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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瑞昌市仙姑台铜多金属矿区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找矿效果

李永明，沙元成1，龚良信1，雷天浩1，谢瑞丰1，胡正华1’2
(1．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南昌330030；2．成都理工大学，成都610059)

摘要：江西省瑞昌市仙姑台铜多金属矿位于长江中下游九瑞矿集区。本次工作利用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圈定了5个

综合异常区，其中有两个异常区为含矿异常、1个异常区为非矿异常，1个异常区可能为含矿异常并具有较好的找矿

前景，另1个异常区的找矿前景一般，可能为非矿异常。Cu、Ho、Au、Ag、Sb、As、Hg异常强烈区R-4、R-5分别为宝山矿

段与铜岭矿段所致异常，Au、Ag、As、Hg中低温元素异常强烈区R一2为非矿异常所致。仙姑台矿区土壤地球化学成果

显示：Bi、Au、Ag、Pb、Zn、Sb、As、Hg元素异常对矿区找矿的指导性不强，Cu、M0中高温元素元素异常对开展仙姑台矿

区地质找矿工作效果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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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要成矿带开展深部及外围地球化学找矿是

当今矿产资源勘查的主要任务u4，。国内外生产和研

究结果表明：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可有效提高大比例尺

的成矿预测水平，为发现新矿床(点)提供可靠的地球

化学依据，是矿产勘查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1’5’9l。

江西省瑞昌市仙姑台矿区位于长江中下游铁铜

成矿带之九江一瑞昌国家级整装勘查区中部，行政区

划属瑞昌市夏畈镇和南阳乡管辖。该区地质工作始

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规模地质工作始于建国后五十

年代，经1：20万化探扫面，后由1：5与1：2．5万地化

工作以及大量钻探验证工作，相继发现了武山、城门

山、邓家山、丰山洞等多处大中型铜矿床M'”。1”。九瑞

矿集区北西一北北西和北东向两组盖层断裂交切构

成的菱形网格构造结点是成矿的有利部位”4。”。位

于宝山一大桥背斜核部北西一北北西与北东向两组

菱形网格构造结点成矿的仙姑台铜矿床，是我院在江

西省国土资源厅统一部署的江西九瑞铜多金属矿整

装勘查区内找矿取得显著成果。以往勘查工作显示

九瑞矿集区重点赋矿场所为燕山期中酸性岩浆与上

石炭统黄龙组(C：由)碳酸盐岩接触带与“五通面”【16。81；

而燕山期中酸性岩与奥陶系碳酸盐岩接触带与奥陶

系或志留系地层接触面找矿成果较少。仙姑台矿铜

矿床的主矿体正好赋存于燕山期中酸眭岩与奥陶系

碳酸盐岩和志留系碎屑岩接触界面。本文试从土壤

地球化学在本区找矿效果方面进行总结探讨，推进九

瑞整装勘查区找矿工作的进展，尤其是该区域背斜核

部中酸l生岩与奥陶系碳酸盐岩接触带，奥陶系与志留

系地层接触面找矿工作的进展。

1区域及矿区地质概况

1．1区域地质

九瑞矿集区位于扬子地块中部，下扬子断裂拗陷

带的西缘，属于长江中下游断块拗陷的转折部位u4、”】。

赋矿地层有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和三叠系，以石

炭系最为重要；矿床受构造控制明显，且与岩浆岩小

侵人体关系密切”4、2⋯。九瑞矿集区经历了扬子与华

北陆块碰撞过程、海西一印支构造变形阶段、燕山期

的陆内造山阶段以及燕山期后的陆内伸展断陷几个

发展过程”8’2”。矿集区内广泛发育褶皱构造和断裂

构造，主要褶皱构造自南至北有：新塘向斜、长山一

城门湖背斜、乌石街一赛湖向斜、大冲一丁家山背

斜、横立山一黄桥向斜、界首一大桥背斜、邓家山一

通江岭向斜，褶皱总体轴向为北东向”2、2孙。背斜核部

岩石以碎屑岩类为主，向斜核部多为碳酸盐类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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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北东向“背紧向缓”的复式褶皱”4’懈，。长江大

