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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新方法寻找隐伏矿的研究及效果

罗先熔
桂林 冶 金 地质学院 隐伏 矿床研 究所

·

用常规物化探方法寻找不同埋深的隐伏矿
一

床难以奏效
,

应用土壤离子 电导率

测量
、

土壤吸附相态汞测量
、

地 电提取离子测量
、

热释 卤素测量和射气测量等方法

开展综合找矿研究
,

取得 了明显的找矿效果
。

关键词 新方法 找矿研究 综合找矿预测

从 年代初期开始
,

我们逐步开展了土壤

离 子电导率测量
、

土壤吸附相态汞测量
、

地 电提

取离子测量
、

热释 卤素测量等综 合试验找矿研

究
,

试图在厚层覆盖区摸索出一套找寻 隐伏矿

的有效方法和技术
。

先后在全国不同厚层覆盖

条件下的 多个矿区 厚层基岩
、

厚层冲积
、

运

积
、

残坡积及厚层黄土和戈壁覆盖区
,

对 多

条典型隐伏掩埋矿或盲矿的已知剖面开展 了工

作 涉及矿种有铜
、

铅
、

锌
、

金
、

银
、

钨
、

锡
、

砷
、

锑
、

汞
、

铁和 稀 有金属等 矿床成 因类型包括高
、

中

温热液矿床
、

层控矿床
、

夕卡岩型矿床等
。

试验

结果 表明 不同景观地球化学条件下的各种矿

床 对 上述方法均有 不同程度的异常反映
。

在总

结综 合方法找矿有效性的同时
,

对其中 个矿

区 外围的 个未知区开展 了综合新方法找矿

预测
,

发现 了一些具有找矿前景的异常靶区
,

供

有关单位验 证
。

截止 年底
,

已验证的 个

靶 区 中有 个 见掩埋矿或盲矿 个 见矿化

个未见矿
,

由此 可见
,

多种新方法综合找矿的效

果是明显的
。

方 法 可 行 性 试验研 死

试验 内容包括选择不同覆盖类型和不同矿

种
。

我们将不同埋深的矿床分为 掩埋矿床
,

系指被 几 厚浮土和基岩双重覆盖
,

用探槽或

浅井就可揭露到矿体 用常规物化探方法一般

能测 出异常
,

但用多种新方法综合找矿效果更

好 例
、

掩覆矿床
,

系指矿床上部有几

厚的冲积
、

洪积或淤积等外来沉积物和残坡

积物
,

矿体赋存于 几十 到 以下的基岩

中
,

用常规物化探方法难以发现矿体 例
、

埋藏矿床
,

系指地表浮土不厚
,

矿体埋藏于

一 以下的基岩中
,

地表基本无矿化标

志显示 例
、 。

珊瑚长营岭高温热液石英脉型钨一锡矿

床

矿体产于泥盆系郁江组和那高岭组 中
,

呈

脉体群产出
,

产状较陡
,

延深达 以上
。

主

要金属矿物有锡石
、

方铅矿
、

闪锌矿
、

钨铁矿
、

辉

锑矿和毒砂等
。

在 已知矿的 号剖面做方法有

效性试验
,

结果在掩埋矿体上方测 出强度为

一 娜 背景为 那 的电导率异常和强

度 为 一 背景 为 的土壤吸附相

态汞异常
。

异常重现性均很好
。

地 电提取
、

、

离子异常 也清晰而准确地指示了掩埋矿

体的赋存位置 图
。

鸡心堂低温热液锑
、

铅
、

黄铁矿矿床

矿体呈脉状雁行排列产于泥盆系灰岩中
,

埋深 一
,

主要金属矿物是黄铁矿和硫锑

铅矿
,

次为磁黄铁矿
、

毒砂
、

方铅矿和闪锌矿
。

在

几组矿脉组成的矿体上方地表
,

测 出了多峰锯

齿状土壤离子 电导率和吸附相态汞异常
,

前者

强度为 一 那
,

背景值 产 后者强度

为 一
,

背景为
。

地 电提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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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异常位于矿脉群正上方
。

种异常吻合

很好
,

均能确切地指示掩埋矿体的赋存位置 图
。

一 ‘

可以看出
,

在埋藏较浅的矿体上方 化探次生

晕
、

和物探激电均有异常显示
,

而在深部

矿体上方则无异常反映 图 下
。

测试结果表

明
,

埋深 以上的掩覆矿体上方有强度为

一 产 背景值 那 的电导率异常和

强度为 一 背景 的汞量异常显

示 地 电提取 离子异常强度 为 义 一

只 一 ,

离子异常强度为 火
一

一

只 一 。

又 一 ‘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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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长营岭钨锡矿 线综合异常剖面图

