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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持 开 展 一 比 五 万 区 调

为
“
四化

”
多做贡献

�湖北省第八地质大队三分队�

我分队为综合大队 �湖北省地质矿产局第八地质大队�下属的区调分队
。

自����年成
�

立以来
，
一直坚持按国际分幅的全幅

、

半幅 �个别情况下为规则的���� ���幅�开展一比

五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原称一比五万矿产普查
。

先后曾转战于湖北境内的鄂西山地
、

大洪山
、

神农架
、

桐柏山等中山地区
。

工作区地形陡峻
、

林木茂密
、

人 烟 稀 少
、

交 通不

便
。

组队头一
、

二年
，
分队总人数���人

，

其中技术人员约 �� 人
。

后来人员有所减少
，
大

致稳定在�����人左右
。

目前分队共有职工��人
，

其中技术人员��人
。

建队十年来
，

我们在上述人力和简陋装备条件下共完成重砂
、

化探扫面��
�

�个图幅
，

面积����
�

��平方公里 ， 区调�
�

�个图幅
，
面积����

�

��平方公里 ， 实测剖面总长���
�

�公里
�

采集各类样品������个
， 提交区调报告 �包括联测区调报告��份 � 发表科技论文 �篇

。

完

成这些工作的总投资约���
�

�万元
，

平均每幅图使用资金约 �� 万元
，
图幅平均工作周期两

年
。

通过上述区调工作
，
在墓础地质研究和矿产调查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
找到大

型重晶石矿 �处
，

中型磷矿 �处
，
中型耐火粘土矿 �处

，

中型钒矿 �处
，
小型钒矿 �处

、

矿 �化�点���处 ， 圈定出化探异常���处
、

重砂异常���处
、

找矿远景区�带��处
。

打开了

调查区地质一找矿工作新局面
，

为解决我队矿
‘

产普查勘探基地紧张问题做出了显著贡献
。

一
、

十年区调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

�一�我们工作过的地区可分为南潭
、

随 �县�南 �部�
、

保康至神农架三个地区
�

经

过一比五万区调
，

每个地区
，
在基础地质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突破或发现

。

在南漳地区
，

由于剖面测制中详细划分地层
，
认真观察岩性

，
于震旦系灯影组中部发

现含磷层位
，
并进而找到了中型磷矿

，
为在鄂西地区找磷指出了新层位

。

在随南均川南半幅
、

古城贩北半幅和洛阳店幅
，
于原定

“
元古界应山群

”
中发现了古

生代化石
，

并对变质地层进行了新的划分对比
，
解体了原一比二十万区调所建的

、

呈倒转

单斜产出的
“
元古界应山群

”
�共分八组�

。

重建为元古界大狼山群
、

震旦系
、

寒武系
、

奥

陶系
、

志留系八个群
、

组和六个岩性段
，

共十四个地层单位的一套新的地层层序
。

此外
，

对测区地质构造和火山岩
、

基性侵入岩也提出了新认识
。

查明该区构造型态并不是原一比

二十万区调所确定的简单倒转单斜
，
而是复杂的紧密线型倒转褶皱

。

这样不仅使襄阳盆地

以东
、

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的一些重大基础地质问题初步得到解决
，
更重要的是使襄阳盆

地以西的鄂西北乃至豫
、

陕南部的地层划分和地质构造可与本区进行对比衔接
，
从而具体

证明该区的大地构造归属为秦岭地槽的东延部分
，
而不是以往所归属的淮阳地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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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康至神农架工作区
，

