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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年代初期起!河北围场幅$?"*万化探经历过B次工作!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技术!取得的效果差异

显著"笔者就此对所使用的方法技术及其效果进行较深入剖析!指出在$?"*万化探中方法技术研究的重要性"
关键词!围场幅#$?"*万化探#方法技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B"!!!文献标识码!5!!!文章编号!$***C#D$#""**+#*$C**BAC*+

!!#*年代初!全国正式开展$?"*万区域化探扫

面"目前!除青藏高原数十万 EF"和部分边远省区

尚有零星图幅未开展区域化探外!全国已完成工作

面积@**余万EF"!获得了大量地球化学资料!发现

了众多矿床和矿产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

开展区域化探扫面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方法技术!将
直接影响到工作质量"河北围场幅在#*年代已完

成$?"*万区域化探扫面"笔者通过围场幅$?"*
万区域化探方法技术研究实例!以说明在开展$?
"*万区域化探中方法技术研究的重要性"

$!研究区概况

围场幅位于河北省北部!面积约@$@AEF"!处

在阴山山系东段!北邻内蒙古高原"山体海拔#**G
$A**F!相对高差 B**GA**F"年降水量 +**G
@**FF!属半干旱浅切割作用中山景观$$%"区内水

系发育!呈树枝状!多数水系无常年地表径流"本区

植被发育!为温带山地落叶小叶林&灌丛植被"受植

被阻滞和影响!3级及 33级水系上游流水线不甚明

显且掺入较多植物残枝枯叶和腐殖质"本图幅北侧

为内蒙古浑善达克沙漠"受北西季风影响!区内风

成沙分布普遍!并呈由南向北渐增的趋势"风成沙

主要以掺入的形式进入水系沉积物和土壤内"在图

幅北部山坡及山脚见有风成沙堆积"
围场幅位于华北地台北缘中段’图$(!康保)

围场&丰宁)隆化近东西向深大断裂分布在南北两

侧!乌龙沟)上黄旗北东向深大断裂分布在北东侧"
受其影响!区内东西向和北东向断裂构造发育!并控

收稿日期!"**BC*DC"+

制图幅内的岩浆岩&火山岩和变质岩的分布!成为区

内主要控岩和控矿构造"
区内的地层主要由B部分组成!即白垩系为一

套含煤地层及油页岩&碎屑岩和安山岩#侏罗系为流

纹岩&粗面岩&石英粗面岩&凝灰岩及碎屑岩组成的

一套酸性H亚碱性火山熔岩&火山碎屑岩组合#太古

宇由混合岩化斜长角闪岩&片麻岩&变粒岩及大理岩

等组成"已探明的北岔沟门大型/>HIJ矿床和王家

窝铺小型/>HIJ矿床分布在西部!与燕山期侵入岩

有关!产于岩体与火山岩接触带附近"

图!"围场幅地质概况
$)白垩系#")侏罗系#B)太古宇变质岩#+)花岗岩#A)浅
成斑岩#@)断裂#K)矿床"据河北区调队$DK@年资料改编

"!成果与讨论

本研究中!分别讨论了围场幅$D#*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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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B次$?"*万区域化探扫面结果"讨论

中选择了具代表性的/>&8&&<=&8L等元素!编制地

球化学图"从中可深入了解B次扫面因选择不同方

法技术而导致成果出现的显著性差异"
#(!"!$%&年成果

$D#*年!首次在围场幅开展正规的$?"*万区

域化探工作"当时处在全国正式开展$?"*万区域

化探’$D#B(的前夕!以水系沉积物测量为主!采样

粒级C@*目!采样密度’$G"(点MEF"!采样点主要

布置在3级水系"当时将围场幅所在区划入内地沿

海景观!对围场幅乃至河北北部影响$?"*万区域

化探的干扰因素认识不足!因此!使用了内地沿海景

观区的方法技术"
结果表明’图"(!以<=等为代表的铁族元素以

及5’&4N&6O等元素含量从南向北逐渐降低!2O&P&
)N等元素含量则呈相反特点!表现出从南向北逐渐

升高的趋势"上述元素的含量与该区普遍存在的风

成沙分布十分吻合"由于受风成沙的严重干扰和未

采取排除措施!从上述元素的分布特点中!很难发现

其与地质体分布的相互关系"纵观各元素分布认

为*这些元素无明显的区域地球化学分布规律!基本

不能反映地质体的分布特点"
以/>为代表的多金属矿化指示元素!除在北岔

沟门铅锌矿具有弱异常显示外!整个图幅含量变化

图#"围场幅’()$*+$,-#).$’/地球化学异常分布
采样粒级为C@*目#根据张玉领等"**"年的围场幅’PHA*H$""%(地球化学图说明书改编!图B&图+同"

不大!即便出现异常!其衬值较低!反映矿化缺乏真

实性"在图幅偏南部异常的清晰程度略有好转!但
仍未改变上述状况"异常分布多呈孤岛状或零星

状!无明显区域性分布规律"8&在东北部出现的明

显异常与其它粒级相比较!其地质意义无法确认"
#(#"#&&!年成果

$DDA年将上述资料列入不可利用范围""***
年在围场幅重新开始$?"*万区域化探扫面"依据

正式扫面前开展的方法技术试验结果!以+@"+***
EF网线为界将该图幅划为两个部分!北半部风成沙

掺入明显!采样粒级为 C+*GQ#*目!南半部风成

沙掺入不十分明显!采样粒级仍为C@*目"
结果表明’图B(!地球化学分布特点呈明显的

南北两部分"其中南半部分 />&IJ&<=&8L等元素

的地球化学分布与$D#*年的结果相似!即无任何规

律性!同时地球化学异常明显偏弱!某种程度上其效

果略逊于$D#*年的结果"
北半部由于采用了C+*GQ#*目的截取粒级!

