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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设计推导了一个根据水系沉积物测屠结果
,

预测 异 常区矿化

规模的公式
。

该公式将物性
、

地质
、

地球化学资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可为异常评价提供一定依据
。

实例计算表明
,

该公式简便可行
。

关扭润 水系沉积物测 里 , 原生晕 , 剩余金属最 , 异常定最评价

水系沉积物测量是一种快速而有效的地

球化学找矿方法
,

在我国得到 了广泛应用
。

目前
,

内地及沿海地区的 万化探扫面工

作即将结束
,

部分省区已开始 万化 探 普

查
,

所采用的方法绝大部分是水系沉积物测
。

通过工作虽然获得 了大量 的异常
,

但对

异常的定量评价仍不充分
,

评价的主要依据

是异常强度
、

规模等
,

这显然是不够 的
。

下

面我们提出一个定量估计水系沉积物异常金

属 的公式
,

试 图对异常评价 上 有一 点 改

进
。

因水系沉积物元素在迁移过程中发生 了

富集或贫化
,

其含量并不能代表该元素在岩

石 中的含量 , 须经过校正恢复之后
,

方可使

用
。

校正系数可由下式求得

元素在异常区岩石中的含量
元素在水系沉积物中的含量

该系数 与经常使 用 的富 集系数 互为倒

数
,

即

计算公式的设计推导

我们的出发点是计算异常区的剩余金属
。

剩余金属是指高于异常下限以上 的金属
,

认为这部分金属量是能够富集成矿的最
, 大金属量

。

设原生晕异常面积为 。 ,

水 系 沉 积物

测量元素 异常 面 积为
二 ,

异常中某元素的

平均含量 为
二 ,

异常下限为 , ,

异常区岩石密度 为
,

预 测 深 度
,

那么
,

异常区 深度 范围内 原生晕

中某元素的剩 余 金属量
二 ,

可 由 下 式 求

得
二 。 · · 二

一 ,

‘吞

元素在水系沉积物中的含量
元素在岩石中的含量

其次
,

水系沉积物迁移较远
,

异常面积

比原生晕异常面积要大得多
。

为切合实际
,

面积也要适当予以缩小
。

设水系沉积物异常

面积与原生晕异常面积 之比 为
, 丫 二

。 ,

即有
。 二

将
、

并人 式有

二 不丁万 二

了

· · · 二

一 , ,

在不同景观区
, 下值是不同的

,

元素迁



招距离越大
, 丫 值越大

。

在同一地球化学 景

观区
,

一

可以把 元素的迁移能 力看 作 近 似 相

等
。

那么
,

在研究区 内已知矿床 点 上
,

根据岩石测量和水系沉积物测量结果就可求

得 值
。

若是 个矿床上都有资料
, 下 取平

均值更有代表性
,

这时 叉 ‘ 。

如
,

某
一

矿床上原生晕综合异常面 积 为
“ ,

水 系

沉积物综 合异 常 面 积 为
,

即得 二

。

若资料充分
,

对 每个 元素 求一个

值
,

将更加符合实际
。 下 值可以在所研究

的范 围里通用
。

还有一 个重要 问题
,

即预测深度
。

若对

不同的异常采用一个预定 的深 度进行定量预

测
,

显然不符合实际
。

苏联进 行 类 似 预测

时
,

建议 了一些参考 深 度
,

如 对 金
、

银
、

钨
、

韧
、

钻
、

被矿床 最 好取 , 对 铜
、

铅
、

锌
、

锡
、

镍
、

钥矿床最好取小于
。

如果按既定深度计算
,

就是把异常看成 了厚

度相同而面积不同的板状体
。

就理而论
,

异

常面积大 的
,

预测深度应该大
,

面积小的
,

深度也就小
。

即是说
,

预测深度应因异常而

异
。

假如把原生晕异常形态近似看作圆
,

圆

半径 侧
。 二 斌

二 下二 。

假如某水系

沉积物元素异常面积为 “ ,

相 应 的原生

晕异常半径 二 侧 二 二 尹二

。

若水系沉积物异常面 积为
, 护

,

原生晕异常半径为
。

如果对这两

个异常分别按 及 的深度进行 预测

还是比较合适的
。

比较看出
,

这样的预测深

度大致是 半 径的
。

据此
,

可以采用原生

晕异常半径的 作为预测深度
,

其 与 水系

沉积物异常面积具有如下 关系
, 。 写

。 ,

二 合 二 喜
‘

三生 言一 牛
一 ,

‘

丫 二 丫 丫二

将 式代人 式有

二 翁
二 ·

了轰
二

一 ,
· · ,

由于矿床剥蚀深度不同
,

根据异常所计

算的剩余金属量会有较大 的出人
。

在这里
,

引用
· ·

格里戈良的剥蚀深度指数 予 以修

正
。

· ·

〔 〕

· ·

。

异常区 的 值
,

我

们可以利用水系沉积物 测 量结 果求 得
。

当

然
,

每个元素的含量也须用
,

恢 复 至岩石

含量水平
,

这样才能估计评价原生异常的剥

蚀程度
。

如果 剥蚀越深
,

值越小
,

校正后

所计算的金属量也会减少 , 剥蚀越浅
,

值

越大
,

校正后金属量也就增大
,

说明深部有

多的潜藏矿化
。

我们在某研究区内
,

根据

值确定 了如下剥蚀校正系数
。

若资料翔实

某研究区内刹蚀深度指橄与脚蚀校正系傲对应衰

·

、

时
,

此级别还可多划 分几 个
。

这样
,

公式 变为

二 万石二 百 工

