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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疆阿克塔斯地区找矿远景评价与资源量预测 

余学东 李应桂 ，口 
(地矿部萌 国舟'所·甭 102849) ’ 

A 
以地质 、地球化学勘查资料为基础 ，探索 了应用教学地质方法快速评价区 

域化挥异常的可能性 文中分别使用了判别分析和标准矿化恬值法，对新疆北 

部1／20万区域化探扫面圈定的阿克塔斯金异常区进行了拽矿有利地段和远景 

资源量的预测研究 结果 表明，已知的矿化地 段由 0，5km 延长到 2Jn】n，合理地 

预浏出 26t的金远景资源量 ，显示 出了该异常区的找矿前景 ，为在我 国西北都 

地表露头少、地质勘探工作程度低的地区进行异常评价和拽矿预测提供了一种 

有效的技术方接 

关键词塑 兰丝屋 毽!：至茎．誊翌量烈  

近年来，随着我国 1t20万区域化探扫 

面工作的不断深入 ，现 已完成了国土面积半 

数以上不同景观区的水系沉积物测量，获得 

了大量区域地球化学异常和地质找矿信息。 

如何从众多的地球化学异常中快速 、有效地 

筛选出有找矿前景的地区进行检查评价，使 

之能转变成有工业利用价值的矿产资源并 

制定出一套快速检查评价区域化探异常的 

有效方法，是我国勘查地球化学工作者～项 

艰巨任务。1986年谢学锦院士 曾提出了 

RESMA系统快速评价与筛选多元素异常 

的方法；1989年张本仁教授又提出了对异 

常评价的统计预测模型及电算程序“ 。 

l 阿克塔斯地区地质、地球化学异常 

特征 

1．1 区域地质、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该区区域上位于准噶尔褶皱带北东边 

缘 ，阿尔泰裙皱带相毗连的喀拉通克成矿带 

的西段(图 1)。区域上主要出露地层为泥盆 

系一套滨海一浅海陆源碎屑岩、碳酸盐岩和 

石炭系一套海、穑交互相碎屑岩和火山岩建 

14 

本文 1995年 2舟收到，于纯烈编辑 

遣I其次为奥陶系、二叠系 侏罗系等的沉积 
一 碎屑岩。第三系零星出露，第四系残、坡、 

洪、坤积物遍布全区。 

区内构造宏观上为一轴 向北西 的多个 

复式裙曲，与其一系列纵贯全区的北西向主 

干断层构成了区内的主体构造格架。与主体 

构造有成因联系的北东、北北东、北北西等 

几组次级断裂发育，北西向断裂构造具有控 

岩作用。 

区域上岩浆活动频繁，主要以海西中期 

为主 岩性为花岗岩、花岗闪长岩、辉长闲长 

岩、辉长岩和基性一超基性岩等。其中，中基 

性杂岩体有铜镍矿化，中酸性岩体与金矿化 

关系密切。区内矿产种类丰富。有喀拉通克 

中一太型铜镍矿、索尔库都克中型铜(钼)矿 

和萨尔布拉克中小型金矿，还有一些铁、铀、 

稀有金属、非金属等矿床和金锔矿点、矿化 

点。 

阿克塔斯异常是 1988年 由新疆 国家 

305项 日办公室立题，于新疆 北部 1／20万 

区域化探扫面时发现，呈一长轴近南北向的 

椭圆形晨布于已知的阿克塔斯金矿点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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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是以Au为主，伴有Ag、As、Hg、sb、 

cu等多元素的综合异常。以1ng／g圈定的 

Au异 常 范 围约 40kin。}2ng／g圈定 约。为 

20kin 。异常浓度分带清晰，浓集中心明显 

异常处在额尔齐斯一玛因鄂博断裂与卡嵌 

勒特一二台断裂交汇的南西侧 ，区域性的北 

西向构造线向北北西一南南东的转折部位 。 

图 1 喀拉通克成矿带区域地质略图 

Q-第四系；R一第三系lc一石炭系lD一泥盆系10一l奥陶系I∈．o一寒武一奥阿系I 一花制岩 

． 

一

花岗闪长岩l 一闪长岩I 一辉长岩 

图 2 喀垃通克成矿带区域地质、地球化学 Au异常凰 

Q-第四系lc一石炭系ID一泥盘系10一奥陶系I∈一O--寒武一奥陶系} 一花 岗岩 

l·2 异常区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揭露，共求得 D级 Au储量 244kg
，矿化类 

阿克塔斯金异常区太部分被第四系覆 型属于自然金一硫化物一石英建造
，将其定 

盖，仅见有小石英脉和斜长花岗岩露头。新 为含金硫化物石英脉型金矿点
。含金石英脉 

疆地质四太队在异常厍东南段约 500m范 带严格受断裂构造控制
，穿插于中泥盆统北 

围内，进行过地质普查，经槽探和少量钻探 塔山组干枚岩
、安山岩和燕山早期斜长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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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中(图 3)，呈 向北东撒开的小型帚状产 

