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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探方法在东坪金矿的应用效果
¹

赵天心
‘

宫元吉
(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第八支 队 )

提 要 东坪 金矿是东坪式金矿床的典型案例
,

研究找矿方法
、

总结勘查经验
,

对丰富矿床理论
、

指

导找矿具有实 际意义和理论意义
。

东坪金矿是产于碱性杂岩体内接触带上的石英脉及硅钾化蚀变

岩型 特大金矿床
,

在勘查过程 中
,

综合物化探方法 (次生 晕
、

激 电中梯
、

下 能谱 ) 地质效果 显著
,

起到

缩小靶 区
,

指示赋矿地段及隐伏盲矿体预测
。

为地质工作起到 了导 向作用
。

关挂词 东坪 金矿 物理化学 特征 应用效果

1 矿 区地质概况

东坪金矿床位于华北地台北缘燕山台摺带与内蒙地轴过渡部位
,

尚义一崇礼一赤城深大

断裂南约 8 公里
,

水泉沟碱性杂岩体南内接触带 中
。

岩体 内的 N W W 向 (中山沟一上水泉 )断

裂严格控制着金矿床的分 布
,

其次级 N N E
、N E 及 N W 向断裂为储矿构造

。

金矿脉多赋存于隐

伏的 N N E 和 N W 向两组断裂的交汇部位
。

上部为含金石英脉型
,

中部为石英脉 + 硅钾化蚀变

岩型
,

而下部则为含金蚀变岩型
。

金成矿与上太古界桑干群变质岩基底和碱性杂岩体形成演化

密切相关
。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 由麻粒岩相
一

角闪岩相一套变质岩石组成
。

水泉沟碱性杂岩体 由角闪二

长岩
、

二长岩
、

石英二长岩和正长岩组成
。

断裂发育
,

严格地控制着矿体产状
、

规模及分布
。

区

内已发现矿脉 7 0 余条
,

其中 1 、 2 、 3 号脉群及 22
、

70 号脉带矿化强
、

规模大
。

尤以 1 号脉群及 70

号脉带为最有望发展成超大型金矿床
。

金矿床类型有石英脉型 + 蚀变岩型和破碎带蚀变岩型
。

金矿石属贫硫化物类型
,

矿物组合有黄铁矿
、

褐铁矿
、

方铅矿
、

黄铜矿
、

闪锌矿
、

自然金和蹄金

矿
。

主要载体矿物有石英
、

黄铁矿
、

方铅矿等
。

石英脉
、

黄铁矿
、

钾长石化和绢英岩化可视为找

矿标志
。

2 地球化学
、

物理特征

2
.

1 地球化学特征

¹ 收稿 日期 19 9 7一0 3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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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掌握东坪金矿床元素分布分配特征
,

在 30 平方公里矿 区范围内开展 了 1/ 万土壤和

岩石地球化学测量
,

摸清区 内金矿特征
、

元素组合及与金的相关性
,

为扩大矿 区远景提供 了重

要靶区
。

从 10 件样品元素相关分析得出结果看出 (图 1 )A u 一

A g 相关性最好
,

(R Au
、

A g

尧 0. 8) 表

明 A u 、

A g 相互依存
。

A u / A g 在 5 , 1 ~ 1 。 , 1 范围内
,

A u 与 Cu 、

P b 相关性较差
,

V
、

Ti
、

M n 则

与 A u 不相关
,

但在矿石 中偶尔也能见少量穆磁铁矿和钒钦磁铁矿与 A u 共生
,

表 明该矿床元

素组合有其独特的规律
。

基岩中微量元素

cuSrPbBazrAu彻vTIMn

含 量 (表 1) 各异
。

上

太 古界涧 沟河组
、

花

家营组地层金的平均

含 量较 高
,

高 出地壳

金丰度值 1 ~ 3 倍
,

与

金 相 关 的 C u 、

P b
、

Z n
、

M o 、

Ba 等元素含

量也偏 高
,

混合岩 中

金的平均含量最高为

1 0 X 1 0 一 9 ,

A g 为 1 2 3

X 1 0 一”
,

C u 、

Pb
、

Z n 含

量低
,

变粒岩
、

片麻岩

中金的平均含量接近

S X lo 一 。
,

A g 为 9 7 x

1 0 一 ”
。

而 Cu 、

Pb
、

Z n

图 1 东坪金矿床橄t 元素相关谱 系图

Fig
.

