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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区域化探异常检查评价工作，提高找矿教果，首先要从众多异常中筛选出有找矿 

意义的异常，而后开展初查与细查。通过理论与多年实践，提 了快 

作的方法技术手段。 ；记 
关键词 区域 

我国自开宸区域化 

化 兰!、 、芝塑垄堡 

探扫面至今已获得大 下矿 

量的化探异常，部分异常长期搁置或打入冷 

宫；同时在地质工作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地质 

找矿难度越来越大。积极快速地开展化探异 

常研究检查评价工作，是可以解难而进提高 

找矿效果的。因此，在当前用有限的费用强 

化异常检查评价势在必行。为了做好异常检 

查评价工作，提高找矿效果，现将有关的若干 

问题浅析如下。 

1 如何筛选出有找矿意义的异常 

由于区域化探异常现已积累千、万个，要 

使区域化探异常迅速获得找矿效益，关键在 

于从众多的异常中筛选出最有找矿意义的异 

常。 

1．1 对异常初步筛选的准则 

(1)异常面积；(2)异常强度；(3)异常规 

模 ；(4)元素组合特征；<5)元素分带特征；(6) 

异常的浓度分带，包括浓集中心的存在、面积 

及强度；(7)有利的地质条件；(8)与己知有经 

济价值矿床之间特征的相似性。 

1．2 要认真的区分真假异常，矿致异常与非 

矿异常，要特别注意判断异常与矿体的 

空间关系 

仅肯定异常的性质——矿异常还是非矿 

异常，还不能确定异常的价值，因为有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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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异常 初查 

价工 

体已被剥蚀，只剩下尾部晕了。所以被 

检查的异常主要是反映矿床前缘的异常，应 

重视前缘晕的弱异常。在把握住寻找盲矿和 

评价矿床剥蚀程度指标的基础上，搞清异常、 

矿体的空间关系必须研究前、尾缘元素是筛 

选确定异常是否有意义的重要指标之一。 

1．3 筛选异常时要将异常特征与异常区的 

地质特征相结合来对异常进行评序 

要注意选择主要参数判别有价值的异 

常，不能简单用看图认字的粗糙方法去筛选 

评价异常。 

1 3．1 参数选择的原则 

(1)根据异常的内容和性质．选择非数量 

参数； ’ 

(2)所选参数以能最大限度表现异常的 

特征，并较清楚地反映出异常的地质找矿意 

义为准； 

(3)参数选择时对参加评序的异常，所处 

的地质成矿条件要基本相似，反映同一类型 

矿的异常。 

1 3．2 主要参数的选择 

(1)异常特征参数。①异常规模 ：它是把 

异常面积与异常强度综合在一起的一个因 

素。它与矿床的大小及经济价值密切相关。 

②异常形态：一般来讲，基本上与矿体或矿化 

带形态一致。它可以直观地反映矿体或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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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控制因素。③异常浓度分带：它是研究 

