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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玲珑矿 田以往地质找矿的情况
,

在 全区开展了系统的面积性

原生晕详查工作
。

通过对已知金矿异常的分析
,

归纳出对该区未知异

常的评价标志
,

在应用中取得了好的找矿效果
,

因此认为玲珑老矿
一

田

金的潜在资源仍很丰富
,

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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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田找矿工作情况

玲珑金矿田早在北宋时期就开始 了民间

采金活动
,

累计生产黄金超过百吨
,

目前仍

为我国重要的黄金产区之一
。

矿田内分布着大小不等的矿脉 余条
,

大者长 左右
,

小的一般在几十至几百
。

现有国营生产矿山 多处
,

乡镇联营及

民间采金点遍布全区
,

每年向国家交售黄金

几十万两
,

其生产规模及黄金产量均占全国

首位
。

解放后在该区进行 了大量的地质普查找

矿和评价勘探工作
,

到 年代末期累计探明

黄金储 量 多吨
,

为生产矿山提供了新的矿

量资源
。

进入 年代以来
,

国家对玲珑矿田

的黄金生产及找矿勘探工作提出 了 新 的 要

求
。

即现有矿山要加快生产速度
,

提高黄金

产量 同时要求加强矿田地质找矿工作
,

提

交更多的黄金储 量
,

为生产矿山提供可靠的

矿量接续资源
。

但能否实现上述要求
,

在广

大地质工作者中存在着不同认 识
。

一 者 认

为
,

在地质工作程度较高的玲珑老矿区继续

找矿
,

弄不好会落个劳民伤财的结局 二者

认为
,

玲珑矿田是招掖金矿带中 的 矿 区 之

一
,

在成矿规律上应有其共性
,

而前人认为

玲珑矿田的矿体一般延深不大
,

故勘探深度

较小
,

没有深部工程控制
,

使认 识 受 到 局

限
,

因此
,

其找矿前景在未实践之前不能下

结论 再者认为
,

以往认为玲珑矿田的金矿

成因类型为石英脉型金矿
,

但根据招掖金矿

带的成矿规律推断
,

玲珑矿田也应有破碎带

蚀变岩型金矿
,

因此
,

玲珑矿田仍具有较好

的找矿前景
。

基于这种情况
,

我公司及时进

行了找矿工作的战略转移
,

从以找铁为主转

移到以找金为主
,

进驻玲珑矿田
,

投入金矿

找矿勘探工作
。

本次化探原生晕详查工作就

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几年来的找矿勘探实践
,

取得 了较好的

找矿效果
,

向国家提交了 多 黄金储量
。

同时也取得 了在老矿田找矿的经验
,

且对玲

珑矿田的金矿成矿规律有了新的认识

矿田金矿成因类型不单 是 石 英 脉

型
,

往深部多过渡为破碎带蚀变岩型
。

矿田控矿构造并非帚状构造
,

而是

几组不同方向的断裂构造
。

在断裂构造的交

汇
、

联合
、

复合部位
,

往往矿体最发育
。

标高左右及其深部
,

往往是具

有较富的工业矿体
,

矿体一般是延深大于延

长
。

该区矿体中 主要呈微细状态的

自然 存在
,

因此需做系统取样分析
,

靠

分析结果圈定矿体边界
。

在继续找矿的方法手段上
,

化探是

行之有效的方法
,

对老区找矿能提供新的重



要找矿信息
,

起到缩小靶区
,

指明找矿方向

的作用
。

上述这些新认识
,

对该区进一步找矿将

会起到重要作用
。

矿田 地质概况

玲珑金矿田位于招掖金矿带的东段
,

胶

北隆起西端
,

栖霞 复背斜北翼
,

受东西向阜

山背斜控制
。

矿 田东西长约
,

南北宽

约
,

矿田范围约 多
。

矿田内出露最广泛的是玲珑 混 合 花 岗

岩
,

其分布而积约 占
。

金矿成矿与玲珑

混合花岗岩关系密 切
。

在矿田东部边缘地段

出露有胶东群老地层
,

矿 田内胶东群均呈残

留体出现
,

出露面积都很小
,

其片麻理产状

与附近地层及区域构造线是一致的
。

另外
,

在玲珑花岗岩体内部还分布有中酸性及中基

性岩脉
,

如伟晶岩脉
、

细晶岩脉
、

闪 长 岩

脉
、

闪长粉岩脉
、

煌斑岩脉
、

辉绿岩脉及石

英脉等
。

区内断裂构造非常发育
,

构造的性质
、

特征及展布