断裂呈北西一南东向展布，并向南突出为弧形贯穿

九瑞矿集区。北西向断裂(主要为深断裂)与北东、

北东东向褶皱、断裂交织成菱形格局，控制着一系列

中酸』生岩浆岩的侵入，形成若干矿田u 41。

1．2矿区地质

(1)地层：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有奥陶系碳酸

盐岩与志留系泥质粉砂岩(图1)。下奥陶统仑山组

(O．，)灰色厚层状灰质白云岩、白云质灰岩，红花园组

(0．^)灰白色厚一巨厚层状灰岩、白云质灰岩、粉晶灰

岩；中奥陶统汤山组(O：f)灰白色瘤状灰岩、泥质灰

岩，夹紫红色泥质条带灰岩；上奥陶统汤头组(O，∞

青灰、灰绿色中薄层瘤状灰岩、泥质灰岩夹泥质条带

灰岩及泥岩，为区内主要赋矿地层。下志留统梨树

窝组(S．，)黄绿色石英砂岩为主，夹粉砂岩、砂质页

岩、泥岩；清水组(S．口)紫红色为主，伴黄绿色砂、泥岩

(下红层)。中志留统殿背组(S：d)黄绿色泥页岩为

主，夹少量砂质页岩。坟头组(S：力灰绿、黄绿色泥质

粉砂岩夹细砂岩，底含锰、含砾。上志留统茅山组

(S3埘)紫红色、灰绿色相间凝灰质细砂岩、粉砂岩。

(2)构造：馐内构造发育，褶皱为宝山一大桥背

斜，断层总体表现为北东向或北东东向与北西向断

裂。1)褶皱：矿区属九瑞一彭泽复式向斜的西段之宝

山一大桥背斜，处于宝山一大桥背斜核部中部。褶

皱展布方向自西向东由北西一近东西一北东向，总

体为一向南弯曲的弧形褶皱带。2)断裂：区内断裂

主要为北东向或北东东向、北西向断裂。矿区内断

裂作用有北东东向的F1、F3、F4、F7、F13、F14、F15，

北东向的F10，北西向的F12(图1)，其中，与矿化密切

相关的为F1断裂。

(3)岩浆岩：矿区岩体属九瑞矿集区宝山一大桥

构造岩浆岩带，以花岗闪长斑岩、长石斑岩及霏细斑

岩为主。岩体受北东东向褶皱及其纵断裂控制。空

间上组成两条构造岩浆亚带：一条位于背斜核部(仙

田，圈：圈s围。回s围a回·圈s圈，回·。圈¨囡，：
回-s圈，。圈·s回·s囫-，园，s团-，团20囫：-豳22囝：，圆24

图1瑞昌市仙姑台铜多金属矿区地质图

Fig．1 Geological map of the Xiangutai copper polymetallic deposit in Ruichang City

1．第四系；2．上志留统茅山组；3．中志留统坟头组；4．下志留统清水组；5．下志留统殿背组；6．下志留统梨树窝组；7．上奥陶统汤

头组；8．中奥陶统汤山组；9．下奥陶统红花园组；10．下奥陶统仑山组；11．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第三次斜长细晶岩；12．燕山早期第

三阶段第二次花岗岩；13．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第一次花岗岩；14．燕山早期第二阶段第二次花岗岩；15．燕山早期第二阶段第一次

花岗岩；16．褐铁矿；17．断层及编号；18．实N／推测正断层及编号；19．实测推测逆断层及编号；20．实测、推测平移断层及编号；

21．实测地质界线；22．见矿／未见矿钻孑L及编号；23．铜岭遗址核心保护区范围；24．矿区及样品采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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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台一夫山)奥陶系的碳酸盐岩地层中；一条发育于