于原一比二十万区调所划的���平方公里的神农架群乱石沟组

内
，
划分出近百平方公里的震旦系

、

下寒武统地层
，

并将其中我队以往发现的零星的磷矿点

系统圈为三个磷矿带
�

此外还查明其余百余平方公里地层并非乱石沟组
，

而是神农架群最底

部的大岩坪组和更老地层 �天花群�
。

这样
，

对该区基本构造形态的认识就随之发生重大变

化
。

�二�基础地质研究的突破和进展
，
带来了矿产调查成果的丰收

，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

面
�

一是直接发现了新的矿床 �点�
、

矿化 � 二是对已知的零星矿点进行了系统的圈定
、

扩

大
、

对比和研究
，
获得了新的认识

� 三是圈出了新的远景成矿带
，

指出了今后找矿方向
。

其主要成果如下
�

在南漳地区工作中
，
发现了产于灯影组的中型磷矿和二叠系底部的中型耐火粘土矿

。

除上述外
，
还发现了铂

、

钒
、

铀磷
、

多金属等矿化层位
。

在随南两幅图区调中
，

由于地层层序重新建立
，

结合与邻区含矿层进行层位对比以及

根据化探异常指示
，
发现了大型重晶石矿和中

、

小型钒矿
。

重晶石矿数年来已采矿石总量

石�余万吨
，

畅销国内外
。

除上述外
，
在该区奥陶一志留系变基性火山岩中还发现了黄金

，

圈出了下寒武统底部钒
、

铀
、

磷和上震旦统黄铁矿与多金属等远景成矿带
。

在保康至神农架地区
，
我队原来虽发现了几处孤立的磷矿床 �点�

，

但 未 弄清其层位

和全貌
。

经一比五万区调
，
系统地研究了磷矿分布规律和成矿地质条件

，

确定其层位为上

震旦统陡山沱组
，

将其划为大型两个
、

中型三个
、

小型一个共六个磷矿区
。

�三�随着区调工作的进展
，

我们不仅取得了上述基础地质与矿产方面的丰硕成果
，

另外还有两个方面的收获
。

其一
，

我们以 �份区调报告及 �篇科技论文的形式
，
总结了区调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基

本地质规律
。

这些研究成果已被不少单位利用
。

随南地区的基础地质成果不仅被扩大到襄

阳盆地以东
、

京广线以西整个地区
，
而且被河南省兄弟单位和部属有关研究项目用来和桐

柏山以北以及武当山
、

大别山等地进行对比� 随南重晶石矿发现后
，
因其层位明确

、

规律

牲强
，
所以矿区迅速扩大

，
已相继在该矿区以外以至枣阳地区也找到了相同矿体

。

资料被

肤西
、

甘肃等省知道后也在其工作地区找到了重晶石矿化层位及矿体
。

其二
，
十年区调还培养和锻炼了人材及队伍

。

到目前为止
，
我分队原有技术人员一半

被调往大队或其它分队及外队担任生产或业务方面的领导或骨干
，
其中担任大队级领导者

两名
，
担任分队领导者七名

，
调往大队综合研究

、

生产管理或被作为分队骨干力量使用者

七名
。

我队的
“
七

·

二一
”
地质学校也在我们这一比五万区调工作的摇篮中诞 生

、

成长并

培育出近三十名技术人员
。

毕业的学员现已在队属及其它队一些分队和地方矿山部门发挥

作用
�

留在我分队的已占全分队技术人员总数的���
，
其中有两人经国家统一考核 已 获得助

理工程师职称
。

另外我们的区调队伍及业务能力也由当初的无经验到逐渐完善并走上正轨
�

由于上述种种
，
我分队多年来一直被大队和省局评为先进单位

，

并得到部里的表彰和嘉奖
。

二
、

一比五万区调的作法与体会

回顾十年区调工作
，
我们的作法和体会有以下几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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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长期开展一比五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
认为它是提高基础地质研究程度和

找矿效果的主要途径
。

从客观上讲
，
这是一比五万区调工作性质所决定

。

但 从 主 观 上分

析
，
作为一个综合地质大队下设的区调分队

，

在人力
、

物力
、

设备
、

业务管理水平均不完

善的情况下能将该项工作坚持下来
，

并不是容易的事
。

在这方面我们经历过曲折的历程
。

多年工作中我们曾与自己内部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取消区调的观点及做法进行过激烈的争