口 ,

二

一 ,
· · ·

此公式最适于热液硫化物矿床预测
。

实 例

根据公式
,

在某研究区内对 余

个异常进行 了定量预测
。

确定的 值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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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剩余金属量 储 且
异常 元 素 矿床规模 工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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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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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矿化 异常检查
︸,‘月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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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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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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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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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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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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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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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了一,舟目
一泪介

弓山一。,亡曰

月一一

⋯
,

一,,物一犷扮一

使用 了表 的值
。

结果 比较理想
,

指出了一

定 的远景区
。

表 是 个异常的计算结果与

实际情况对 比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

号异常的剩余金

属量比较大
,

均为已知矿床引起
,

计算的量

和实际矿床规模大致相符
,

没有超过一个数

量级
。 、

异常的剩余金属量也比较大
,

异

常检 查时可见到矿化 , 号异常处原有一矿

点
。

由此看来
, 、 、

号异常有一定 的 发

展远景 希望继续工作
。 、 、 、

号异

常
,

虽为已知矿点引起
,

但 值较小
,

计算

的剩余金属量也不大
,

可能已剥蚀至尾部
,

不必进行大量工作
。 、 、

异常所计

算的剩余金属量不大
,

经检查也未见任何矿

化
,

没有找矿远景
。

因此
,

筛选
、

评价异常时
,

可以用矿化

规模衡是之
,

当计算的剩余金属量大于同矿

种小型矿床规模时
,

该异常就有找矿希望
。

否则
,

不必投入大量工作
。

结 语

为根据水系沉积物测量结果预测异常区

剩余金属量
,

定量评价异常
,

初步设计了上

述公式
。

经过试验
,

还是实际可行的
。

该公

式 的优点是把物性
、

地质
、

化探资料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
,

并考虑 了元素迁移距离和矿床

的剥蚀深度
,

尤
, 、 、 、 下

、

等参数都

因异常所处的地质环境及 自身特征而变化
,

不同异常会有不同的参数和结果
。

该公式也

可以推广至土坡测量及岩石测量
,

对岩石测

量而言
, 、 丫 值取 即可

。

最 后需要说明

的是
,

根据该公式计算的剩余金属量是预测

异常区矿化规模 的一 个指 标
,

不 能 看作储

量
,

由于成矿作用的关系
,

其间会有较大差

异
。

当然
,

此公式 的设计仅是初步尝试
,

共

中肯定有不少缺点
,

需要逐步修改完善
,

望

同仁提出批评意见
。

本文承蒙李清高级工程

师审阅
,

在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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