背斜南翼(宝山一铜岭一余家垄)志留纪的砂页岩中

或奥陶系与志留系界面间。宝山、铜岭岩体的锆石

LA．ICPMS U．Pb年龄分别为143．6士1．2 Ma、141．2士

1．2Ma㈣。

(4)蚀变及矿化：区内蚀变以钾化、矽卡岩化、硅

化、高岭土化，绢云母化为主，钾化、矽卡岩化、硅化与

矿化关系密切。

硅化主要有四种产出形式：①呈微细脉状；②使

原生石英次生加大；③呈星散染状或聚集成团交代

原岩；④微细粒石英呈花岗变晶镶嵌状交代原岩。

该种蚀变常分布在接触带附近，其中第④种形式的

硅化与成矿关系最密切，矿体中或顶底板常伴有该

种蚀变。

矽卡岩化是岩体与碳酸盐类岩石接触时的主要

蚀变，矽卡岩矿物简单，主要有石榴石、透辉石，次为

少量绿泥石、绿帘石、透闪石、符山石、阳起石。蚀变

宽度狭窄，以外带为主，局部出现在内带，该蚀变与

成矿关系密切。

2地球化学景观特征

矿区内的地层为奥陶系一志留系碎屑岩一碳酸

盐岩沉积建造，在北东向复式褶皱、断裂与北西向深

断裂带的交叉部位侵入有燕山期中酸性岩体(花岗

闪长斑岩)，发生有铜多金属的成矿作用(图1)。工

作区的土壤类型主要有两类：红壤与黄棕壤。

红壤可根据成土母岩细分为两类：1)碳酸盐岩

风化的产物，呈褐红色，土层较薄，B层不发育，土体

分层结构不明显，土壤呈碱性；2)中酸性岩浆岩风化

所致的红壤，呈红色、棕红色，土层较厚B层发育(B1

层多为20～40 cm、B2层多为40。60 cm)，粘粒含量

高，呈酸性。

黄棕壤母岩为碎屑岩(砂页岩)，土壤厚度一般

为50 cm，A层不发育(几至十几厘米)；B层植物根系

与虫迹发育(B1层多为20～40 cm、B2层多为40～

60 cm)，C层为半风化母岩层，呈砂粒状。B2层为本

次土壤采样的采取对象。

3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异常特征

土壤中元素分布及含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元

素本身的地球化学性质、母岩成分、气候条件以及植

物作用等。以元素本身的地球化学性质为例，最主要

的是电价、离子半径、极化作用、离子电位及化合键

类型等，其次为放射性与重力特征[25,261。上述因素决

定了成矿元素及其化合物(矿物)在迁移富集时的主

要性质。土壤地球化学特征表明，成矿元素迁移距

离较近，不同元素的富集可形成区域或局部的异常，

土壤地球化学异常范围基本能反映地下隐伏矿体或

矿化蚀变体位置。所以运用土壤地球化学测量方法

寻找可能存在的隐伏矿(化)体不失为一种可提高找

矿效率而且节省投入的找矿手段。

3．1野外样品采集

贾先巧u卅等对九瑞矿集区城门山铜矿床土壤地

球化学测量研究指出：1)长江中下游铜多金属成矿

带土壤测量的采样深度以40。50 cm的B2层为宜，

此层位能有效地避免人为活动的污染干扰，并较好

地显示基岩的矿化信息；2)土壤剖面各层Cu元素没

有明显的富集粒度，野外用一20目(<O．84 mm)的土壤

混合粒级加工至．1 60目的样品，即可送实验室分析。

本次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工作按采样点线距

100 m，点距20 m，共采集17 km2。测线按垂直矿区

主要构造线方向布置，样品主要采自地下40～50 cm

的B2土壤层。野外将样品先晒干或风干，再将其

敲、揉碎，清理掉其中所含的岩石碎屑，然后过一160

目筛，将过筛的样品拌匀，称取150克样品装袋送实

验室，剩下的样品则作为副样。为了保证样品分析

结果的可靠性，每一批次样品分析均插入3个国家

一级标准物质进行准确度监控、随机抽取10％样品

编密码随同样品分析进行精密度监控，同时插入2

个空白试验。每批样品分析完毕，对异常样品进行

100％抽查，本次样品均合格。

3．2数据处理

关于区域地球化学背景值和异常下限的确定，

传统的方法为通过概率计算，如果元素满足正态分

布则背景值取均值，异常下限在均值的基础上加上

两倍标准差；如果元素满足对数正态分布，则先取元

素的对数值，然后将对数的均值取真数为背景值，对

