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辑

中 国 区 域 地 质

�������� ������� �� ����� 一���年

黑龙江省多宝山掩盖地区

一比五万区调体会

陈 德 森

�黑龙江省地质区调一队�

黑龙江省地域辽阔
，
由于地处边唾

，
交通困难

，
覆土掩盖

，
虽经二十多年来广大地质

人员共同努力
，
地质调查和地质研究程度仍然较差

，
至今一比二十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尚

未完成
。

而一比五万区域地质调查以往仅在矿产普查范围内开展了一些面积不大的非正规

的地质草测
，

没有一幅正规出版的区调报告和图件
。

����年区调一队二分队在多宝山地区开展正规的一比五万区域地质调查
，
目的是加强

基础地质研究
、

搞清区域地质构造特征
，
扩大找矿远景

。

下达的工作任务是
� “
对 多 宝山

及其外围���平方公里 �包括�一��一��一� �多宝山�幅整幅和�一��一��一��工人 村�

幅东部�进行以铜为主的一比五万区调
，
除成矿有利地段外

，
重砂测量

、

金属量测量 �包

括分散流法�和放射性顺便检查 �山地工程和钻孔岩心除外�一般不再进行
” 。

根 根 省地

质局下达的任务
，
结合本区的工作条件和地质特点

，
参照一比五万有关规范和外省工作方

法和经验
，
编写了设计书

，
经局审批后

，

全面开展了野外工作
。

在工作中
，
得到各兄弟队的大力支援和协作

，
地质四队提供矿区各种资料 ， 地质七队

承担了部分钻探任务， 测绘队补测了地形图和承担部分地形测量任务
，
从而使我们的工作

能够顺利的开展
，
因此本区的区调成果是多单位集体协作的产物

。

几年来
，
我们投放了较多的人力 �见表 ��

、

实 物工作量 �见表 ��
，
总 投资 ��� 万元

�钻探费用除外�
。

于����年全面的完成了各项设计任务
，
取得了较好的地质 矿产 成果

，

表 � 人 员 编 制 一 览 裹

顺

�资
一一，

一

度
� � � �

� � 人 ���� ����年 � ����年 � ����年 � ����年

序 � 工 、 � 数 � � � �
� 甲� � � � � �
� � � � � �

备 注

，�几︸���九��‘��

�︸‘，﹃﹄，�八甘�曰月才，山�，�‘八�

��二

�习
‘口
�‘，，工�月胡﹄�，‘�二，﹄、�

，二

指 导 员

分 队 长

技术负贵

行政管理

地质技术人员

地形测量技术人员

物探化探技术人员

水文地质技术人员

槽探 �浅井�工人

其它工人

总计

�

��

��

��

包括测工
、
取样工

、

炊事员等

�

���刁���������

不包括属大队编制的汽车司机
、

拖拉机手
、

岩矿
、

重砂鉴定人员
、

磨片工
，
发电工

、

报务员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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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完成工作�统计表

一� 亮 成 王 榨 夏
顺 序 � 工 作 项 目 �单 位

����年 � ����年 ����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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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地质调查面积

��� 万矿产普查面积

实 测地 层 剖 面

实测侵人岩剖面

槽 探

浅 井

填 图 钻

普 查 钻 探

化 学 分 析 样

原 岩 光 谱 样

岩 石 薄 片

光 片

岩 组 分 析

人 工 重 砂

硅 酸 盐 样

同 位 素年 令 样

试 金 分 析

分 散 流

地形测量基测线

��� 万地面磁测

水 质 全 分 析

体 重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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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了多宝山地区一比五万地质报告和图件
，

