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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CO，气体测量方法在低山丘陵区隐伏矿勘查的应用效果，采用改进的CO，快速分析仪分别对湖南

黄金洞金矿区金枚矿段和梨树坪矿段进行了CO，气体测量试验性研究和面积性测量研究。结果表明，CO，气体测

量方法在低山丘陵区能够发现深部隐伏矿和构造信息，并为梨树坪矿段圈定了3个找矿靶区，具有重要的实际意

义．为我国覆盖区隐伏矿勘查突破积累了数据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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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随着近几十年我国矿产地质勘查程度的加深和

地质找矿工作的不断深入。地表矿产资源的开发前

景不容乐观，已发现矿产资源量的开发几近枯竭，我

国的金属矿产地质勘查已经逐步进入了寻找隐伏

矿、盲矿和难识别矿产的攻深找盲阶段，找矿难度越

来越大。在新的一轮找矿勘查工作中，要想取得更

大的突破．必须加强覆盖区地球化学勘查技术的研

究。气体地球化学测量方法由于其强穿透性和垂直

向上迁移的机制，且在覆盖区能够快速发现找矿信

息．圈定断裂构造和矿化体，被认为是覆盖区找矿有

前景的地球化学勘查方法之一．受到勘查地球化学

界的重视。

当前，气体地球化学测量方法的常用指标有汞

气、CO：、S02、H：S、Rn、CH。、He和有机烃气等[1叫0I，

其中汞气测量方法研究最为系统，并在覆盖区地质

找矿工作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国内外隐伏矿勘

查和断裂识别工作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11-16]。CO，

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发的气体地球化学测量

指标，在国内外矿产地质勘查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效

果．1983年Lovell等在干旱一半干旱区隐伏矿上方

观察到了清晰的CO，异常[173：Hinkle等于1984年

在美国图森斑岩型铜矿上方观察到了强烈的CO，

异常[18。；1986年刘庆余在某金、铀床上使用快速滴

定管进行了CO，测量实验，取得了明显的地质效

果【19]：1986年高乾兰在多个地区野外工作中发现

CO，测量可适用于勘探阶段的晚期．能快速获得有

关寻找已知矿体的信息[2⋯：Polito等于2002年通过

便携式快速分析仪对造山带金矿床进行了CO，测

量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CO，异常范围与深部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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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相一致E21]：2006年张洁等采用气体快速分析

