一个钻孔里
,

曾先

后穿过 块直径大于 的巨砾
。

以往在运用跟管冲击法钻进时
,

由于质最无法

保证
,

孔深达不到要求
,

加之无法穿过大砾石而经

常报度钻孔
。

改进后的钻机和新的钻进工艺
,

解决

了上述问题
,

取得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

〔本刊通讯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