1 Pe d ig r ee o f m ie r o 一 e le m e n t s in Do
n g p in g A u d e p o s it

含量较高
,

麻粒岩金含量低
,

平均 4 x lo 一 , ,

A g 最高为 1 34 x 10
一 ’ ,

C u 、

Pb
、

Zn 含量中等
。

说明在

混合岩化过程 中
,

微量元素发生活化
、

迁移
,

使金元素重新分异
,

并为金矿提供了部分物质来

源
。

因此认为东坪金矿属岩浆
一

混合岩化热液充填及交代型金矿床
,

是混合岩化
、

岩浆演化的产

物
,

具有多期多源成矿特征
。

从岩浆热液与金的富集规律上分析
,

金易在岩体 内外接触带 B a 、

S r 的低值区富集成矿
,

这就 明确地指示了找矿方 向
,

认为窑弯子 以南的化探低缓异常区应是

成矿有利地段
。

2. 2 地球物理特征

(1 )东坪矿区岩
、

矿石电阻率特征 明显 (表 2 )
。

从表中看出含金石英脉与围岩 (石英二长

岩
、

二长岩)电性差异较大
,

即含金石英脉电阻率平均值为 7 0 0 0 n
·

m
,

极小值 4 82 n
·

m
,

极大

值 1 7 8 1 6 5n
·

m
。

高出围岩 10 一 30 倍之多
,

但总体表现为高电阻率
,

而蚀变岩 中电阻率变化范

围小
,

如 7 0 号脉
,

平均值 7 2 88.fl
·

m
,

极小值 2 7 0 5 n
·

m
,

极大值 1 3 8 7 o n
·

m
,

因硅化程度强
,

易

形成较高的电阻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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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区域地 层徽t 元素平均含 , 表

T a ble
.

1 E v er a g e e o n ten ts o f m ie r o
一e le m e n t s in r e g io n a l st r a ta

层层 位位 样品品 平 均 含 ttt

数数数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AAAAAAA uuu A ggg Cuuu Pbbb Z nnn h 1 000 A sss M nnn T iii B aaa C rrr N iii VVV

中中生 界株罗 系系 777 3 888 1 4 0
.

000 777 l999 6 99999 OOOOOOOOOOOOOOO

上上元古界长城系系 888 0 888 8 6
.

000 4 999 2 111

}}}}} }}}}} 1111111 }}}}}
下下元元 红 旗营子组 A rhhh 1 555 0

。

777 5 8
.

0 000 3888 1000 2 3 77777 < 111111111111111

古古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上上上 润沟河组 A r创创 3 111 7

.

000 1 1 666 5 7
.

5 555 2 2 2 666 7 7
.

4 222 7 7 444

}}} }
7 ‘2

·

”ooo 4 7 7 4
.

1 999 9 3 2
.

2 666 9 0
.

3 222 6 3
.

7 333 2 2 4
.

8 444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古古古 花家营组 A rg 333 4 lll 9

.

333 2 1 2
.

444

}
2 5

·

5 444

}
4 8

·

7 888 7 0
.

7 333 4
‘

8 88888 5 3 1
.

2 333 3 7 9 2 6 888 1 1 4 1
.

8 444 4 5 6 111 2 7
.

8 000 15 3
.

4 111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水水水地庄组 A r
解解 3 222 1

.

111

} /// 3 1
.

7 555 1 5
‘

0 000 5 3
.

4 444

}
5

·

。。

一一一
4 5 9 3 888 3 1 9 0 6 333 1 0 5 6

.

