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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镇地区一比五万区域化探工作的主要成果

�江苏省区调队化探分队�

为配合宁镇地区���万区域地质调查
，
采用地球化学土壤测量开展了同比 例尺 的区域

化探工作
。

�一�工作方法概述

面积性地球化学土壤测量的采样网密度为���� ���米
，
测线方向垂直于区域构造线

。

采样深度��厘米左右
。

采至�层或 �层
。

为了减少分析工作量以利于分析质量的提高
，
我们采用了组合样方法

。

按样点所在图

幅
、

地质子区
。

沿测线分段
、

等重量进行样品组合工作
。

全区�����件土样共组合成����件

组合样
。

采用垂直电极发射光谱的方法
，
对组合样作半定量分析

。

为了提高分析的灵敏度
，

使

尽可能多的元素在分析质量上能够满足区域化探的要求
。

我们根据省局实验室沈瑞平工程

师等光谱分析人员的试验研究
，
按照各种元素的发射光谱所需激发电位和温度的差异

，
将

设计中规定的��种元素分下列四组分别进行光谱分析
�

�
�

易挥发元素组—��
、
��

、

掩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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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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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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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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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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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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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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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挥发元素组—��
、
��

、

�
、
�

、
��

、
�

、
��

、
��，

汞组—��
。

从上表所列的报出下限值可以看出
，
分析灵敏度普遍而且显著地得到了提高

。

虽然我们尽量减少样品批次
，
让两个分析单位按元素组分别承担分析任务

，
但还是存

在着两个批次 �南京
、

汤山两幅送样之后
，
又增加了上党幅的任务�

，
样品分析的时间相差

半年
，
特别是相板

、

显影条件等有了变化
，
因此出现了比较显著的系统误差

。

由于承担中等挥发元素组分析任务的仪器十分陈旧
、

性能不稳定
，
致使各元素的随机

误差均较显著
。

为了提高数据质量和地质效果
，
我们分别对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 进行 了一 些技 术处

理�
。

应用斯米尔诺夫的数学公式计算了各个地质子区的众值 �背景平均值的代用值�
、

标准

离差和异常下限
。

采用直接勾绘法编制了单元素等量线图
，
用以研究地球化学背景的变化特征

。

当在等量线图上辨认异常时
，
由于各地质体异常下限的差异的影响

，
常使异常边界难以

圈定
。

为此
，
我们根据物探所谢学锦总工程师的建议

，
选择

“
衬度

”
这一地球化学指标

，

对各元素分析数据进行量纲标准化
，
并据此编制了单元素衬度异常图

。

在量纲标准化的基础上
，

为利于异常的对比排序和正确的评价异常
，
我们应用了

“
异

常规模对比指标
” �

。

以单元素衬度异常图为基础
、

结合地形
、

地质
、

矿产资料编制了综合异常图
。

以地质

矿产图
、

综合异常图
、

单元素衬度异常图为基础
，
编制了各个综合异常的异常剖析图

。

�二�主要成果

�
� “

分组光谱分析
”
和

“
误差处理

”
的地质效果

通过分组进行光谱分析
，
提高了分析灵敏度

，
从而提供出较多的地质一地球化学信息�

通过对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的处理
，
整理出的成果与地质矿产情况较为吻合

。

现以��元素为例说明其地质效果
。

过去��的分析灵敏度很低
，
报出下限仅为������

。

全区只有少数几个样点 有分析数

据
。

绝大多数样点为
“
�������

”
或

“
一

” ，
可见率仅为�

�

��
。

只有强度较高的异常 �如

栖霞山已知矿异常�上才有微弱的异常显示
，
而大多数矿床

、

矿点和已知异常上都没有异

常显示
，
至于��的区域性分布规律以及与区域地质

、

矿产的关系更是无法研 究
。

显 然 这

种数据的质量是不能满足区域化探要求的
。

分组进行光谱分析之后
，

分析灵敏度提高了近两个数量级
，

报 出下 限达到了����
。

全区只有少数样点为
“
�����

，
或

。

一
。

绝大多数样点上都有�
�的具
裔

析数 据
，

可

见率达到��
�

��
。

通过
“
分组光谱分析

”
和

“
误差处理

”
所编制的��元素等量线图中可看出

�

� 蒋立孝
、

王缝辰
。 ����年

。
配合宁镇地区���万区调的区域化探工作方法试验小结

。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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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背景带
，
从西向东其延伸方向

