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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在三道湾子金矿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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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道湾子金矿位于大兴安岭燕山期成矿带东南部，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典型的石英脉型金矿床。通过在该矿

床土壤中进行的金元素富集层位及粒度试验，确定B2层为上壤测量的取样层位和一40目为样品加工粒级，圈定

Au、衄、As、sb异常多处，各yB素异常浓集中心与已知金矿体吻合较好。经过对异常验证，发现了新矿体，扩大了矿

床规模，土壤测量在该区找矿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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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黑龙江地质调查院在黑龙江省北部进

行1：5万区域地质调查时发现了三道湾子金矿I

号金矿体，隔年针对该矿体进行了1：2万土壤测

量，圈定了4处组合异常。通过异常验证，I号金矿

体规模有所增大，并发现了Ⅱ、Ⅲ号金矿带。该矿床

的发现，拓展了在该成矿带找矿空间。

1矿床地质特征

_三道湾于金矿大地构造位置属大兴安岭早古生

代陆源增生构造带，多宝山奥陶纪岛弧型活动带东

南缘，大兴安岭中段华力两、燕山期铜(钼)、铁

(锡)、铅、锌、金、银成矿带东部。

矿区H{露的地层主要为：侏罗系中一上统塔术

兰沟组(J23fm)，其展布方向为北东向。丰要岩性自

下而上为粗安岩、安山岩、英安岩、火山角砾岩等。

白垩系下统光华组(K．印)岩石主要分布在矿区中

部和北部。岩石组合为流纹质含角砾凝灰岩、火山

角砾岩、凝灰岩、流纹岩等。区内出露侵入岩主要为

上三叠统三道湾子岩体，岩石类型为中粒二长花岗

岩。区内主要构造线方向为北西向，其次为北东向。

主控矿床构造为北西向，张炷裂隙为容矿构造，地表
呈波状，延长约800 m，总体产状为走向3100，倾向

40。，倾角在53。～68。，另有多条与之平行的次级张

裂隙，大致构成雁列式排列。

该矿床划分为I、Ⅱ、Ⅲ号矿带，沿走向延伸
830 m，宽l～70 m，受控于北西向张性断裂带。I

号金矿带在空间上与I号石英脉基本一致。金矿带

长510 m，平均宽4．5 m，最宽处10 m，最窄处不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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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石英脉在走向上呈反“s”形，有膨胀、狭缩现象，

延伸基本稳定。石英脉总体走向北西3lO。，倾向

40。，倾角较陡，在53。～680之问。金矿化主要发生

]二石英脉中，共圈出7条矿体。Ⅱ号矿带位于I号

矿带南70 m，产状与I号矿带基本相同。矿带长

210 m，平均宽o．56 m，共圈出金矿体3条，矿体规

模较小。Ⅱ号矿带在空间上完全与Ⅱ号石英脉吻

合。Ⅲ号矿带位于I号矿带东约300 m，矿带艮320

m，平均宽70 m。由含金右英脉群组成，产状与I号

金矿带大致相同，带内共圈出金矿体12条。

2取样试验工作

根据野外实地观察，三道湾子一带土壤剖面町

划分为A、B、c三大层位。A层不十分发育，局部地

段缺失，为褐黑色腐植土，厚度为10～20 cm。B层

分为B1层和B2层。B1层土壤呈灰黄色，以粘上为

主，含少量残坡积碎石，深度为20～40 cm，B2层上

壤颜色为深黄色．褐黄色，所含的风化基岩碎屑明显

增多，深度为40—60 cm。c层为土壤的母质层，颜

色呈黄褐-灰褐色，主要由风化的基岩碎屑组成，所

含粘土减少。据粒度试验，c层过20目筛后，粘土

含量仅占样品重量的30％一35％，而大于20目粒

径的岩石碎屑占样品莆量的65％～70％，c层埋深

在60一220 cm。

在土壤测量前，进行了土壤中元素富集层位及

有效过筛孔径试验。邻区所作试验结果表明：A层

士壤中Au含量变化曲线‘j地质现象吻合不好(黑

龙江省地球物理勘查研究院，1990)，另外本区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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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缺失A层，因此舍弃了在A层的试验。在测区

内垂直含金石英脉选择2条剖面，对每条剖面分别

自地表向下按B1层(20—40 cm)、B2层(40—60

cm)、c层(60 cm以下)3个取样深度进行取样。在

每个层位上分别取3个质量相同的样品(约500

g)，分别过20目、40目、60目不锈钢筛，过筛后样量

大于120 g。各层位及粒级的样品分析结果表明(表

1、图1)，B2层一40日粒级土壤样品中Au含量变化

曲线与地质现象吻合较好，异常清晰明显。另外，对

分析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后可以看出(表2)，B2层一

40目粒级中Au的标准离差和变化系数均明显大于

一20目及一60目粒级的，而B1层及c层中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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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三道湾子土壤样品中不同层位、粒级金含量10“

