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界牌岭锡
、

被多金属矿床

物化探找矿效果

沈孝荣

湖南有色地质 队

界牌岭隐伏锡
、

被多金属矿床是验证物化探异常时发现的
。

本 文

粉重论述了物化探方法找矿的地质效果
、

物化探异常特征及其与 矿 的

与系
。

关 祠 锡被多金属矿床 , 电阻率 , 视电阻率 , 次生晕异常

地质概况

矿区出落地层主要为石炭系石 瞪子组
、

侧水组
、

梓门桥组及壶天群
,

其中测水组砂

页岩含炭质
,

间夹劣质煤层 石瞪子组灰岩

为赎矿层位
,

其上段为含炭质灰岩
。

矿区内

构造较简单
。

界牌岭倾伏背斜为主要控岩控

矿构造
,

背斜轴部为石瞪子组灰岩
,

两翼为

测水组砂页岩
。

由于走向断层 , 和 , 的破

坏
,

致使地层出露不全
。

隐伏锡被多金属矿分布于界牌岭倾伏背

斜轴部
,

且受断裂控制
。

锡矿有云英岩化岩

体型和充填交代碳酸盐岩型 前者产于花岗

斑岩顶部
,

矿体分布受岩体形态控制
。

锡的

品位与蚀变强弱有关 并具有上为铁
、

铅锌

矿体
,

下为锡
、

钨
、

铜矿体的分布特征
。

充

填交代碳酸盐岩型锡矿产于石瞪 子 组 灰 岩

中
,

锡的矿化强度与含黄铜矿和黄铁矿的多

少有关
。

被矿即含敏条纹岩
。

该犷床是验证

物化探异常时发现的
。

据初步估算
,

已具大

型锡矿床的规模
。

物化探异常特征

地球愉理特征

地表电阻率测 量 结 果 表 明
,

壶 夭 群
,

均 值 兑
、

测水组
,

均值 品
、

梓门桥

圈 界牌岭矿区电法成果田
,

一壶天群 , , 一梓门桥组 , ,

一测水组 ,

一石橙子组 一花岗班岩 , 一披 矿 层 ,

一断层破碎带 , 一刀 等值线 , 一 等值线

组 一 一
,

均值 兑
,

均

大于石瞪子组
。

而石瞪子组 上 段 石上 一
,

均值 品 又小于石瞪 子 组 下段
石下 一

,

均值 只
,

花 岗 斑



湘南界牌的矿区不同岩石中橄 元介含 特征

一
岩 石 名 称 人

含素元
样 品 数

萤石交代岩

蚀 变 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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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的电阻率为 只 ,

均值 众
。

面积性极化率测量结果表明
,

测水组极

化率较高
,

萤石交代岩中等
,

白云岩
、

花岗

斑岩为正常背景
。

电法测量成果见图
。

由图 可见
,

断层两侧有一带状 次

级 高阻带 阻值 兑 ,

反 映 梓

「桥组的产出位置 矿 区西北部有一阻值在

众 的高阻区
,

反映壶天群 的分

布范围 号岩体东端有 众 的低 阻 值

等值线断续分布
,

其范围与测水组分布范围

一致
。

测水组砂页岩和石瞪子组灰岩呈现不

规则状 兑 的低
、

中阻值异常
。

根

据 的分布特征
,

推测 号岩体 呈 超 伏状

产出
,

经工程验证属实
。

激发极化方测定得冲 一
、

刀 一 , ,
,

一

三个 异 常 见 图
,

其 中 叮 ,

一

和 口 一 异常 与 低 阻 值

的测水组相对应
, 刀 ,

一 则 与中

阻值的石瞪子组和萤石交代岩产出部位相吻

合
,

说明前者主要由地层岩性所致
,

后者则

主要由矿化体引起
。

地球化学特征

不 同岩石中微量元素含量 由上

表中数据可见
,

萤石交代岩中
、 、 、

。 、 、 、 、

等成矿成晕元素均具

有较高的丰度
,

尤其是
、

高出克拉克

值数百至数千倍
,

弱蚀变灰岩中
、 、

、 、

等元素丰度亦较高
,

说明在热

粼荔
产

勺奈

几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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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界牌岭地质化探缘合图
十 一壶天群 , ,