初步模索了在我省掩盖地区开展一比五万区

调的工作方法和经验
。

一
、

掩盖区一比五万区调的特点

工作区位于黑龙江省小兴安岭西北部
，

属低山区
。

区内地形平缓
，
覆土掩盖

，
基岩出

露很差 �基岩观测点仅占观测点的���
，

气候严寒
，
沼泽冻土发育

，

野外工作季节短 �一

年仅五个月�
，

森林茂密
，
灌木丛生

，

除测区西部和多宝山矿区有公路能 通行汽 车外
，
其

它地区交通困难
，
居民稀少

。

根根上述 自然地理条件
，
本区一比五万调查具有如下几个特

点
。

�一�选择精度较高的地形底图

区域地质调查所采用的地形图比例尺一般应比最终成果图大一倍
，
而地形图的质量和

精度直接影响最终成果的质量
，

因此在工作开始前应首先选择精度较高的地形底图
。

工作开始时
，

本测区仅有国家测绘总局出版的 �������地形图
，

该图经侧绘队放大成 ��

�����地形图用于野外生产使用
，
因精度低

，
微地形地貌不明显

，

给野外使用者 带 来很大

困难
，

满足不了掩盖区地质生产的需要
。

以后采用省铡绘队测制的 �������地形图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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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照缩制成的�������地形图
。

但西南部分缺失地形图
，
经野外补测

，

该图精度 较 高
，

满

足了野外生产的使用
。

为保证最终成果图的精度
，

实际材料图
、

地质图
、

矿产图均裱糊复

照在铝板上
，
成图后再经复照缩成�������后整饰出版

，
满足了最终成果的质量要求

。

�二�加强航空照片
、

物探成果的地质解译

在掩盖地区
，

加强航空照片
、

物探成果的地质解译很有必要
，
是不容忽视 的 一 项 工

作
。

在工作前首先要索取卫星照片和航空照片
，
并检查照片质量

，

熟悉工作区前人资料和

工作成果
，

进行初步解译
，

建立解译标志
，

填写解译卡片
，

编制镶嵌地质图和 解 译 地 质

图
。

对全区物探成果
，

包括一比五万航空磁测和航空放射性测量成果
，

矿带范围内�������

至������电法 �激发极化法�测量成果
，

进行系统整理
，

编图和解译
，
编制物探综合解译

地质图
。

在航空照片和物探解译的基础上
，

修改地质图
，
并做为设计和野外工作的依据之一

。

实践证明
，
上述成果的综合利用

，
为划分隐伏地质体

、

地质构造有很好的效果
。

�三�地形测量是保证一比五万区调精度的一项重要工作

由于工作区地形平缓
，
森林茂密

，

通行通视困难
，
影响了地质点

，

地质要素定位的准

确性
。

为保证各地质界线
、

矿化蚀变界线位置的精度
，

对区内所有地质点
、

地质剖面
、

矿

产普查基线测线和钻孔位置等均使用仪器进行实测
。

在地质填图前
，
区内设一条与构造线方向一致的主基线 �本区利用了多宝山矿区主基

线�
，
为提高测网精度

，

每隔四公里加一条与主基线平行的辅助基线
。

基线每隔���米设固

定标志
，
测线按区调要求每隔�������米设立明显标志

，
基测线用经纬仪视距测量布设

，

基线距离往返差�����
，
测线视距精度为�八��

，
各环形闭合差要符合要求

。

地质剖面采用经纬仪视距导线法
，
对剖面线

，

剖面上的工程和地质界线进行实测
，
对

剖面两个端点要进行联测及推算坐标
。

矿产普查基测线和钻孔
，
用经纬仪视距测量实测

，
孔位和基线端点要进行联测

，

测算

坐标
。

随着野外工作的进行
，
测量人员要及时提供测网平面图

，
地质剖面和矿产普查基线测

线成果
，
以满足野外生产和各项成果图编制的需要

。

�四�人工露头和填图钻的使用

因测区覆土掩盖
，
基岩露头甚少

，
只有采用大量的人工露头 �槽探

、

浅井�
，

方能保证

地质图的质量
，

搞清区内地质构造特征
。

本区面积上的地质填图点
、

实测地质剖面
、

矿产普查均按其比例尺采 用 人 工 露头控

制
，
并对重要的地质界线

，
标志层

、

化石层
、

矿化蚀变带要加密工程追索
，

必要时采用长

槽揭露
，
进行实测

。

由于本区覆土掩盖较厚
，
槽探平均深度为 �米

，
因此图幅内槽

、

井探工作量较大
，

施

工人员多
，
图幅费用也相应增高

。

在多宝山东南
，
矿带延伸部位的沟谷中

，

为搞清地质构造
，

追索矿化蚀变带
，

利用浅

钻进行地质填图
，

也取得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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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区调的布署与方法