2 555

}
97

·

“‘‘ 5 0 3 111

}
2 1 7

·

5000

西西西葛峪组 A rg lll 3 888 1
.

111 /// 3 8
.

0 000 1 2
.

2 999 2 3 9 555
}

5
·

1 3

一一一
2 8 1

.

5 888 2 11 0
.

5 333 9 0 0
.

5 333 68
.

6 888 2 4
.

7 444 1 5 2
.

3 777

注 : 1
.

表 中元索含 t 单 位 : A u 、

掩 为 x 10 一 9
,

其他元索 为 x 10 一 6

2
‘

据河北省地 矿局 地质三队资料
。

表 2 东坪金矿区岩
、

矿石物性参数 测定表

T a ble
.

2 Ph y sie a l p r o p e r t y m e a su r e m e n t o f r o e k s a n d m in e r a ls in D o n g p in g A u
M in e

类类类 矿矿 块块 岩性性 电阻率率 极化率率 硅化率率 剩磁磁 丫
一
KKK

别别别 体体 数数数 (n
·

m ))) 刀(% ))) KKK J
...

(N /
e m 3 )))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平平平平平平均值值 范围围 平均值值 范围围 平均值值 平均值值 平均值值

围围围围 2 222 片麻岩岩 1 4 8 555 1 2 6~ 7 3 3 555 1
.

4 888 0
.

4 ~ 2
.

888 0
.

2 111 0
.

1 444 2
.

9 444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lllllll 000 片麻岩捕掳体体 1 5 2 888 7 9~ 2 8 4 444 3
.

9 000 1
.

5~ 1 8
.

555 1
.

9 777 0
.

7 888 3
.

7 111

1111111 222 角闪二长岩岩 8 6 000 4 3~ 1 5 0 999 1
.

8 999 0
.

8 ~ 3
,

888 0
.

5 333 0
.

0 444 3
.

9 555

3333333 000 二长岩岩 1 7 3 111 4 8 2 ~ 5 3 7 333 1
.

9 222 0
.

9 ~ 3
.

111 000 000 3
.

7 999

3333333 000 石英二长岩岩 4 5 0 888 1 1 7 2 ~ 9 7 8 888 1
.

6 000 0
.

9 ~ 2
.

999 000 OOO 3
.

3 666

单单单 222 l444 石英脉矿石石 5 5 2 666 1 1 1 4 ~ 2 4 8 7 555 2
.

1 444 1
.

0 ~ 8
.

111 OOO 000 3
.

1 222

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

型型型型 l222 蚀变围岩岩 1 2 0 222 3 9 9 ~ 1 5 0 888 1
.

9 888 0
.

9~ 3
.

555 000 000 4
.

0 444

‘‘‘

333 1OOO 石英脉矿石石 4 5 4 333 6 5 0 ~ 1 1 0 5 666 1
.

4 222 0
.

4 ~ 2
.

333 000 000 3
.

2 444

1111111 lll 蚀变围岩岩 9 2 111 4 5 3 ~ 1 8 0 000 2
.

5 777 0
.

3~ 3
.

888 000 000 3
.

8 111

22222 222 1 222 石英脉 矿石石 3 1 0 8 111 5 9 3 2 ~ 1 4 2 7 3 444 2
.

5 222 0
.

5~ 5
.

888 000 000 2
.

6 555

1111111 222 蚀变围岩岩 7 4 777 1 0 4 ~ 2 5 3 888 6
.

8 88888 000 000 4
.

0 444

蚀蚀蚀 111 2 555 石英脉 矿石石 3 3 5 9 666 8 4 6 ~ 1 7 8 1 6 555 2
.

6 555 0
.

3 ~ 3 1
.

888 000 000 2
.

9 111

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岩岩岩岩 2 000 蚀变 带带 8 1 444 2 5 8 ~ 1 8 5 222 2
.

1 888 1
.

5~ 3
.

666 000 000 4
.

5 999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77777 000 1 333 蚀变岩型矿石石 7 2 8 888 2 7 0 5 ~ 1 3 8 7 000 2
.

