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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及进一步工作的意见

刘汉忠

冶金部地球物理劫 鱼院 物化探研究所
·

河 湘 保 定

本文根据冶金系统 “ 七五 ” 期间金矿成矿区 带 万 比 例尺

的水系沉积物测量成果
,

归纳出金矿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异 常 的基本

特征
,

提出了对异常进一步工作的某些意见
。

关 词 金矿 , 水系沉积物测量 ,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 七五 ” 期间
,

冶金系统 开展 了金矿成

矿区 带 万 比例尺的水系沉 积物 测量

工作
,

面积近 万
,

取得 了明显的 地质

效果
。

共找到 处中型以上金矿
,

若千处小

型金矿以及一大批有望异常
。

为 了更好地发

挥这些资料的作用
,

推动异常查证工作
,

本

文对异常特征进行 了初步总结
,

并对进一步

工作提出某些粗浅看法
,

以供参考
。

异常基本特征

冶金系统的工作测区一般选择在金矿成

矿区 带 内
,

因此每个测区均有若干处异

常
,

平均每 内有 个以上以金为主的

多元素异常 〔 以上的已知金矿床 点

有异常反映 〕
。

测定元素有
、

定量
、

、 、 、 、 、 、 、 、

、 、

等
。

异常下限

所测元素中
,

金元素的异常下限变化较

大
,

一般为 一
,

个别达
。

异

常下限与所选择测区的范围大小和地层性质

有关
,

测区范围大
“

以上
,

一般

取分区中下限值最小的为全区异常下限
。

在

这种情况下
,

下限 一 般偏低
。

如果测区小
,

又有大面积金矿源层分 布
,

则 异常 下限偏

高
,

某些测区的金异常下限与该区的金矿源

层金丰度值相近
。

大面积测区中有金矿源层

分布时
,

其大面积异常的下限可能为局部区

域高背景
,

在研究异常时
,

应注意上一级含

量 的特征
。

其他元素的异常下限变化较小
,

某些地

区
、 、

与 有相似特征
。

异常中的元素组合特征

水系沉积物异常中的元素组合受诸多因

素影响
,

金矿石中的元素组合及其元素丰度

是主要控制因素 地表矿体规模
、

形态
、

表

生条件以及元素的地球化学性质等
,

也是重

要的控制因素
。

因此
,

水系沉积物异常的元

素组合与矿体中的元素组合有较大差别 表
。

在所有金矿类型中
,

只有 微细 浸染型

金矿与砂金矿的异常有较固定的组合
,

前者

为
、 、

后者为单元素
。

其

他类型金矿水系沉积 物 异常 的元素 组合复

杂
,

很难从类型上找到统一
、

固定的组合模

式
。

即使是同一类型矿床
,

在相同的景观条

件下
,

也很难统一
。

是所有 类型金 矿异

常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

其他元素及其组合不

定
,

常与 组合的是
、 ,

偶伴
、

、 、 、 、 、 、

等元

素中的 个
。

时代较新的火山岩型金矿还

伴有
、

异常 矿体产状特殊 或景 观条

件复杂的地区有可能出现单 异 常
。

上述

异常均为金矿体受一定剥 蚀 后 所反 映的异

常
,

盲矿异常特征尚不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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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推登全矿及水系沉权物异常元幸组合 衰