，
由北东渐变为北东东

。

呈弧形带状展布
，

与宁镇的区域地质构造特征相吻合
。

高背景带通过的地域
，
包括了 区内 三个 区域 性复背

斜
、

纵向逆掩断层带和碳酸盐岩地层分布区
。

在热液活动强烈的地段
，
�� 元素尤为富集

。

区域性构造
、

地层岩性和热液活动是�
�元素区域性分布的三种主要控制因素

。

其中
，

热液活动是造成�
�元素富集的内因

。

为��元素的分布提供了物质来源， 区域构造则为 ��
的动移提供了通道� 而一定的岩性 �如碳酸盐岩石�和构造有利部位 则为��的赋存 提 供

了场所
。

因此
，
构造和岩性是造成��元素富集的外界条件

。

���大多数与��有关联的矿床
、

矿点附近都有��异常显示
，
而 且因 矿种

、

成 因类

型
、

规模及地质环境
、

物理化学环境的差异
，
��异常的特征也不尽相同

。

分析灵敏度提高后
，
在已知矿周围不仅能获得 宽阔 而清晰的��异常

。

而且 能显 示出

较为规律的浓度分带 �已查明矿体的水平投影均位于异常范围之内�
。

以上两点
，
说明

“
分组光谱分析

”
和

“
误差处理

” ，
取得了较好的地质一地球化学效果

。

�
� “

直接勾绘法
”
编制单元素等量线图的地质效果

根据 《地球化学探矿工作手册》 ，
单元素等量线图的编制方法有两种

�
其一为先对数据

进行移动平均
，
依照移动平均后的数据按 一定间隔勾绘， 其二是在原始数据图上按一定间

隔直接勾绘
。

我们选择了第二种方法
，
以组合样的分析数据为依据

，
以线性内擂为原则勾

绘等量线
。

现以��元素等量线图为例
，
简述

“
直接勾绘法

”
所获得的单元素 等量线 图的一 些地

质效果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 元素的区域性分布呈现为向北西突出的
“
弧形带

” ，
系由五条高背景带和四

条低背景带相间组成
，
弧顶在汤山一栖霞山一带

。

弧形带的空间位置
、

展布方向以及转弯

的部位均与
“
宁镇弧形构造

”
相一致

。

由伏牛山至龙潭
，
有一条横跨在上述枯的各个弧形带的横向��高背景带

。

恰与
“
宁镇

弧形构造
”
的横向张性断裂�即

“
东阳一孟塘断裂

”
�相对应

。

说明��元素的区域性分布主要受
“
宁镇弧形构造

”
的控制

。

即区域构造是枯元素区域性

分布的主要控制因素
。

���在灰岩一白云岩系列岩石组成的碳酸盐岩建造分布区 �如青龙山
、

汤山
、

仑山等

地�内
，
多为��元素的高背景区

，
一般含量在�

�

������之间
，
最 高达����以上� 在硅

酸盐组成的岩浆岩分布区 �如高资岩体石马岩体
、

其林门岩体分布区和上党镇
、

东昌街火 山

岩分布区�内
，
均为��元素的低背景区

，
一般含量��

�

�����
。

两者相差十分悬殊
。

说明棺元素的富集分散与基岩的物质组份
、

地质空间部位密切相关
。

��� 区内绝大多数矿产地都位于枯元素的高背景 带及 其附近
，
说明��元素在本区

对于不同的热液
、

矿化作用具有通用的指示意义
。

以上仅为从��元素等量线图中初步解释出来的地质一地球化学信息
。

可见
，
在样品的

分析质量能够符合要求或对误差作了妥善处理而使分析数据可供利用的情况下
，
采用

“
直

接勾绘法
”
获得的单元素等量线图可以收到较好的地质效果

。

�
� “

量纲标准化
”
的地质效果

���
“
衬度

”
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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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党幅为例
，
该图幅样点序号是沿测线方向由北向南排列的

，
从九华山地大体按异

惬 ��元素含量等量线图中不难看出
，
�� 等量线受到了系统误差的干扰

，

长轴呈南北向
。

·

常下限 ��。 。����圈定
， ’

则异常呈南北向
。

该区地质构造线方向
、

侵入体与围岩的接触带

方向
、

矿化蚀变带方向均为北东向
，
与地质资料的吻合程度较差

。

若按等量线疏与密的突

变线 �即根据地球化学地势�来圈定
，
即按������ 等量线圈定

。

则异常近似为倒置的等

边三角形
。

虽然 ������ 等量线略能显示出北东的轴向
。

但是异常总体形态的轴向不够清

晰
。

从��元素衬度等量线图中可以较为清楚的看出衬度等于 �的等量线所圈异常轴向为北

东向
。

因此
， “

衬度
”
的引用有利于异常的辨认

，

有利于异常特征的显现
。

���
“
异常规模对比指标

”
的应用效果

本区已知矿床
、

矿点和矿化点都有相应的异常显示
。

从各已知矿
“
异常规模对比指标

”