1 222 1
.

3~ 3
.

333 000 000 3
.

9 333

注
:
N 为计 数率

,

只表示相 对数 量
,

无量纲
。

(2 )区 内矿石属贫硫化物型
,

一般 中低极化率
,

含金地质体与 围岩的极化率差异较小 (表

2 )
,

一般矿石极化率的平均值相差均< 1 %
。

其中含金石英脉中含较多金属矿物时
,

极化率高出

围岩
,

标准差较大
。

矿化蚀变带略高于二长岩类围岩
,

电性差别较小
,

由于矿化蚀变带规模大
,

内含一定的石英脉矿体
,

所以该类蚀变带是矿区引起视极化率的主要地质体
,

这种微弱而又稳

定的差异为激发极化法在该 区的应用提供 了确切依据
,

因此说极化率异常就是找矿的 目标体
。

2
.

3 y 能谱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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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坪金矿围岩蚀变发育
,

钾长石化
、

硅化与矿化密切相关
。

钾长石起
、

硅化蚀变炭金品位一

般 3 X 1 0 一’~ 4 X IO一 9 ,

最高达 48 X IO一 6 。

近矿围岩 中除 K 外还存在两林放射性元素 U 和 T h
。

在成矿过程中多期次热液活动
、

蚀变作用造成 K
、

U
、

T h 三种元素在配比分布上有独特 的规

律
。

K 聚集带规模 比 U
、

T h 聚集带大而广
,

在矿脉上及近矿围岩蚀变带中
,

K 高而 U
、

T h 相对

偏低
。

而在超变质作用中
,

若有深源碱质流人时则 U 和 T h 在交代岩 中相对富集
,

使得 K
、

U
、

T h 三种天然放射性元素与金形成稳定的关系
。

因此
,

通过 K
、

U
、

T h 含量变化研究矿体 (化 )在

空间分布关系
,

实现间接找矿的 目的
。

2
.

4 磁性特征

岩体 中除角闪二长岩具一定弱磁性
,

其余蚀变岩及矿石均无磁性
。

3 物化探方法在矿 区的应用

3
.

1 地球物理异常特征

3
.

1
.

1 视电阻率异常特征

在矿区 10 平方公里 内开展 1/ 万测网 IO0 X 20 m 电法测量
,

圈出六个高阻异常带 (图 2)
。

均呈北西向展布
。

这些异常带与已知矿带对 比
,

发现异常带与金成矿过程中形成的硅化程度有

关
,

金矿脉多分布高阻异常带边缘
。

其中 22 号脉视电阻率不高
,

走 向近南北
,

一般为 1 0 0 On
·

m
,

最高 24 00 。
·

m
。

1 号脉上盘伏盖的 Ps
一

6 号高阻异常与 22 号脉相 比电阻率更低
,

一般 5 00 ~

1 0 0 0n
·

m
。

最高值在 1 号脉出露部位为 3 0 0 On
·

m
。

·

由于 1 号脉 1 6 2 2 米标高以石英脉为主
,

所以出现高阻异常
,

而下伏即 1 5 3 8一 1 4 64 m 标高为石英 + 钾化蚀变岩型或复脉+ 网脉 + 钾化

蚀变岩型
,

所以异常反应越来越不明显
。

目前除 5 号高阻异常未发现工业矿体外
,

其余 5 处高

阻异常分别与 1
、

3
、

2
、

70 号及 22 号脉带 (群 )基本吻合
。

其中 3 号异常带长 2 0 0 Om
,

宽 4 O0 m
,

走

向 3 2 00
,

ps m
ax

为 1 x 1 03 n
·

m
,

为正常场 的 1o 倍
,

与 70 号脉深部矿体走 向一致
,

经工程验证

(C D 1 0
、

Z K 1 9 1
、

Z K 1 9 3 )均见到厚大的工业矿体
。

3
.

1
.

2 视极化率异常特征

区 内以 1
.

0%和 1
.