仪对草原覆盖区和南方红壤区隐伏矿床开展了CO，

测量试验性研究，结果表明CO，测量方法能有效发

现深部盲矿的信息心引。尽管CO，测量方法在国内

外地质找矿工作取得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其发展

前景也遇到了一些阻碍，测量仪器低效、测试精度不

够、测试材料昂贵和测试时间长等均不符合当前地

质勘查工作的发展需要。对于CO，测量而言迫切

需要一种高灵敏度、快速、经济、省时和高效的测量

测试分析方法。

目前。由于我国测试技术的加速发展，气体测量

技术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通过红外吸收光谱法检

测C0，，方法检出限可达到1×10～，能够帮助地质工

作者发现土壤中低含量的CO，。本次研究使用改进

的CO，快速分析分析仪对低山丘陵区湖南黄金洞

金矿典型剖面进行CO，气体测量方法试验，探讨

CO，气体测量方法在低山丘陵区隐伏矿勘查的有效

性，然后在黄金洞梨树坪矿段未知区开展1：2万面

积性CO，气体测量，通过解释气体异常，圈定找矿

靶区。为我国覆盖区气体地球化学勘查技术突破积

累经验和数据。

1 CO：气体测量方法原理

本次研究采用红外吸收光谱法对CO，进行检

测，CO，的特征吸收峰一般为4．26 Izm。红外光谱定

量分析是以朗伯一比尔定律为基础的。待测气体可

以直接吸收光源发射的单色红外光，因此CO，气体

的浓度可以通过直接测定吸光度获得。单色红外光

(波长4．26斗m)通过两个气室，一个是测量气室，里

面充以不断流过的被测气体。另一个参比气室，里面

充以无吸收性质的背景气体。仪器工作时，红外光

源发出的红外光通过窗口特殊材料入射到测量气

室，测量气室由抽气泵连续吸人待测CO，气体，c0，

气体能够吸收波长为4．26 Ixm的红外光。当测量气

室待测气体浓度发生明显变化时，其吸收的红外线

光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基准光束(参比气室

光束)的光量保持不变。从两个气室出来的光量差

一通过检测器．检测器就将产生明显的压力差，并转

化为电容检测器的电信号。电信号经信号调节电路

放大处理后．送往显示器以及总控的CRT显示器

上。此输出信号的大小与待测组分的浓度成正比

例，从而能够获得CO，的浓度数据[221。

2研究区地质地理概况

湖南黄金洞金矿地处湖南东北部平江县内，是

湖南省4大黄金生产基地之一。研究区为冷家溪群

地层组成的构造剥蚀低山丘陵地形[23|，最高为矿区

东部的山尖峰，其标高为694．45 m，最低位于矿区北

西角樟树潭冲积平原，其标高119．80 m，二者高差

574．65 m，总地势东高西低。区内地形切割厉害，沟

谷发育，切割深度大于150 m。第四系较为发育，第

四系沉积物主要为残坡积层及冲积层，主要成分为

黏土、砂土及岩屑等，覆盖层最薄的地方有2 m，最

厚的剖面达20m。研究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温

暖潮湿，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6．8。C，年平均降雨

量1 532．5 mm，年平均蒸发量1 268．7 mm，雨量集中

于每年4。7月，日最大降水量达223．9 mm。

黄金洞金矿区位居扬子板块东南缘，隶属江南

古陆造山带中段，处于扬子板块与华南板块的会聚

碰撞带上。矿区内主要出露地层为元古宇冷家溪群

第三岩组和第四岩组(图1)。区内构造较为发育，

主要构造为NWW向倒转复式背向斜构造，沿其轴

向方向成群分布着一系列EW向、NNW向、SEE向

挤压破碎带，控制着研究区内金矿的空间规模和分

布。区内岩浆活动强烈。且呈多期多阶段，主要有雪

峰期、加里东期、印支期和燕山早期中酸性侵入岩，

加里东期岩浆活动提供了本区金成矿的主要岩浆热

液来源，研究区金成矿与燕山期岩浆热液活动密切

相关。岩浆岩在矿区及外围很少出露，均被第四系

冲洪积物覆盖。围岩蚀变强烈，主要发育硅化、毒砂

化、黄铁矿化、方解石化和绿泥石化等。金矿化与黄

铁矿化、毒砂化、硅化密切相关，这些围岩蚀变对金

矿体的形成与富集起到关键作用，方解石化、绿泥石

化与金成矿基本无关Ⅲ。25]。

黄金洞金矿矿体主要产于中元古界冷家溪群浅

变质碎屑岩中，受层位控制明显。矿体控制长度大

概为30。1 000m，沿倾向延伸约为20—1 240m，矿体

呈似层状、脉状形态为主，具分支复合，尖灭再现特

点。主要矿石类型为含金石英脉型、含金蚀变板岩

型和含金蚀变碎裂板岩型矿石。主要金属矿物成分

为毒砂和黄铁矿，其次为方铅矿、闪锌矿和黄铜矿

等，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绢云母、方解石、白云石、

绿泥石等次之[2∽7I。矿体多被第四系冲洪积物覆

盖．且覆盖层组分均一，适合开展气体地球化学测量

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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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l 2～2”1 petrofabrie of the 4“fithological member of Lengjiaxi group

图1黄金洞金矿区地质图(改编自参考文献『281)

Fig．1 The geological map of Huangjindong mining area(adopted from a bibliography[28])

3采样方法和分析方法

在预设定点位上用铲子清除10～15 cm厚的表

层有机质和土壤后，用铁锤将钢钎打人疏松覆盖层

内0．6—0．7 m，拔出钢钎后立即将螺旋采样器旋入孑L

内O．4—0．5 m深处，用硅胶管依次将螺旋采样器、干

燥器、过滤器和CO：快速分析仪连接好，抽气前检

查是否漏气．然后开启仪器，通过抽气泵抽取气体

(图2)。仪器开始对CO：进行测量后，CO：的测试

壤中气

图2气体测量装置结构

Fig．2 Schematic of the device for gas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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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会逐渐增加，当仪器测试计数达到最大值后计