论
。

例如随南变质岩区工作一开始
，

首先遇到的棘手向题是需要对地层进行重新划分
，

查

明时代归属
，

重建地层层序
。

这一重大任务对于我们这支力量薄弱
、

工作范围狭小
、

时间

有限的区调分队来讲的确困难
。

因此便有不少人认为
� “
区调是专业区调队 的 事

，
我们只

管找矿
，

不必管也解决不了大范围的基础地质向题
。 ”
又如我们不少同志看到一幅 图 的工

作
，
要一

、

两年才能出矿产成果
，
尤其是有的图幅工作两年还找不到象样的矿 �如南漳报

信坡幅�
，

便产生了急躁情绪
，
主张停止区调工作

，

把数十名地质人员分 成若干小组
，

在

侧区甚至测区以外
“
满天飞

”
式开展找矿工作

。

我们称之为 声二人找矿法
” � 还 有 一个向

题直到目前还没有完全扭转� 就是每当区调工作中发现较好的矿 �化�点
，

便尽量把力量

抽上去作详细工作
，

一蹲一年或更长的时间
，
投人重型探矿工程及钻探

，

工作程度越深越

好
，
从而打乱基础地质研究及整个区调图幅矿产调查工作部署

。

上述种种都是不利于区调

工作开展的观点
。

但也有部分同志认为
�

过去在找矿上做的工作并不少
，

但进展不大
，
其

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系统开展一比五万区调
，

没有掌握工作区总的地质规律及其与所发现矿

点的内在联系
，
致使许多矿点评价工作处于上不好上

，
下不好 下

，
反复多次

，
上上下下

，

难以评价
，
人

、

财
、

物消耗较大的被动局面
。

经过争论
、

对比
，
大家认为应该开展一比五

万区调工作
。

随着区调工作在地质找矿上迅速取得明显效果后
， �

大家就逐渐认识到区调工

作具有战略性
，
是找矿的有效途径

，
也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基础地质资料 的 主 要 方

法
。
区调工作在地质矿产方面不断取得显著进展鼓舞了我们队伍的士气

，
反过来又促进了

区调工作继续获得新的成绩
。

这样相互促进
，
增强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坚持长期开展一比五

万区调工作的信心
，
从而促使我队区调工作长期坚持 下来

。

�二�从基础地质入手
，

着重抓好与矿产密切有关的基础地质研究
。

搞不搞基础地质

工作
，
把其放在何等位置

，

仍是坚持区调与否的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反映
。

十年工作中
，
我

们也经常围绕这个焦点争论
。

例如每个测区准备工作阶段是解决基础地质向题 的 关 键 时

刻
，
这个阶段的时间该多长

，
工作作到什么程度

，
力量如何调配

。

这中间往往出现急于填

图完成平方数
，
尤是急于矿点异常检查工作而忽视基础地质问题研究的现象

。

我们还注意

到
，
我们不同于专业区调队

，
工作的目的是为大队寻找矿产普查基地

，

各方面的注意力及

安排都着眼于矿上
，
所以更容易忽视基础地质研究

。

我们认为忽视基础地质研究
，
难于在

找矿上打开新局面
，

因而我们在工作中反复强调必须从基础地质工作入手
。

我们的具体做

法是
�

首先在每个测区工作中
，
坚持区调工作程序

。

第一步
，
先广泛收集测区已有的各种地

质资料
，

尤其是一比二十万等面上的基础地质资料
，
进行综合分析

，
找出存在向题

，
带着

向题进入测区工作
，
以求解决

。

例如保康一神农架区测开始时
，
我们综合前人资料后即发

现测区内分布范围达 ��� 余平方公里的神农架群乱石沟组划分存在问题
。

经过踏勘和部分

剖面测制
，
证实其中半数地段为震旦系至下寒武统一套地层

，

其余部分与前人资料中所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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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神农架群乱石沟组也不符合
。