3 %为异常下 限
,

圈定 n 处异常
,

异常主要分布该区 矿化集中区
,

呈北

西向展布
,

与矿体总体矿化特点相一致
。

异常源主要由矿体及两侧蚀变岩引起
,

均为中弱异常
,

其形态
、

规模基本与已知矿脉 (带)的赋存状态和规模一致
。

东坪矿区矿石类型 为硅钾化蚀 变岩和石英脉两种
。

石英脉以 2
、

22 号脉为代表
,

与 举
一

2
、

平
一

n 异常相对应
。

因矿体规模小
,

矿化不均匀
,

所以 引起 华 异常强度和规模也小 (异常只有

1
.

0 %一 1
.

5 %
,

宽度小于 20 0 米 )
,

异常形态对称无负异常
,

与矿脉出露位置大致对应
,

与稳定

的背景值对比
,

异常识别较清楚
,

因矿化蚀变不均匀
,

部分异常尚不能完全控制老向长度与规

模
。

复脉
、

蚀变岩型
,

以 1
、

70 号脉为代表
,

矿化基本以脉群或密集节理带形式 出现
,

规模大
,

多

以盲矿体形式赋存
,

可引起 华 强度 1
.

3 % ~ 1
.

5 %的异常
,

局部大于 20 %
,

宽度达 50 0 米左右
,

其下盘常出现负异常区
。

如 1
、

70 号脉群和 刀s
一

1 和 刀s
一

5 异常
。

该类异常规模
、

形态与矿脉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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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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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Z}
;

团
‘

回
;

1
.

视电阻率等值线 单位 O
·

m 2
.

视电阻率 异常编 号 3
.

矿脉编号 4
.

勘探线及编号 5
.

居民点

图 2 东坪金矿视电阻率异常特征

Fig
.

2 A p p a r en t r es is ta n e e fe a tu r e s o f A u o r e b od ies in D o n g p in g A u
M in e

状态基术相一致
。

3. 1
.

3 地面磁异常特征

矿区 可分为两种磁场
,

磁异常总体展布为北西向
,

说明岩体成岩
、

成矿作用过程 中受北西

向构造控制
。

其中北部异常弱
,

但平稳
,

一般 O一 2 0 On T
。

南部异常强度大而零乱
,

强度大于 4 00

~ 1 2 0 On T
,

反映了岩体与片麻岩接触线比较复杂性和片麻岩中磁铁矿分布的不均匀性
。

3
.

1
.

4 地面 羊能谱异常特征 (图 3)

表 3 金异常验证结果表

T a ble 3 C h e ek o f A u a n o m ly b y d rillin g
, a ditin g

异异常编 号号 验证方法法 金品位 (X 1 0 一 9 ))) 矿脉编号号

AAA u 一
444 槽探探 3 6

.

999 1 000

AAA u 一 555 槽
、

坑
、

钻探探 平均 品位 7
,

普查储量 X X 吨吨 7 000

AAA u 一 666 槽
、

坑
、

钻探探 4 000 盲矿矿

AAA u 一 777 槽
、

坑探探 l555 侣1
,

8 222

AAA u 一 999 槽
、

坑
、

钻探探 平均 品位 888 2222

AAA u 一 1444 钻探探 2
.

999 盲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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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坪金矿
r 能谱测量面积 40 平方公里

,

是用 10 0 X S。(10 )m 测网 , 圈出 7 处能谱异常 (图

3)
。

异常形态最大特点是客观反映了矿脉 ,, (体的大致走 向
。

其 中 I
、

l
、

W
、

V 为较大异常
,

呈

U 字型北西向展布
。

l
、

W 异常与电法 ps
一

3 高阻异常带吻合
,

两种异常反映了矿脉产状特征
。

根据地质学观点认为
,

如果东坪金矿属于张性断裂
,

在导矿与储矿通道的某一深度可能存在矿

源结
。

验证结果 C D 10 见矿厚累计达 70 余米
,

最厚一层 47
.