��又�与各已知矿储量的对比来看
，
矿床规模愈大

，
其�又数值愈高， 矿 床规 模愈 小

，

则其��数值愈低
。

全区综合异常区中
，

异常规模对比指标最高的异常是栖霞山��
、

��
、

��
、

��
、

材异常区
，

��� ���
�

��
。

栖霞山异常就是栖霞山铅锌矿床在地表土城中的显示
，
是全区唯一的矿床

。

异常规模对比标在全区名列第二的是伏牛山��
、

�。 、
��

、
��

、

掩异 常区
，
�又� ���

�

��
�

是伏牛山铜矿床的显示
。

大凹山��
、
��

、

��异常是大凹山多金属矿点的反映
，
�又� ��

�

��
。

矿点的 规模不算

大
，
异常规模对比指标也并不太高

。

但是
，
也有异常规模对比指标与已知矿体规模不相称的

。

例如
�

镇江九华山��
、
��

、

��
、

��
、
��异常

，
�����

�

��
，
在全区名列第三

。

该异常区异常元 素都 具有一定的浓度分带

性
，
又具有一定的元素分带性

。

但是异常区仅有一个多金属矿点
，
显然不足以引起如此规

模的异常
。

该异常区内是否存在有未知矿体�值得引起注意
。

总之
，
在对异常进行对比和排序的过程中

，
引用经过量纲标准化之后计算出来的

“
异

常规模对比指标
” ，
增加了量的概念

，
有利于对异常进行较为客观的对比和排序

，
有利于对

未知异常解释推断
，
为找矿远景区的选定提供参考资料

，
起到了区域化探找矿标志的作用

。

�
�

找矿实例

本区总共圈定综合异常��处
，
其中前人资料中未见记载的有��处

。

对��处异常进行了

精度不同的检查工作
。

通过异常检查和对有关资料的综合研究
，
认为有��处异常可以扩大

已知矿的远景
，
有 �处异常具有找矿意义

。

根据化探资 料所 提供 的信息
，

在两处 异常之

内
，
新发现金矿化点两处

。

��号异常处于某复背斜之倾伏端
，
地球化学场的某高背景带上

。

主要为碳酸盐岩石分布

区
。

发育两组断裂构造
，

即北东东一东西向的纵断层和北北东一北东向的横断层
。

碳酸盐

岩石普遍遭受硅化
，
尤以断裂带附近硅化强烈

。

局部可见黄铁矿化
、

重晶石化
、

萤石化等
。

异常南西段有已知的热液型多金属矿化点和汞锑矿化点
。

异常北东段有温泉和自然金的重

砂异常
。

异常呈北东东向长条状展布
，

面积约 �平方公里
。

元素组合 复杂
，
��

、

��
、
��

、

��
元素的异常范围最大

，
包裹了其它各元素的异常

。
��

、
��

、

��
、

�。 、
��主要分布在异常

的南西段
，
其浓度由南西至北东减弱

。

各单个异常均不同程度 地具 有浓 度分 带性
�

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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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镇地区一比五万区域化探工作的主要成果

��
、

��
、
��

、

掩异常浓度分带完整
。

从异常与已经矿化点的关系来看
。
已知的多金属

、

汞锑矿化点以及温泉是引起异常的

因素之一
。

不过
，
已知矿化点不足以形成具有如此 规模 ������

�

��� 的 异 常
。

故在本

异常内有发现新的多金属与汞锑矿化 �矿体�以及新的温泉的可能性
。

此外
，

此处还具备 目前国内外普遍引起重视的产于碳酸盐地层中的微细浸染型金矿的

基本地质条件与相似的化探异常元素组合
。
����年 �月在填写 《化探异常登记表》时

，

我们

即已认为
“
异常区内可能存在金的矿化地段

，

是引起异常的另一因素
” 。

����年��月对该异常进行了实地踏勘
。

从��余个岩石样品的光谱半定量分析的资料来

看
，
硅化破碎带中普遍含有金

，
含量�

�

����
�

�克�吨
，

最高�
�

�克�吨
。

业在一个人工重砂

样品中
，
发现粒度�

�

�����
�

�毫米的自然金 �颗
。

随后本队三分队矿产组来此工作
。

发现近东西向含金硅化带一条
，
长大于 �公里

。

宽

�����米
。

化学分析含金�
�

����
�

��克�吨
，

最高 �克�吨
。

据此
，

定为金矿化点
。

该矿化点位于��
、

��异常之外带
。

在异常的中带和内带
，
可能会有更 好的 金矿 化地

段
。

总之
，
该异常对于寻找中低温热液矿产以及地热资源具有较大的意义

。

建议开展以找

金为主的综合普查
。

�三�存在问题

�
�

样品组合的方法
、

技术和工序流程尚有不足之处
，
主要是组合样 的 均匀性

、

代表

性问题
。

�
�

部分元素的分析灵敏度尚不能满足区域化探的要求
。

�
�

对元素的分析数据进行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的处理
，
只能起压抑作 用

，
而 不能起

根除作用
。

例如系统误差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
就我们手头资料而言

，
图幅 �批次�间的系

统误差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
我们所选定的方法也就是压抑了这种因素造成的系统误差

。

对

于其它因素造成的系统误差则尚未处理
，
因此都仍然保留在数据之中

。

�
�

景观地球化学方面的资料不够充分
，
尤其是缺乏土坡介质的��值和�五值的数据

，

这势必影响成果解释推断的准确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