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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隐伏金矿定位预测是一项科学系统工程 ,包括科学找矿的理论、技术与方法。科学找矿理

论主要有相似类比理论、地质异常理论、矿床成矿系列理论及矿床成因模式理论等 ,科学找矿的技术有

地球物理技术如 CSAMT、TEM、浅层地震和伽玛能谱测量技术等 ,非常规地球化学技术如地电化学参数

法、铊法、测汞法等 ,在理论指导下 ,这些技术与传统的方法相结合 ,是隐伏金矿定位预测的重要发展趋

势。

[关键词 ]定位预测 　隐伏金矿 　科学找矿理论 　科学找矿技术

[中图分类号 ]P618. 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95 - 5331 (2001) 01 - 0001 - 06

地质·矿床

　　成矿预测是在成矿预测的基本

理论指导下 ,根据一定的成矿地质

理论、成矿地质环境、成矿条件、控

矿条件和找矿标志对还没有而将来

可能或应当发现的矿床作出推断解

释和评价 ,提出潜在矿床发现的途

径 ,导致矿床的提早发现和评价[1～3 ] 。

传统的成矿预测是应用地质人员掌握的地质理

论和找矿经验在成矿规律图上圈出不同的成矿远景

区作为预测的成果。目前成矿预测是在传统预测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预测工作 ,它有自己的预测理论、

技术方法。可归纳为 3 个方面 : ①就矿找矿 ; ②按成

矿理论和模式找矿 ; ③应用新技术、新方法综合找

矿。隐伏金矿预测是一个复杂的科学系统工程 ,其

关键是寻找隐伏金矿预测的理论和技术的研究 ,其

预测的对象是矿体。隐伏金矿床预测与一般成矿预

测差别在于其预测对象的差异 ,隐伏金矿预测的对

象是具体的 ,是隐伏的矿体。而一般成矿预测的对

象则是笼统的、模糊的和抽象的。因此预测的理论

和技术方法并不完全相同。隐伏金矿预测工作的难

度更大。

1 　隐伏金矿定位预测的科学找矿理论

隐伏金矿预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指导预

测的理论有多种 ,构成科学的找矿理论体系。在隐

伏金矿定位预测工作中 ,既需要传统的理论 ,也需要

在工作中不断发展创立新的预测理论 ,只有如此才

能促进定位预测工作的深入开展。

1. 1 　相似类比理论

相似类比理论是赵鹏大院士提出的[4 ] ,是成矿

预测的重要理论之一 ,主要内容是 :在一定的地质条

件下产出一定类型的矿床 ,相似地质条件下赋存有

相似的矿床 ,同类矿床之间可以进行类比 ,将与已知

矿床的地质背景相似的地区 (段)认为是成矿远景区

或圈定为找矿靶区。其内涵是 : ①在相似的地质环

境下 ,应该有相似的成矿系列或矿床产出 ; ②在相同

的 (足够大)地壳体积内应有等同或相似的矿产资源

量。模式找矿是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

运用这一理论可以预测和寻找类似的矿床 ,但

对新类型矿床的预测和寻找有一定的局限性 ,尤其

是对发现那些有点型分布的大型、超大型矿床和难

识别的矿床。

1. 2 　地质异常理论

这一理论也是由赵鹏大等提出的[5～8 ] ,其主要

内容是 :地质异常是在成分结构、构造或成因序次上

与周围环境有明显差异的地质体或地质组合。大

型、超大型矿床从地质角度讲 ,共性是分布在大大小

小不同级别的地质异常中 ,综合地质、物探、化探、遥

感等成果的异常 ,称之为综合异常。不同矿种、不同

矿床类型所需的成矿地质环境不同 ,这些环境所形

成的地质异常 ,无论是规模或性质也各异。按分布

范围的大小分成 5 级 :全球性地质异常 ;区域性地质

异常 ;局部性地质异常 ;小型地质异常 ;显微地质异

常。

近年来赵鹏大等 (1998) [9 ]又提出了地质异常矿

体定位预测方法 ,主要内容为 :在地质异常致矿理论

指导下 ,运用多学科信息 ,以非线性科学和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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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手段 ,以研究和圈定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的地质

异常为基本途径 ,逐渐逼近工业矿体的一种定量成

矿预测方法。

1. 3 　矿床成矿系列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陈毓川院士等提出[10～11 ] ,矿床