数的均值加上两倍标准差取真数为异常下限。仙姑

台矿区中部为原铜岭铜矿床(图1)，由于商代古人采

矿影响，原铜岭铜矿床周围地势低洼地区、聚水盆地

区均被污染。故本次数据处理前将污染区样品进行

剔除。

通常而言，在土壤地球化学中主量元素呈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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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微量元素呈对数正态分布贮7、2”。采用SPSS 17

软件在对剔除污染区域样品后对本次测量的元素数

据3次剔除异常高值后，发现所有元素在给定95％的

置信区间范围内，均不满足正态分布，但在给定95％

的置信区间内满足对数正态分布。元素的这种分布

特征表明其只存在一个总体或多个总体具有相似或

相近的分布形式。如果元素满足正态分布则背景值

取均值，异常下限在均值的基础上加上两倍标准差；

如果元素满足对数正态分布，则先对元素取对数，然

后对数的均值取真数为背景值，对数的均值加上两

倍标准差取真数为异常下限n”。根据矿区原始数据

符合对数正态分布这一实况，本次这一特征将原始

数据转化为对数值采取对数统计法来确定背景值、

异常下限。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对数值得到的x。、

x：⋯⋯、Xn进行特高和特低含量剔除将剩余数据进行

统计。再进行以下计算：
1 N

Co=专∑扩灭
厂了—j二_—_

s=f—天蔗了芝二(zi—j)2

C。=C。+2S

式中，Xi为第i个样品的元素含量，C。为背景值，

C。为异常下限，s为标准离差。若元素服从对数正态

分布，将式中x换成lgx计算即可，最后再将lgC。、lg—

c。换算成真数。

对全区样品测试的背景数据进行元素参数统计

(表1)，显示分析样品中亲铜成矿元素Au、Ag、Cu的

标准差、变化系数均较大，这表明岩石(土壤)中亲铜

成矿元素的富集能力和富集强度均比较高。根据测

区各元素的变化系数所确定成矿元素的富集能力分

别为Ag>Hg>Cu>Au>AS>Mo>Sb>Pb>Zn>

Bi。

3．3土壤地球化学特征

地球化学分布是在各种地质一地球化学作用中

元素迁移演化的产物，由于各元素的地球化学性质

不同，在各种地质一地球化学作用过程中的活动能

力和特点各异，严格受地球化学环境控制，造成元素

组合各有特征，因此，元素组合是各种地球化学作用

的具体表征。异常元素组合则是各种与成矿有关的

地质一地球化学作用的产物和表征，可作为地球化

学找矿标志口51。

测区综合异常面积约为4．2 km2，在空间上主要

集中分布于仙姑台一夫山构造岩浆岩带(R一1、R一2、

R．3)与宝山一铜岭构造岩浆岩带(R一4、R．5)，其中

R．1、R一4、R．5异常元素整体套合较好(图2、图3)，现

将各综合异常特征分述如下：

(1)综合异常R一1：异常位于矿区中部偏西处的

仙姑台一药王庙一带，异常面积约0．92 km2，异常东

侧未圈闭，主要以Cu、Mo、Bi、Zn、Sb元素为主。异常

元素组合组合为Cu—Mo—Bi．Zn—Sb—Au—Ag．Pb—As—Hg，

其中Ag、Cu、Mo、Zn、As、Hg三级浓度梯度明显，Sb、

Pb具二级浓度梯度分布(图3)。异常元素自内至外

具一定的分带性，总体表现为Bi、Mo_cu、zn、sb、

Au、Pb、Ag—As、Hg(图2、图3)。

(2)综合异常R一2：异常位于矿区中部夫山一带，

异常面积约1．0 km2，呈椭圆状，异常圈西侧未封闭为

表1仙姑台矿区1：1万土壤测量中各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值表

Table 1 Element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frOm 1：1 0 000 soil survey in the Xiangutai deposit

