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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隐伏夕卡岩型铜铁矿床
,

应用综合井中物探 包括无 线 电波透

视法
、

充电法和磁法
,

获得了良好的找矿效果
。

文中叙述了矿床地质

特征
、

地球物理条件和所取得的找矿效果
。

关 周 矿床地质特征 , 地球物理条件 , 找矿效果

某隐伏夕卡岩型铜铁矿床
,

是根据磁异

常 图 验证发现的
。

由于矿深
、

孔斜 ,

矿体形态复杂
,

年中 次检查磁异常
,

次上钻验证
,

均未摸清矿体赋存状态
。

我们

采用综合井中物探方法
,

经过一年工作
,

基

本查清了主矿体的分布位置
、

产状形态和规

铜矿属大型规模
,

铁
、

钻和金矿也达到中型

规模
。

现已开采
。

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位于郑庐深大断裂东南侧
,

属下扬

子堆地槽怀宁一极阳褶皱隆起带中段
。

地质

构造复杂
,

主要构造呈北东一南西向展布
。

中酸性岩桨活动频繁
,

成矿地质条件良好
。

已探明铜
、

铁
、

铂
、

金
、

硫等 工 业 矿 床 多

处
,

是长江 中下游主要铜铁 成 矿 远 景区之

因
,

回 圆 回
、

圈 某们矿地质
、

磁异常田

一上三盈统黄马 青群砂页岩 , 一中三叠统 青

龙群灰岩 , 一闪长岩 , 一断层 , 一钻 孔 及编

号 , 一磁异常等值线 , 一矿体投影界线

模
,

为钻探指明了方 向
,

钻 孔 见 矿 率达到
。

仅用两年半时间
,

就探 明了西矿段的

所勘探的矿床位干闪长岩体东枝的前缘

倾没端
。

地表为第四 系覆盖
。

上部为上三益

统黄马青群钙质粉砂岩和紫红色砂页岩
,

构

成屏蔽构造
。

下部为中三叠统青龙群灰岩和

白云质灰岩
,

矿体赋存在闪长岩与大理岩之

间的隐伏接触带上
。

矿床主要 由 个矿体组成

号矿体在矿区北部
,

走向由近西南逐

渐转向东南
,

矿体上部向北倾
,

下部倾向由

东南逐 渐转向西南
,

倾角上陡下缓
,

总体形

态呈一个半圆的锅底形
。

在横断面
,

呈头

大尾长的 形 图
。

纵剖面上
,

西南部侧

伏角较陡
,

向东南 渐变平缓
。

号矿体在矿区的 中部
,

受大理岩 “ 舌

状体 ” 与闪长岩接触带 控 制
,

呈 横 卧 字

形
,

向北西汇合成厚大矿体
,

向东南分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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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类型为夕卡岩型含铜 磁 铁 矿
。

测 得岩

石
、

矿物的物性参数如下表

主共岩石
、

矿 钧性特征

岩
、

矿名称 大理岩 闪长岩 含铜磁铁矿

电阻率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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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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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曰

⋯,曰

口 纵 妓地峨例面圈

一角页岩 , 一大理岩 , 一闪长岩 , 乙 一透

辉石化闪长 岩 , 一夕 卡 岩 , 一

一铜 铁矿

休 , 一推测铜铁矿体 , 一磁异常

下两层
,

其厚度逐渐变薄
、

尖灭
。

号矿体在矿区西部
,

与
、

号矿体

类型不同
,

是细脉浸染状 闪长岩型铜矿体
,

长数百
,

厚
。

走向近南北
,

向西

陡倾
,

受南北 向张扭性断裂控制
。

另外
,

在
、

号主矿体附近的闪长岩

中
,

还有许多大小不等的细脉浸染状闪长岩

型铜矿体
。

成矿元素以铜
、

铁为主
,

伴生有钻
、

金
、

银
、

铂 铂
、

把
、

放射性元素铀
、

针和重稀

土元案忆
、

镣等
。

矿石自然类型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从 闪

长岩体向外
,

依次为细脉浸染状闪长岩型铜

矿 , 夕卡岩型铜矿 , 夕卡岩型铜铁矿 , 夕卡

岩型铁矿
。

主要围岩蚀变有方柱石化
、

钠长石化
、

透辉石化
、

铁铝榴石化
、

钾长石化
、

黄铁矿

化和硅化
,

其次有阳起石化
、

绿泥石化和碳

酸盐化等
。

从表可看出
,

大理岩和闪 长岩与含铜磁

铁矿的物性有明显差异
。

细脉浸染状闪长 岩

型铜矿
,

有较强的电化学活动性
。

因此
,

就

本矿区的岩石
、

矿物的物性而言
,

所采用的

几种井 中物探方法对寻找隐伏矿体是极为有

利的
。

地球物理条件

主要近矿围岩是大理岩和闪长岩
。

主要

找矿效果

为查明矿体的分布规律
,

需解决下列诸

问题 钻孔周围或钻孔之间有无隐伏矿体

存在 已见矿体或隐伏矿体的空间分布状

态 各钻孔 中所见矿体是否相连 不 司

矿石类型矿体之间的关系如何

通过 对钻孔之间无线电波透视剖 面
、

对钻孔中的充电测量和 个 单 孔 中 磁测

图
,

基本查明了主矿体的分布位置
、

产

状形态和规模
。

具体结果如下

解决 孔所见主矿体的产状形态

和规模

孔见富矿 余 , 但围绕它以

间距打的 个孔都未见矿
。

因此
,

围绕

它做 了 对孔之间的无线电波透视测量
、

对钻孔中的充电和 个孔 井 中磁 测 见图
。

结论是 孔所见主矿 体
,

走向近东

西
,

倾角陡
,

向西侧伏角陡
,

向东平缓 厚

度大于
,

延深大于
。

主要依据是

井中透视发现
,

在 一 两 孔 之间

以下和 一 两孔伺 在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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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某铜矿绘合井中物探研究成果