通过我们奔赴远离测区的神农架主峰原来建组的地方进

行踏勘对比
，

将其确定为神农架群最底部大岩坪组和更老的地层
。

此外通过测区地层层序

的建立和含磷岩系标志层的追索
，

很快弄清了控制矿层分布的褶皱和断裂构造
，
从而扩大

了磷矿储量和远景
。

以上基础地质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为测区矿产普查
，

特别是震旦系沉积磷矿成矿规律的

研究和成矿预测奠定了基础
。

其次
，
要保证填图前的准备工作阶段有充裕的搞好地层划分的时间和力量

。

随南两幅

图的工作时间共四年
，

但为了重建地层顺序
，

准备工作阶段的时间共用了近两年的时间
，

测制剖面长���
�

��公里
，
脚迹几乎踏遍随南和大洪山一带����平方公里的范围

。

另外在每幅图的人员配备上
，

我们坚持配备足地质组的骨干力量
。
同时在工作中

，

按

区调工作的规律在时间安排上把基础地质工作主要放在前面
，

矿产工作的时间相对稍后
。

十年来的事实
，

雄辫地说明从基础地质入手的路子走对了
。

回顾我们所发现矿床的经

历
，
莫不与基础地质方面的突破或重大进展有关

。

南漳磷矿是在详细划分地层
，
发现了中

灯影这一新的含磷层位后于填图中发现的， 重晶石矿与钒矿也是在弄清了地层层序与时代

后
，
根据科技情报得知四川城口相同地层中有重晶石

，
并在参观区调队于京山地区发现的

重晶石矿体后
，
进行地层对比

，
在检查位于该层位上的化探钡异常时有预见

、

有目的专门

去找到的
。

因此可以断言
，

不加强基础地质研究
，
肯定不会在矿产方面取得以上成果

。

�三�从实际出发
，
坚持综合找矿

，

在找矿上狠下功夫
。

地质工作是一门探索性很强

的科学
，

区调工作更是如此
，
因此工作中必须尊重客观事实

，

当发现主观愿望 �设计�与

客观事实不符合时
，
必须从实际出发

，
改变我们原定的目标

，
把力量调整到有希望的矿种

上
，
不要机械的非按主观愿望去找某些规定的矿种不可

。

南漳测区开始上马时主要是找铝土矿
，
但我们找到了一定规模的磷矿

。

随南测区开始

时
，
根据测区有不少变基性岩和航磁异常以及某些铁矿化点

，
主要是找铁

，
但工作一段时

间后
，
发现没有铁矿形成的条件

，
因而把工作重点及时转到成矿条件好的重晶石矿与钒矿

上来
，
取得了显著成绩

。

与此同时
，
我们也没有忽视对黄金

、

多金属以及其它非金属矿产

的评价
，
从而发现了不少矿点及矿化层 �带�

。

总之
，

开展一比五万区调 工 作
，

在找矿上

不能单打一
，
要综合找矿

、

全面评价
， “
东方不亮西方亮

” ，
这样才能提高找矿效果

，
更好

地发挥区调的战略作用
。

另外
，

我们注意了各种找矿方法的配合运用
。

建队初期
，
重砂

、

物化探工作与区调同

时开始
，

齐头并进
，

直到图填完了重砂
、

物化探成果才出来
，
不能起到提供找矿线索的作

用
。

后来我们提前开展重砂
、

化探工作 �超前区调���个图幅�
，
使区调一开始便有重砂

、

物化探异常作为工作的依据
。

从而加快了区调速度
，
提高了找矿效果

。

�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
发扬技术民主

。

我们分队知识分子较多
，

他们是最忙的直

接
“
生产

”
者

，

加上区调工作分散流动
，
伸缩性大

，

光靠行政命令是搞不好工作的
，

必须

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树立牢固的事业心

。

首先我们组织和鼓励大家学习业务
，
增强事业心

，
这一点在十年浩劫之后尤为重要

。

我们曾组织大家购置业务书
，
印发学习材料

，
请专人讲课

，
经常组织大家讨论业务技术工

作
，
组织参观

，
听业务录音和看技术录象

，
参加队内外业务技术活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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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我们在工作中注意发扬技术民主

，

尊重各种学术观点
，
鼓励大家开展业务技术

争论
。

对学术问题组织大家反复讨论
，

或组织不同观点的同志到现场去解决
。

我们曾用这

种方法在元古界和下古生界变质岩区的大断裂带内
，
发现了含艇科化石的二叠系地层断块

�杂乱堆集�
，
并肯定了遍布于随南下古生界地层中的变墓性岩枕

。

在每一争论的最后
，
即

使被大家否定了的学术论点
，

只要还有一定的依据或道理
，

我们都在报告中或有关总结中

予以提及
。

这样促使大家畅所欲言
，
鼓励大家的积极性 �为了争论

，

同志们往往废寝忘食

地翻阅资料或去实地考察�
。

我们已有这样的体会
�

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
，

往 往 是重大地

质收获的前奏
。

建队以来分队对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作一直比较关心
，

并不断改进 技 术 人 员的工作条

件
。

我们对技术人员一般不拉差
，
不搞其他劳动或额外负担

。

每个技术人 员 的 文 具
、

工

具
、

图板
、

办公桌等都尽量及时配备齐全
。

全大队第一对透图台是我们分队先制备的
。

我

们现有能放置����块标本的标本架
，
至今在全大队少有

。

价格昂贵的亚洲地质图一出版
，

我们就买回挂出
。

分队的电风扇
、
日光灯都是从地质办公室先安起

。

近年来分队年轻人比

例增大
，

分队便专门组织人在很短时间内帮助年轻人较满意地解决了婚姻大事
，

并在分队

权限之内尽量解决职工的夫妻团聚问题
。

凡此种种
，
不仅仅是便利工作

，
还使大家感到组

织对自己的关怀
，

感到 自己的工作及成果确实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
因而也更加安心业务

工作
。

我们分队成立整整十年了
。

十年来
，
由于局

、

队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
，
我们把

一比五万区调坚持下来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

但距国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

我们决心向兄弟

单位虚心学习
，
向国内先进水平迈进

。

经过十年的变化
，
分队目前绝大部分技术人员换成

了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
在各方面的关怀下他们的工作搞得很好

。

今年已开始了桐柏山南

麓两幅图的联测
，

计划����年完成
。
���������年

，
计划仍在该区继续完成����平方公里

的区调任务
。
���������年

，

初步计划奔赴武当地区开展工作
，
完成����平方公里区调

。

到����年时
，
我们将以具有先进水平的湖北襄阳地区地质新成果

，
作为对祖国四个现代化

建成之 日的献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