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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峪耳崖金矿区及处围进行了测氨的集气杯埋深
、

测点密度等条

件试验
,

以及剖面测量
,

结果表明
,

根据异常形态可推断断裂带的倾

向
,

并发现了隐伏构造破碎带及含金矿构造破碎带
,

为扩大金矿远景

提供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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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凡神似曰六,,

氛气测最是
,

一种放射性物探方法
,

在放

射性矿产资源普查与找矿工作中应用较多
,

但用于金矿找矿 目前尚少
。

笔者在河北省宽

城县峪耳崖金矿区及其外围应用氛气测量找

金
,

结合化探
、

地质
、

物探等方法
,

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

本文对氛气测量情况作一简

介
。

工作方法

二作中采用 一 型高灵敏度氧气

测量仪
。

氧气收集采用累计积分法
,

即在土

层中挖一圆柱形的坑
,

将一大集气杯放人坑

底
,

并将一小集气杯悬在大杯之 中 图
。

然后将坑用塑料布盖严
,

上面盖上土并

踏实
。

小时后将杯从坑中取出
,

并迅速将

小集气杯放人 一 型测氛仪的闪烁室

内
,

测量杯中氧气所放出的 , 一粒子流
。

读

数采用每分钟读 次累计脉冲数
,

读 次

数
,

取其平均值作为该点的脉冲数
。

条件试验

集气杯埋深试验

为确定集气杯的最佳埋深
,

进行了不同

深度的氛气测量试验
。

图 为矿区 线坑深

和 的氧气测量曲线
。

由图可 以看

出
,

坑深 比坑深 的氛气测量脉冲

数普遍高出 左右
,

但曲线态相似
,

峰值

峰位基本吻合
,

说明二者所获信息基本相

脉冲 分
傀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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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集气杯装里示意图

图 集气杯不同深度测氨值对比曲线

一坑深 观测值 一坑深 的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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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实际工作中采用 的坑深
。

测点密度试验

为达到既经济又不丢掉异常的目的
,

进

行了不同密度氧气测量试验
,

点距 和

的氧气测量结果 图 表明
,

两曲线

形态基本一致
,

点距
·

的曲线相 当于点

距 的圆滑平均曲线
,

故在工作中采用

的点距
。

脉冲数 分

口

卜 一一

一 。

,

八八了

等
, 。

峪耳崖金矿含金石英脉产于断

裂破碎带中
,

用测氛方法对断裂带的位置
、

产状
、

延伸等进行研究
,

可达到研究矿脉的

目的
。

在矿区工作程度较高的地区
,

进行了剖

面试验
,

测量结果表明
,

在构造破碎带处都

有较明显 的氛气异常显示
。

从图 可 以看

出
,

号点位处氨气异常出现 脉冲

分的特高值
,

这是因为该处有不同方向
、

不
同期次构造鑫加

,

断裂延深大
,

构造破碎强

烈
,

孔隙度极发育所致
。

脉冲 分

图 不同点距氨气测量曲线对比

应用效果

氨气测量是观测 经 衰变所放出的

射线
。

自然界 有 种放射性同位素
,

分别为 ”
、 ’ 、

和 ” , 。

其 中
,

‘ 和 的半 衰期很 短
,

分别 为

和
,

在实际观测中已基本衰变成

子体
,

只有 的半衰期相对长些
,

为

天
。

因此
,

实际观测到的只是

的放射性衰变
。

由
口

衰变而来
,

占 同位素相对丰度的
。

因

此
,

岩石中 的丰度对氛气测量有直接影

日向
。

峪耳崖金矿的含矿岩体为中生代花 岗

岩
,

围岩为中元古界长城系高于庄组白云质

灰岩
,

两者的 平均丰度分别为
一

和 一 ,

差别不大
,

因此在氛气测量

过程中岩性对观测值影响不大
。

因 的半衰期只有 天
,

因

此
,

氛气在无裂隙岩石中的扩散距离只有几

十 电米 在断裂发育的岩石中
,

氛气能沿断

裂带裂隙很快上升
,

扩散距离与裂隙发育程

度有关
,

一般在几米到 之间 吴慧山

图 矿区某测线氨气测量试验剖面

一第四 系 一长城系高 于庄组 白云质灰岩 一中生

代花岗岩 含金构造破碎带

根据氧气的异常形态
,

还可以确定断裂

的倾向
。

在峪耳崖花岗岩体中
,

北东向断裂

带多为左行逆冲断层
,

在断裂活动中产生了

很多次一级的羽状裂隙 图
,

这些羽状

断裂也同样有利于氛气的扩散
。

沿主断裂面

下盘的羽状裂隙扩散上来的氛气汇人到主断

裂带内
,

使主断裂带内的氛气量增加 沿着

主断裂面上盘的羽状裂隙扩散上来的氛气
,

可直达地表
。

因此
,

断层上盘的氛气异常曲

线呈较缓的上升趋势
,

在主断裂面处达到极

大值
,

穿过主断裂面后曲线则急剧下降 图



。

图 中的几个异常也均呈现断裂带上盘

异常曲线较缓
,

而下盘曲线较陡的特点
。

正

断层也应有类似特点
,

但不如逆断层明显
。

图 逆冲断层产生的氨气异常示意图

根据试验情况
,

在矿区及外围开展了氛

气测 从 工作
,

氛气异常平面图如图 所示
。

由图 可以看出
,

在花岗岩与围岩的接触

带土
,

多数都有较明显的异常显示
,

表明为

构造破碎带
。

含金石英脉受接触带与构造破

碎带控制
,

通过氛气异常
,

圈定了具构造破

碎的接触带位畏
,

结合岩石地球化学异常
,

确定了矿化带位置
。

在岩体及围岩中
,

又发

现 了两条北东向构造破碎带
,

异常曲线形态

表明
,

断裂向北西倾
。

异常与岩石地球化学

吻合较好
,

经验证为矿化带所引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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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峪耳崖某勘探区氨气异常平面图

一长 城 系高于 庄组 白云 质炭 岩 下犷一 中生代花 岗

岩 一断裂破碎带 一氛气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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