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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赋存于花岗岩中的金矿体 ,在勘探中的钻探结果被证实对矿体的控制偏差很大 ,这种“测

不准 ”现象是由于花岗 (斑 )岩角砾硬度较大 ,含矿岩石破碎 ,含金硫化物在钻探过程中因硬度较小常被

磨碎 ,并被泥浆带出钻孔 ,导致矿化段样品被严重贫化 ,从而失去探矿价值。应注意施工方法及管理 ,尽

可能地以坑道作为这类矿体的首选勘探手段 ,慎用“以钻代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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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矿勘探中常常出现地质勘探与生产勘探结果

相差悬殊的现象 ,其实质是钻孔控制与坑道 (或实

际回采 )控制的偏差 ,文章将钻探较坑探控矿误差

较大的现象称为钻探的“测不准 ”现象。

1　“测不准 ”现象问题的提出

1. 1　蒲塘金矿深部矿体的“测不准 ”现象

蒲塘金矿位于河南省西峡县 ,该矿于 1988年建

成投产 ,属爆破角砾岩型金矿床 ,矿体受燕山期爆破

角砾岩筒控制 ,矿石类型为黄铁矿化花岗斑岩角砾

岩 ,近矿围岩为花岗斑岩 [ 1 ]。根据详查资料 ,设计

开采 507m、462m、417m和 372m 4个中段 ,地质品位

5. 12 ×10
- 6。327～372m 中段的钻孔平均品位仅

2. 96 ×10 - 6 ,属表外矿不作开拓设计 ; 327m以下仅

有 2个钻孔见矿 ,品位 1. 5 ×10
- 6及 2. 25 ×10

- 6
,属

表外矿不作开拓设计。整个矿床最低控制标高

270m,最低见矿高程 317m。

实际开采过程中 ,矿山按照自上而下的开采顺

序 ,中段逐步下移 ,现不仅证实地质勘探期提交的

372m以上表内矿和 327～372m之间的表外矿有开

采价值 ,同时发现被钻孔圈闭“无矿 ”的 327m以下

地段 ,工业矿体向下仍有较大连续延伸 —现已开采

至 192m中段 ,坑探证实 147m及 102m中段仍有开

采价值 (图 1)。这种偏差实际反映的是钻探与坑探

控制矿体的偏差。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钻探与坑探控

制矿体边界的如此偏差 ?

图 1　蒲塘金矿钻探与坑探控制矿体 (纵投影 )

1—钻探控制矿体 ; 2—坑探控制矿体

1. 2　焦家金矿钻探与坑探矿体的巨大偏差

1. 2. 1　 - 190m中段的“以钻代坑 ”试验

1991 - 1995年焦家金矿在 - 190m中段开拓过

程中 ,曾尝试使用以钻 (孔 )代坑 (道 )进行生产探

矿 ,以期降低成本 ;但实际使用过程中效果并不理

想。图 2是钻孔控制的矿体与坑道及采场控制的矿

体对比 ,从中不难看出其中的巨大偏差。

1. 2. 2　 - 150m中段的坑钻对比

1995年在焦家金矿 - 150m 中段 5001北采场

第六分层回采时 ,为控制矿体尖灭端 ,用钻孔在 80

线附近进行探矿 ,取芯品位仅 1. 06 ×10
- 6

,即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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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焦家金矿坑道钻控制的矿体 (A)与采场实际矿体

(B)

在 80线应当尖灭 ;但参考 - 110m中段矿体应向北

部有较大的延伸 ,于是又在 80线用坑道对这一结果

进行了验证 ,坑道取样平均品位为 3. 76 ×10
- 6

,证

明矿体没有在 80线尖灭。在接下来进行的采场进

路中取样平均品位达到 4. 31 ×10
- 6

,与坑探结果基

本相符 (表 1)。随后对北翼矿体用坑道进行了系统

控制 ,矿体尖灭端扩展到了 72线 ,与钻探控制的矿

体边界相比 ,坑探控制的矿体边界向北推移了 120m

之多。

表 1　焦家金矿 51082采场第六分层钻探与坑探及采场进路

样品结果对比 ωB /10 - 6

样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平均
品位

钻探 1. 01 0. 59 0. 32 0. 85 2. 10 1. 58 0. 11 0. 45 1. 38 2. 13 1. 11 1. 06

坑探 3. 53 2. 13 7. 58 0. 15 6. 53 2. 10 5. 22 2. 50 2. 55 7. 38 1. 68 3. 76

采场 3. 53 3. 20 6. 67 3. 40 4. 96 1. 87 7. 39 4. 49 2. 54 6. 77 2. 61 4. 31

　　

2　“测不准 ”现象产生的原因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据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

1) 矿岩破碎。载金的金属硫化物在钻进过程

中被硬度较大的花岗岩磨蚀 ,并被泥浆带出 ,造成

“贫化 ”。

笔者在调查焦家金矿 - 190m中段钻机取芯现

场时 ,看到作业工人用清水冲洗岩芯 ,由于矿体破

碎 ,岩心清洗后仅剩一些花岗岩角砾 ,其中的载金硫

化物胶结物大多在岩心随钻杆转动过程中被花岗岩

角砾磨碎后由钻探泥浆带出孔外。由于载金硫化物

的大量流失 ,必然导致金品位下降 ,严重的还会使取

样结果失去代表意义。同样的情况在蒲塘爆破角砾

岩型金矿钻探取样中表现也很明显 :由于花岗斑岩

角砾硬度较大 ,而作为胶结物的金属硫化物硬度相

对较小 ,当采取的岩心比较破碎时 ,金属硫化物即被

硬角砾研磨成细小的粉末状而被钻探泥浆带离孔

底 ,造成取样结果的“贫化 ”。此乃“测不准 ”现象出

现的重要原因。

2) 矿化不均匀。由于钻探反映的随机取样断

面小 ,当矿化不均匀时 ,只有在样品个数足够多时其

代表性才较强 ,而一个矿床的探矿工程投入受勘查

效益影响 ,钻孔的施工个数有限 ,则必然导致取样代

表性的偏差 ;如焦家金矿用 120m ×120m及 240m ×

240m网度求得 C级和 D级 (相当于 112和 122)地

质勘探储量金的平均品位达 13. 7 ×10
- 6

,而以 30m

×40m坑探网度控制的生产勘探储量金的地质品位

仅 5. 76 ×10 - 6 ,品位负变率达 58% ;同为焦家金矿

田的新城金矿 ,以坑探为主的生产勘探控制的金的

品位较用钻探为主的地质勘探探求的储量品位高

25%以上。矿化不均匀是“测不准 ”现象出现的另

一重要原因。

上述事实也为地质人员确定“特高品位 ”增加

了不少困难。

3　结论

“测不准 ”现象是花岗岩为容矿母岩的金矿床

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实际生产中 ,应注意探

矿工程的施工方法及管理 ,尽可能以坑道作为这类

矿体的首选勘探手段 ,慎用“以钻代坑 ”,尽量减少

和避免“测不准 ”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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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 sing drilling for the exp loration of gold deposits occurred in granite can make much error on controlling ore body. The cause brought this

indeterm inacy phenomenon may be that the granite breccia has high rigidity, the rock enriching gold is broken, and the sulfide contained gold become

fragmentation in the p rocess of drilling for its low rigidity, and the gold - bearing sulfide was carried with mud fluid, which results in the ore poor. For this

reason the exp loration significance has been decreased. It is necessary to notice the method and management of p roject. The best exp loration means for this

ore deposit is tunnel. It must be careful when take the drilling instead of the tunnel.

Key words: indeterm inacy phenomenon, reason, gold m ine exp loration, 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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