成矿系列是由有成因联系的矿床所组成的自然体 ,

亦就是在形成各特定的地质环境过程中形成的有成

因联系的矿床所组成的自然体。其定义为 :在一定

的地质构造单元和一定的地质构造运动阶段内与一

定地质作用有关形成的在成因上有联系的各矿种、

各种成因类型及在不同地质位置产出的矿床组合。

该理论是我国矿产预测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 ,其主

要特点如下 : (1) 概括性 :高度概括了矿床成群成组

出现所制约的主导因素。掌握了它就能推断一定地

质构造单元内和一定地质历史阶段可能出现的矿床

类型。(2)联系性 :无论任何矿带、矿田内矿床成矿

系列在空间分布上、时间演化上与矿物共生关系上

都具有相互联系 ,组成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 ,形式多

样 ,内容丰富 ,受一种主导成矿因素制约。成矿系列

阐明了成矿作用的继承性 ,即成矿作用的发生、发

展、演化和消亡的规律。(3) 有序性 :成矿系列从高

层次到低层次的有序排列 ,由大区域成矿区带 —矿

带 —矿田组成 3 个层次的自然系统。相应地由成矿

系列组合 —成矿系列 —成矿亚系列 (包括矿床类

型) 。(4)过渡性 :同一成矿期内成矿作用由渐变到

突变演化 ,矿床类型随地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递变。

成矿系列内端员矿床之间常出现过渡型矿床。(5)

互补性 :在一个成矿区带中 ,成矿物质有两个特点 :

一是成矿物质的常量性 ;二是成矿作用强度的不均

衡性。由于成矿作用受构造、岩浆、变质作用和围岩

等因素控制 ,各地区主要控矿因素的差异 ,造成各矿

床类型之间元素成矿的地域性特点 ,即一类矿床中

某些元素富集 ,而另一类矿床中另一类元素富集。

它们互为消长 ,互为补充。(6) 预见性 :成矿系列反

映成矿作用的主导因素 ,掌握了成矿主导因素与矿

床地质特征 ,就能建立接近实际的成矿模式 ,利用这

一模式找矿就会取得重大突破。

成矿系列研究的关键是控矿因素研究 ,根据控

矿因素就可推断一定条件下一定环境内可能出现的

矿床类型。因此 ,用成矿系列理论预测隐伏矿床具

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1. 4 　矿床成因模式理论

80 年代以来 ,国际上兴起了以矿床成因模式进

行成矿预测和找矿的热潮 ,国际地科联 ( IUGS) 于

1984 年设立一个国际的《矿床模式项目》(1985～

1994) ,目的是交流矿床模式 ,用于矿产资源的勘查、

评价和开发 ,促进矿床模式专门技能的系统化 ,已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国际上 ,以 D P Cox 和 D A Singer

(1987)为代表 ,国内以陈毓川 (1987 ,1989 ,1993) 、张

贻侠 (1993) 、裴荣富 (1994) 等为代表 ,他们都对矿床

模式进行了系统论述[12～14 ] 。

矿床成矿模式 ,即矿床形成过程的模式。确切

地说 ,它是对矿床赋存的地质环境、矿化作用随时间

空间变化显示的各类特征 (包括地质、地球物理、地

球化学和遥感地质)以及成矿物质来源、迁移富集机

理等矿床要素进行概括、描述和解释 ,是成矿规律的

表达形式 (陈毓川 ,1993) 。

在研究山东乳山蓬家夼金矿及其周边地区金矿

时 ,我们确定了一种新类型的金矿 ,该类型金矿主要

特点为 : (1)矿床赋存于盆地周边特定的层位中 ,特

别是在晚元古代变质岩系的软弱层中 ,如大理岩、含

石墨片岩层中 ; (2)矿床产于区域性拉张盆地的形成

过程中 ,矿体的产出严格受盆地边缘层间滑脱构造

带这一特定构造环境的控制 ; (3)控矿构造具有多期

活动的特点 ,如乳山蓬家夼矿区滑脱构造带具有先

拉、后张、再横切的独特演化过程 ,每期构造都具有

特定的成矿学意义 ; (4)矿体的形成和定位受控于区

域性拉张 —挤压 —走滑应力场 ,在平面上和剖面上

呈轴向协调、大小不一的各种透镜体 ,如蓬家夼金矿

矿体构造为角砾状构造 ,角砾多呈棱角状 ,矿体形态

为大小不等的透镜体状 ,且常被晚期断层斜切 ; (5)

矿体具有浅埋藏、低品位、大矿量、易采选的特点。

如蓬家夼金矿矿体出露地表或近地表 ,矿体深度一

般小于 300 m。我们将这种类型金矿称之为“层间

滑动角砾岩型金矿”[15 ]。

根据这种类型金矿的地质特征 ,提出了这种类

型金矿的形成机理 :中国东部在中生代侏罗纪时由

前侏罗纪的古亚蒙古洋构造域和古特提斯洋构造域

转变为环太平洋构造域 ,成为欧亚板块的一部分 (东

部边缘) ,在早侏罗纪时期 ,大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

冲、碰撞 ,形成一系列 NE向构造 - 岩浆岩带。在 1.