本图幅地质研究程度很高
，

中部有多宝山铜矿床
，

矿区外围先后进行了两次��������

地质调查
，

取得了较多的地质矿产成果 � 矿区范围内先后进行了一比五万
，
一比一万

，
一

比二千地质填图和大量的普查勘探工作和物化探工作
。

但由于矿带及其周围地质构造复杂
，
岩石蚀变强烈

，
侵人岩发育

，
古火山 岩广 泛 分

布
，
致使本区构造轮廓不清

，
地层层序和地层时代争议较大

。

针对图幅存在的主要问题
，

我们重点抓了基础地质研究
。

�一�加强基础地质研究是提高图幅质量的关键

�
�

区调的工作布署

根根图幅地质构造的复杂情况
，
地质调查采用了由点到面

、

先易后难
、

重点突破的工

作布署
。

工作开始时
，
我们首先选择了测区的东南部面积约���平方公里范围开展了 工 作

。

该

区是多宝山北西向构造延伸部位
，

地层出露齐全
，
奥陶纪地层发育

，
又有原志留系的建组

剖面
，
生物化石丰富

，

岩石蚀变和构造作用较弱
。

以期通过重点解剖
，
为全面铺开图幅区

调工作打下基础
。

区调工作采用地层剖面研究和面积性追索相结合
。

经过一年工作以后
，
除了在原来志留系和泥盆系中根据大量化石进行了详细划分地层

组段以外
，
在奥陶纪地层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
首次发现了产丰富的笔石

、

三叶虫
、

腕足等

门类化石组合的早奥陶纪地层
，
根据地层层序

，
岩石组合

，
接触关系

，
新建了四个组和十

一个岩性段
，
基本建立了测区的地层层序和填图单元

，
搞清了本区最复杂的奥陶纪火山岩

纵向喷发特征和类型
，
划分了喷发旋回

，
确定了该区的构造格架

。

上述工作为区域地层对

比
，
搞清区域地质特征奠定了基础

。

在上述工作成果的基础上
，
先后在矿区之外的测区西部

、

北部和东北部全 面 的 开 展

了地质调查
。

经过大量的地层剖面
、

岩体剖面的测制和面积上追索控制
，
基本查清了矿区

周围的地质构造轮廓
，
为集中力量解决最复杂的矿区范围的地质间题

，
做好了一切准备工

作
。

在报捷矿点至铜山矿床约���平方公里的矿区范围内
，
岩石蚀变强烈

，
侵人 岩和 脉岩

大量侵入
，
褶皱

、

断裂构造发育
，
致使该区地层层序混乱

，
构造面貌不清

，
存在地质问题

最多
，
地质填图难度较大

。

矿区范围的工作我们先后采用两个步骤
。

首先用少量地 质技术人员 ����名�
，
对矿

�

区大比例尺填图
、

勘探线剖面
、

主干剖面和大量钻探成果
，
进行室内和野外综合研究

，
查

清存在的主要地质问题
，

并利用区域成果修编矿区大比例尺地质图
。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
，

对主要的和争议较大的地质问题
，
与勘探队的同志一起统一认识

，
集中力量补 测 主 干 部

’

面
，

解决接触关系
，

追索标志层和化石层
，
查明主要断层性质

，
从而搞清了矿区主要的地

质向题
。

由于我们采用的总体工作布署合理
，
在基础地质没搞清楚之前

，
没有把大量的工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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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构造复杂的矿区之内而使工作陷入被动局面
，
从而使各项工作比较顺利的开展