3m
,

而地表仅见到几至十几厘米
,

因此 I W 异常交结端部应为矿脉膨大部位的客观反映
,

这一信息为工程验证提供了依据
。

3
·

2
‘

化 探

异常特征

在 矿 区

3 0 公 里 范 围

内 开 展 l/ 万

土 壤测 量
,

以

4 X 1 0 一
9

为 异

常下限圈异常

1 5 处
,

矿 脉集

中区 圈出 9 处

异 常 (图 4 )
,

异 常 形 态
一

展

布方 向与矿脉

基本 一 致
,

异

常位于矿脉边

缘
,

位 移 6 0一

1 0 0m
。

异常强

度及规模反映

矿体规模
。

1
.

第 四 系 2
.

正长 岩
,

石英正长岩 3
.

石英脉及 编号 4
.

角闪斜长片麻 岩夹斜长 角闪岩 5
.

角 闪

正长斑岩 6
.

羊能谱异常等值线

图 3 东坪金矿区 不能谱 . 等值线图

F ig
.

3 Iso lin e o f 下
一s
伴

et r u m h a lo in DO
n g p in g A u

M in e

A u
一 1

、

2
、

3 号异常为已知脉 1
、

2
、

3 号脉群引起
,

异常强度最大 200 X 1 0 一 ’
,

A u
一 5 异常与

70 号脉群相对应
。

4
、

6
、

7
、

9
、

14 号异常规模
,

强度也较大
,

工程验证均见矿 (表 3 )
,

是有价值的

矿致异常
。

而 O
、

1 2
、

13 号异常表征为低缓异常
,

因其处于第 四系覆盖层中
,

是寻找隐伏或盲矿

体的有望靶 区
。

各异常特征见表 4
。

3
.

3 原生晕异常特征

通过对 47 0 件坑道及钻孔原生晕样品测量结果
,

东坪金矿体具有下列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

(1) 元素组合有四种类型
:
A u 、

P b
、

M 。 组合 ;A u 、

Pb
、

A g 组合
,

A u 、

A g
、

T e 组合与 A u 、

M 。 、

Pb
、

Z n 、

A g
、

A s 、

Si
、

Bi 组合
。

从元素组合来看
,

各脉略有不 同
,

石英脉型金矿石较复杂
,

蚀变岩型

较简单
,

北部较复杂
,

南部较简单
。

(2 )元素的轴向分带
: 1 5 0 0 米标高 以上为

:
A s 、

C u 、

Pb
、

A u 、

S b
、

A g
、

B i
、

H g 和 M o ,

下 部为

A s 、

H g
、

C u 、

Pb
、

A u 、

Z n 、

A g
、

S b
、

M o 、

B i
。

(3 )元素的纵向分带
:

北部 (7 线 以北 )
:
A u 、

Pb
、

Z n
、

Sb
、

C u 、

M o ,

南部为 A u 、

C u 、

A g
、

T e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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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4 )横 向

分 带
:

内 带

A u 、

A g
、

M o ;

中 带 C u 、

B i
、

Z n 、

S b ; 外 带

P b
、

H g
、

A s 。

(5 )盲 矿

体判 断
:
C u 十

P b 十 Z n / M o

> 2

矿头及前

缘 晕
:
A s 、

C u 、

A g
、

Pb 组合

中部 晕
:

A u 、

Pb
、

Z n 、

S b
、

A g 组合

尾晕
:

Bi
、

H g
、

M o 组合

匹】
,

区日
2

压盛」
。

「刹
1

.

A u 含量等值线 2
.

A u 异 常编 号

}三司
3

3
.

矿脉及编号 4
.

勘探线及编号 5
.

居 民点

图 4 东坪金矿 区土坡测 . A u
含t (10

一 , )等值线平面 图

F ig
.

4 Iso lin e pla n o f 5 0 11 sa m p lin g in Do
n g p in g A u

M in e

表 4 东坪金矿主要 A u
土坡测 . 异常统计表

T a b le 4 M
a io r 5 0 11 a n o m lie s

异异常编号号 异常 面积积 异常点数数 平均值值 极大值值 异常形态态 地质情况 与推断解释释

(((((K m Z ))))) X 1 0 一 999 X 1 0 一 9999999

AAA u 一 111 0
.