矿区名称 金家庄一北沟 后 沟 东 坪 小营盘 大营盘 金厂峪

矿 休 中

元素组合

、 、 、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 系 沉 积 物

异常元素组合

人 、 、 、 、 、 、

、

、

、 、

匕

、 、 、

、

全 矿 储 , 与 金 异 常 面 积 衰

矿区名称

金异常面积

已探明储皿

⋯
, 厂峪

一

,
、
营“ 东 , 大营子 万 庄

⋯
三道盘

⋯
⋯ ⋯

。

⋯ ⋯ ⋯
,

⋯
, , ’。 中型以上 中型 中型以上 中型以上

异常规徽

不仅是金矿的主要指示 元 素
,

其异

常规模也大于其他元素
,

只有微细浸染型金

矿
、

异常规模与 相近或大于 ,

某

些地区的火山岩金矿异常
, 、

也有此

特征
。

通常 异常 规 模变化 大
,

自 。

” ’。

在 万 的工作区内
,

金异

常规模大于 “
有 多处

,

占 异常 总数

的
,

已探明的中大型金矿异常均在其中

表
,

说明金异常规模与金矿 规 模有一

定关系
。

在 多处异常中
,

南
、

北 方约各

占一半
,

表 中的大中型金矿均在北方
,

而

南方找矿尚未突破
。

分析其原因 一方面可

能是成矿条件问题 另一方面可能是景观条

件的差异
。

南方地形切割强烈
,

雨量充沛
,

有利于 的迁移
。

异常规模 与金矿 规 模的

关系复杂
,

难以用简单的关系式表达
。

研究

异常时
,

必须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

不是所 有

大的金异常都有矿
,

在北方的大异常中
,

也

有没找到矿的 并非小金异常就没有矿
,

如

后沟金矿 中型 赋存在 一个只有 ’
单

一金元素异常边的 一个点异常附近
。

因此
,

异常规模只是 异常评价的一个重要参数
,

而

不是唯 一的参数
。

其他元素
,

由于表生行为复杂
,

它们的

组合和异常规模变化不定
,

很难从共规模中

找出与矿的关系
。

异常的结构和分布特征

异常中 的梯度变化较其他元素 明显
,

异常衬度 , 般比其他元素高 个级次
。

有

经济价值的异常 , 一般有明显的富集中心
,

某些大的金矿床 田 异常
,

有若干个富集

中心
。

其他元素也有富集中心
,

但位置不 一

定与 同步
,

它们之间的分 布 位置 和富集

中心也不完全 一致
。

大部分金矿异常分布在金的区域高背景

区中
,

也有部分异常分布在金的高背景向低

背景的过渡地带
,

只有某些与岩桨岩有关的

金矿异常分布在低背景区中
。

某些地区的金

异常分布还与该区的区 域 地质 构造 特征 ’

关 异常分布方向与区域构造线走向一致或

与岩浆岩分布有关
。

有些地区的异常分布与

该区的金矿成矿规律相似
,

如等间距
、

平行

排列分布等
。

所有这些特征
,

在进行异常筛

选时都应予以重视
。

对异常进一步工作意见

异常分类与筛选

异常分类与异常筛选有共同内涵
,

即将

异常按经济价值进行分类
,

并将其中有进一

步工作价值的异常选出来
。

这项工作虽很普

通
,

但实际 难度很大
,

做好这项工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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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容易的事
。

