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祁连地区金矿次生晕测量方法及找矿效果初探

刘增铁
青海地矿局第二地质队

·

祁连县

本文探讨了青海北祁连高原地区土壤覆盖层中金矿次生晕的分配

特点
,

初步建立了不同土壤类型中金的次生晕异常模式
、

异常元素组

合和特征指示元素
,

用其能较好地确定成矿远景区和预测隐伏矿体

关键词 北祁连高原地区 金矿 次生晕 叠加指示元素分散

晕
。

土壤类型及层位选择

区内土壤特征

北祁连地区属高寒山区气候
,

海拔高度

在 以上的区域多为冰川覆盖
,

土壤

层主要分布于 一 区域内
,

多为

正残积型土壤景观区
。

土壤成分组成为 粘

土 粉砂十细砂 砂 碎屑 岩屑约占 一
,

有 机质小于
,

铁锰质 占
,

胶 结 粘 粒 成 分 占
,

其他矿物成分约占
,

属普遍含较

高铁锰氧化物的土壤类型
。

北祁连地区在大

地构造上处于优地槽活动区
,

区内地形切割

比较厉害
,

不同海拔高度特有的气候条件和

生物活动情况
,

形成了不同类型土壤层的发

展模式 图
。

根据区内各土壤层的发展

模式和成壤环境
,

划分出三种土壤类型
。

隐域高山型草甸土 主要沿水系两

旁较平缓的低凹山坡发育
,

属隐域水成土

类
,

多分布于海拔 以下 区域
。

该土

壤层的显著特征是其表层往往有高山型草甸

植被分布
,

表层为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的腐

植层
,

多为暗色
,

向下转为浅灰色松散层
,

松散层下部层位多具锈色条痕或聚集结核
,

说明母质层在成壤过程中受淋虑
、

淋积作用

海拔 ‘ ⋯、。
理 卜 , 砚月 泪‘ 翻口

二 一 显城商山型冰沼土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冰硫口盖层

。。一显城高山型山地土
冰成
毋质

土城表层

心城高山型草甸土

母质风化破碎层

叮才一心寸

图 北祁连地区不同海拔高度土坡发展示意图

明显
。

该土壤类型层位发育完整且变化分

明 。为草甸植被层 , 为暗色有机腐植

层
,

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
,

厚 一 为

淋 滤 层
, ‘

由浅 灰 色 粘 土 组 成 犷 厚

层为淋积层
,

主要是浅褐一黄褐

色坚实砂质粘土
,

其中含铁质结核的粘土往

往聚集成块状
,

厚 层为母质

风化层
,

由砂质粘土
、

碎屑
、

基岩风化砾石

混合而 成
,

厚 一 层为母质基

岩
。

显域高山型 山地土 由高山坡残积

和山麓堆积物发育成的土壤层
,

属显域氧化

土类
。

主要 分布于 一 标高范

围
,

由于机械侵蚀作用
,

使土壤表层及淋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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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不发育或缺失
,