数会逐渐减少，最大值即为该测试点的实际测量值．

测量时间一般为30～60 S，现场读取测量数据。CO，

测量仪器型号为JFQ．3150E，分析检测限能达到1×

10～．能够应用于覆盖区隐伏矿地球化学勘查。C0，

气体测量过程中要详细记录采样深度、疏松沉积物

特征、植被状况等条件。每天还需记录开始工作时

间。早、中、晚的天气状况，0．5 ITI处的地温和湿度。

4测量方法试验研究

4．1重现性试验

为了验证CO，气体测量方法的重现性，本次研

究对黄金洞矿区梨树坪矿段11号线相同的采样点

进行了CO，重复性测量试验，时间相差一个月。从

测量结果来看(图3)，不同时间测量结果一致性较

好，不仅CO，含量分布趋势一致，而且含量也非常

接近。CO，异常峰值对应性也较好，证明了CO，气

体测量方法具有一定的重现性。

图3黄金洞矿区梨树坪矿段11号线co：重复性测量结果

Fig．3 Distribufion of repeated measurement results of C02

in soil gases along No．11 line at Lishuping ore block

4．2已知矿段有效性试验

为了探讨CO，气体测量方法在黄金洞矿区的

应用效果．根据试验区地形及控矿地质条件，在已知

矿(化)体上方，采用剖面测量方法进行试验研究。

通过已知矿体上方气体异常分布特征研究，了解

CO，气体测量方法在覆盖区矿产勘查的优越性和有

效性．为面积性气体测量结果解释提供依据。

本次试验研究选择黄金洞矿区金枚矿段36线

(107号脉)作为典型剖面，剖面试验段已完钻2孔，

矿体埋深0～300 m．测线穿越矿脉并适度延长至背

景区。该矿脉位于金枚矿段的最南部，矿脉出露走

向长达1 200 ITI，走向NW，倾向NE，倾角变化在23。

。880之间，一般为40。～60。(图4)，向深部产状逐渐

变缓．破碎带发育且有厚度不一的蚀变带，金矿脉主

要赋存于破碎带和蚀变带内。试验剖面走向NE，测

量路线由NE到SW。测线长度700m，点距20m，现

场读取测量指标CO，在金矿脉上方的含量变化，共

计35个钡4量点。

试验结果显示(图4)，CO，在已经矿体上方有

异常显示，沿着矿体倾向方向CO，异常范围较宽，

异常位置基本与矿体空间位置吻合，且在300 l'n深

的矿体上方依然有落异常显示，说明了CO，测量方

法能够完全反应矿化体的特征．且具有较大的探测

深度，可以作为寻找盲矿体的有效指标，CO，测量方

法可为本区进一步的隐伏矿勘查提供服务。

5测试方法实例应用

在试验结果的基础上，对梨树坪矿段进行CO，

气体面积性测量研究。黄金洞矿区梨树坪矿段为一

未知区，前人在区内东南部开展的地质勘查工作主

要有槽探、剥土，发现两条断裂破碎带，推测走向

NWW，倾角40。，延伸长度推测2 km。区内东北部

有小的石英脉发育。由于土壤覆盖厚度达1—5 121，

常规的地质找矿方法在试验区效果不理想，未能完

全提取本区的地球化学异常信息。

梨树坪矿段设计试验区面积4 km2，布置1l条

勘探线，其中勘探线间距200—300 m，点距10—30

m；在异常区适当加密到10 m，背景区点距放宽到30

m。试验区共完成数据点698个。野外工作过程中

记录当天天气、气温、地表植被种类、土壤类型和土

壤干湿程度，为后期数据分析过程中提供异常解释

的依据。

5．1气体含量特征

梨树坪矿段CO，面积性测量结果参数统计见

表1，由表中可以看出，梨树坪矿段土壤中CO，含量

最大值为5．53％，最小值为0．ol％，平均值为0．58％。

CO，含量变异系数大于1．说明CO，的含量变化范

围较大，且存在较为明显的CO，异常，可能与区内

存在断裂破碎带和金矿化有关。
表1 黄金洞矿区梨树坪矿段CO：面积测量结果统计参数

Table 1 Statistical parameters of CO．area measurement

results at Lhhuping ore block

参数 数值

最大影％ 5．53

最小值／％ 0．01

极值比 553

平均影％ 0．58

背景值／％ 0．5

标准差 0．6

变异系数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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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黄金洞矿区金枚矿段36线CO：测量剖面

Fig．4 Distribution of C02 in soil gases along No．36 line at Jinmei ore block of Huangjindong mining area