出。脉体长数百米 ，宽数米至敷十米，脉体向 

东膨大分支，向西尖灭再现、变窄，断续延入 

斜长花岗岩内。金高值点多在含金石英脉带 

破碎蚀变岩和斜长花岗岩及接触带上。矿石 
矿物简单，主要有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 、 

闪锌矿等，自然金呈微粒状包裹在黄铁矿 、 

黄铜矿 中。 

圈 3 阿克塔斯金矿点地质简圈 

1一第四系，2一千投岩，3一大理岩，4一燕山期斜长花岗岩|5～蚀变花崩岩，6一闪长岩 

7一安山岩}8一安山质角砾蝽岩，9一含金石英脉 

阿克塔斯异常区的异常追踪研究结果 

表明，Au主要富集在蚀变岩石和石英脉 

中，以石英脉中含量最高(近 150ng／g)；土 

壤测量和壤中气乘测量的结果基本一致，圈 

出了1个呈东西向展布的带状异常。该异常 

带除与已知的含矿破碎带相吻合外，向北还 

有一定的延伸。在异常地段内的残坡积物中 

曾多处淘到 自然金粒，在岩存中也发现了 

3．68g／t的金高值点，从而显示出了该地区 

的进一步找矿前景。 

2 异常区的抗矿评价 

2．1 判别方程的建立 

研究区内第四系残坡积物大面积覆盖， 

基岩露头少，获得更多的找矿信息进行找矿 

评价具有一定困难。因此，选用了在费瞅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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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下的两组多变量判别分析 ，将 已知金矿 

化区钻孔控制的见矿和未见矿地表投影部 

位的岩石样品分为两大类，总体 A：含工业 

品位样本4个 总体B：不舍工业品位样本 7 

个。由异常源追踪研究结果得出的与Au相 

关 的一些元素中，挑选 出 7个作为变量 

( 1Au、 2Ag Mo、 ．As、．如Sb、 Hg、 

Bi)，分别计算出判别函数系数及各变量 

的贡献百分比(表 1)，并建立其判别方程 

式 ： 

R∞ = 1164．7 1+ 2182．17x2— 66． 

24xa+ 4．95x4— 2878x5— 0．39x6+ 292． 

47x7 

具体的判别函数值为：临界值 R。一 

245．9908；A类判别值 R1=326．5190；B类 

判别值 R =165．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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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 氏距离 D =161．056时，显著性 

检验结果表明，取信度 一0．05时，其差异 

最明显，这 时所建立的判别方程最显著，对 

有矿和无矿二类的判别最有效 

表 1 判别函数系数及各变■对判别 

函数的贡献百分 比 

变 量 系 数 贡献百分比 

Au 1164．7Ol4 02．3驺 3 

Ag 2182．1720 88．0604 

M o — 66．2438 — 98．4203 

As 4．9484 5．142o 

sb — 28．7756 一5．8450 

Hg ——o．3868 — 1．6640 

Bj 292．4700 20．3647 

2．2 判别结果与解释 

应用获得的判别函数值，对异常区内土 

壤测量范围的 388线和 392线之 间，即 Au 

含量~20ng／g的异常地段的 33个未知样 

本进行了判别 ，结果列入表 2 从表 2中可 

看出，属 A类的有 12个 ，经检查，均分布在 

90ng／g的 Au异常范围内，其位于蚀变 

花岗岩及残坡积物覆盖的斜长花岗岩体中。 

推断该异常地段为 已知金矿化 向西南延伸 

的有利找矿部位，从而获得了与化探研究相 
一

致的结果 ，也为化探异常验证设计孔位提 

供了定量依据 ，增加了可信度 

表 2 阿克塔斯金异常区待判样本判别结果 一33 

{茎 本 样 本 
判别得分 归 类 判别得分 归 类 

序 号 点 线 号 序 号 点 线 号 

1 398／388 133．51 5 B 18 364／388 138．727 B 

2 396／388 144．118 B 19 36Z／388 108．68口 B 

3 394／388 17o 800 B 20 36o／388 180．319 B 

4 392／388 522．754 A 21 358／388 224．823 B 

5 39o／388 2546．026 A 22 384／392 198．304 B 

6 388／388 358．449 A 23 382／302 153．706 B 

7 386／388 157．201 B 24 38 392 308．021 A 

8 384／388 154．123 B 25 ’ 378／302 146．860 B 

9 382／388 121．668 B 26 376／392 470．880 A 

10 38o／388 159．594 B 27 3741392 1466．160 A 

11 378／388 73．044 B 28 372／392 $90．541 A 

12 376／388 104．224 B 29 37o／392 196．913 B 

13 374／388 42S．139 A 30 368／392 279．287 A 

14 372／388 148．2Ol B 31 366／392 265．955 A 

15 370／388 Z6 165 A 3Z 364／39Z 。18．83l B 

16 368／388 206 511 B 33 362／302 277 431 A 

17 366／388 163．911 B 

验 证 孔查证 结 果表 明，在 117．99～ 

119．79m和 130．89~133．29m 的孔段上分 

别打到了2．79g／t和 0．98g／t的金矿化体 

含矿围岩为钙质绢云绿泥千枚岩。这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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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原来仅 0 5kin长的矿化地段 ，延长到 