，
并取得

了较好的地质矿产成果
。

�
�

工作方法与精度

在区调过程中
，

我们采用面积调查与实测地质剖面相结合的方法
。

由于本区大面积覆土掩盖
，
一般的地质路线达不到填图情度

，

而是根据地质复杂程度
，

采用网格法实测和短剖面追索相结合
。

在面积调查中
，
对矿区范围

、

奥陶纪地层分布区及地质构造复杂地段
，

采用���� ��。

米网距控制 �对其它地区采用���
� ���米网距控制

。

并对重要地质界线
、

化石层
、

标志层
、

矿化蚀变带加密点线实测
。

观测点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少于 �个点
。

实测地质剖面分为地层剖面
、

侵入岩剖面和构造剖面
。

地层剖面又按其精度和 目的不

同分为标准地层剖面
、

辅助地层剖面和追索地层剖面三种
。

标准地层剖面每个填图单元不少于���条
。

用于查明地层的岩石组合
、

层序
、

厚度
、

沉积特点
、

岩相变化特征
、

含矿层位
、

接触关系
、

生物组合与时代
，
用以划分填图单元

，

剖面比例尺为�八���至������
。

辅助地层剖面主要在奥陶纪地层分布区采用
。

用来控制 正 常 沉 积地层和火山岩的层

序
、

岩性岩相特征
、

韵律和旋回
、

进行地层对比
。

比例尺一般为������
。

追素地层剖面用以对重要地质界线
、

标志层
、

化石层和矿化蚀变带的追索控制
。

在奥

陶系分布区和矿区范围
，
每隔���

�

�公里测制一条
，
剖面长度较短

，
比例尺为������

。

图幅内的填图单位一般划分到岩性段
，
但对出露面积不大

，
岩性较为单一

，
厚度又较

薄的地层单元可划分到组
。

侵人岩剖面主要是对代表性的岩体进行实测控制
。

对测区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华力西中

期花岗闪长岩体和花岗闪长斑岩体
，
剖面比例尺为������至������

。

对其他时代的岩体一

般采用 ���。 。�至����。 。�剖 面控制
。

在剖面中系统采集岩石薄片
、

硅酸盐
、

人 工 重 砂
、

原岩光谱和同位素年龄等样品
。

查明岩体产状
、

接触关系
、

岩性岩相特征及其与矿产的关

系
。

对区内华力西中期花岗闪长岩和花岗闪长斑岩进行了重点研究
，
搞 清 其 形态

、

产 出

部位
、

接触关系
、

侵位方式
、

蚀变特征及分带
、

元素迁移和富集规律及矿产赋存特征
。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
，
对区内侵入岩划分旋回和期次

。

对规模较大的岩体划分了相带
。

对测区重要断层为搞清其性质
、

规模
、

延伸方向
，

采用构造剖面控制
，
提 高 研 究 程

度
。

实践证明
，
上述工作方法在地质构造复杂的掩盖地区是行之有效的

，

搞清了基础地质

问题
，
满足了�������填图精度

，

达到了设计的予期目的
。

�
�

选择图幅内主要地质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
提高研究程度

在基础地质研究中
，

为集中一部分力量深人的解决主要地质问题
，
我们选择了区内复

杂的奥陶纪地层进行了专题研究
。

本区地层出露面积广
，
其中奥陶系出露面积最大

，
占图幅面积二分之一以上

。

主体呈

北西向分布于图幅中部
，
构成复背斜

，
也是本区斑岩铜矿的主要围岩之一

。

奥陶系主要为

一套海相火山岩夹沉积岩
，
岩石蚀变较强

，
岩性岩相变化大

，
因此奥陶系的研究与划分对

搞清本区地质构造具有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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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层前人虽然做了大量工作
，
由于生物化石少