1 777 8 555 3 9
.

5 666 ) 2 0 000 双 中心
,

北 北东 向向 与 1 号脉上盘
、

下盘对应应

AAA u 一 222 0
.

3 999 1 9 999 1 4 0 666 ) 2 0 000 北东走向
,

条形形 与 2 号脉走向
、

长度对应应

AAA u 一 333 0
.

2 999 1 4 666 2 2
.

3 666 > 2 0 000 近东 西向
,

椭 圆圆 部分地段的 3 号脉脉

AAA u 一 444 0
.

0 777 3 777 9
.

7 333 5 000 主体北东 向向 与 1 号下盘已 知脉对应应

AAA u 一 555 0
.

0 555 2 666 1 4
.

2333 1 0 000 南北 向
,

条形形 与 7 0 号脉群 已知脉对应应

AAA u 一 666 0
.

0 777 3 777 6
.

7 888 2 555 两个小异常常常

AAA u 一 777 0
.

1 000 4 999 2 0
.

9 666 1 5 000 南北 向
,

双中心心 2 2 号脉北西部位覆盖
,

推断矿 引起起

AAA u 一
999 0

.

0 222 888 4 2
.

0 000 2 0 000 圆形形 2 2 号脉部分地段段

AAA u 一 1 444 0
.

0 222 888 2 1
.

333 1 5 000 半变异常
,

南北 向向 第四系覆盖
,

推断矿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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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物化探方法的应用效果

通过对东坪金矿 区进行物化探工作
,

捕获 了一些物化探异常
,

经工程验证
,

取得 明显的地

质效果 (表 3 )
,

证明综合物化探方法在东坪金矿区 的应用
,

寻找隐伏和盲矿脉 (体)是成功的
。

土壤测量 A u 异常
,

基本反映 A u 元素在本 区的分布分配规律
,

以 与 A u 一

1
、

A u 一

2
、

A u 一

3
、

A u 一

9 异 常对应 的 1
、

2
、

3
、

22 号脉看
,

电法
、

y 能谱在相应的位置也有 明显异常与其吻合
。

如 1

号脉群上盘有极化率 华
、

电阻 那
,

土壤测量 H t 异常
,

y 能谱 K 道异常几种异常叠加
,

其它金矿

脉也有类似的反应
。

如 70 号脉除以上异常存在外 , 还与高阻异常吻合
,

主要是 70 号脉以硅钾

化为主
,

所以能引起高阻异常
。

从这推论
,

土壤测量 3
、

5
、

6
、

7
、

8 与 1
、

70 号脉都有类似的物化探

特征
,

所以还可找到新的金矿脉
。

鉴于上述找矿信息
,

建立四 高一低的找矿概念模型
,

即 A u 含量高
,

华
、

那 高
,

K 高
,

U 低
,

H t 不定的综合异常为矿致异常
。

5 几点认识

(1) 随着地勘工作深人
,

露头矿越来越少
,

找矿难度越来越大
,

充分利用地
、

物
、

化进行找矿

已成为最佳举措
。

东坪金矿的发现就是根据河流重砂资料追踪异常源找到的
,

在地质勘查过程

中
,

物化探提供的多种找矿信息
,

为进一步开展地质工作
,

扩大矿区远景奠定 了基础
,

是综合方

法找矿成功的实例
。

(2) 东坪金矿具有适宜的景观地球化学条件及有利的物性前提
,

土壤及岩石化学测量有效

地 圈定矿化范围
,

电阻率
、

极化率能够反映三维硅钾化蚀变体
,

两种方法异常重叠吻合
,

即是靶

位或 目标体
。

(3) 东坪金矿钾化蚀变与金矿化密切相关
。

因此
,

y 能谱测量对区 内找矿工作起到狭缩靶

区的作用
。

K 40 异常区即为找矿靶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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