一第四 系 一泥盆系郁江组 一泥盆系那高岭组

一泥盆系莲花山组

阳城层控岩溶热液改造型铅锌矿

湖北 阳城铅锌矿位于下扬子 台褶带北缘
。

该区地势较低
,

三分之二的面积被十到几十

厚的第四系外来冲积
、

沉积物覆盖 主要 为水稻

田
。

工业矿体均产于 以下的三叠系大冶

灰岩中
,

呈似层状和脉状产出
。

主要金属矿物为

闪锌矿
、

方铅矿及少量黄铁矿
。

号线有一浅埋

矿体
,

多数矿体埋藏在 以上 图
。

从图

图 鸡心堂锑铅黄铁矿矿床综合异常剖面图

一 壤积物 一灰岩 一矿体

该区常规物化探方法和综合新方法的测试

结果对 比表 明
,

地 电提取
、

离子异常强度

远远大于浅部矿的次生晕异常强度
,

对常规物

化探无反映的深部矿体
,

土壤吸附相态汞
、

电导

率及地 电提取
、

均有明显的异常显示
,

且

与矿体赋存位置吻合
,

说 明多种新方法用于找

掩覆矿是有效的
。

广西栗木三个黄牛钨锡矿

该矿床位于广 西栗木矿 田东北部
。

矿体呈

脉状产于花岗岩体顶部外接触带的围岩构造裂

隙中
。

主要金属矿物有锡石
、

黑钨矿
、

黝锡矿
、

毒



砂
、

闪锌矿和黄铜矿
。

围岩蚀变有萤石化
、

大理

岩化
。

矿床由东
、

西两个矿带组成
。

号试验剖

面地表均被十到几十 厚的外来堆积物覆盖
,

钨锡矿体埋深在 以上
。

试验结果在东
、

西

两组隐伏矿体上方均测出明显的电导率
、

汞量
、

热释 卤素 异常
,

以及地 电提取
、 、

离

子异常
,

在隐伏构造带上方还测 出了清晰的氧

气异常 图
。

几种异常重合的中心部位
,

恰是

隐伏矿体的赋存位置
。

在开展多种新方法试验

的 同 时
,

还进行 了次 生 晕 测 量
,

结 果
、 、

、 、 、 、

等元素均无异常显示
。

相火山碎屑岩与熔岩之下
。

矿体为石英脉型
。

主

要金属矿物有金银系列矿物
、

金属硫化物
、

蹄化

物
、

硫磅化物
、

硫酸盐等
。

与成矿有关的蚀变主

要有硅化
、

绢云母化和黄铁矿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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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阳城铅锌矿多种新方法综合异常剖面图

一上 三叠统 一中三叠统 凤梨 山组 白云岩 一下

三叠统灰岩 一二叠系灰岩 一岩溶角砾岩及铅锌矿化

一铅锌矿体

浙江遂昌石英脉型金矿

金矿体产于厚达 的侏罗纪 中酸性陆

图 栗木三个黄牛钨锡矿区 多种新方法综合剖面

一第四 系 一下石炭统黄金组四段 “一 下石炭

统黄金组三段 八一破碎带 一矿体

在 号剖面开展了土壤离子电导率
、

吸附

相 态 汞
、

地 电提 取 及 射 气 测 量
,

结 果 在 埋 深

以上的矿体上方 种方法均获清晰的异

常 图
,

而化探次生晕无明显异常反映
。

值得注意 的是矿 区其他剖面 的金矿体上

方
,

其 离
一

子电导率异常均呈鞍形
。

在新疆
、

河北
、

山西等省 区 的金矿区也曾测出相似形状的异

常
。

推测这种异常可能与电化学成晕机制有关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云南木利沉积改造层控型锑矿

锑矿体产于厚 以上的不透水页岩层

之下
,

因此地表无任何常规物化探异常显示
。

在

这种特殊地质
、

地球化学景观条件下
,

利用多种

新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找矿效果
。

在 号剖面上
,

离子 电导率异常强度 为

一 产 背景值 娜 汞量异常强度

为 一 一 ”

背景为 又 一

地 电提

取异常 一
一 、

火 一 、



又 一 热释 卤素 异常呈典型的马

鞍壁型模式
,

即含矿部位呈低值 火 一 ,

其两侧异常明显升高 峰值 火 一 。

各种

方法异常形态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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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那
,