，
接触关系不清

，
没有进行火山喷发

旋回的研究
，
岩性

、

岩相划分较粗
，
致使地层层序及时代划分混乱

。

我们根据火山岩与地壳运动紧密相伴
，
且具沉积岩和侵入岩双重特点

，
采用了如下的

工作方法
。

对喷出的熔岩和火山碎屑岩
，
在标准剖面和主干剖面上根据喷发韵律详细划分火山喷

发旋回
，
系统采集各种标本和样品

，
对正常沉积夹层寻找和采集古生物化石

，
在认真研究火

山喷发旋回和生物化石组合的基础上
，
划分组

、

段界线
。

在辅助剖面上
，
对火山岩中具有

标志意义的岩层
，
如化石层

、

砂岩
、

石灰岩
、

砾岩等进行追索
，
以便分层对比

，
搞清火山

岩在横向上的岩性
、

岩相的变化特点和规律
�

并通过大量的岩石化学
、

副矿物
、

微量元素

的研究
，
查明了火山喷发的特点

、

喷发性质及其喷发环境和含矿性
。

在火山岩岩相研究中
，
重点划分了次火山岩

。

本区次火山岩主要为粗斑次辉石安山粉

岩
，
岩体平面呈椭圆形或不规则状

，
具分义现象

。

岩体中部结晶粗大
，
边缘逐渐变细并具

冷凝边
，

与围岩呈侵入接触
，
围岩具烘烤退色

，
因此岩石具浅成侵人相特点

。

该岩石与熔

岩和火山碎屑岩紧密伴生
，
以往填图将其划到地层中

，
由于岩体常膨大或尖灭

，
并穿切其

它地层
，
使地层横向无法对比

。

通过把次火山岩单独划分出来以后
，
使图面结构合理

，
构

造轮廓清晰
。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
，
利用区域填图成果

，
编制火山岩岩性图

。

该图能清楚反映火山

岩变化规律及构造特征
，
是火山岩区填图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图件

。

通过大量工作
，
确定本区奥陶纪火山活动具弱一强一弱的喷发特点

，
构成三个喷发旋

回
，
中奥陶世火山活动最强烈

，
从中性一酸性

，
从火山角砾岩一熔岩一火山碎屑岩

，
构成

一个较完整的火山喷发旋回
。

火山岩岩石富纳
，
属钙碱性系列 �太平洋型�的海相岛弧型

火山喷发
，
为探讨工作区所处的大地构造部位和斑岩型铜矿的成因提供了新资料

。

经大量原岩光谱统计
，
中奥陶统多宝山组一段铜元素含量一般为����������

，
并是

矿体主要赋存围岩之一
，
是铜矿的矿源层

，
为铜矿的形成和物质来源提供了依据

。

�二�围绕成矿带加强矿产普查
，
搞清成矿规律

�������区域矿产调查工作是区域地质调查的主要任务之一
。

一般是在已知矿种 或 矿

带的基础上
，
搞清矿床

、

矿带的特征
，
成矿地质条件和成矿规律

，

指出找矿远景
。

本区的矿产普查是围绕多宝山矿带开展普查找矿工作的
。

多宝山成矿带呈北西向
，
矿带内分布有多宝山矿床

、

小多宝山矿点
、

争光矿点
、

报捷

矿点和物化探异常点
。

矿带受北西向复背斜控制
，
而矿床

、

矿点及矿化蚀变又受北东
、

北

西两组交叉断裂和褶皱枢扭倾伏所制约
，
具等距离分布的特点 ��

�

���公里�
。

成矿 母岩

是华力西中期花岗闪长斑岩
，
围岩是华力西中期花岗闪长岩和中奥陶统多宝山组一段安山

岩
。

主要围岩蚀变有石英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绿帘石化和碳酸盐化等
。

围绕花岗闪

长斑岩围岩蚀变和金属矿物具明显环状分布
，
矿化与石英一绢云母化带关系密切

。

上述条

件是形成矿床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

工作前首先详细搜集区内已有的矿床
、

矿点普查勘探成果
，
物探

、

化探成果
，
编制各

种图件
。

在全面熟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

矿产普查工作布署在矿带延伸部位
，
物化探异常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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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条件有利地段
。

