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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压地球化学预测在芒场锡

一多金属矿田 中的应用

取明 山 池三川

中国地质大学
·

北 京

本文介绍热压地球化学法一利用蒸发晕
、

热晕和包裹体中微 量气

体的一种综合找矿方法
。

用该方法在芒场锡一多金属矿 田中进行成矿

预测
,

发现了隐伏矿休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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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向两组断裂裂隙控制
。

似层状矿体常被

脉状矿体叠加和穿切
,

反映本区多期成矿的

特点
。

根据芒场矿田的地质特征
,

选择蒸发晕

找矿
‘

法
、

热晕找矿法及包 奥体微量气体找矿

了』 七卜 声

几月
、

如卿
·

“‘二声
月、

、、、产

象口日日月打、丫子尹一钊氏一介一奋序日丫内厂卜川

几气一写州洲、嘀矛少花矢

成矿溶液沿围岩孔 隙
、

裂隙 向 四 周 扩

散
,

一方面导致近矿围岩中元素的分布分配

发生变化而形成原生晕 , 另一方面
,

成矿溶液

沿矿物裂隙渗透
,

导致包裹体的数量
、

形成

温度
、

成分及其浓度均发生变化
。

因此
,

可

以利用岩石和矿物中的这些物理一 化学参数

与背景值比较
,

获得受热液作用的围岩中包

裹体的脉冲数
、

浓度
、

形成温度及其成分的

异常值
,

作为地球化学找矿 的依据
。

据此
,

我们在广西芒场锡一多金属们日作 了应用性

试验
。

工作区地质概况

芒场锡一多金属矿 田位于桂西北
、

丹池

成矿带的北端
,

大厂锡一多金属矿 田的西北

侧
。

矿 田内主要赋矿 围岩是中泥盆统纳标组

的砂
、

泥岩及泥灰岩
,

大部分 已角岩化
。

走

向
“

的背斜为矿
‘

田的主体构造
,

另

有北东向的断裂及次级褶皱组成复合构造
。

地表出露十余条闪长扮岩
、

花岗斑岩
、

石英

斑岩岩脉 汇龙坳地段钻孔 见到深部隐伏花

岗岩体
。

按矿体产出特征
,

可分为似层状矿

体及脉状矿体
。

前者严格受地层岩性及岩体

顶部蚀变带控制 后者主要受北北西向和近

匕 』。 滋微
图 芒场锡一多金周矿田某地段地质简圈

一 一栖段组 ,

一上石炭统 , 一

中石炭统 , ,

一下石炭统 , ,

一五指

山组 , 一榴江组 , 一 罗富组 ,

一 刃 ’

一纳标组上
、

中
、

下段 ,

丫二 君一燕山晚期次花岗斑岩 , 。 , 全一安

山份岩 , 林之一闪长份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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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对该区主要勘探线 一 线剖面进行了

预侧
。

工作区地质简图如 图 所示
。

蒸发晕与热晕找矿法

原理

矿液在沿围岩孔 隙
、

裂隙运移过程中
,

向四周扩散和渗透交代
,

使围岩犷物产生重

结晶
,

或沿矿物裂隙渗透形成次生包裹体
,

导致近矿围岩矿物中次生包裹体数量增加
。

溶液的活动能力将随着与成矿裂隙中心距离

的增加而
一

降
,

近矿脉的围岩中成矿溶液对

矿物的作 用比远离矿脉强烈
,

因此
,

在近矿

围岩矿物中
,

不同成分的成矿溶液及浓 度的

次生包裹体较之远离矿脉的矿物中为多
,

形

成近矿围岩单位面积矿物中包裹体的数量具

一定特征的变化
。

用爆裂法测 定 的 爆 裂活

度
,

在近矿液通道处明显升高
,

而远离矿液

通道则下降
,

称之为蒸发晕
,

据此可以判断

矿液流向并预测矿体
。

所谓热晕是指热液矿床形成时
,

成矿溶

液源向四周及运移方向转移
,

由热扩散所造

成的温度梯度
。

热液矿体通常位于热晕中或

一定的温度范围内
。

将测温结果用等值线或

趋势分析法进行处理
,

可以获得热晕圈
,

温

度高区为异常区
,

常可指示隐伏矿床 体

的位置
。

实脸条件及方法

选择 线 面 个主要钻 几
,

按大致等

距采集 个样品
。

样品粒度 目
。

分离

其中的磁黄铁矿
,

用稀盐酸 清洗
,

溶去碳酸盐矿物
,

再用蒸馏水清洗
,

在

℃温度下烘干
。

样品纯度 以上
。

样品

用量 次
。

蒸发晕 方法主要是统计矿物中次生包裹

体的数量
,

故可 用 一 型带脉冲计 数器

的爆裂仪进行测定
,

实验 升 温 速 度 ℃
,

温度从曲线计算得出
。

找矿研究

实验结果表 明
,

本区至少有两期热液活

动
,

温度范围分 别 为 和

℃
,

与该区主要成矿组合锡石一石英一硫

化物和硫化物一碳酸盐矿物组合的形成温度

相对应
。

为此 将两组温度数据及与其相对

应的爆裂频数分别进行趋势处理
,

选取拟合

度比较高的四次趋势面为研究依据
。

其热晕

和蒸发晕等位线如图
、

所示
。

圈 印锐例面热 异常等位锐圈

实线一第一期热晕等值线 , 点线一第二

期热晕等值线

垃创面燕发 异常等值线图

实线一第一期蒸发晕等值线 , 点线一第

二期蒸发晕等值线

由图
、

可以看 出
,

两期热液活动的温

度异常区和热液活动强度既有 相 互 重 叠部

位
,

又 有各 自的活动中心
。

叠加部位为主矿

体所在位置
。

由于测区处于背斜轴部
,

地层产状及构

造形态控制 了矿液流动方式
。

在背斜轴部
,

既发育垂直裂隙
,

又有层间裂隙
,

因此
,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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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既有垂向流动
,