成矿元素及主要伴生元素含量的梯度变化。 

它有利于判断矿化中心位置和区分富集矿化 

与分散矿化，是异常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志。 

④矿化规模指数(KS)： 

一  

式中：sl、s2⋯ s 为各单 元素 异常 面积 

(km2)，Al、A2⋯A 为各单元素异常的衬值 

(异常平均值／背景值)。KS值越小，表示该 

异常区矿化强度越小，因此，可以用来对比相 

似区域内的各处异常。⑤异常的组分特征： 

常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矿床或矿化物质 

成分，因此可以用来辨认矿床或矿化的类型。 

(2)地质特征参数。①构造：内生及外生 

矿床的形成及其分布规律，均在不同程度上 

受一定地质构造作用所控制。它对研究异常 

与构造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②岩浆岩：岩 

浆活动是地壳内在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之 
一

。 了解岩浆岩对于成矿的控制作用、含矿 

性等，对评价异常有直接的指导意义。③地 

层岩性：岩性与成矿作用有着十分紧密的联 

系。④矿产：各矿产都是元素集中的结果，分 

散流与次生晕的物质来源，都是矿床及其原 

生晕在表生作用下，与矿石组分有关的元素 

迁移、分散形成的。所以异常与矿产的关系 

对于异常的评序有直接关系。 

总之，异常分布的位置和它所处矿产、地 

质岩性、岩浆岩、构造等环境，是分析和评价 

筛选异常找矿意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1．4 动态”地挑选异常 

异常下限不固定，由低步步抬高逐级筛 

选。将区域化探全省的数据存入计算机，研 

制出确定相应的程序，在屏幕上不断改变下 

限显示异常状况，但必须结合地质情况确定 

找矿模型。找矿模型的挑选是有其特定的地 

质条件，在同一景观区用相似的模型，“动态” 

地挑选异常寻找找矿靶区是有效的。 

异常元素组合研究，可用聚类分析或因 

42． 

子分析。成矿成晕元素主要还是采用结台地 

质情况，凭经验确定。矿床元素组台拟用组 

合元素累乘表示，挑选找矿靶区的模型拟用 

累乘、累乘 比或加权累乘 比。冯济舟高工在 

研究黔桂滇片区域化探异常时试用 As×Au2 

／(W ×Mo)、Au×As×Sb／(W ×Mo)及 As× 

Sb×Ad／(W ×Mo)加权累乘比值来扫描全 

区 lO万 km2所有原始数据，按地质子区挑 

出数十个异常作为找 Au靶区，取得较好效 

果，找到了金矿。 

1．5 要认真研究区域化探水系沉积物测量 

中的负异常 

人们习惯了研究正异常，特别是高强度 

的正异常。对负异常研究的很少，在找矿中 

应用的也步。实际上负异常与正异常一样具 

有相同的重要地位。 

谢学锦(1981)和斯梅斯洛夫等(1984～ 

1985)也曾经指出负异常是异常含量明显低 

于背景平均值的异常。负异常的形成可以看 

作是一种重要的而特殊的地质现象，它可以 

用于矿床的普查、预测和评价。Dunlop等 

(1979)X~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利墨里克矿床 

的地表岩屑研究中发现，在矿化带附近 Mn、 

K、Na贫化，Fe、Pb、Zn出现峰值。Suslov 

(1992)曾经指出 Ni的原生负晕可以作为寻 

找隐伏共生 cu—Ni矿体的指标。在漠浜金 

矿区外围地层及矿区围岩中显示有规律的 

Au正、负异常套合模式(孙承辕等，1993)。 

在研究基础地质问题、异常解释推断和 

建立异常模型等方面，区域性地球化学负异 

常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区域性正负异常 

模式在矿床(田)预测中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一般在已知矿的周围分布有成矿元素和 

指示元素的正负异常模型。因此，在异常解 

释推断中，我们不仅要研究正异常，还要研究 

负异常，特别要注意那些周围伴生有负异常 

的正异常。 

2 异 常检查阶段划分与快速追踪评价 

按区化异常检查工作的程度，异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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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初略检查(简称初查)和详细检查(简称细 