样品数
元素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中值 变异系数 标准差 异常下限

(件)

Au 26848 0．04 974 3．82 1．88 2．97 11．34 9

Ag 23166 0．01 418 0．13 0．08 21．76 2．77 0．16

Cu 23166 O．11 9366．99 43．64 27．32 4．42 192．86 40

Zn 23166 0．02 7329．1 83．61 70．3 1．6 133．47 100

MO 23166 0．02 200．6 1．24 0．87 2．09 2．59 2

Pb 23166 0．12 4025 33．87 29．56 1．63 55．07 40

As 22464 0．46 472l 28．65 14．1 2．66 76．06 40

Sb 22464 0．14 158 2．33 1．28 1．81 4．21 4

Bi 23166 O．05 52．9 0．55 0．49 1．17 0．64 0．8

Hg 23166 0．01 75 0．1 0．07 5．35 0．55 O．1

注：测试单位：国土资源部南昌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单位：Au为10一，其他元素为1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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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区。异常主要以低温元素Au、Ag、Sb、As、Hg为

主。该异常元素组合为Au—Cu—Mo—Ag—Sb—Pb．As—Hg，

其中Hg具三级浓度梯度分布，Au、As、Cu具二级浓

度梯度分布(图3)。异常零星分布，分带特征不明显

(图2)。

(3)综合异常R一3：异常位于北东部大石岭．水井

凹一带，总体呈椭圆状，面积约O．46 km2。该异常东

侧未圈闭。异常主要以中低温元素Au、Ag、Sb为主，

该异常元素组合为Au—Ag—Mo—Pb—Sb—Hg，其中Au、

Ag具三级浓度梯度分布，其中sb、Pb具二级浓度梯

度分布。异常元素自分带特征不明显(图2、图3)。

(4)综合异常R．4：异常位于矿区西南角宝山一

带，异常面积约0．84 km2，异常区总体与F1断层延伸

方向一致，呈北东一南西向展布，异常东西两侧均未

圈闭，异常组合以Mo、Cu、Au、Ag、As、Hg元素为主。

该异常元素组合为Mo．Cu—Au—Bi—Ag—Pb．As—Hg，其中

Mo三级浓度梯度明显，Cu、Au、Ag、Sb、As、Hg具二

级浓度梯度分布(图2、图3)。异常元素自内至外具

一定的分带性，总体表现为Mo、Bi-÷cu、Pb、Au、

Ag—}As、Hg。

(5)综合异常R一5：分布于矿区铜岭铜矿南中部

铜山周边，异常西侧未圈闭。异常元素组合为

Cu．Au—Mo．Bi．Sb—Zn．Ag—Pb—As—Hg，元素异常强度均

较强，其中Cu、Ag、Zn、As三级浓度梯度明显，Au、

Bi、Sb、Pb、Hg具二级浓度梯度分布(图2、图3)。异

常区内出露志留系粉砂质泥岩、泥岩，燕山早期第二

阶段第二次花岗闪长斑岩、斜长斑岩(1，67【，2。26)以及北

东向的断层(F1)与三条近东西向平行等距排列硅

田-回：囤s围·回s回s圈，回s圈，回·。固-，回，：
回一。圈¨圉·s园·s园t，囫，s口，，团20囝z·图22圆：s

图2仙姑台矿区土壤地球化学综合异常图

Fig．2 Xiangutai mine soil geochemical Integrated anomaly map

1．第四纪；2．上志留统茅山组；3．中志留统坟头组；4．下志留统清水组；5．下志留统殿背组；6．下志留统梨树窝组；7．上奥

陶统汤头组；8．中奥陶统汤山组；9．下奥陶统红花园组；10．下奥陶统仑山组；11．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第三次斜长细晶

岩；12．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第二次花岗岩；13．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第一次花岗岩；14．燕山早期第二阶段第二次花岗岩；

15．燕山早期第二阶段第一次花岗岩；16正断层及编号；17．实测，推测逆断层及编号；18．实测，推测平移断层及编号；

19．实测地质界线；20．见矿／未见矿钻孔及编号；21．矿区污染区域范围；22．土壤地球化学综合异常范围及编号；23．土

壤地球化学样品采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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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仙姑台矿区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各单元素异常图