近2kin，进一步揭示了该区的找矿前景 。 

3 异常区远景资源量预测 

3．1 预测公式及计算 

根据地球化学勘查和判别分析结果，阿 

克塔斯区域化探金异常绝不仅 244kg的金 

储量所能引起的，其找矿远景有明显的扩犬 

趋势。因此，又应用了标准矿化估值法，对该 

异常区进行了远景资源量的预测研究，其公 

式为 

Q=Po·P，·Mj 

式中，Q～某金属元素的顶铡远景储 

量}P。一辅助性计算参数 ；Pi一当给定 ． 

时，矿体中金属元素 出现的最低可采品位 

概率IM 一当给定Ce,时．矿体中金属元素 

的中位数含量值。 

其计算方法是： 

P。：v(异常体积)× (矿石密度)； 

P ： 1一 F(zP
．)，在 计算 出 zP．后 ，F 

(ZP)可由概率积分表查得，ẑ 称作某元素 

的标准矿化估值{ 

l8 

可按logMj=Z~× +-J计算，由 

F(2 )一1—0，5P，求出后 ，再反查概率积 

分表 

j一 logCej一 0 
一

— __一7亍 √ ∑( 
r ) 

3 2 预测结果 - 

依据《矿产资源总量预测试行基本要 

求》，利用异常区内已有的地质、化探勘查结 

果，其远景资源量预测的级别可选 F级和G 

级。在本次预测中，F级储量又分为F 和 F 

两个级别。F 预测区为已知的金矿化地段 ， 

地表有 24条探槽，共圈出4个工业矿体，深 

部有 7个钻孔，控制了 K 和 K 两个矿体， 

地表还有>30ng~g的土壤 Au异常 ，Fz预 

测区除具有>309g／g的土壤AU所圈定的 

已知矿化体向西南延伸异常外 ，还有一个异 

常验证孔(ZK ／392)探到了两层金矿体以 

及壤中气汞和重砂异常 G级预测区主要是 

壤中气汞和土壤>30ng／g的 Au异常 区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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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4 阿克塔斯金异常区远景资源量预测分级示意图 

F 一F 级资积t预担6区I — 圾赞源量预测区|G—G级资源t预剂区 

由孔内样品全分析结果获得的矿石密 度和其他必要参数，应用上述公式所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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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3 从表 3中可看出，阿克塔斯金 

异常的 F+G级远景金储量可达 26t，其中 

F级为 11t，G级为 15t 此结果为该异常区 

提供了较为可靠的金矿远景资源量 ，进一步 

揭示出该地区的找矿前景。 

表 3 阿克塔斯金异常区远景资源量预测结果 

黉9 舟 墨 依 据 异常面积 预柳资源 相当储 

区 (m) 量(t) 量级别 

1．巳 知 曹 旷 地 段  z．垲 袁 群 瑁 z4毋 f3． 扎 7 1、 4．土 珥|A 首 量 > 20× 长 460 Fl 
． 1．81Z 

1 n一’ 常 162．5 

1．已知矿化的西延 部舟}2．查证异常钻孔 1十(见 矿) 3．土壤 Au古量> 长 620 F级 
F2 9．47 
20X10 ’ 4．盘的自然重砂异常 ’ ． - 宽 263．3 

1．沙尔布拉克一阿克塔斯一卡拉先格尔成矿带；2．壤中气汞>o lng／I的 长 2062．5 14
． 474 6级 异常 宽 217 36 

￡ 25．佰 6 

应用数学地质方法对阿克塔斯金异常 

的研究结果表明，常规化探资料经数学地质 

方法的进一步研究，可获得较明显的地质找 

矿效果}在矿产勘查及资源量预测中，该法 

具有结果可靠 ，效果明显 ，费用低等优点，是 

评价区域化探异常的较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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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ⅡIC耵IoN ANn EVALUATION OF M INERAL 

RESOURCES IN AKETAS AREA，XINJIANG 

Yu Xuedong Li Yinggui 

The p~ sibillty 0f using mathe~atica|geoiog a1 method forthe rap|d aIuAt 响 口f re n geoche mical anoraalies is 

discussed in the paper．T prospectir~ {aveurable dLstrlct and gold prospeetime resonrc6~a of／kketas anomaly ea have 

been delineated by the  discriminant analys~s and the standard ore formi~ estimate method．respectively．The prospecting 

range is a small mdneralli~nd belt whose length is about 0 5kin long to 2k∞ The total gold prospective r船。 ces m  

abo~t 88 to力舅．The drilling ／esuhs h日ve shown that the~e are a hkiden{ractured-aHeration—type gold ofe bodie~in the 

beIt and aⅡIort曲 vious effect{or~-delineatlon of ore b ies by raathenmtlcat geological methods has been ach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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