2 亿年左右 ,由于大洋板块俯冲作用消失 ,发生弹性

回弹 ,地壳深部拉开、东移 ,形成日本列岛和朝鲜半

岛 ,在我国形成莱阳盆地等。在盆地周边由于薄弱

面 (不整合面及软弱层) 存在而产生层间滑动 ,为成

矿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成矿空间 ,层间滑动带即是成

矿的通道 ,也是成矿的空间。

根据确定的成矿标志和成矿机理 ,开展了层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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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角砾岩型金矿成矿预测工作 ,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 ,成功地预测了蓬家夼金矿床 ,使其由一个只有

2. 5 t 的小型金矿床增储为 20 t 的大型金矿床。而

且还有良好的资源前景。同时 ,这一新类型金矿的

确立 ,已引起周边地区黄金产业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

相应的层间滑动成矿带上相继开展了金矿成矿预测

工作 ,也已取得明显的效果 ,目前在山东牟平、海阳

两地区 ,已在同一成矿带 (层间滑动带) 上找到多处

矿床 (点) 。同样 ,该认识对我国东部存在的层间滑

动带的找矿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2 　隐伏金矿定位预测的科学找矿技术与方

法

隐伏金矿床定位预测是一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

要一套完整且又实际的技术方法 ,包括地质、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3S 及 CP 等技术 ,它们的完整组合构

成了隐伏金矿定位预测的科学找矿技术体系。

隐伏矿的定位预测一直是矿产资源预测中的一

项急迫而又艰难的课题 ,目前所有技术方法都是间

接找矿 ,近年来发展了一系列寻找隐伏矿的新方法 ,

如酶浸提取法[16 ] 、元素有机态法 (MPF) [17 ] 、活动金

属离子法 (MMI) [18 ] 、金属活动态法 (MOMEO) [19 ] 、地

气法 ( geogas) [20 ,21 ] 、生物地球化学法 [22 ] 、离子晕

法[23 ]等。这些方法均设定有某种机制将矿体及其

原生晕中的物质带入近地表带 ,通过地表采样分析

(通常为土壤样) ,分析信息量大的某种部分 (部分提

取)来强化与深部矿化有关的异常。这些方法在操

作上均在地表取样 ,适用于地表厚层土壤覆盖区 ,并

且需要一系列高精度的分析手段 ,虽然都取得一定

的应用效果 ,但总体上来说 ,成本较高 ,不能广泛采

用。通过实际工作 ,我们总结出一套适用、快速的技

术方法。

2. 1 　理论预测法

以成矿预测的理论直接指导找矿。如层间滑动

成矿理论 ,该理论是在山东乳山地区金矿研究工作

中总结出来的 ,并直接应用到找矿实际中 ,根据这一

理论确定了层间滑动角砾岩型金矿这一新的金矿类

型 ,并进行隐伏矿体的预测 ,预测取得了成功。同

样 ,这一理论对指导在我国东部中生代盆地周边寻

找层间滑动断层中层间滑动角砾岩型金矿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2. 2 　经验类比法