矿产普查方法是采用地质
、

物探
、

化探三结合原则
，
做到综合评价

。

普查 比 例 尺 为

�������
，
线距为�������米

，
点距�����米

，
对矿化较好地段加密点线密度或用长槽控制

，

对有远景的矿化蚀变带
，
要进行钻探深部验证

。

本区矿产普查首先选择了跃进矿点
，
该点位于多宝山矿带北西延伸部位

，
前人曾进行

过地表普查和物化探工作
。

矿点出露地层主要有多宝山组的安山岩及其火山碎屑岩
，
并构成北西向的背斜

，
其中

有华力西晚期斜长花岗岩侵人
，
接触带见有铜矿化

。

矿点经物化探工作后
，
具 较 高 的 激

电异常
，
并叠加了铜

、

钥化探异常
，
因此该点地质条件有利

，
是一处 较 有 远 景的找矿地

段
。

矿点进行一比一万地质填图和金属量
、

原岩光谱取样
，
对矿化较好地段采用通槽控制

和刻槽取样
。

经地表工作以后
，
新发现一个第四系掩盖的华力西中期花岗闪长岩岩体

。

岩

体具较强的石英化
、

绢云母化
、

钾长石化和黑云母化
，
蚀变并具分带现象

。

在蚀变的花岗

闪长岩体和安山岩中均具铜矿化
，
局部已达工业品位

。

后期经钻探深部验证
，
铜铂矿化向

深部变好
，
确定了该矿点具进一步工作意义

。

此外
，
在多宝山矿带东南延伸部位

，
我们先后选择了大治矿点和争光矿点进行了普查

，

这两个矿点地层为多宝山组的安山岩和其火山碎屑岩
，
岩石蚀变较强

，
局部地 表 见 铜 矿

化
，
地质条件有利

，
并叠加了激电异常和铜

、

铂化探异常
。

经地表�������普查和化探工作
，

在大治矿点火山岩中圈出赤铁矿体三条
，
铜

、

铅矿化多处
。

深部经钻探验证
，
铜矿化也较

好
，
为扩大本区找矿远景打下良好基础

。

伴随区调工作
，
全区开展了一比五万岩石地球化

学 �原岩�测量工作
，
网度采用���� ���米

，
矿带部分利用前人大比例尺工作成果

，

分析

结果经电算滑动
，
圈出原生晕��处

。

几年来
，
我们在矿带延伸部位先后检查矿点

、

矿化点及物化探异常七处
，
基本搞清了

矿区的矿化特征和成矿规律
，
扩大了找矿远景

，
为进一步普查勘探奠定了基础

。

�三�加强综合研究
，
及时总结区调成果

，
指导野外生产

在�������区调过程中
，
加强综合研究和综合整理工作

，
不但能提高图幅 的地 质研究

程度和成果质量
，
同时还能及时指导野外生产

，
为此分队设立专门综合组

。

综合组包括基

础地质综合人员���名
，
矿产

，
物化探综合人员���名

，
并选择有实践经验的地质人员担

任
。

基础地质综合内容包括
�

搜集和系统综合区内大量的论文
、

专题研究成果
、

矿区各种

大比例尺填图成果� 及时综合整理分队的区调成果
，
进行地质成果的质量检查

，
对重要的

地质问题配合野外组共同研究解决
。

并负责编制测区的实际材料图
、

岩性图
、

地质图
。

水

担专题项目的研究
。

矿产
、

物化探综合内容包括
�

搜集
、

熟悉区内各矿床
、

矿点的工作成果
，
物化探成果

，

为矿产普查提供普查区和钻探孔位
，
进行矿产的质量检查

。

最终编制物化探综合平面图
，

矿产图
，
进行成矿予测

。

为提高原始成果的质量
，
取全

、

取准第一手资料
，
我们加强了各班组的综合研究

、

综

合整理和质量检查
。

此项工作贯穿野外工作的始终
。

其中重点抓了阶段性的和基站资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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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整理
，
及时汇总地质矿产成果