土层薄且层位界线很不明

显
,

有机质含量普遍少
,

局部有风化不完全

的岩石碎屑掺人
。

该土壤层大致可分为

层为灰色砂质粘土
,

极不发育或缺失
,

厚 一 层为褐一桔黄褐色的含铁质

结核的粘上及岩屑混合层 局部聚集成块

状
,

厚 一
,

层为风化母质碎屑
、

岩屑
、

粘土
、

砾石混合层
,

厚 一

层为母质基岩
。

显域高山型冰沼土 是高山冰碳物

覆盖 卜发育的冰沼土类型
,

属显域寒带土壤

层
,

多分布于海拔 以上 区域
,

因其
几部有冰川水供给

,

其土壤下部永冻层又排

水不畅
,

造成地表径流量较大
,

渗漏量较

小
,

使表层土壤侵蚀较快
,

有机成分完全消

失
。

总体上壤层很薄
,

层位变化极不 明显
,

其成分多为石质碎屑和岩屑混合物
。

这种类

刑的 上壤往往在冰成母质之上广泛发育
,

且

多被后期形成的冰川堆积物覆盖
。

大致可分

为 冰破物覆盖层 相当于 层
,

厚 一

黄一黄褐色含铁质结核粘土
、

碎屑
、

岩屑混合层 层
,

厚 一 下部为

冰成毋质层
。

几述三种类型的土壤可能由原地基岩在

不同的成壤环境中形成
。

不同类型土壤中微里元素特征

根据区内不同类型土壤分布情况
,

选择

川刺沟
、

中铁目勒
、

萨拉河等区作土壤测量

剖面
,

各类型上壤微量元素含量见表
。

由

表 可以看出
,

显域高山型山地土及显域高

山型冰沼 上 含量高于地壳丰度值
、

表 不同土坡类型中微 元素平均含

呈同消长关系
。

不同土壤类型采样深度

试验结果表明
,

层和 层含 量普遍接

近或高于地壳丰度值
,

其中
,

显域高山型山

地土中由母质风化碎屑
、

‘

岩屑
、

粘土组成的

层 含量最高
一 。

据以上情

况确定 隐域高山型草甸土采样深度为
一 或 层 显域高山型 地

土 采样深度为 一
、

或

层 显域高山型 冰沼土采样深度为 一

层
。

这样能较好地反应金矿异常

特征
。

元素相关特征

取 三 种 类 型 土 壤 的
、 、 、

、 、

分析结果
,

作 型聚类分析

图
,

结果表明
,

与
、

相关性

最密切
,

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和
、 、 、

与 的相 关性较差
。

据此认为
、 、 、

可能为后期叠

加
,

因此认为
, 、

是该区金矿最重要

的近矿指示元素
。

习习

卜卜卜

,一︸仁月“,七一今卜巧曰卜,︸几壤类型

隐域高山刑草甸 上

显域 佰山污健 地 上

显域高山刑冰沼 十

地壳 仁度位

名

,

杀
,八

竺

注 含拭为 石

、

均 比地壳丰度值高
,

其中
、

含从
一

般为地壳丰度值的 一 倍
,

且与
·

图 微量元素 型聚类分析谱系图

不同类型土壤样品采集与制备

因不同类型土壤的基本成分
、

粒度
、

湿

度和胶结程度均有差异
,

在样品采集量
、

初

加工保留量及送样量等有所不 同 表
。

这就要求在进行土壤测量过程中正确区分区

内地球化学景观及土壤类型分布特征
。

次生晕测量效果

川刺沟地区

工作区位于北祁连加里东优地槽褶皱带



托勒山复向斜的轴部
,

其南侧为北祁连深大 浓集中心
,

后者缺失内带
,

且浓集中心不明

断裂带
,

北侧为托勒山北坡大断裂带
,

构造 显 一 元 素 组合 为
、

线呈北西西向展布
。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中 一 为
、 、 、 ,

水平分带均不

下奥陶统阴沟群中下岩性段 卜 一 ,

加 明显 该异常带主要分布在辉长岩体中
,

次

里东晚期岩浆岩分布广泛
,

主要是基性和超 级构造断裂形成的断裂带附近发育较弱的褐

基性岩体
,

与围岩接触部位有蚀变带发育
。

铁矿化
。

号异常带由 一 组成