一定程度排除了风积物和有机质干扰!使区域地球

化学分布的规律性有所改善!其结果强于南半部分"
仔细研究可发现!尽管其结果优于 C@*目粒级!但

其地球化学分布和反映各地质体的清晰度仍不十分

明显!只在局部可圈出较明显的组合异常"由于排

除风成沙干扰不彻底!其结果仍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年结果

由于前"次$?"*万区域化探扫面的效果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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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围场幅’()$*+$,-#).$’/地球化学异常分布
采样粒级为’C+*GQ#*(目和C@*目

图0"围场幅’()$*+$,-#).$’/地球化学异常分布
采样粒级为C$*GQ@*目

佳!"**$年再次进行方法技术试验!提出水系沉积

物测量采样粒级为C$*GQ@*目!可有效排除风积

物和有机质干扰"结果列于图+!各指标区域地球

化学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以<=为主的铁族元素高值区主要与白垩系火

山岩和南部太古宇的变质岩分布区相吻合!低值区

主要与燕山期花岗岩和侏罗系火山H碎屑沉积岩有

关"以/>等多金属矿化指示元素的区域分布亦具

明显规律性!在区内出露的主要花岗岩体内/>含量

低并呈北东向展布"在图幅内圈出的异常规模和衬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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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前"次均有明显改善!除在已知的北岔沟门铅

锌矿圈出了百余 EF"的/>&IJ&5L等多金属元素组

合异常外!在其东南侧约"*EF处和图幅东偏北部

圈出了"处/>&IJ&5L&8&等多元素组合异常"其

中北岔沟门东南约"*EF处/>&IJ等异常分布在花

岗岩体南东侧!与北岔沟门遥相呼应!其规模和衬度

与北岔沟门矿至异常不相上下!具有十分良好的找

矿前景"经初步查证!在异常区内已见较大规模

/>HIJ矿化体"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处异常在前"次$?"*

万区域化探扫面中未发现或异常较弱!因而未圈出

如此明显的多元素组合异常"
#(0"讨论

$D#*年开展围场幅$?"*万区域化探扫面时

将该区划为内地沿海景观!时值全国$?"*万区域

化探扫面试验阶段’$DKDG$D#"(!处在 $D#B年全

国正式开展$?"*万区域化探扫面前期!当时搬用

了内地沿海景观的方法技术!对区内存在的风成沙

和有机质干扰认识不足或不够充分!采用的方法技

术!特别是其中的采样粒级未能有效排除风成沙和

有机质干扰!使扫面结果受到较严重的影响"其结

果是基本地球化学分布规律减弱或明显消失!异常

规模和衬值显著降低!其效果未能得到真实显现"
$DDA年在较充分认识该区风成沙存在的基础上!

决定"***年在围场幅重新开展$?"*万区域化探扫

面"在正式工作之前!开展了方法技术的试验研究"
经过研究试验结果后!认为围场幅北半部风成沙干扰

严重!决定其采样粒级为C+*GQ#*目!南半部风成沙

干扰弱或无!可继续使用C@*目细粒级"上述结果存

在问题是*!尽管在图幅北部风成沙偏多!但对全图幅

风成沙普遍存在认识不足!或由茂密植被掩盖辨认不

清#"在制定方法技术时过多注意了风成沙干扰明显

的局部影响!忽略了全局性影响"因此!在图幅北半部

的效果较以前有明显改善!尽管排除风成沙及有机质

干扰仍不彻底!而在图幅南半部采用的粒级与以前相

同!所以基本未排除风成沙及有机质干扰"
"**$年!在总结前"次教训的基础上!再次开

展方法技术试验!确认水系沉积物风成沙掺入粒级

在+*目以下!主要出现在 C@*目粒级!同时有机质

掺亦出现在C@*目粒级!由此制定出C$*GQ@*目

的截 取 粒 级!该 粒 级 段 占 整 个 样 品 量 的 +*R G
@*R"扫面结果证实该粒级段可有效排除风成沙和

有机质干扰!获得较真实的区域地球化学资料"

B!结语

在区域化探扫面中选择的方法技术正确与否!
将直接影响到区域化探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同
时影响到区域化探资料的可利用程度"区域化探方

法技术的选择来源于对工作区景观条件的较深刻认

识和较为深入细致的方法技术研究!是一项系统工

程"深入研究获取资料的同时排除干扰因素是总结

出正确方法技术的关键"
在此!对提供资料的河北地质调查院和河北地

球物理勘查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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