,

受区域纬向构造和新华夏系构

造的联合制约
。

新华夏系构造是以早期东西

向构造为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玲

珑金矿田具体是受北东东向的破头青断裂构

造和北北东向的玲珑断裂构造联合控制
。

矿

田内的断裂构造主要有三组 即以破头青断

裂为主体的北东东向断裂
,

以玲珑断裂为上

体的北北东向断裂
,

以及以莱 山
一
人秦家

断裂为主的北东向断裂
。

这些断裂构造既是

矿液运移的通道
,

又是矿质沉淀 的 空 间 场

所
,

具有导矿和储矿之双重性
,

矿脉展布及

产状严格受断裂构造控制
。

矿田内的矿脉
,

系指出现在断裂构中的

矿化蚀变脉体
,

矿休赋于矿脉之中
。

具有矿

脉呈带
、

矿体成群的展布特征
。

在主干脉旁

多出现平行或斜交的副脉
,

这些副脉有的出

露地表
,

有的则呈隐伏脉体
。

矿体一般延深

大于延
一

长
,

其 自然类型 多数是上部为石英脉

型
,

向深部逐步过渡为破碎带蚀变岩型
。

矿

体呈曲折多变
、

尖灭再现
、

分支复合现象
,

在断裂构造复合
、

联合
、

转折等部位矿休发

育
。

各矿脉 的矿化程度不同
,

矿体中

品位变化较大
,

有的矿
一

体规模较大
、

连续性

较好
,

但 品位较低 有 的 矿体规模小
,

但 品位较高
。

矿体与围岩没有明显界线
,

其边界主要靠系统取样分析结果来确定
。

旱

期断裂构造活动控制了矿化范围和规模 后

期断裂构造的多次叠加改造控制 了 矿 化 强

度
。

犷体中矿物组合以 自然金
、

银众矿
、

黄

铁矿
、

石英
、

绢云母为主
,

其次有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辉铂矿
、

斜方辉铅秘矿
、

方解石
、

斜长石和钾
一

长石等
。

混合矿石中主

要矿物的平均含 员为 黄铁犷
,

石 英
,

绢云母
。

载 矿物主要是黄铁

矿和石英
。

黄铁矿中以第二期颗粒细小
、

呈

细脉浸染状的黄铁矿含 最富
。

矿休围岩蚀变发育
,

蚀变种类有 英岩

化
、

硅化
、

钾化
、

黄铁矿化
、

碳酸盐化
、

绿

泥石化及高岭土化等
。

金矿成矿阶段划分 为三个成矿阶段 即

金一石英一旱期黄铁矿阶段 金一石英一 多

金属硫化物阶段 石英一金一碳酸盐阶段
。

其中第二阶段是金的主要成矿阶段
。

金的赋存状态分三种 一是呈包裹体状

赋存于黄铁矿和石英晶体中
,

这 种 金 约 占
,

二是沿黄铁矿裂纹分布的裂隙余
,

约

占 三是沿石英和其他矿物品隙分布的

晶隙金
,

约 占
。

品位的高低 与矿石

自然类型有密切关系
。

工作方法及异常评价标志

工作方法

根据玲珑矿 田的景观地球 化学特征
,

采

用 的化探原生晕进行详查
,

测网
。

当采样点有较薄的残坡积物 覆 盖 时
,

进行人工露头采样
,

对个别覆盖层较厚的采



样点则弃之
,

全测区采样率达 以 上
。

取

样重量为
,

采用机加工至

目
,

用光谱半定量分析
、 、 、

。 、 、 、

用化学半定量法

分析
。

对异常剖面还分析 了
、 、 。。

完成详查面积 多
,

做 了近 的异

常剖面
,

完成槽探工程上 “ ,

采集分

析 了 多个样品
。

本次工作的 目的是

评价出露断裂破碎蚀变带的含矿性
,

圈定矿

体斌存地段
,

为地质评价提供依据 发现新

的 包括隐伏的 含金破碎蚀变带 确定进

一步找矿有望预测地段
。

异常评价标志

本次原生晕详查结果发现 了大批原生异

常
,

其中包括部分已知金矿异常
。

为 了从未

知异常中筛选评价出有找矿意义的异常
,

对

已知矿异常进行 了认真地分析和研究
,

归纳

出如下异常评价标志
。

异常具一定规模
,

形态完整
,

有

明显的异常中心
。

异常沿断裂破碎蚀变带以

若干个独立异常出现
,

从总体上看呈串珠状

分布
,

走 向与断裂蚀变带一致
。

异常以 多元素组合为特征
。 、

、 、 、

为主
,

并不同程度的出现
、 。 、

异常 在剖面上常发育有 异

常
,

有时有 异常出现
。

异常元素具分带特征
。 、 , 、

、

异常分布范围大
,

处于异常的中外

带
、

异常分布范围小
,

处于

异常的中内带
,

各异常元素的最高等值线值

为
、 、 、

和
,

以上
。

多峰值的剖面异常
,

特别

是 多峰值的 异常是多个平行矿体 矿化

体 的表征
,

