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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山矿集区铜地球化学块体特征及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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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地球化学块体理论，在紫金山矿集区l：20万区域化探数据基础上，利用2 krnX 2 km窗口数据，

对紫金山矿集区进行了地球化学块体的圈定及内部结构的剖析。分析了铜的地球化学块体各级含量水平所

对应的面积、可供金属量、浓集度等参数特征。追索某元素地球化学块体的内部结构，揭示元素在地球化学

块体中逐步浓集成矿的轨迹。对几个重点的Cu的地球化学子块体作了预测评价。指出在这些地球化学块体

内还存在巨大的寻找铜矿产资源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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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eochemical block delineation and inner structure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Zijinshan ore con．

centration area by means of geochemical block theory．The work was based on l：200 000 regional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data，for which 2 kmx2 km window data were used．The authors analyzed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pa．

rameters as area．available metal quantity and concentration degree corresponding to various content levels of the

copper geochemical blocks．Probing into the intemal structure of the geochemical block of a certain element may

reveal the gradual concentration and formation path of that element in the geochemical block．Predictive evalua．

tion was carried out for several key copper geochemical blocks．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exists great potential in

search for copper resources in these geochemical 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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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球化学块体概念及圈定方法

地球化学块体理论是对全国区域地球化学填图

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后发现，除了各种类型的局部分

散晕及区域性异常之外，还存在一系列更宽阔的套

合的地球化学模式谱系，这些宽阔的地球化学模式

谱系表明，地球上存在着特别富含某些元素的地球

化学块体，这种“地球化学块体”是原始地球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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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性以及地球从起始演化到现在的过程中元素的

分布再分配的最终结果的体现(谢学锦，1996；谢学

锦，刘大文，2002；刘大文，向运川，2002；邓小万，

何邵麟，陈智，汪玉琼，2004)。为了对这些成矿元素

的高含量带进行研究，以面积大于1000 km2的高含

量带作为地球化学块体、面积大于100 km2的作为

地球化学块体内部的区域异常、面积小于100 km2

的作为局部异常(鄢明才，迟清华，1997)选择Cu在

紫金山矿集区进行了地球化学块体及异常的圈定。

该项工作是基于己完成的福建省l：50万和紫金山矿

集区1：20万区域化探数据(林才浩，2001)，利用2 km

×2 km窗口数据，进行块体圈定及内部结构剖分，

具体块体圈定的作法是(王少怀，2007)：

(1)以10 km×10 km窗口平均值圈定地球化学

块体分布图(初始地球化学块体含量下限采用全省

数据平均值加一倍方差确定)。以15×10_6为下限，

共圈出5个Cu地球化学块体。紫金山矿集区Cu地

球化学块体，面积为4385 km2，当异常下限提高至

20×lO-2时，分解为2个区域异常、1个子块体，分

别位于上杭紫金山、上杭太山头、龙岩中甲(位于矿

集区内)。其中勘查程度较高的紫金山区域异常，其

面积为329．74 km2，金属供应量l 199．682万吨，区

内已探明铜金属储量和各类资源量约276万吨，计

算成矿率为0．23。

(2)在紫金山矿集区地球化学块体内部统计异

常范围面积以及铜元素含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

均值、方差、标准差等参数，确定其下限和分级；然

后，剔除离群点使数据符合正态分布，求得数据集

的平均值和方差、标准差；最后利用平均值加1倍

的方差作为该元素的块体下限，用该方差作为逐步

图l紫金山矿集区铜地球化学块体内部结构图

Fig．1 Inner structural map of the copper geochemical block in the Zijinshan ore concentr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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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的分级值，一般分6个级次(见表1)，并勾画出

地球化学块体内部异常的分布图(如图1)。

表1 紫金山矿集区地球化学块体元素含量水平分级
Table l Grade classincation of element contents

within the geochemical block of the Zijinshan ore

cOncentra“On area

注：∞(Cu)为10“

2地球化学区域异常特征

紫金山矿集区Cu的地球化学块体中，规模最大

的为紫金山矿田Cu的地球化学区域异常，编号为

Cu I号，(见图1)。矿集区内主要的区域异常和局部

异常内部结构特征见(表2)。

表2 Cu地球化学块体内部结构特征表
Table 2 Inner structural characteri$tics of Cu in

geochemical block

注：∞(Cu)为lO。6

紫金山铜矿田子异常(编号为Cu I)以23×10胡

为异常下限圈定的地球化学子异常面积达103．5

km2，呈近环形包括了龙江亭一金山．的广大地区，但

不包括碧田。以29．2×10．9为下限圈定的地球化学子

异常，其形态不变。但面积缩小，为84．5 km2。在子

异常下限的逐步提高后，面积不断缩小，分别为

75．2 km2、66．8 km2、54．4 km2、35．1 km2，浓集中心

更趋集中于紫金山和中寮。单位面积(km2)金属供应

量相应增加到134．25 kt、51．85 kt、271．23kt、288．20

kt、323．9 kt、363．13 kt，1000 m深岩块内总金属量

却逐级呈先提高后减少的趋势，分别为13892．2 kt、

21 286．4 kt、20 410．1 lct、19 251．8 kt、17 633．1 l【t、

12 731．3 kt。

3紫金山矿集区金铜矿找矿潜力分析

资源量是指根据某地球化学块体内部某种金属

的成矿率估算的矿产资源量(AR)，计算公式为：

AR=ME×MC，

其中：MC为该子块体某种金属的成矿率：ME

为子块体中该金属的总金属供应量，该参数是衡量

地球化学块体成矿潜力大小的指标。

潜在资源量是指地球化学块体内除已探明的资

源量之外，还有部分潜在的未探明的资源量(PAR)，

其大小等于预测资源量与探明储量之差：

PAR=AR—．R

其中：AR为该子块体根据成矿率估算的某种金

属矿产资源量；R为该子块体某种金属的所有探明

储量；该参数是地球化学块体找矿潜力量化的标

志。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资源量和潜在资源量不严

格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它是对一个战略远景区内某

种金属找矿潜力的概算。

4 Cu的地球化学区域异常

从表3可知：紫金山矿集区Cu地球化学块体内

部主要的区域异常和局部异常为紫金山矿田区域异

常(Cu I)、永定虎岗矿田区域异常(Cu lI)、上杭

华佳矿区局部异常(CUE)和上杭东山矿区局部异常

(Cu3)o

从图2可知：紫金山矿田区域异常面积为100．5

km2，单位面积金属供应量为134．25 kt／km2，异常总

金属量为13892．2 kt，根据成矿率计算得资源量为

1611．5 l【t。

表3铜地球化学块体资源量预测表
Table 3 Reserve prognosis of the Cu geochemical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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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紫金山矿田Cu I号铜区域异常及谱系树图

Fig．2 Cu l copper anomaly in the Zijinshan ore field and its dendritic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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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学报》2008年度影响因子0．940

根据2009年11月出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2009年版)，在对1765种核

心期刊的计量指标统计中，《地球学报)2008年度的主要指标为影响因子0．940，总被引频次1064。

据统计，在1868种核心期刊中，总被引频次≥1000次以上的期刊共有447种；影响因子≥1

的期刊共有123种。

表l 《地球学报》2008年度主要引证指标及对比数据

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地球学报》 1064 0．940

地球科学类期刊(平均值) 939 14 0．842 14

全部核心期刊(平均值) 804 406 0．445 138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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