5．2气体空间分布特征

气体测量受温度、湿度等外界条件影响较显著，

由于试验区的天气状况和勘探线土壤特征等因素，

造成野外采集的数据绝对值相差较大。试验区野外

测得C0，含量最大值超过仪器最大量程范围的

10％，然而测得的CO，最小含量值仅为O．01％，可知

试验受到物化条件影响大。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也

影响CO，的含量，在一些地势较低的地段，土壤中

有机质含量较低。土壤湿度较大，其CO，含量值也

较高。若采用原始数据作图，数据的跳变将影响异

常下限的确定，不易提取异常信息且可能漏掉不明

显的异常区域。故为了消除每天外界条件不同所引

起的测量系统误差，采用气体测量结果的每日衬度

值作图，即每个点位CO，含量除以当日测量结果的

平均值。

面积性测量结果显示(图5)，在研究区内，发现

CO，衬值异常5处，异常形态多为椭圆型，长150～

700m，宽100—300m，长轴方向呈Nw—SE向延伸，

异常总体上表现为明显的带状分布，与黄金洞矿区

矿体走向分布一致。5处异常表现为三级异常分带

明显，且均具有较清晰的浓集中心。其中4号异常

区位于探槽确定的断裂破碎带上方，为地质勘查已

确定的矿体：5号异常区与前人推测的断裂破碎带

位置相吻合，虽然尚未有工程验证，但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指示深部存在矿体。本次面积性测量新发现的

1号、2号、3号异常位于未知区，结合黄金洞矿区矿

体分布规律和本次异常分布结果来看，1号异常区

和3号异常区可能指示了同一条矿体，而2号异常

区可能指示另外一条矿体。

通过对梨树坪矿段的CO，面积性测量试验，可

以发现CO，测量方法对反映深部隐伏矿体和断裂

构造有较好的效果。且本次圈定的l号、2号、3号和

5号异常具有较大的找矿远景，可作为本区下一步

金矿勘查的重点区域。

6结论

1)红外吸收光谱法能检测到土壤中极微量的

CO，，检出限能达到1X10～，能够有效地发现覆盖区

深部矿(化)体和构造上方的CO，异常，符合现代矿

产勘查工作的需要。

2)黄金洞矿区金枚矿段36线CO，测量试验和

梨树坪矿矿段CO，面积性试验结果表明，CO，在已

经矿(化)体和断裂破碎带上方有明显的异常显示，

说明C0，测量方法对低山丘陵区隐伏矿勘查是有

效的，可为该区进一步深部找矿突破提供服务。

3)对黄金洞金矿区梨树坪矿段开展的co，气

体面积性测量，共圈定了1号、2号、3号和5号共4

处找矿靶区，可作为研究区下一步地质勘查的重点

区域。

4)CO，测量方法具有快速、探测深度大的特

点，能在野外直接读数，能对覆盖区进行快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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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黄金洞矿区梨树坪矿段CO：气体测量异常

Fig．5 Anomalous map of C02 in soil gases at Lishuping ore block of Huangjindong mining area

减小工作周期，与其他勘查地球化学、地球物理方法

及地质方法配合使用，可第一时间提供有效的找矿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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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ot study of C02 gas measurement method for mineral exploration in hilly areas

WAN Weil’2·3，CHEN Zhen—Ya4，CHENG Zhi—Zhon93，PAN Han—Jian95，QIN Huan．Huanl，LAI Dong．Ron91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Nuclea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East China Institute ofTechnology，Nanchang 300013，China；2．Faculty ofEarth Sci-

ences，East China Institute ofTechnology，Nanchang 300013，China；3．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er ofChina Geological Survey，Beijing 100037，

China；4．No，1 Geological Survey Party，Xinfiang Bureau ofGeology and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Mining，Urumqi 830011，China；5．Institute of Geo-

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LanKfang 065000，China)

Abstract：To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of C02 gas measurement method in the exploration for concealed mineral deposits in hilly areas，

the authors carried out pilot study and area study by employing C02 gas measurement with rapid gas analytical techniques at Jinmei ore

block and Lishuping ore block of Huangjindong mining area，respectively．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02 gas measurement method can

discover the information around deeply buried mineral deposits and deep—seated structures．Having delineated three prospecting target

areas for Lishuping ore block，it is proved to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can accumulate data and experience for con—

cealed mineral exploration in covered areas．

Key words：gas measurement；carbon dioxide；hilly area；concealed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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