经验类比法是一种常规的预测方法 ,经常贯穿

于成矿预测工作的始终 ,是其它方法的基础。运用

这一方法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2 ,3 ] :要准确理解和

掌握普查预测准则 ,研究相似的地质环境下 ,可能产

出相似的矿床成矿系列或矿床类型 ,同一类型的矿

床易于类比 ,矿床类型不同 ,成矿环境差异较大 ,不

能类比 ;控矿因素和成矿条件类似的矿床可以类比 ,

控矿因素不清 ,成矿条件复杂的矿床不能类比 ;成因

类型简单的矿床易于类比 ,成因类型复杂的矿床难

于类比 ,若不能类比 ,应寻找新的方法进行研究 ;对

于找矿标志不明显的矿床 ,应利用其它技术方法 ,寻

找新的找矿标志 ,只要找矿标志的地质意义大 ,就能

找到隐伏矿床 (体) 。类比矿床既要考虑国内矿床 ,

也要考虑国外类似矿床。

2. 3 　构造解析法

通过构造解析建立矿体三维模型进行立体找

矿 ,是一种有效的隐伏金矿定位预测方法。矿床的

形成需要多方面的有利因素的综合 ,构造是其中最

重要的因素 ,在具有成矿物质和含矿流体的前提下 ,

构造是成矿的关键因素。因此它可以成为隐伏金矿

定位预测的重要依据 ,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预测方

法。

构造解析的内容包括 :控矿构造样式、特征、活

动序列、构造应力场特征及演化、构造对成矿的控制

作用等。与隐伏金矿有关的构造主要有 :

(1)矿体侧伏构造 　金矿床矿体在三维空间上

产状变化的规律 ,矿体的侧伏受成矿前与成矿期构

造控制 ,部分矿体由于侵蚀作用而出露地表 ,但主要

为隐伏矿体。因此 ,对矿体侧伏构造的研究有助于

隐伏矿体的发现。乳山地区石英脉型金矿矿体产出

受侧伏构造控制 ,据矿体侧伏规律进行的成矿预测

已取得初步成效[24 ] 。

(2)火山机构构造 　与隐伏金矿预测有关的火

山机构构造主要为隐爆角砾岩筒构造、次火山岩体

构造、环状、放射状断裂构造。

隐爆角砾岩筒 (带)构造是火山机构中最重要的

一种控矿构造类型 ,如福建紫金山金矿[25 ] 、山东七

宝山金铜矿[26 ] 、平邑归来庄金矿[27 ] 、平邑卓家庄金

矿[28 ] 、河南祁雨沟金矿[29 ]等 ,它们均是受隐爆角砾

岩型金 (铜)矿床。隐爆角砾岩筒 (带)常位于次火山

岩边部或浅部 ,是一种与次火山作用或超浅成岩浆

侵入作用有关的地质体 ,又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形式 ,

形成于近地表条件下 ,往往与次火山岩或斑岩体有

关 ,其形成既与岩浆蒸气爆破作用有关 ,更与流体化

作用有关。如黑龙江团结沟金矿、山东七宝山金铜

矿、江西洋鸡山金矿、山东平邑卓家庄金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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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火山岩体也是火山机构中一种重要的控矿构

造 ,次火山岩体形态不一 ,层状、似层状、环状、放射

状等 ,常为岩脉、岩株、岩颈等 ,其成矿有利部位是同

围岩接触带、顶部及边缘环状或放射状裂隙。如山

东平邑铜石地区磨房沟金矿、梨坊沟金矿等层状灰

岩中浸染型金矿形成与斑岩体作用有关 ,均位于斑

岩体与灰岩接触带附近[30 ] 。

(3)复式侵入体构造 　复式侵入体产出受区域

构造控制 ,一般有两期以上的岩浆侵入活动 ,晚期岩

体常隐伏于地下深部 ,而成矿往往与晚期岩浆活动

有关。因此 ,对与复式侵入体有关的金矿床 (体) 的

预测重点是研究其晚期岩体形成的构造空间 ,特别

是晚期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构造 ,查明其控矿构造

的样式 ,更好地进行成矿预测。如山东沂南铜井金

矿田、金场金矿田 ,金矿形成分别与铜石杂岩体和金

场杂岩体有关 ,夕卡岩型矿体形成主要与杂岩体晚

期岩浆活动的产物 ———石英闪长玢岩有关 ,其矿体

产出的有利构造部位是闪长玢岩与寒武系灰岩接触

带部位 ,特别是岩盖 (舌)构造发育部位。

(4)断层扩容带构造 　断层扩容带构造是一种

重要的控矿构造类型 ,特别是石英脉型金矿床矿体

就位的主要构造类型[31 ,32 ] 。该构造是在构造作用

过程中 ,多期构造活动的结果 ,一般早期活动形成舒

缓波状的压性结构面 ,晚期活动构造应力场发生变

化 ,以张 (张剪)性构造活动为主 ,在一些局部构造部

位 ,产生大的拉张空间 ———扩容带 ,这些扩容带是金

矿脉 (体)就位的最有利空间 ,扩容带规模大可形成

规模较大的单脉型矿体。扩容带不仅在平面上存

在 ,在剖面上 (地下深部) 同样存在扩容带。地表扩

容带易于识别 ,而深部隐伏扩容带识别则需要认真

研究综合地质、矿床特征等 ,才能查明。只有查明了

地表及隐伏构造扩容带的特征、分布以及对矿体

(脉)的控制作用 ,才能指导找矿勘探工作 ,进行隐伏

矿体的预测。

(5) (现代)沉积物覆盖层之下的含矿构造 (带)

