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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对比
、

分析了张宣及冀东地区金矿床水系沉 积 物异常特征
、

检查评价方法及效果
,

指出从异常区 带 地质构造环 境 和景观地球

化学条件两方面人手
,

研究异常自身特点及其与异常源关系
,

确 定 相

应的检查评价方法
。

关 润 金矿床 水系沉积物异常 检查评价方法

异常区概迷

, 地质简况

张宜地区和冀东地区分别位于 中朝堆地

台燕山沉降带西段和中段
,

分属崇礼凸起和

马兰峪背斜两个三级构造单元
。

两地区地质

构造环境基本相似
,

出露地层均以太古界变

质岩系为主
,

次为元古界长城系和 中生界侏

罗系
,

少量新生界第四系
。

岩浆岩主要是五

台一吕梁期
、

海西期和燕山期产物
,

岩石类

型多为中酸性
、

碱性岩石
,

且多呈复式 杂

岩体出现
,

少量基性
、

超基性岩石
。

褶皱复

杂
,

断裂发育
。

区 内 金 矿 床 点 星罗棋

布
,

是河北省北部两个主要 的 金 矿成矿 区

带 图
。

最观特点

两区同处燕山山脉
,

相距仅
,

但

景观地球化学条件却有着较明显的差异 表

金元素分布分配 特征

金在地质休中的分布

金作为成矿元素明显受地层分布
、

构造

变 动和岩浆活动的控制
。

两个成矿区带内绝

大多数金异常出现在古老隆起核部
、

区域性

断裂旁侧的太古界变质岩 系中
,

或围绕部分

碱性岩体 张宣地区水泉沟霓辉正长岩 和

酸性岩体 冀东地区王坪石
、

青山 口
、

茅山

花岗岩体等 分布
。

而元古界长城 系
、

中生

界侏罗系等均为金的低背景区
。

经统计
,

在太古代变质岩中
,

从角闪岩

相一麻粒岩相
、

从条带状混合岩一均质混合

岩
,

反映出随着变质程度增高
、

混合岩化作

用增强
,

金含量有较明显的 递 减 趋 势 表
。

金在水系沉积物中的分布 衰

两区水系沉积物中元素的流长及富集粒

度试验工作
,

分别在大营盘金矿区和金厂峪

金矿区
、

麻家峪金矿点进 行
,

结 果 表 明

金在 网 目以下的粒级中含量变化不

大
,

但细粒部分稍有富集趋势 矿体下

方的水系沉积物中均有明显的金异常显示
,

不同的是张宜区金元素流 长 在 以上
,

冀东区金元素流长在
。

金元索异常特征

张宣地区金异常多呈豆状
,

面积小
,

形

态规整
、

强度不高但浓集中心明显
,

且很少

伴有银
、

砷
、

铜等微量元素异常
。

小营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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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张宣地区 和嚣东地区 地质略圈

一第四系 , 一侏罗系 , 一长城系 ,

卜太古界 , 一均质混合岩 ,
此一花岗岩 ,

科互一斑状花岗岩 ,
烤一花岗闪长岩 ,

叱一闪长岩 ,

能一正长岩 ,

鱿一觅辉正 长岩 ,

下 , ·

一元一太古代花岗岩 , 口 , 一

一元一太古代超基性岩 , 图中匹吃为金矿床 点

张宜和班东地区 现地球化学特征 裹

地 区 张 宣 地 区 冀 东 地 区

地理位置

地貌特征

位于燕山山脉西段北 部
,

北邻坝上高原 位于燕山山脉中段南部
,

南接华北平原

海拔 一 高差 , 地势北高南

低 切割深度北深南浅

海拔 魂。 ‘ , 高差 , 地势西北高
、

东南低 , 切割深度西北深
,

中部和东南部较浅

气候植被 半高原型气候
,

干燥
、

少雨
、

日温差较大
。

植被以草

本植物和灌木为主

内陆型气候
,

四季分明
,

冬冷夏热
,

夏季雨季较

长
。

山上 多为天然林

水系情况 区内无较大水系
,

较小水系多为季节性水流
。

北部 较大水系大部分属滦河流城
,

长年流水
,

分选好
,

以冲
、

洪积物为主
,

分选差 ,

较差

南部以冲积物为主
,

分选 以细砂为主
。

山地沟谷多为季节性水流
,

水系底沉积物

以冲积物为主
,

分选较差

风化作用 以物理风化为主
。

金在表生带以机械迁移为主 物理风化较化学风化稍强
, 兼有生物风化作用

。

金

在表生带的迁移既有机械迁移
,

又有化学迁移

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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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忍 张宜区大中型金矿床 异常图