汞量异常值在 一
,

地 电提取
、 、 、 、 、

的异常均呈现

两个吻合很好的峰位
,

故在两高值异常之 间设

置的两个钻孔均见到了隐伏矿体
。

广西水井村侧区

测区残坡积层厚度为几十
。

以往的地质
、

物化探工作程度较低
。

应用几种新方法在测区

内发现 了 个 电导率异常
,

两个汞量及地 电提

取
、 、

异常
,

以及高氧异常
,

且各异常均

集中于测区的 号剖面 图
。

根据地质情况
,

推测 号剖面的 一 点地段深部可能有隐伏

矿体存在
,

建议在 号点位下斜钻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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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遂昌金矿 号剖面新方法综合异常图

一上侏 罗统磨石 山组 二一霏细斑岩脉 一黄铁

矿 一不整合线 一矿体

找矿预 测效果

广西新路某测区

测区全部被第四纪外来运积物所覆盖
。

常

规物化探方法未发现异常
。

用土壤离子电导率
、

吸附相态汞
、

地 电提取测量均获得明显异常
。

经

综合分析认为
,

几种异常重合部位可能有隐伏

矿体存在
,

经钻孔验证
,

在 深处见到隐伏

锡矿体 图
。

从图 中可以看出
,

土壤离子 电导率异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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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云 南木利锑矿多种新方法异常剖面图

一中泥盆统坡折落组 一下泥盆统芭蕉蓄组

, 一

一下泥盆统坡脚组上
、

中
、

下段

湖北某铅锌矿区深部找矿预测

为了解某铅锌矿体的深部延伸方 向
,

应用

多种新方法在矿 区作了几条控制剖面
,

结果在

厚达几十 的第四纪冲积物覆盖层上测 出了



闪
明显 的 电导率

、

汞量及地 电提取
、 、

异

常
,

且异常集中出现在剖面的 一 号点范围

图
,

而化探次生晕无任何异常显示
。

根据地

质资料综合分析
,

在剖面上布置 个验证钻孔
,

结 果在深部见到 了隐伏铅锌矿体
,

为该 区的深

部找矿预测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

飞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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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广西水井村某测区 多种新方法综合异常剖面

一桂林组 一融县组 一东岗岭组

火 一 ‘

任

娜

图 广西新路某测区 多种新方法异常剖面 图

五一东岗岭组灰岩 仔卜 闪长扮岩

除上述地区外
,

笔者还在新疆
、

河北
、

山西
、

广东
、

云南
、

贵州等省 区 不同类型的覆盖区开

展 了多种新方法综合找矿预测
,

发现 了一批综

合异常
,

有待验证
,

而在这些地 区用常规地质
、

物化探方法是很难奏效的
。

显示出在不同类型

的覆盖区应用多种新方法开展找矿预测有其独

特的优点
。

, , 犷

图 湖北某铅锌矿 区多种新方法异常剖面



几 点认识

重视方法有效性及其基础理论研究

在一个新区或一个新类型矿区应用新方法

进行找矿预测
,

首先应在工作区或邻近 区选择

有代表性的典型 已知隐伏矿床进行找矿有效性

试验
,

对 已知矿体上测 出的各异常进行分析研

究
,

弄清矿体与异常的空间关系
、

内在联系及形

成机制
。

如在分析土壤离子电导率异常时
,

应搞

清其离子成分及与矿体的关 系等 在分析吸附

相 态汞异常 时
,

搞清异常源 的性质 地 质体类

型
、

埋深
、

产状等
。

重视应用条件试验

在新 区 开展找矿预测
,

首先要通过试验确

定适合于新区的方法
。

然后对所选择的方法作

最佳工作条件选择试验
。

如 已选定地 电提取方

法
,

必须作供 电电流大小
、

供 电时间
、

电极材料

及提取液成分配制等的试验
,

以便选择最佳工

作条件 对吸附相态汞测量应通过试验确定适

合工作区的热释温度及热释时间等 电导率测

量应做采样季节及采样层位等的试验
。

在对各方法进行应 用条件试验 时
,

要特别

注意发现和解决影响方法实施 的干扰因素
,

以

便做到有的放矢
,

提高找矿效果
。

强化地质研究
,

建立综合找矿模式

为充分发挥各种方法的找矿 作用
,

必须建

立起一个各方法的综合找矿模式
。

即对典型矿

床进行各方法找矿有效性试验的同时
,

加强基

础地质研究
,

综合考虑方法特点和地质因素
,

以

便建立起切 合工作区实际情况 的综合找矿模

式
。

加强找矿程序研究

在未知区开展面积性找矿预测
,

应根据测

区地质及地球化学景观制定最佳找矿程序
。

我

们的经验是 首先在测 区范围内按一定正规测

网 普查 又
,

详查 又 开 展

离子 电导率
、

吸附相态汞
、

氧气测量等的系统扫

面工作
。

在发现异常的基础上
,

对几种方法异常

吻合较好的区段用地电提取法圈定最佳找矿有

利地段
。

在对各种异常作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布

设工程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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