,

异常
在区 内开展 万 比例尺次生晕扫面

,

以 下限 ‘ 一 ,

平均值 ‘ 一 ,

的最
一 和 一 为异常下限圈出 个金 大峰值

一
异常具内

、

中
、

外带
,

异常 图
。

根据异常所处位置及异常特 浓集中心 明显 元素组合为
、 、

,

征
,

可划分为 个异常带 带由 一 和 具水平分带
,

在 内
, 、

在外 异
一 组成

,

异常下限为
一 , 平均值 常主要分布于石英菱镁岩构造蚀变带上

,

岩

为
一 ,

异常峰值分别为
一 和 石普遍具褐铁矿化

、

毒砂化
、

黄铁矿化等
。

一

缺失异常内带
,

且无明显浓集中 比较以上 个异常带所处地质环境
、

异

心
,

元素组合为
、 、 、

异常 常强度
、

元素组合及分带特征
,

认为 号异

主要分布于奥陶系变质砂岩
、

砂板岩
、

砂质 常带最好
,

因其分布区主要为高山型 山地土

板岩中
,

岩石局部地段见少量褐铁矿化和黄 壤
,

‘

有利次生 富集
,

异常中 、比

铁矿化
。

号异常带 由 一 和 一 组 发育
,

且强度高
、

宽度大
,

分布于异常

成
,

异常下限为
一 ,

平均值分别为 中心
,

具明显地矿上晕特征
,

金异常强度
一 , 和 一 ,

,

峰值分别为
一 和 高

,

地处北东向 和南西 向 断裂构造
一

前者内
、

中
、

外带齐全
,

有明显 中
,

构造蚀变带普遍具较强的硅化
、

碳酸盐

表 北祁连地区金矿化探土坡样品采集工作参数
土土壤类型型 土壤样品基本成分分 粒度 湿度度 土壤胶结程度度 原始采样重址址 初步加工质重址址 化验室多元索索

分析要求爪址址
过 目筛

隐隐域高山型草甸土土 砂质粘土土 较大大 较好好 左右右

显显域高山型山地土土 粘土及岩屑混合物物 较小小 较低低 左右右

显显域高山型冰沼土土 枯土
、

岩屑
、

石 质质 较布布 较差差 左右右

碎碎碎屑混合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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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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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川刺沟地区地质
、

化探综合平面图
下奥陶统阴沟群火山岩组 和碎屑岩组 艺犷一超基性岩 月

一

一辉长岩 印 一强蚀变
石英菱镁岩 一 一 一次生晕 异常编号



化
、

黄铁矿化 以立方和五角十二面体为主

粒径 一
、

毒砂化 主要呈菱面

及菱柱体
,

粒径 一 等
。

综上所

述
,

推测异常
一

面有盲矿体存在
。

经探槽揭

露
,

在 与超基性岩接触的石英菱镁岩碎裂蚀

变带中圈出 个小矿体
,

呈脉状
、

透镜状成

群 出现
,

间距 一 平 行 排 列
,

最 长
, ·

般 左 右
,

宽 一
,

最 宽

含 最 一 张 明荣等
,

,

为破碎蚀变岩型金矿
。

中铁目勒金异常区

次生晕 异常区位于北祁连加里东优

地槽褶皱带 ’子 ,祁连隆起带的接触处
,

主要

沿加里东晚期花岗岩侵人接触断裂蚀变带分

布
,

长
,

宽 一
。

从次生晕及地

质综合剖面 图 上看
,

在断裂蚀变带上

方出现
、 、

的高异常
,

异常中心

一 一
,

中细粒二长花岗岩和黄铁矿化的电气石化角

砾状石英脉为主
。

因蚀变带下部 一

以下多为冰成母质层隔离
,

槽探工程质量较

低
。

但据异常的综合特征推断
,

冰成母质层

之下的岩石找金大有希望
。

萨拉河金异常区

在开展
“

北祁连超基性岩含金性研究
”