查)两个阶段。 

2 1 初查阶段的快速追踪评价 

对筛选出的应检查的区化异常，首先要 

分析化验异常区的单点样品(为节约资金，应 

选择主要组台样的单点样品进行分析)，以便 

从中挑选出更有代表性的异常点，确切的靶 

区进行检查。当单样分析后，各项质量可靠， 

异常浓集部位显著，梯度变化有规律，峰值强 

衬度明显的浓集中心部位可直接用冷提取、 

现场野外快速分析地质鉴定手段进行快速追 

踪异常源。有些异常一般应通过加密水系沉 

积物测量，在证实异常存在的基础上，进一步 

圈定水系沉积物异常范围和浓集中心，了解 

异常的详细特征，缩小异常检查工作的靶区， 

再在异常浓集部位用上述方法快速追踪异常 

源。从而达到查明引起异常原因，初略了解 

异常地质体的性质和可能的远景。 

2．2 细查阶段的评价 

细查是在初查工作的基础上，对那些被 

认为有找矿远景的异常，所进行的详细的异 

常检查，评价工作。细查工作是通过较大 比 

例尺的地球化学测量、地质草测、工程揭露以 

及若干地质、物探化探综合剖面工作，初步查 

明地表矿化的规模、产状、品位变化和控矿因 

素，对深部含矿性作出初略预测，对找矿远景 

作出评价。 

3 异常初查方法技术及评价 

异常初查要实行重点实破，由点到面，逆 

源追索的原则，以提高初查工作的速度和效 

果。异常源的快速追踪，是异常初查工作的 

核心，也是整个异常检查工作的技术难点。 

3．1 异常源的快速追踪方法技术 

． 3．1．1 快速查清异常源，争取有所突破，应 

用由点到面的检查方法，在被检查的异常中， 

依据单点样的分析结果和水系沉积物，土壤 

加密取样分析结果，在异常浓集中心首先选 

取强度高，受水范围小的一个异常点(当异常 

浓集中心范围大或异常较为复杂时，选 2～3 

个点以便对比与验证)作为重点突破的对象 

(当单点样及加密水系沉积物测量成果无明 

显浓集中心时，异常检查工作可暂时搁置)。 

3 1 2 异常源的快速追踪方法，一般使用现 

场或野外分析相配合的异常快速追踪法、地 

质(碎屑、砾石)搜索法、岩石土壤测量剖面 

法、重砂追踪等等方法。 

3 1 3 由原采样点起，向上游按 50m～ 

lOOm的点距，对长度凡大于 50m的所有冲 

沟和山凹，进行水系沉积物取样(水凹处取冲 

坡积物)，样品烤干，一般过 80目筛后进行野 

外简易分析，其中金必须过 200目筛后，进行 

金的野外简易分析。 

3．1．4 在异常浓集中心元素含量最高值点 

的上游以及两侧山坡进行搜山找矿，对与可 

能有关的矿化、破碎、蚀变、脉岩等采集岩石 

样品进行野外简易分析。 

3．1．5 当搜山找矿末发现可疑地质体或虽 

已发现，但采样分析不含金或欲找的矿种时， 

则由水系沉积物最高值点起，向上游在两侧 

坡脚各布土壤测量短剖面一条，进行野外简 

易分析。 

3．1．6 在有金和其他元素异常的一侧山坡， 

再次进行搜山找矿或在坡脚土壤金和其他元 

素异常中心(高值区段)的上方，布置若干土 

壤测量小剖面，进行简易分析，在最高值剖面 

(最高值点)上方用探槽揭露出矿为止。 

实例： 

如在某地检查水系沉积物异常 ，异常的 

两侧全被残坡积层复盖，无基岩出露，用地质 

追踪异常源很困难。但用冷提取分析在现场 

测定，只用 2天时间就追踪至一支沟的山脊 

部位，经剥土在残坡积层 40cm--lOOcm下发 

现了含矿破碎带及多个矿体和矿化带。当时 

我们的工作方法：①首先肯定异常是否存在， 

在异常区原采样点重复采样或加密采样，拿 

回到野外工作住地分析，或在异常区野外现 

场分析，如异常存在就可开展异常追踪工作。 

4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地质与勘探 1997正 

②向水系上游支沟(包括干沟)追踪，分析的 

同时做地质观察，当异常在水系及支沟中消 

失后，就向两侧山坡追踪。一坡异常消失后， 

就在另一坡追，当发现另一坡有异常并逐渐 

增强至最高点后又逐渐降低变弱，在最高点 

处，挖开残坡积层就揭露出矿。有几个矿体是 

用这样的方法追踪后发现的。 

如果矿化体出露在地表，沿水系或干淘， 

山坡追索不须剥土就可发现。有些金、铜、铅 

锌、钨矿就是这样发现的(图 1)。 

囵  

圉 1 铜的冷提取现场追索异常源方法示意图 

1一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断裂带；卜 含矿破碎带 