层位 粒级／目36 Htl 36H吐 36HB 16Htl 16H也 16H凸

一20 0．012 O OlO 0 015 0．04 0 096 O．06

Bl —40 O 030 0 052 0 040 0 074 0165 0．09

—60 O．025 0 045 0 050 0．076 0148 0116

—20 O．012 O 02l 0们7 0 04 0 07 0，06

B2 —40 O．032 O．070 O 040 O．08 0 22 0．09

—60 0．023 0 046 0．030 0．161 O 152 0 096

一20 0 012 0 057 0 017 0．063 0．205 0 043

C 一柏 0 029 0 10 0 040 O．080 0” O 058

—60 0 024 0．080 0．052 O．092 0 21 0．092

注：测试单位为黑龙P[地质调查院齐齐哈尔分院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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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三道湾子土壤中金富集层位及富集粒度对比

不明显，表明B2层中一40目粒级有利于Au的次生 形态为北西向条带状，浓集中心长1 500 m，宽300

富集。因此确定B2层为矿区取样层位和一40目筛 m，含金石英脉产状为走向3】O。的特点，确定土壤测

粒级为样品加工粒级。 量基线方向为310。，勘探线方向为40。。土壤测量

表2三道湾子土壤样品中不同层位、粒级金元素参数 比例尺为l：2万，取样网度为200 m×40 m。取样
层值 粒级／目 平均值／10“ 方差 变化系数

—20 0．039 0 034 0 880

B1 —40 O 075 0 049 0 655

—60 0 077 O．047 0 6j2

—20 0 037 o．024 0 658

—40 0 089 0．068 0 769

—60 0 085 0．061 0 724

一20 0 066 0．071 1 074

C —40 0．090 O 074 0 822

—60 0 092 0 064 0 695

注：样品数为6个。

3工作方法

本次工作主要针对已知含金石英脉及其附近区

域进行，面积约4 km2，根据1：5万水系沉积物异常

层位为B2层，样品过40目不锈钢筛，分析项目为：

Au、Ag、As、sb。分析结果表明Au、Ag、As、sb在该

区土壤中为偏念分布(图2)，对原始数据取对数后，

利用逐步剔除法对大于或等于平均值加3倍标准离

差的数据进行剔除，直至剔除干净。这时，Au、衄、

As、sh均接近对数正态分布。然后再对这4种元素

进行背景平均值、标准离差、异常下限等参数的计

算，采用公式为c。=+26(c。为对数异常下限，6为

对数均方差)，然后换算成真值。根据计算结果，采

用异常下限值的1、2、8倍来划分异常外带、中带、内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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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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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三道湾子土壤中各元素含量对数频率

根据上述原则，在测区4 km2范围内圈定Au异

常4个(矿床附近3个)，如异常5个(矿床附近4
个)，As异常6个(矿床附近3个)，sb异常6个(矿

床附近5个)，Au、Ag、As、sb组合异常4个(矿床附

近3个)。结合该区地质特征，将罔定的4处组合异

常划分为甲2类异常l处，乙2类异常1处，丙2类

异常2处。0lHl．2异常成矿远景分类为甲2类，为

已知的矿致异常，以Au-3异常为主，各元素异常套

合较好。尤其是Au_3异常与Ag-3异常套合最佳。

Au．3异常面积达0．45 km2，呈不规则带状，北西向

展布，具3处浓集中心。异常点数为45个，极大值

6 50×lO一，平均值70．2×10一，衬度13．oo，规模

5．850，具内带。经工程验征，在Au一3异常浓集中心

内，发现5条北西向展布的含金石英脉带、22条金

矿体。金矿体与异常浓集中心吻合较好(图3)。其

中I号含金石英脉金矿化连续、稳定，品位最高达

84．58×10一，其深部有坑探及钻孔控制，控制深度

为150 m，I号金矿体平均品位为9．09×10。I

号金矿带内已圈定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吨。

Ⅲ号金矿带是经对Au_3异常浓集中心进行揭

露后新发现的含金石英脉群，呈北晤向展布，与Au一

3异常浓集中心吻合很好。异常区内已圈定12条

金矿体，其深部有坑撵及钻孔控制，控制深度为40

m，已圈定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吨。矿体大部分

都在石英脉内，少部分在其两侧的硅化带内。异常

区内具强硅化、强黄铁矿化、粘土化、绢云母化、绿泥

1一第四系；2白礓系光华流纹岩；3一体罗系塔木兰沟组安山岩；4三道湾子单元二长花岗岩；5辉绿玢岩脉；6一流纹斑岩

脉；7含金石英脉(金矿体)；8砂金矿体；9金矿带编号

图3 01Ht-2异常剖析

运哥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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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绿脱石化及碳酸盐化。

5结论

三道湾子一带土壤剖面发育较齐全，适合于土

壤地球化学测量工作。通过取样试验表明：三道湾

子一带土壤中，金元素趋向于在B2层富集，B2层土

壤样品一40目粒级的金含量变化曲线与地质现象

吻合，异常清晰明显。确定了B2层为取样层位及

一40目筛粒级为样品加工粒级。

通过对01Ht_2异常验证结果表明：土壤测量在

该区找矿效果显著，异常浓集中心与已知I号金矿

带吻合较好，同时新发现了Ⅲ号金矿带，扩大的矿床

的规模，增加了金资源量。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在黑龙江省北部浅覆盖区寻

找金及多金属矿中是一种快速而有效的方法，对在

三道湾子邻区寻找同类金矿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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