课

题时发现了金矿点后
,

以矿点为中心作部分

次生晕测量工作
,

以确定找矿远景
,

所圈出

的次生晕异常主要分布于侵位于下奥陶统阴

沟群的超基性岩上方
,

沿构造断裂带延伸

图
。

矿化岩石主要为超基性蚀变岩
、

石

英碳酸盐岩
。

岩石普遍经受了强烈的绢云母

化
、

硅化
、

碳酸盐化
、

黄铁矿化
、

毒砂化
、

辰砂化
、

褐铁矿化等蚀变
。

品位 一

八 杨开春等
, 。

测量结果表

明
,

在矿体上 方的高 山型 山地 土壤层 中
、

显示清晰且连续性好的异常
,

能较

好地指示下伏矿体的位置
。,丹卜﹃引

们 ,

人
·

助累乘晕
,

尸 、、、
· 、、,

一一
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 枕产粼、

、、、。

入加
刃

了
仙月目勺白‘

中

、、、

厂一 飞 一分 枉

火 ,
·

图 中铁目勒金异常区综合剖面图
一冰沼型 仁壤授盖层 圳护一二长花岗岩 叮污一长花岗岩蚀变、称 叮。

一

七石英二长岩 电气石化角

砾状石英脉

对应硅化
、

褐铁矿化
、

绿泥石化
、

电气石

化
、

黄铁矿化等强蚀变地段
,

并有电气石化

角砾状石英脉发育
。

因此
,

推测该断裂蚀变

带是金富集的有利地段
。

经部分槽探工程揭

露
,

圈出了多个金矿化体
,

品位 一

八
。

含矿岩石 以具硅化和黄铁矿化的

图 萨拉河矿点地质
、

化探次生异常略图
‘第四系 , 一下奥陶统阴沟群砂质

、

泥质板岩夹砂

岩 中 一蛇纹岩 叽 一石英碳酸盐岩 职 金矿化石英

碳酸盐岩 一黄铁矿化
、

毒砂矿化蚀变带 一金矿体及

编号

几
,

点认识

应用化探次生晕测量方法在北祁连地

区开展找金
,

有较好的直接指示性
,

能有效

地圈定找矿远景区及预测隐伏矿体
。



次生晕测量在构造蚀变带上方有较明

显 的异常反映
,

对确定构造破碎蚀变带位

置
、

提供找矿信息具实用性
。

区 内不同类型的土壤层元素富集程度

具明显地差异性
,

高山型 山地土中 的次

生富集最为显著
,

与 有关的
、

均

有异常显示
,

三者呈显著正相关
。

因此
,

在

大面积开展次生晕测量工作之前
,

要对区内

土壤类型及分布作基本调查
。

本文得到任家琪
、

杨开春
、

陈玉元高级

工程师的指导和帮助
,

·

在此一并致谢
。

因水

平有限
,

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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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珠宝首饰市场活跃

近年来
,

亚太地区珠宝首饰市场兴旺
,

营业额 石藏量最丰国 斯里兰卡是仅次于巴西宝石品种最

不断上升
,

预计今年将更加活跃
,

价格将进一步上 全国
,

每年出口 蓝宝石达 吨
,

价值 巧 万美

涨
。

泰国为亚洲最大的珠宝首饰生产国和世界第二 元 官方
,

非官方 出 口 额 万至 亿美元

大珠宝首饰出口 国
,

年赚汇估计可达 亿美 优惠的贸易政策
。

韩国解除了对 种宝石进口

元
。

香港是世界珠宝首饰的重要加工
、

出口 中心之 的限制
,

并对境内珠宝加工及零售业实现 自由化

一
,

年出口 以 的速度递增 自 年来出口 缅甸政府颁布了允许私人对采矿企业投资的新政策

一直位居全球第三
,

年出 口 额达 亿港元
。

等 发达的旅游业推动珠宝首饰消费的增长
。

印度在不到 年内珠宝出口 额从 万美元提高 如香港 年游客 万人次
,

在受游客喜欢

到 亿美元
,

成为世界最大的钻石加工地
。

的消费品 中
,

珠宝首饰排在第二位
,

费用总额

亚太地区珠宝首饰市场活跃的原因是 宝 年突破 亿港元大关
。

石资源丰富
。

如缅甸是世界上优质翡翠和鸡血红宝 转 自《江苏地质科技情报 》 年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