示愈圈

一透视发射孔 一接收孔 , 一充电孔 ,

卜观

测孔一 一磁测孔 , 一 以上矿体 投影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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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均有屏蔽异常存在
,

场强值急剧下

降到仪器底数
,

异常特征与已知矿体相似
。

交会法反映矿体产状陡立
,

厚度大于
。

验证结果 在 孔北 面 。刁

施工

孔
,

于 见主扩体 见图 在

孔北 施工的 号孔
,

于 也见

主矿体
,

证明无线电波透视法结果正确
。

圈 线地质
、

井中妞视创面田

一井中透视交会线 , 一加深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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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会

团 因
,

困
,

回
。

田 井中组视法例面圈

一角页岩 , 一大理岩 , 一闪 长 岩 ,

卜
一铜铁矿休 , 一夕卡岩型 铜 矿体 , ,一

定点发射 , 一定点接收 , 一交 会 线 , ‘一同深

度同步观 曲线

日 了 孔
、

孔一 至孔充电结

左图 , 一 孔 矿体 充电 , 一 孔 测

二 一 右图 孔 矿 体 充 电
,

孔测盆
, 二

一电位曲线 一电位梯度曲线

一 两孔透视发现
,

在

吞



以下出现屏蔽异常
。

交会法圈定 孔所见

主矿体向上延伸的端点位于 孔 东
,

距地表 图
。

钻探验证 在 孔东 施工的 号

孔
,

于 见图 见主矿体
。

证 明 透视

结果准确 可圈定隐伏矿体边界
。

号孔与 号孔所 见 矿石类型

不同
,

号孔见夕卡岩型含铜磁 铁 矿
,

而

号孔见夕卡岩型铜矿
,

它们是否相连 为

此
,

分别在 孔和 孔的矿体上 充 电
,

在

号孔观测
。

结果
,

观测到的电位 曲 线和

电位梯度曲线相同 图
。

说明两孔所见不

同矿石类型矿体是相连的
。

验证结果 围绕 号孔与 号孔之间
,

以 间距施工 个 钻 孔
,

均 见 主矿

体
,

证明井 中充电结果是正确的
。

井中磁测 在普查时
,

有不少孔

未见矿
,

如 号孔与 一 号孔
,

分别于

和 终孔 , 均为大理岩
。

井中 磁 测发现

这两个孔的旁侧和深部均有异常存在
,

说明

深部有磁性矿体
。

钻探验证 重新加深了 这 两 个 孔
,

结

果
,

号孔与 号孔分别于 和

见到含铜磁铁矿
,

证明井中磁测

结果是正确的
。

娜决 孔所见主矿体与东部各钻

孔见矿的关系

东部有些孔见到较厚矿体
,

因此做 了

对钻孔之间的透视剖面和 对孔井中充电剖

一万 见图
。

结论是 号孔所见主矿体 与 东部各

钻孔所见矿体相连
,

同属一个规模巨大的矿

体
。

主 要 依 据 是 一 一
、

一 一
、

一 和 一 四对孔之间的透视剖 面

除 一 外
,

均有宽大屏蔽 异 常
,

说

明有厚大矿体存在
。

在 号孔 矿体上充电
,

在 号

孔 中观测 在 号孔中 矿体上充电
,

也在 号孔中观测
,

所得两条电位 曲 线和

电位梯度曲线相 同
,

说明 号孔 所 见矿体

与 号孔矿体是相连的
。

验证结果 在 号与 号孔之间长
、

宽 范围内
,

以 间距施

工 个钻孔
,

均在接触带部位见到主矿体
,

证明无线电透视法与充电法的结果都是正确

的
。

结 语

用综合井中物探方法寻找隐伏矿体效果

显著
。

综合井中物探 寻找良导性和磁性矿体
,

有以下优点

井 中无线电波透视法
,

利用良导

性地质体屏蔽电磁波的特点
,

来寻找金属矿

体
。

在岩
、

矿物性差异明显的条件下
,

区分

矿体与围岩间的界线很清楚
。

可确定隐伏矿

体的分布位置
、

产状形态和规模
。

井 中充电法利用良导性矿体经充

电后
,

形成等电位体的特点
,

来确定见矿钻

孔之间的矿体是否相连
。

方法简便
、

迅速 可

靠
。

井 中磁测利用岩
、

矿石的天然磁

性差异
,

把井中磁力仪放入钻孔中
,

观测井

下深部磁场变化规律
,

来寻找钻孔旁侧和深

部的磁性矿体
,

效果良好
。

在地质研究程度不断提高
,

地表矿大多

已被发现的今天
,

转向深部找矿已是 当务之

急
,

采用综合井中物探手段
,

并与地质
、

钻

探结合
,

可望获得良好的找矿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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