　这种构造也是隐伏矿体定位预测的一种重要构造

类型。含矿构造 (带) 在地表有时被沉积物覆盖 ,且

有时覆盖的范围较大 ,而地表并无明显的迹象表明

构造仍然延伸 ,实际上该构造可能仍然延伸且是有

利的含矿地段 ,因此需要将此识别出来。另一种隐

伏构造是在早期构造作用中形成 ,被后期沉积物覆

盖 ,但在后期沉积物沉积过程中 ,该构造仍然活动 ,

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 ,称之为生长断层 ,生长断层之

下的原生构造可能是主要的容矿空间。因此 ,在生

长断层发育区 ,注意寻找原生含矿断层 ,确定原生断

层的空间定位特征 ,进行隐伏矿体的定位预测。

2. 4 　地球物理技术方法

2. 4. 1 　浅层地震技术①

高精度地震勘探是近年来地震勘探领域中发展

起来的新技术 ,高分辨率地震勘探是用高信噪比、宽

频带数字地震勘探仪器进行野外资料采集 ,并用相

应的手段进行资料处理 ,从而对地下构造作出精细

的地质评价。在当前地质找矿目标由浅至深 ,地质

条件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 ,地震勘探方法是解决深

部构造不可缺少的方法。该方法能探测深度在近地

表到 3000 m 左右 ,比一般方法探测深度大 ,它可以

经图像处理得到地下较为精细的二维结构构造 ,提

供地下构造的形态和分布情况。

常规地震勘探中 ,地震波主频一般为 20 Hz 左

右 ,当地震波的传播速度为 3000 m/ s ,勘探埋藏深度

为 500 m 时 ,可分辨的地质体垂直方向必须大于 1/ 4

波长即 25 m ;水平方向必须大于地震波菲湟耳带

(与地质体埋藏深有关) 的直径 316 m。由于地震波

的高频成分随传播距离的增加迅速衰减 ,所以上述

分辨率还将随地质体埋藏深度的增加而降低 ,这样

的分辨率远远满足不了找寻隐伏金属矿的详探要

求。高分辨地震勘探所采用的地震数据采集系统具

有高信噪比、宽频带的特点 ,地震波主频可达几百以

至上千赫兹 ,当地震波的传播速度同样为 3000 m/ s ,

地质体的埋藏深度为 500 m 时 ,采用 300Hz 地震波

主频计算则垂直分辨率达 2. 5 m ,水平方向分辨率

可达 50 m ,因此可以对矿区构造作出精细描述。

采用高分辨浅层地震勘探方法 ,在金矿进行隐

伏矿 (构造蚀变带) 的探测研究工作时 ,进一步了解

了深部地质界面和地质结构的变化 ,提供了有用的

找矿信息 ,为深部找矿预测提供了较准确的地球物

理资料。在此基础上通过先进的数据处理手段 ,结

合地质、化探等综合信息 ,进行完善的地质解释 ,提

供较详实的深部地质构造解释 ,为找金提供了基础

性、实用性的可靠资料。

2. 4. 2 　CSAMT与 TEM 技术

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 (CSAMT) 、地面时间域

电磁法 (TEM)属于两种地面电磁法 ,是 80 年代以来

发展起来的一种寻找金属矿的电法勘探高新技术 ,

具有穿透能力强、勘探深度大、分辨率高的特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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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法在国内外找矿工作中已取得的一定成效。前

者适用于寻找和圈定与金矿化有关的蚀变作用引起

的电阻率异常带 ;后者适用于寻找良导类型的金矿

床 (金矿化蚀变带或富集带) 。

CSAMT法基于电磁波传播理论 ,当地表电阻率

固定时 ,电磁波的传播深度 (或探测深度) 与频率成

反比 ,高频时 ,探测深度浅 ,低频时 ,探测深度深。人

们可以通过改变发射频率来改变探测深度 ,达到频

率测深的目的①。在实际应用工作中已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2. 4. 3 　伽玛能谱测量法

