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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东北部森林沼泽景观区化探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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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中国东北部森林沼泽景观区多年来化探方法技术研究的回顾和总结!肯定了取得的成果!指出了不

足"提出加强表生地球化学研究!特别是对有机质的研究!确定适合于森林沼泽区异常追踪查证方法技术的化探

工作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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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北部森林沼泽景观区主要分布在内蒙

古$黑龙江$吉林三省区的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和张

广才岭地区!面积#*多万 DE""巨大的纬度跨度!
复杂的气候条件!使它具有众多的亚景观区!如石流

坡$丘陵沼泽等"森林茂密$植被发育$环境潮湿$天
气寒冷$昼夜温差大!也使这一景观区腐殖层$泥炭

等有机质广泛发育"这一切均造成该区表生地球化

学作用十分复杂"多年来!在东北森林沼泽区的大

部分地区!借鉴内地沿海区的化探扫面方法技术和

根据C*年代初期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

了?F"*万和?FA*万等区域化探扫面工作!发现

了一大批区域化探异常"采用常规的区域化探异常

追踪查证方法技术!对其中相当数量的区域异常

%尤其是5=异常&开展了三级查证!部分异常进行

了二级查证"但由于对该区表生地球化学特征了解

不够!这些异常查证都没有明显的找矿效果"从俄

罗斯$蒙古与该区毗邻地区的区域物探$区域地质$
遥感资料的综合研究结果来看!这一地区应该是一

个很好的找寻多种矿产资源前景的地区!特别是区

内的德尔布干成矿带应该是具有找到大型矿床潜力

的成矿远景区"因此!尽快地研究出适用于该景观

特点的区域化探工作方法技术$以及尽早地发现一

批大型矿产地已成为该区化探工作的当务之急"

?!森林沼泽区研究现状

由于西北欧$前苏联和北美分布有大面积的森

林沼泽!森林沼泽区特有的土壤和富含有机质的泥

炭对元素富集$分散的影响受到了这些地区科学家

们的极大关注"+*G@*年代!他们对有机质中元素

的存在形式和有机质$铁锰氧化物与元素间的关系

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同时为在上述地区开展区域化

探扫面 方 法 技 术 的 制 定 提 供 了 理 论 依 据"H&I’J
%?C##&较系统地研究了加拿大"个富含铜沼泽中

的元素分布特征!认为铜主要以腐殖酸盐的形式存

在于沼泽中"一些学者认为在富含有机质的土壤中

有机络合物是金属元素的主要存在形式%-KJ’JLL:
等!?C#@&",’JJM&>和 4&&NJ%?C++&$4O&KO=PQ和

HRMJ%?C#?和?C#"&$HRDJP%?C#$&等西方学者对泥

炭中元素的全量和有机结合相进行了研究!结果发

现!腐殖化程度是影响有机质与重金属元素结合的

主要因素’?("<RSDM&>%?C#@&通过有机酸与元素结

合能力的试验指出!N0值和粘土含量控制着有机质

与元素的结合能力"上述研究表明!在森林沼泽区

有机质对元素的迁移和富集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这

些研究为在森林沼泽区化探扫面方法的制定打下基

础"为了消除有机质的干扰!许多科学家进行了大

量的工作"TOUL>JI%?C#V!?C@*&研究了铁锰氧化

物与金属含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用盐酸羟氨提取

砾石表面铁锰氧化膜中金属元素的地球化学勘查方

法技术"4’RPD(<(:(%?CC*&$2UWWUSD(2(<(%?CC$&
和,’JJ>M&>(4(X(%?CC+&等都提出了利用元素活动

态来消除有机质的干扰方法技术’"!$("在开展水系

沉积物测量的过程中!一些国家采用了更直接的办

法来避开有机质的干扰"如瑞典 6RPM&P>%?C#+&在

/RYR’R地区和加拿大在太平洋沿岸森林沼泽区开展

水系沉积物测量!均采用了降低密度的方法’V("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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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贝阿线的森林沼泽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
出在该区除了进行水系沉积物测量外!根据局部景