一梓门桥组 , 一测水组

一石格子组 , 兀一花岗斑岩 , 一被 矿 层 ,

一断层破碎带 , 一 十 累加晕等值线

峨一 絮加呆等么
,

浅

液交代蚀变过程中有大量元素带入
。

次生晕异常分布特征 图 是界

牌岭矿区次生晕元素累加晕异常图
,

异常中

心分布于界牌岭倾伏背斜轴部及 断 层 附

近
,

和 的 最 高强



度分别达 和 。 ,

在岩性上主 要 与

石瞪子组碳酸盐岩关系密切
。

从图 中还可

看出
,

累加晕 等值 线 在

号勘探线发生明显拐折
,

几乎圈 定 了

号岩体的分布范围 而 十 累加晕

的等位线在 号岩体处有所 收 敛
。

因此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矿区内某些成晕

元秦受岩性控制尤为突出
。

岩体中微量元素

含呈
、

副矿物成分和重砂测定结果表明
,

岩

体中
、 、 、 、 、 、

等都

具有佼高的丰度
,

表明岩浆及其后期的热液

作用对锡
、

被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提供了物质

来深
。

次生晕多元素组合异常主要分布于萤石

交代岩产出地段
,

其次是 火成岩 的 产 出 部

位
。

现已查明
,

交代岩即是被矿层
,

氧化敏

矿规模巨大
。

由此可见
,

次生异常能较准确

地圈定敏矿化地段
。

物化探找矿效果

界牌岭锡
、

被多金属矿床是脸证物化探

异常发现的
。

见矿地段在 一 号勘探线

之间的界牌岭背斜轴部
。

见矿孔多分布在激

电冲 的粉,

一 异常带
、

电阻率中 阻值

及其化探 十 累加晕异常分布区
。

浅部以镶
、

铅锌矿体或矿化体为主
,

时有黄

铁矿和黄铜矿矿化 深部为锡矿化或矿体
,

并有钨铜矿体产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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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北部 界牌岭背斜倾末端 的物化

探异常验证未见矿
,

但 据
、

、

揭露
,

测水组富含碳质
,

并

夹有劣质煤层
。

岩体成分分析 结 果 表 明
,

、 、 、 、 、 、

等 元素的

丰度都较高
,

因此认为这一地段的物化探异

常主要与测水组含炭质高和岩体中某些元素

丰度高有关
。

从 号勘探线验证情况来看 图
,

号和 号点分别是 冲 一 和刀 一 的高值

异常点
,

与此相对应的无化探异常显示
,

和 基本控制了 刀 的高值部位
。

除见被矿外未见金 属硫化 物 矿 化 体

在 处见测水组炭质砂页岩夹煤层 ,

在 见到锡
、

铜
、

铅锌矿体
。

这 样大的

深度显然不能引起斤 ,

高值异常
。

在冲 一 低

值异常范围内 号点 一。号

点有次生晕异常显示
,

是石英交代岩的产出

部位
,

而后一段无次生晕异常显示
。

工程验

证结果表明
,

在 左右见 锡
、

钨
、

铅锌矿体
,

在 处见铁矿层
,

约

处见锡矿脉
,

处见锡矿体
。

鉴于粉 一 异常 中 段 的

和 三个验证孔均分布在异常 边

部
,

又布置
、 、

、

验证孔
,

结果除 未见

锡矿体外
,

其余 孔均见有工 业价 值 的 锡 矿

体
。

几点认识

现
,

始干区域性物化探普查的工作成果
。 ‘

臼

的发现提示 了一个有益的经验
,

即物化探找

矿要在区域展开
、

点 抓紧研究
、

及时布置工

程验证物 化探异常
、

根据地质及物 化探异常

验证情况归纳异常特征及 与矿的关系
,

并进

一步指导找矿
‘ 。

只有将以上各环节紧密结合

起来
,

才能发挥物化探在地质找矿工作中 匀

优势
,

即既能发现和选定找矿靶区
,

又能直接

或间接查明矿体的部位 从而加快地质找矿

进程
,

提高找矿经济效益
。

钻探验证物化探异常结果表明 化

探次生晕异常能直接圈定萤石交代岩 刀 低

值异常除反映被矿层外
,

也反映 了浅部金属

硫化物矿化或矿体
, 刀 高值异常是测水组含

炭质地层所致
,

进而表明高背景下为低值叮

异常或微弱的起伏
,

是反映区内浅部硫化物

矿产的重要标志
。

即能直接圈定浅部硫化物

矿体或矿化
,

并能间接发现深 部 盲 矿 体
。

值反映 了区内地层 岩性 或 构 造 的分

布特征
,

可作为地质填图的依据
。

岩浆活动和后期的热液蚀变为成矿

提供了大量物质来源
,

因此化探次生晕异常

除反映矿化 体 外
,

在岩体产生部位也有

一定反映
,

将电法成果 , 次生晕异常进行练

合分析
,

可获得较好的判别结果
。

一般次生

晕异常的分布范围比激 电异常小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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