Fig．3 Xiangutai mine soil geochemical su r、，ey of each single element anomaly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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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褐铁矿化构造破碎带(F13、F14、F15)。异常的形

态、异常浓集中心与硅化、褐铁矿化构造破碎带相吻

合，预示异常区内具有较大找矿潜能。

4异常查证及找矿效果

根据1：1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工作所圈定的综

合异常区进行了野外调查，且对低温元素异常强烈

的R一2以及各元素异常均较强的R一4、R．5开展了钻

探验证工作。

R一1异常区：异常主要以Cu、Mo、Bi、Zn、Sb为

主，异常元素自内至外具一定的分带性，总体表现为

Bi、Mo—Cu、Zn、、Sb、Au、Pb、Ag一÷As、Hg。此综合

异常区位于矿区背斜核部，总体与F7断层破碎带延

伸方向一致，呈北东一南西向展布。异常区内主要

出露岩石为硅化、褐铁矿化构造角砾岩，奥陶系碳酸

盐岩(图2)。成矿元素浓度高、分带清晰与野外地硅

化、褐铁矿化蚀变特征相吻合，此异常特征可能为含

矿异常具有较大的找矿潜能。

R。2异常区：低温元素Au、Ag、Sb、As、Hg异常强

烈。异常区内出露奥陶系碳酸盐岩与燕山早期第三

阶段第二次花岗闪长斑岩接触带，该带矽卡岩化不

明显，经ZK44—1、ZK44—3钻探成果发现此异常为非

矿异常所致(图2)。

R一3异常区：低温元素Au、Ag、Sb为主，异常强度

总体一般。野外观察发现：异常区内主要出露奥陶

系碳酸盐岩，异常区西南约200 m处为燕山早期第三

阶段第二次花岗闪长斑岩、斜长斑岩(1，67【，2。36)侵位于

奥陶系碳酸盐岩(图2)。此异常可能与此岩体的侵

位有关，但此异常是否为含矿异常有待进一步查证。

R一4异常区：Mo—Cu—Au—Bi—Ag—Pb—As—Hg异常强

烈，分带不明显。高温元素(Mo—Bi)与中低温元素

(cu、Pb、Au、Ag)、低温元素(As、Hg)分带特征显著，

此异常特征与R—l综合异常特征相似。经地质填图

及7号勘探线钻探揭示(图4)：①异常区周边存在燕

山早期第三阶段第一次花岗闪长斑岩(1，6兀，2勘)顺着

倾向南东Fl断层侵位于燕山早期第二阶段第一次花

岗闪长斑岩(Y67c，2。2“)的现象；②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第

一次花岗闪长斑岩(1，6兀，2。3。)为含矿岩体，浅灰绿色蚀

变较强，主要为绿泥石化、泥化、硅化，新鲜面呈浅灰

色，矿物成分主要为石英和斜长石。目前已发现斑

岩型矿体Cul、Cu2、Cu3等铜(金、银、钼)矿体分布于

Y6兀，2。3。，矿石矿物以黄铜矿、辉钼矿为主，次为黄铁

矿、铜蓝、孑L雀石等(图5A)；③异常区内1，6兀，2t。内尚未

发现明显矿化现象；④与R一4具有相似元素异常特征

的R—l综合异常很可能为含矿异常所致。

R一5异常区：异常元素组合为Cu—Au—Mo—Bi一

图4仙姑台矿区7线地质一地球化学剖面图

Fig．4 Geological geochemical profile along the 7th line in the Xiangutai deposit

1．志留系上统茅山组；2．志留系中统坟头组；3．志留系下统清水组；4．志留系下统梨树窝组；5．奥陶系上统汤头组；6．奥陶系中统

汤山组；7．奥陶系下统红花园组；8．奥陶系下统仑山组；9．斜长细晶岩；10．微粒花岗闪长斑岩；11．花岗闪长斑岩；12．断层及编

号；13．钻孔位置及编号；14．矿体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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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Zn．Ag—Pb—As—Hg，异常强烈，相互叠加，分带特征

