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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岱沟门的找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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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撒岱沟门钥矿区应用激电偶极一 偶极装置的找矿效果
。

通过对其成果分析和钻探证实 利用该装置所获资料
,

不仅能从断面

上直观地推测 出极化体的分布及产状变化
,

还能从不 同深度的 叮 平

面成果中分析出极化体在地下空间赋存状态的基本轮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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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激电常用 的装置是 中梯 和联剖
,

偶极一 偶极装置却很少用 而偶极一 偶极

装置有其独特的优点
,

甚至是其他装置所不

能比拟的
。

本文介绍的撒岱沟门钥矿激电偶

极一 偶极装置的找矿效果就是一例
。

矿区勘探简况

撒岱沟门铝矿是 年进行 万分

散流普查时发现的钥异 常
,

年经

万次生晕和激电中梯详查后验证见矿的 图
。

尔后
,

为更好地 配合异常的综合研究
,

相 继 在 该矿 区 投人 了 比较 系 统 的 激 电偶

极一 偶极剖面性工作
。

全 区以 的间距

实测剖面巧条
,

极距选择为

使用 台 正 一 激 电接收机
,

一次连续观

测 个不 同深 度 的 激电数 据
。

通 过 对偶

极一 偶极成果 的整理分析
,

正 确指 导 了矿

区的找矿和勘探
。

找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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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极一 偶极 叮 地 电断面成果 分析

从 图 清楚
·

地看 到
,

” 以 圈 出 的

异 常
,

基 本 反 映 了 钥 矿 体 的 分 布 范 围
,

、

两钻孔均打到厚大矿体
。

根据

”异常特征
,

在 以东和 以西仍

有钥矿赋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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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同图

从图 亦可看 出
,

在 叮 为 的异 常

范围 内
,

经 等 个钻孔 的揭示
,

均为

翎矿体
,

只是因其钥矿品位分布不均匀
,

并

有多层出现
,

致使粉 异常变得零乱且多中心
。

从图 北北西 向纵剖面看
,

矿体和 叮 异

常对应得非常吻合
,

只是在 孔揭示出强

烈黄铁矿化的斑状混合岩
。

由此推测
,

本区

粉 大于 巧 的异常地段均为黄铁矿化岩石

引起
,

因此从 孔往北 终 止 了 钻 探 施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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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撒岱沟门钥矿区 线地质
、

一 花岗斑岩 一 混合岩

偶极一 偶极 飞 综合剖面图

其余图例符号同图

对不同深度 叮 等值线平面成果分析

对全 区 巧 条偶极一 偶极装置所测得的

个不同深度的 叮 数据整理后
,

分别绘制出

个反映不 同深度的咋等值线平面 图 图
。

通过不 同深 度 飞等值线 的 对 比分 析
,

飞 异 常 随着探测 深 度 由浅 人 深 的 变 化 规

律
,

·

基本反映出地下极化体的空间赋存状况
。

随着探测深度的由浅人深
,

南北部

叮 异常分布范 围逐渐扩大
。

当探测深度 由

变为 二 时
,

南部异常面积由

扩大为 北部异常由 扩大为
。

由此分析
,

其下极化体 由浅人深

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

随着探测深度的 由浅人深
,

南部异

常向东移动
,

北部异常向西编移
。

由此推测
,

南部极化体向东缓倾
,

北部极化体向西倾斜
。

因为 叮 异常随深度变化的移动是和极化体

产状变化有关的
,

移动越大
,

其产状越陡
。

随着探测深度的 由浅人深
,

南部异

常展布方 向为东西 向
,

局部为南北向 而北

部异常展布方 向则一直保持为南北向
。

据此 图 不同深度的 飞 对比



分析
,

南部异常展布方向的变化主要是因地

下极化体受东西 向断裂构造的破坏所致
。

北

部异常则清楚地反映出极化体的赋存状态比

较稳定
,

而且 向下有一定 延 伸
。

经钻 探揭

示
,

确实如此
。

随着探测深度的由浅人深
,

北部异

常形态变化不大 而南部异常则由原来的一

个中心变为多个中心
。

由此推测
,

南部异常

是 由多个或多层极化体引起
,

这主要是受构

造破坏所致
。

北部异常变化稳定
,

说明其下

极化体赋存状态较稳定
。

经钻探证实
,

该区

钥矿主要赋存在北部异常区 内
。

随着探测深度的由浅人深
,

南北两

异常由彼此孤立到互相连接
。

由此推测
,

南

北两极化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

在其根部是

紧密相连的
,

这足以说明
,

南北两极化体在

成因上有着内在联系
。

通 过 以 上 分 析
,

可 明 显 地 看 出 偶

极一 偶极装置在找矿勘探中的作用
。

几 点认识

激 电偶极一 偶极装置所获取 的异 常

清晰
,

特征明显
,

能直观地反映出不 同断面

和不 同深度极化体的空间赋存状态的基本轮

廓和相互间的关系

该装置不仅可进行剖面性工作
,

而且

可利用剖面性资料转绘出反映不 同深度的平

面成果
,

从而获取更多的找矿信息
。

通 过 图 和 图 对 比
,

利用 激 电偶

极一 偶极装置的 的 叮 平面成果
,

基

本可 以代替地面激电中梯装置 的 粉 面积性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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