实践表明 ,伽玛能谱测量法是一种简便、快速、

有效的寻找隐伏金矿床的方法[33 ] ,通过工作 ,总结

出不同类型金矿具有不同的伽玛能谱特征[34 ,35 ] ,进

而反映了成矿物质的来源不同。其中与碱性斑岩岩

浆活动有关的金矿床具有明显的伽玛能谱铀、钍、钾

及 F 参数正异常 ;与中基性岩浆活动有关的夕卡岩

型、斑岩型金矿床具有明显的伽玛能谱 U/ K( K/ U)

参数正异常 ;与中基性脉岩活动有关的石英脉型金

矿床具有一致的伽玛能谱 K/ U 参数正异常 ;与层

间滑动作用有关的层间滑动角砾岩型金矿伽玛能谱

特征则是 F 参数正异常。这些不同类型金矿的不

同的伽玛能谱特征对寻找不同类型的金矿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2. 5 　非常规地球化学方法

(1)地电化学参数测量法[36 ] 。地电化学参数法

是以岩石、矿石电化学活动性而产生的天然电场为

基础的一种方法 ,而自然电场的分布往往与某些导

电型的金属硫化物 (如黄铁矿、黄铜矿等) 、金属氧化

物赋存有密切关系 ,在这些矿化赋存的地方 ,自然电

场往往十分明显和强烈。金矿的围岩蚀变常发生黄

铁矿化 ,尤其是浸染状黄铁矿 ,黄铁矿氧化时产生诸

如 K+ 、Na + 、Fe3 + 、NH + 、H + 、Li + 、Au + 、SO2 -
4 、OH - 、

Cl - 等离子。在地下水的作用下 ,生成的离子经过

漫长的时间 ,从蚀变岩和矿体向四周扩散 ,形成了一

个离子晕。电导率异常是多种离子成晕的产物 ,是

一个示矿较强的物理化学综合指标 ,反映矿化信息

远比单元素反映的要强。并且 ,地电化学参数法具

有简便、快速、现场化的特点。

(2)铊地球化学异常法[37 ,38 ] 。铊与金都是亲硫

元素 ,二者在氧化状态、离子半径 ( Tl + 为 0. 147 nm ;

Au +为 0. 137 nm) 、化学稳定性方面十分相似 ,近几

年来的研究发现 ,许多大型、超大型金矿和一些多金

属矿都有铊的异常显示 ,特别是卡林金矿、麦克劳林

金矿、赫姆洛金矿以及我国即将成为超大型的烂泥

沟卡林型金矿等。尽管这些矿床成矿地质条件不

同 ,但都表现出金与铊密切的地球化学联系 ,这就使

得铊成为找金的重要指示元素。铊的指示作用 ,一

方面表现在铊与金异常一起可以确定找金及其他有

色和贵金属的有利标志 ;另一方面表现在铊属于垂

向分带序列的较靠上部位置 ,因而可以通过研究铊

及其他元素的分带特征 ,确定剥蚀深度、贵金属和有

色金属矿体可能赋存的空间位置和寻找深部盲矿

体。

另外 ,构造地球化学方法、找矿矿物学方法、遥

感方法及其它非常规地球化学技术方法还有野外 X

荧光光谱测量法、地电化学提取法、汞气法、红外光

谱法、植物地球化学法、卤族元素法等等也为许多单

位应用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39～46 ] 。总之 ,隐伏矿

体定位预测是一项科学系统工程 ,它有自己的科学

找矿理论和技术 ,在工作中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些理

论和技术 ,探索矿体空间定位机制、定位规律、多源

预测信息的有效提取、隐伏矿体定位预测的有效技

术方法组合将是今后隐伏矿定位预测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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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PROGNOSIS OF THE CONCEALED GOLD ORE
SHEN Yuan - chao , ZENG Qing - dong , LIU Tie - bing , LI Guang - ming , YANGJin - zhong

Abstract :Location prognosis of the concealed gold ore is a scientific systematic project , it includes theories ,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the scientific explo2

ration ore. The theories of the scientific exploration ore include similar - analogy theory , geo - anomaly theory , deposit metallogenic series theory , inter - layer

slip metallogenic ore theory , etc. . The techniques include non - routine geo - chemical techniques such as electrogeochmical parameter method , Tl method , etc. ,

and geophysical techniques such as shallow layer earthquake technique , CSAMT technique , gamma energy spectrum measure , etc. .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theories ,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new techniques and traditional methods is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location prognosis of the concealed gold

ore.

Key words : location prognosis , concealed gold ore , scientific exploration ore , theory scientific exploration ore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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