矿致异常地段断裂破碎构造和围

岩蚀变均较发育
。

断裂破碎构造带伴有明显

任强烈的蚀变现象
,

主要有绢英岩化
、

黄铁

绢英岩化
、

硅化
、

钾化等
。

在异常浓集中心

部位 如有新鲜蚀变岩石
,

可观察到明显的黄

铁矿化及铜
、

铅等的硫化物
。

多元判别分析统计结果被判为

类异常者多为矿致异常
。

上述 项特征标志全具备者可判为 类

异常 由矿引起的可能性最大 具 备其中

某几项标志者判为 类找矿有望异常
。

找矿效果

全 区共发现 多个异常

本次原生晕详查工作所获 多个异常

中
,

有已知金矿异常 多个
。

在未知异常

中筛选评价出 多个 类异常
,

多个

类异常
。

这些异常大部分成群成带分布
,

与

断裂破碎蚀变带关系密切
。

因此认为玲珑金

矿 田金的潜在资源仍然比较丰富
,

应加强找

矿评价和综合研究工作
。

当前应把上述

多个
、

类异常作为地质找矿评价的重点

对象
。

新发现一批陇伏含金破碎蚀变带

根据位于残坡积物覆盖地段
、

类异

常的展布特征
,

推断有 多条隐伏断裂破碎

蚀变带存在
,

其中有的属于出露断裂破碎蚀

变带向两端的延伸部分
,

有的贝属干出露的

主干断裂破碎蚀变带旁侧次一级平行的隐伏
’

断裂破碎蚀变带
。

经探槽揭露和刻槽取样分

析
,

证明原推断是正确的
,

且多数是含

的
,

有的含 还比较高
。

钻探脸证异常取得好的找矿效果

目前已验证 了 个 类异常
,

其中有

个见到金的工业矿体
,

个见到金矿化
,

异

常验证见矿 率 为
。

如某 类异常具
、 、 、 、

多元素组合
,

有

个浓集中心
,

的最高浓度为
,

异

常地段断裂构造很发育
,

绢英岩化强烈
。

根

据所作剖面异常特征
,

推测可能有 层矿体

引起
,

经 孔验证
,

见到 了 层金的工

业矿体 见图
。

于 处见第一层矿
,

厚
,

品位 八 处见第 二

层矿
,

厚
,

品位 。 ,处



知扎加巧

年底以前 中
,

有 个钻孔见矿 未见扩

的 个钻孔中部分见到矿化
,

见 矿 率 为
。

将以往的钻探结果 与日前发现的原

生晕异常相对照
,

见矿孔 多数位 于已 知矿
‘

异

常和推断有望异常地段
,

说明根据化探有望

异常布置钻探工程
,

能提高见矿率
。

圈 出有望预测地段 处

有望预测区是根据以往地质工作程度较

低
,

工程控制少
, 、

类异常分布较 多
,

断裂破碎构造及蚀变现象较发育等特征圈定

的
。

从而扩大 了老矿田的找矿范围
。

‘工乙乙卜氏“

某服生异常钻裸见矿倩况

一玲珑混合花岗岩 , 一绢英岩化混合花岗岩 ,

一金矿体

见第三层矿
,

厚
,

品位

于 处见第四层矿
,

厚度
,

品

位 在 处见第五层矿
,

厚

度
,

品位 , 于 深处

见第六层矿体
,

厚
,

品位

于 深处见第七层矿体
,

矿体厚度
,

品位
。

在该异常的另一个剖

面为追踪 已知矿体的延深设 计 了 孔
,

结果在旁侧又发现 了新的盲矿体
,

矿体对应

于地表的绢英岩化破碎蚀变带
,

有
、 、

、 、 。异 显示 图略
。

玲珑金矿田以往施工的 个钻孔

几点认识

从玲珑金矿 田原生晕详查取得好的

找矿效果来看
,

在地质工作 程度较高的老矿

田
,

全面系统地开展大比例尺 而积性化探详

查 前提是以往没有化探详查资料
一

作
,

仍然尼非常必要的
,

它对已 出露脉体的含矿

性 评价
、

发现新的矿体
、

预测进一步找矿有

望地段均可起到重要作用
。

本次化探原生晕

的详在结果表明
,

玲珑老犷田金的滋在资源

仍很丰富
,

仍具有较好的继续找矿前 长
。

在老犷 开展进一步找矿工作
,

关

键是提高认识
,

开阔找矿思路
,

敢 于冲破旧

观点的束缚
,

不断总结新的成矿规律
,

注意

发现新成因类型的矿床
。

同时要尽量采用新

的方法技术和仪器设备
,

大胆探索
,

勇 于实

践
,

以挖掘新 的找矿信息
,

扩大找矿领域
,

这样才能使老区的找矿 工作取 得新的进展和

突破
。

在老矿区开展系统的化探工作
,

具

有很好的有利条件
,

可根据已知金矿异常的

特征
、

规律及异常模式
,

对未知异常进行类

比推断
,

提高对未知异常的评价水平和筛选

有望异常的准确性
,

进而提高异常验证的见

矿率
。

在老矿区开展就矿找矿 工 作 见 效

快
,

经济效益显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