东坪等大中型金矿床的异常呈多 个 浓 集 中

心
,

但各异常中心规模也 不 大 图
。

在

后来异常检查 中还发现 区内金异常绝大多

数是矿 化 致异常
,

并与金矿 化 体相距

不远 , 冀东区金异常面积一般数至数十 ’ ,

大者可达上百 图 白 石 峪 异 常
,

虽有浓集趋势
,

但浓集中心不 明显
,

常伴生

有一定规模的银
、

砷
、

锑
、

铜等微量元素异

常
。

应当指出的是
,

悠久的采金史和近 年

来群 个 体采金活动在该区造成的人工污

染 因素亦不可排除
。

盆东白石峪水系沉叔物 异常

异常 , 一人 异常 , 一 异常

异常检查
、

评价方法

及效果

根据张宣区水系沉积物中金元素的分布

及异常特征
,

我们采用 了 “ 三步 检 查法
” ,

即异常踏查
、

剖面拦截和重点揭露
。

具体做

法如下

异常赌查

采用地质
、

化探人员混合编组
,

自水 系

下游出现异常点起向上游沟坡
、

沟头追索
。

目的在于 了解异常范围内的基岩分布
、

构造

线方向
、

蚀变矿化特征等
,

寻找异常源
。

创面拦截

异常源确定后
,

垂直异常地质体

布设一组地质
、

化探原生晕短剖面
,

必要时

视情况加采少量刻槽样或检块样
,

初步查明

异常源性质
、

规模
、

产状与围岩关系等
,

了

解矿化强度
。

异常源一时无法确定时
,

通常 自



水系下游异常点起向上游方向
,

沿两侧沟坡

布设 条垂直于地层走向或区域构造线方

向的地质
、

化探原 次 生晕长剖面
,

同时

辅以水系沉积物加密重采样
,

以查定异常性

质
,

初步确定矿化部位和矿化范围
。

对于异常源基本能够确定
,

但矿

化较分散
,

前两种方法不 足以控制时
,

采用

网格法 网度视需要定 取样
,

并填制地质

略图
。

以上 种方法在采集化探样品时均以

原生晕为主
,

露头不好时使用次生晕
。

盆点揭皿

将采集到的化探原 次 生晕样品及时

送化验室加工
、

分析 对已检 查 异 常 的地

质
、

地球化学特征及时归 纳
、

总结
,

待分析

成果报出后
,

及时组织 力量对有意义的异常

地段或矿 化 体投入适量的轻型 山地工程

进行揭露
,

进一步查明矿 化 体规模
、

形

态
、

产状和品位变化等
,

为地表地质详查或

评价工作提供比较充分
、

可靠的依据
。

上述 “ 三步检查法 ” 在张宜 区取得 了良

好效果
,

据统计
,

原有金异常 用 圈

定 个
,

实际检查 个
,

见到含金石英脉

或蚀变破碎带者 个
,

初步检查见矿 化

率
,

其中 的异常见矿 化

率在 以上
。

冀东区异常检查工作最初也采用 “ 三步

检查法
” ,

但工作效率低
,

见 矿 化 效 果

差 见矿化率仅
,

特别是
、

级水 系

中的异常
,

多数不易找到异常源
,

加密重采

样异常重现性好
,

而异常性质仍难以确定
。

针对这种情况
,

我们及时改 用正规测网
,

在

重点异常地段开展 万次生晕
、

甚低频等综

合 方法的扫而工作
,

使原来数十 的 水 系

沉积物异常得以分解
,

摆脱 了人工污染
,

圈

定 了矿化地段
。

分解后的次生晕异常与地质

图 填制的含金蚀变 体 带对应关系好
,

进而转入地表地质详查工作
。

两点浅见

微量元素水 系沉积物异常同次生晕

异常一样
,

异常特征既受地质构造环境的制

约
,

又受表生条件下景观地球化学环堆的形

响
。

因此
,

在异常检查
、

评价之 前 及 过 程

中
,

只有从异常区 带 地质构造环境和景

观地球 化学条件两方而入手
,

分析
、

研究异

常 自身特点及其与异常源关系
,

才有助于选

择
、

确定相应的检查
、

评价方法
。

某一种方法在某一地区可能是最佳

的
,

但不一定是最完善的
,

多种方法
、

手段

交替使用
,

相互补充才适应于地质找矿工作

的复杂性和阶段性
。

譬如 “ 三步检查法 ” 在

很大程度上仍依赖肉眼观察
,

特别是在异常

踏查阶段往往会以能否见到矿化来肯定或否

定一个异常
。

然而
,

实际上有些地表没见到

一定规模矿 化 体的异常
,

未必一定是分

散矿化或人工污染引起的
,

有些地表见到矿

化的异常也未必反映异常源已查明
。

金家庄

后沟金矿的发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金异常

面积仅
’,

强度
,

异 检 时在上

游不远处发现了一条含金 的石英脉
,

脉幅仅
,

走向延长不 足
,

当 时 认为

意义不大
,

但后来详细的地质工作中发现了

一处很有远景的蚀变岩型金矿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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