、

总结地质矿产规律
，
发现各种地质向题

，
指导下一步

工作
，
不断提高研究成度

。

分队还建立建全了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制度
，
成立质检小组

，
每年进行���次全面的

质量检查工作
，
人人重视质量

，
使野外成果质量逐年提高

。

三
、

地质矿产效果

本图幅历经四年的工作实践
，
克服了覆土掩盖

、

地质构造复杂等不利因素
，
取得了明

显的地质矿产效果
。

在地层研究中
，
对区内出露的主要地层详细划分到组

、

段
，

总结了各填图单元的特征
，

在已获大量古生物化石和接触关系的基础上
，

建立了测区较可靠的地层系统
，

为区域对比

奠足了基础
。

特别是在奥陶系的研究中获得重大成果
，
有了新的突破

。

在一比二十万填图过程中
，
将本区奥陶系划分为上奥陶统多宝山组和裸河组及少量中

奥陶统关鸟河组
。

除裸河组化石丰富
，
层序清楚

，
研究程度较高外

，
多宝山组和关鸟河组

�

化石少
，
层序不清

，

研究程度较差
。

特别是矿区范围内
，
由于变质程度高

，
构造作用强烈

，

无化石依据
，
地层时代争议更大

。

经我队工作之后
，

在裸河组之上和下志留统黄花沟组之下的粉砂质板岩中
，
发现了奥

陶纪笔石
，
新建了上奥陶统爱辉组

。

在原多宝山组火山岩和其下火山岩与沉积岩地层中
，

相继发现大量的早奥陶世和中奥陶世的笔石
、

腕足
、

三叶虫等门类化石
。

根据化石组合和

地层层序
，
将以火山岩为主的多宝山组时代置于中奥陶世

，
其下新建了中奥陶统铜山组

，

下奥陶统西鳅河组和大治组
。

此后又在矿区范围内紫色砂岩
，
砂砾中发现中奥陶世的腕足

化石
，
从而确定了矿区范围内火山岩的时代和层序

。

上述奥陶纪各门类化石的发现和奥陶
「

系的研究
，
成为当时我省奥陶系研究的重大成果

。

对本区奥陶纪海相火山岩
，
首次进行了火山岩相

、

喷发旋回和韵律的划分及对比
，
建

立了火山岩的地层层序
。

搞清了火山岩的喷发特征
，

喷发环境
、

横向变化规律及岩浆演化
特征

，
编制了火山岩的岩性图

。

确定了中奥陶统多宝山组一段安山岩为赋矿的有利围岩之

一
，
并经大量原岩光谱测定

，

该段安山岩铜含量普遍较高 ������������
，
为铜矿的形成

和物质来源提供了新的资料
。

对区内侵入岩进行了详细研究和划分
，
建立了三个侵人亚旋回和七个侵人岩组

。

对各

岩体进行了大量的岩石矿物
、

付矿物组合
、

岩石化学
、

微量元素
、

侵位方式及含矿性等方

面的研究
。

重点阐述了与铜矿关系密切的华力西中期花岗闪长斑岩
、

花岗闪长岩的蚀变分

带
，
元素迁移规律及其矿产赋存特征

。

在构造研究中
，

建立了北西弧形构造
，

华夏系构造体系和新华夏系构造体系
。

确定了

矿区北东部位地层倒转
，

为一背斜构造
，

恢复了多宝山复背斜的构造格架
。

确定了矿床
、

矿点受北西向
、

北东向两支交叉断裂和褶皱枢扭倾伏所控制
，
并具等距离分布的特点��

�

乐

��公里�
。

提出了测区的北西弧形构造属罕达气山字型西翼反射弧的新认识
。

在矿产普查和物化探工作中
，
对工作区 �个矿点

、

物化探综合异常点进行了普查评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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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跃进矿点
、

大治矿点
、

争光矿点地表及深部均见到较好的矿化
，
提供了进一步普查的

远景区
。

经面积上系统的化探工作
，
圈出原生晕十九处

。

并全面的阐述了本区成矿特点
，

矿产赋存规律
，
指出找矿远景区

，
圈出矿产予测区

。

四
、

几点体会

�
�

�������区调工作应首先选择在国家急需矿种的远景区或成矿带上
，
图幅面积不宜

过大
、

周期要短
，
大致���年一幅为好

。

�
�

�������区调的特点是加强区域基础地质研究
，
提高研究程度和图幅质量

。

根据图

幅地质情况
，
选择�、 �个专题

，
选派技术骨干重点突破

，
以求关键地质问题的解决

。

�
�

矿产普查应围绕成矿带开展工作
，
根据矿种特点选择相应的物探和化 探 方法

，
进

行面积上的工作
，
对有意义的矿化蚀变带要使用钻探进行深部验证

，
以搞清成矿地质条件

、

矿产分布规律
，
提高找矿远景

。

�
。

对航空照片
、

卫星照片
、

物化探成果进行地质解译很有必要
，
并与野外 地 质调查

密切结合
，
反复进行和验证

，
不断提高图幅质量

。

�
�

在掩盖地区开展�������区调
，
槽井探工作量太大

，
影响了区调速度

。

应广泛使用

填图钻
，
并与适量槽井探结合起来

，
或使用挖槽机

，
提高图幅的精度和缩短工作年限

，
加

快我省�������区调步伐
。

�
�

我省大部地区交通困难
，
人烟稀少

，
应加强交通工具的配备

，
特别是重点 提 供小

型越野汽车
，
以提高工作效率

，
缩短搬迁时间

。

�
�

�����。 。区调工作样品数量较多
，

样品分析周期长
，
为及时指导野外工作

，

应配备

小型流动性实验车
，
迅速完成光谱分析和一般的化学分析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