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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用分散流方法找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分散流方法是一种快速有效的找金方法
。

年以来
,

冶金系统完成 万比例尺的工作面 积达

多
,

万比例尺的 多
。

笔 者认

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

样品管理 一般分流样品编号有两个
,

一

是设计编号
,

另一是顺序号
。

样品管理
、

加工
、

分

析等主要用顺序号
,

资料整理时主要用设计号
。

通

常顺序号按采样先后编号
,

可是分散流取样是按沟

系取
,

工作安排是按交通情况布置
。

这样在一幅图

及整个测区中样品编号顺序就没有一定规律
。

根据

样品的设计编号可找到图上的点位
,

但根据图上的

点位却很难找到样品 分析数据
,

保存的副样也很

难利用
。

为解决这个问题
,

我们在工作中
,

根据室

内布点图
,

把每幅图的设计点按采样单元
、

点号编

出顺序号
。

样品采回后依号人座编号
,

有个别舍点

时
,

对应的顺序号空出
,

有加点时放在所在图幅的

最后
,

副样也这样排列编号
。

这样虽然野外样品管

理复杂些
,

但大大方便了以后资料的整理
、

查阅及

副样的查找使用
。

在野外取样时
,

最好是把粒度筛子带到取样现

场
,

尽量在取样点上就地过筛
。

这样
,

一是可以保证

样品重量
,

二是可以减轻背样的负担
。

这种方法尤

其适合于北方干旱少雨地区
。

样品分析 以往认为含金较高的样品
,

用

化学光谱法分析金合格率较低
,

可靠性差
。

其实这

是由规定的允许相对误差不同造成的
,

含皿越高允

许的相对误差越低 时为 , 含量越

低
,

允许的相对误差越高 时 为
。

当用一个相对误差标准去衡量时
,

就会发现
,

其高

含量部分 与低含量部分 合格

率是很接近的
。

粒金影响在高
、

低含量 样 品 中 都

有
,

对低含量的样品影响更大
。

异常评价 经验认为
,

在分散流异常中
,

大金矿有大异常
,

小金矿有小异常
。

但近年来的工

作发现
,

在一些小异常中也找到了大金矿
,

而在一

些大异常
,

万成果 经 几 年 工作却

仍未找到大矿
。

这说明 异常大小与金 矿 大 小不

完全呈对应关系
。

在评价异常时应注意地表剥蚀情

况
,

地表人为采挖情况等
。

异常虽小
,

但有明显的

浓集中心
,

地质条件有利的
,

也要特别注意
。

一般

上百平方公里的异常
,

很可能是多种类型的异常源

引起的
。

在评价时其认识不能只停在以往已知的类

型上
,

要注意发现新类型的异常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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