在某些技术规定中采用的评

序法
,

目前对寻找地表 受 一定 剥 蚀的 金矿

体
,

仍不失为一种较简捷的方法
。

但方法还

很不完善
,

它所采用的评价参数均为异常的

外部特征参数
,

如异常规模
、

元素含 让
、

元

素组合特征以及由这些参数通过某些计算演

化出的参数等
。

如果只利 用这些参数
,

无疑

将导致只注意异常的高
、

大
、

全而忽视 了其

他方面的特征参数
,

不利于提高异常评价水

平
。

因此
,

必须进一步完善筛选方法
,

提高

工作水平
。

首先应该开发异常的信息量
,

如

异常元素的赋存状态与矿
‘

的关系 异常分布

规律与成矿规律的关系等
。

其次 一些基础性

研究工作也应该跟上去
,

如地表矿体规模 与

异常规模之间的关系
,

以及景观条件对它们

的影响等
。

只有从矿与异常内的联系上去找

规律
,

才能逐步提高异常评介和筛选工作水

平
。

异常分类工作中
,

已知金矿床异常的归

类问题也容易被忽略
。

一般情况下
,

已知金

矿床异常均划为甲类异常
,

无需再工作
。

但

是有个实例提醒了我们
,

金厂峪金矿异常按

规定要求完全可以划 入 甲类
,

但 成果出来

后
,

有关单位认真地对异常进 行分析研 究
,

认为异常中的一个富集中心工作程度差
,

有

一定潜力
,

经查证和深部工作后
,

现已探明

金矿储量
。

冶金系统这类 异常较多
,

就旷

找矿容易见到效果
,

对矿山开发也有利
。

因

此
,

异常分类 是一项过细的工作
,

应认真研

究异常与地表矿体的分布关系
,

从 中进一步

挖掘潜力
。

作这项工作有两方面有利 条件

一是 万水系沉积物 异常比 万异常的

细节反映的更清晰
,

异常更接近于异常源

二是已知金矿床的地质工作程度高
,

派个矿

区均有较大比例尺的 形地质图
,

只要把 异

常投在大比例尺图
一

,

很容易掌握异常源的

分布情况及异常与地表矿体的分布关系
,

再

根据矿 区的找矿规律
,

完全可以对异常的潜

在意义 ’出判断
。

对于规模较小的金矿点异

常
,

也不要轻易地将它划入丙类
,

特别是大

矿床 田 附近的矿点异常 包括多金属矿

点 更应该引起重视
。

异常的进一步工作

异常源 的追踪 成果出来后
,

最

重要的工作是异常筛选
,

其次是异常源的迫

踪
。

追踪异常源的 目的是查明异常源的大致

分布范围
,

并对异常的进一步工作意义作出

初步估价
。

这项工作已列入国京科研专项
,

本文只介绍野外工作方法
。

众所周知
,

水系

沉积物异常是该汇水盆地中地表诸地质体经

面流影响形成的
,

它不可能是由单 一 的点状

因素造成的
,

难以全面捕获
,

追踪结果只能

是异常的某一部位
。

为了能捕获到异常源的

主要部位
,

有两种方法捕获概 率大
。

①剖面法 适于规模较小
、

富集中心明显的异常
。

主要用 条剖面控

制
,

每条剖面的长度不小 于异常宽度
,

第一

条刘面紧靠异常浓度中心偏向上游方向
,

在

水系上游再布置第二条剖面
,

两条 而的距

离应根据异常大小和实际地貌特征而定
,

一

般不小于
。

若异常较长
,

还 可在 沟系

上游或控制另一侧水系再布置 第三条 ’面
,

原则是异学源可能分布的分水岭两侧都应有

剖 可
。

音研沂方向 一般垂直于地层走向或成矿

构造
,

点距
。

样品 可根据 丫
·

石出露

情况而定 一 般为土壤样品
,

遇到矿
‘

化
、

蚀

变岩石一定要采样
,

包括沟中
,

坡上转石
。

匀沟系法 适用 于规 模校 大的 金异常

面积
。

主要在沟系 中采 样
,

沟

系数 口可根据异常大小而定
,

但分布必须均

匀
,

浓集中心必须控制
,

沟系方向尽 欣垂 宜

地层走向
。

一般 自水系 卜游向分 水岭采样
,

主要采集坡角的土壤样品
,

每条沟均采 自相

同 一 蒯
,

点距
,

遇到矿化
、

蚀变浮

头 或转石也要采样
。

进 一 步 工 作 的 方 法 和 比 例

尺 万水系沉积物异常所确 定的 把区
,

一般先作 万次生 晕
,

获 得 异 常 后 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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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次生晕
。

它能较全面地捕获

异 脸源
,

资料 王规
、

系统
。

不足之处是工作

周期长
、

费用大
。

近年来
,

许多单位开展 了

大 量的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
,

大面积的金异

常出现
,

给人们以极大的鼓舞
,

但 日益紧缩

的 资金又束缚了人们灼积 极性
,

许多单位本

着抚省又快效果好的原则
,

开展 了对大异常

的 作试验
,

有的已取 得明显的效果
。

根据

各 箕位的试检结果
,

主要有 种方法
。

①岩石地球化学直接追素法 适用地表

植凌不发育
、

裸岩分布面积大 占异常面积

以上 的地区
。

主要以路线 测量 方法直

接迫索矿化
、

蚀变露头
。

关键是选择测线方

向 , 一般选择垂直成矿构造走向的山脊和沟

谷
,

如果成矿构造方向不明
,

选择垂直地层

走向也行
。

网度
,

遇到

矿化
、

蚀变落头地段
,

点距可加密到
,

成图比例尺 万
。

为了尽快取 得成 果
,

可进行金的野外快速测定 成果 出来后
,

在

主要异常部位再用短剖面方法进行评价
,

剖

面长度大于异常宽度
,

网度
,

成图比例尺
。

此方法在异常检查阶段
,

有时就能发现

较好的矿化
、

蚀变露头
。

②沟系次生晕法 适用于地表覆盖层分

布面积大 占异常面积 以 上
、

地形切割

中等的地区
。

野外工作方法与沟系次生晕追

踪 去相同
,

但每条沟系必须采样
,

直采到

级水系末端 平均 每平方公里 个 样
,

成

图比例尺 万
。

本法亦可采用 金 的野外

快速侧定方法
,

但金的检出限必须保证达到
,

正样取回 敞正规测定
。

成 果出 来后

仍用短创面方法对主要异常进行评价
,

如果

异常较集巾
,

亦可进行面积次生晕工作
,

网

度
,

成图比例尺
。

③水系沉积物加密法 适用于地表植被

发育
、

覆盖层分布面积大
、

地形切割强烈
、

比高差大的地区
。

主要在原有水系沉 积物异

常上
,

对其他未采样的水系加密
,

如果原有

级水系最后 一个异 常 点 距 分 水 龄 超过

也应进行点距加密
,

所有加密 的 点距

不得小于
。

成果 出来后
,

成图比 例尺

万
,

然后在主要异常进行沟 系次 生晕

工作
,

成图比例 尺 万
。

有进一步工作价值

时再作 或 面积性次生晕工作
。

这 种方法主要针对大 面 积 的 金异常

而积 爪 ,

小的金异常
,

原 则 上也

适 用
,

主要根据地表覆盖层的分布情况和地

形的切割 没度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
,

有些地

貌待征介于这三种地貌之间
,

可适 当选择 其

中的有效方法
,

选择原则 裸岩分布占主导

时选择岩石地球化学直接追索法 覆盖层分

布占主导时选择沟系次生晕法 地形切割强

烈
、

比高差大应先进行水 系沉 积 物加 密采

样
。

用以上方法进行 万比例 尺 成图
,

野外工作时采用地形图定点
,

异 常 必 须定

桩
、

落图 进行 以上比例尺成图
,

野

外施工必须有二条以上基线控制
,

成果与该

区控制点联网
。

这些方法
,

充分地利用了 次生 行为

相对稳定
,

异常范围比其他元素大的特点
。

主要解决 了 万大面积异常的 工作比 例尺

过渡
,

从 万向 万过渡比 万向 万

的正规测网过渡其工作
一

量起 码减 少 一 半以

上
,

如果配合金的野外测定方法
,

能够起到

快速评价的效果
。

在 目前寻找地表受一定剥

蚀的矿体时
,

这些方法均可试用
。

恤

醉 。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