观特征和不同的工作要求!也可采集铁质淀积物$土
壤碎石$水和植物!甚至沼泽中的泥炭等测量方法"
此外!西方学者系统地研究了水系沉积物的采样部

位$粒级$元素含量的季节性变化及采样密度"
在国内!从#*年代中期开始实施全国?F"*万

区域化探扫面计划的同时!东北部森林沼泽景观区

的化探工作也开始进行"除区域化探扫面的生产任

务外!一些科研工作也相继展开"李明喜等%?C#V&
在黑龙江多宝山斑岩铜矿区开展化探方法试验!结
果认为!采集冰积物间细粒物质的土壤测量可以排

除冰积干扰!能十分有效地圈定与矿化关系密切的

异常"进入C*年代!一些研究和生产单位陆续在该

区开展了以区域化探扫面和异常查证为目的方法技

术研究!并取 得 了 明 显 的 进 展"如 张 华%?CC*和

?CCC&$汪明启%?CC$和?CC#&$杨少平%"**?&等先

后进行了化探扫面方法试验和异常追踪与查证方法

技术研究!最终提出了?点ZVDE"或更稀密度!并截

取B?*G[+*目粒级的水系沉积物测量区域化探

扫面方法技术%杨少平$孔牧!"**?&#以及V点ZDE"

网格法土壤和砾石测量$淀积层土壤测量$壤中气汞

测量$土壤价态金测量和泥炭测量等异常的追踪和

查证方法技术"
针对有机质干扰的问题!许多科研工作者开展

了非 常 规 化 探 方 法 技 术 的 研 究"如 笔 者%?CCA$
?CC#&和张宏%?CCC&等进行的植物地球化学测量方

法技术研究’A(!程志中等%"***&进行的土壤活动态

测量方法技术研究等"由于植物分布不均匀性和植

物各器官元素含量不均一性等诸多原因!植物地球

化学测量方法仍需深入研究#复杂的表生地球化学

作用也使土壤活动态测量方法需要进一步完善"

"!发展方向

随着?F"*万区域化探水系沉积物测量方法技

术的完善!接踵而来的将是众多区域化探异常的追

踪查证工作"由于森林沼泽景观区表生地球化学作

用十分复杂!使这一地区的中$大比例尺区域化探异

常的追踪查证方法技术尚不成熟"产生这一问题的

主要原因是对该区表生环境中元素的分散$迁移$富
集规律等基础理论性研究力度不够!因而制定方法

技术的依据不足"纵观国内外!在这类景观区进行

的科研工作中有针对性的表生地球化学专项研究并

不多!国内的应用研究也是多以化探方法技术为主"
森林沼泽区最主要的特点是腐殖层$泥炭等有机质

十分发育!几乎所有的表生地球化学作用都有有机

质的参与"腐殖层和泥炭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复杂的

表生地球化学作用的过程"腐殖层$泥炭等有机质

中的腐殖酸直接影响着元素的迁移$富集和存在形

式等地球化学活动"一方面它的含量高低直接影响

土壤的酸度!也就制约着土壤中金属离子的地球化

学行为#另一方面!它存在的形式之一是胶体!可以

吸附大量金属离子!同时可以直接与金属离子形成

有机络合物’A("由此可见!有机质在森林沼泽景观

区表生地球化学活动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有关森林沼泽景观区

化探方法技术的研究!都是以消除或避开有机质干

扰为目的"而腐殖层和泥炭等有机质在森林沼泽景

观区发育广泛$分布均匀!对大多数成矿元素都有很

强的吸附作用!常常形成强度很高的次生富集异常!
如果通过研究能将腐殖层和泥炭作为异常追踪查证

方法的主要采样介质充分利用!那将是森林沼泽景

观区化探方法技术研究的重大突破"因此!加强森

林沼泽景观区表生地球化学特征%特别是有机质表

生地球化学作用&的研究!为区域化探异常的追踪

查证方法技术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取得找矿突破!无
疑将是该区化探研究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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