不明显。经深部12—28线钻探工程验证，异常区为铜

岭矿段斑岩型V7、V9与矽卡岩矿体V12等矿体引起

的异常；矿石矿物以黄铜矿为主，次为辉钼矿、黄铁

矿、铜蓝、自然铜等(图5B)。

综上所述：运用地质填图、深部钻探工程，对矿区5

个异常区进行查证发现(图2)：两个异常区为含矿异

常区(R．4、R一5)，1个为非矿异常(R．2)，1个可能为含

矿异常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R-1)，另1个找矿前景一

般，可能为非矿异常(R．3)。含矿异常R一4、R．5以中

高温元素Cu、Mo异常强烈为特征，分别由宝山、铜岭

铜多金属矿段异常所引起。非矿异常R一2以中低温

元素Au、Ag、Sb、As、Hg异常强烈为特征。宝山矿

段、铜岭矿段铜资源量达到小型，具经济开采价值，

可见在仙姑台地区开展土壤地球化学测量以Cu、Mo

异常强烈区做为优选区进行找矿工作效果显著，而

Au、Ag、Sb、As、Hg、Pb、Zn、Bi元素异常指导性不强。

5结论

(1)按照传统的方法通过概率计算，即如果元素

满足正态分布则背景值取均值，异常下限在均值的

基础上加上两倍标准差；如果元素满足对数正态分

布，则先对元素取对数，然后对数的均值取真数为背

景值，对数的均值加上两倍标准差取真数为异常下

限，确定仙姑台矿区背景值和异常下限的方法处理

土壤地球化学数据与所确定的背景值、异常下限比

较合理。

(2)仙姑台矿区共圈出5个综合异常区，两个异

常区为含矿异常区(R-4、R一5)，1个为非矿异常(R．2)，

1个可能为含矿异常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R一1)，另1

个找矿前景一般，可能为非矿异常(R．3)。

(3)土壤地球化学测量成果显示：仙姑台铜多金

属矿区通过异常查证，以Cu、Mo异常强烈区做为优

选区进行查证发现了宝山(R一4)、铜岭(R一5)铜多金

属矿段为含矿异常所引起，其铜资源量达到小型，具

经济开采价值。可见在仙姑台矿区开展土壤地球化

学测量以Cu、Mo异常强烈区作为优选区，找矿效果

显著，而Au、Ag、Sb、As、Hg异常对仙姑台矿区找矿

指导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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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ng Effect of Soil Geochemical Survey from the Xiangutai

Copper Polymetallic Deposit in Ruichang City of Jiangxi Province

LI Yong—min91，SHA Yuan—Chen91，GONG Liang-xinl，LEI Tian—ha01，

XIE Rui—fen91，HU Zheng—Hual、2

(1．Jiangxi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Jiangxi，Nanchang，330030，China；

2．Chengdu University ofTechnology,Sichuan，Chengdu，610059，China)

Abstract：Xiangutai copper polymetallic deposit in the Ruichang City of Jiangxi Province，is located in the lower

reaches ofthe Yangtze River in Jiujiang Ruichang ore concentration area．This soil geochemical survey work de—

lineated 5 comprehensive anomalous areas in which two abnormal areas are ore anomalies，one is a non—ore

anomaly,another may be a ore anomaly with a good prospects，the other one may be a non—ore anomaly．High

Cu，Mo，’Au，Ag，Sb，As and Hg abnormal area R一4 and R一5 are caused by Baoshan ore section and

Tongling ore segment anomalies．Mid—low temperature element Au，Ag，As and Hg abnormal area R一2 is caused

by a non—ore anomaly．The results shows：Bi，Au，Ag，Pb，Zn，Sb，As，Hg anomaly is not a good ore seeking guid—

ance，high temperature elements Cu，Mo element anomaly is obviously guide for the prospecting work．

Key word：Jiuj iang—Ruichang ore concentration area；Xiangutai copper polymetallic deposit；soil geochemistry；

prospec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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