3．2 异常源的初查评价 

步数异常点上的异常源(异常地质体)找 

到后，要利用地质路线，对异常地质体进行地 

表追索(必要时投入地表工程揭露和土壤测 

量)。配合野外(现场)快速分析，鉴定方法，大 

致圈定矿化(或异常地质体)范围；勾绘以矿 

化、断裂破碎带、蚀变带、岩相为主的地质草 

图(着熏异常地质体及其相关的部分)。 

当异常 由地表矿(化)体引起时，对矿化 

体要进行代表性的(1～3个)槽探揭露和刻槽 

取样以及原生晕剖面测量，以初略了解品位、 

规模状况；当异常由地层、岩体或某种蚀变引 

起时，要横穿异常地质体测制少量岩石测量 
— — 地形地质综合剖面，以说明异常；当异常 

由盲矿化引起时，要在异常地段布置少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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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测量剖面，予以证实；当异常由分散矿化引 

起时，要用水系沉积物加密测量成果和步量 

岩石(或土壤)测量成果来表明异常元素的集 

中与分散程度，对此种异常应慎重。注意是否 

具备有利于成矿的岩石及构造条件，要注意 

有无存在育矿的可能性。 

4 异常细查方法技术及评价 

异常细查是在异常初查工作的基础上， 

对有找矿意义的异常择优进行的 异常绁查 

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太 比例尺地球化学测 

量。矿化带的地表评价。地质测量以及对深部 

含矿性和外围我矿远景的初略评价工作。 

4．1 大比例尺地球化学测量 

凡矿化标志不明显，矿化规模及控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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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不宜用地质调查手段查明的异常，一般要 

开展大比例尺(1／2万～1／5千)面积性地球 

化学测量；采用以土壤测量为主，岩石测量为 

辅的工作方法，以详细了解地球化学异常的 

分布与特征，圈定矿化范围，指导地表和深部 

(验证)工程施工。 

面积性地球化学测量，可首先布置在异 

常初查工作所圈定的异常浓集部位和矿化带 

分布区，对于明显由含矿地层或含矿断裂引 

起的异常，可沿含矿地层或含矿断裂，开展岩 

石(短)剖面测量(当基岩出露不好情况下采 

用土壤测量)。 

4．2 矿化带的地表评价 

细查工作阶段，对于初查阶段发现的矿 

化带以及面积性地球化学测量圈定的异常 

带，要通过地质调查(配合野外分析、鉴定手 

段)和地表工程揭露，对矿化带进行追索与圈 

定，对其中的主要矿化带，要按一定的间距， 

进行槽探揭露和系统刻槽采样，次要矿化带 

也要有少量采样工程控制，以查明地表矿化 

的大致规模和品位变化。 

4．3 地质测量 

地质测量工作范围，一般要略大于面积 

性地球化学测量范围，工作比例尺与其相同， 

按草测要求，着重填绘与成矿作用有关的矿 

化蚀变带、构造破碎带、岩相等。 

4．4 深部台矿性的预测工作 

当地表矿化的规模、品位情况较好，或地 

表矿化虽然不好，但从地质一地球化学条件 

分析，有深部找矿可能者，都要对深部含矿性 

作出一定的预测，以评价其远景。深部含矿 

性的预测工作，可在矿化或异常部位(特男 是 

中心部位)，布置若干条岩石测量剖面；当地 

球物理工作条件具备时，在这些剖面上同时 

开展物探工作，依据化探、物探以及地质资 

料，对深部含矿性作出估量。 

4．5 外围找矿远景评价 

主要工作是在细查工作区的外围和邻近 

的同类异常区，开展水系沉积物加密测量、异 

常源的追踪检查和地质调查工作，从而对整 

个异常区和邻近地区的找矿远景作出估价。 

结语：化探异常类型很多，特别是区域化 

探异常各省都编制了 38～43个元素不同比 

例尺的地球化学图，获取大量的信息，从中进 
一 步开发定会取得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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