又有侧向运移
。

虽然这种

环境有利于矿液运移
,

但矿体形成是处于开

放
、

半开 放系统
,

因而矿物容 易 发 生 重结

晶
,

同 付受后期淋滤作用 相 对 要 强 烈
。

这

样
,

在垂直裂隙及层间裂隙发育部位
,

包裹

体爆裂须数在近矿部位逐渐降低 而在背斜

翼部
,

地层产状较缓
,

岩性 为砂岩
、

泥岩
,

矿化主要顺层发育在 一 ,

砂岩中 底部泥岩

层间局部矿化发育较好
。

因而蒸发晕及热晕

形态近于水平
,

并且其晕 圈与 异 常 区 较吻

合
。

预测区段划分

由于测区范围较小
,

而且又是在剖面

进行
,

因而只能预测矿体
。

从晕圈形态可以

看出
,

本区有层状矿体和脉状 矿 体 两 种类

型
。

在 一 之间
,

深度约

处
,

应为主要层状矿体部位
,

两侧延伸范

围和厚度均较 大
。

在 一 之

间
,

‘

深度应有一脉状矿体
。

从图 看

出
,

该部位晕圈受 号
、

号矿脉影响
,

也可

能是其下延部位
,

但规模似比上部大
。

许多地质作 用均有碳的参与
,

不同氧化一还
原作用

一

碳的氧化物产生明显的变化
。

地壳

深部碳氧化物的形成可按下列方式进行

二三卜

获 七

共二乏 ‘

从上述反应式可以看 出
,

不 同成岩成矿

作 用条件下均可形成

作用中常捕获
之 ,

矿物在不同地质

在 气 液 包 裹体

矿物包裹体微量气体找矿法

地球化学找矿工作中
,

常利用元素分散

晕指导找矿
,

因为元素可以通过类质同象
、

单矿物吸附或以微包裹体等形式富集于矿物

中
。

动“

物中包裹体不但包含着固相岩浆或成

矿溶液的物质成分
,

而 且保存着原始岩浆射

气或成矿的挥发份介质
,

不同成岩成矿作用

不但与温度
、

压力有关
,

而且 与挥发份微量气

体有密切关系
。

因为大多数金属元素 是以络

合物形式迁移
,

而挥发份又是组成络合离子

的重要因素
,

成矿作 用中金属离子浓度常与

挥发份含呈呈相关关系
。

因此
,

可以利用某

些特征组份的变化来指导找矿
。

样品选择与热晕
、

蒸发晕相同
,

用气相

色谱仪进行分析
,

样品用量 次
。

碳在地球 中是分布较广泛的一个元素
,

中
。

碳还可以与金属组成络合物进行迁移
。

此外
,

在低温条件下容易蒸馏
,

成矿溶

液压力的变化导致 逸散
,

而在近矿围岩

中形成 气晕
。

和碳酸在成矿溶液中有较低的临界

点
,

在包裹体中的数量稍次于
,

在形成

气晕时
,

可以在离成矿溶液通道较远的地方

富集
,

即远离矿脉时包裹体 中 含 量升

高
,

而水含量减少
。

据此
,

将 比

值进行 了四次趋势面分析 图
,

此外还

对 总量进行 趋势分

析 图
,

二者结果基本一致
。

由图 月 可以看出
,

具有两个 高值

异常区和两个低值异常区
,

靠下部的异常强

度高且范围大
,

这可能是深部 隐 伏 岩 体所

致
,

即在岩浆岩上侵过程巾
,

在岩体顶

部形成平缓开阔的 晕圈
,

推 测 岩 体在

以下
,

岩体顶部形态较平 缓 图 中左

侧的异常受断裂控制
,

在矿液 运 移 过 程中

沿断裂扩散
,

在该部位呈现的 低值

异常应为矿体所在部位
,

这 与燕发晕和热紧

的分析结果相吻合 上部 由 于地层剥蚀
,

未

见 高位异常
,

仅 出现低值异常
,

从其形

状看
,

应为层状矿体所在部位
,

与前面分析

结果相对应
。

图 情况同图
。

从初步试验结果来看 应用热压地球化

学在多金属矿区进行隐伏矿体预测有一定效

果
。

如在较大范围内结合其他工作方法
,

从

平面到剖面进行立体预测将会 取 得 良 好效

果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协协协
义义义

月 , , 、‘之竺电‘告 尸 一加 竺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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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包班体中 讯 和
‘ 四次趋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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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要校验精度
。

撰止传感公过荷操作

强力起拔钻具时
,

如超过传感器额定载

荷
,

一定要防止长时间过荷 , 如需过荷操作
,

要拆除传感器
,

直接把钢丝绳固定在地梁上

进行
,

同时还要严禁过大冲击负荷操作
,

以

防事故
。

加强钻压仪份理

要指定专人负责仪器的管理
,

并指导井

队管好用好仪器
。

井队要做到操作使用时装

入操作箱
,

用后要擦净装人保管箱
,

并要放

在防潮湿
、

防撞击或冲压 的地方
,

更要防止

泥水浸人腐蚀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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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 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