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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编图任务的提出

洪县成煤区地处四川盆地南缘
，
是我省晚二叠世煤

、

硫主要产区
。

附 近 有 内江
、

自

贡
、

宜宾
、

消州市等工业区及白马
、

豆坝等骨干火电站
。

由内江至琪县有铁路与成渝线相

接
，
区内公路成网

，
交通方便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
本区能源

、

化工和其它配套矿产资

源
、

急待开发利用
。

该区地质工作历史悠久
，
解放前开展过少量煤田地质调查

。

解放后
，
各系统的地质部

门在本区进行了不同比例尺的地质测量与找矿
，
其中以煤田地质勘探工作程度较高

，
已提

交最终储量报告九份
，
初勘报告一份

，
均进行过���。 。 。正规地质填图

，
测制了大量地层部

面
，
面积���余平方公里

，
加之普查

、

详查区以 ������地形图为底图 ���
�

�万地质填图约

����平方公里
，
控制了整个煤系出露范围

。

整个含煤地段有总进尺达数万米的钻探控制
。

此外
，
在背斜核部西段作过���万正规填图���平方公里

。

近几年来
，
已出版了包括该区在

内的����万药连
、

叙永两幅区调成果
，
以及开展了川南地区煤

、

硫成矿区划的研究
、

对煤

盆地的性质
、
分布与富集规律进行了初步总结与探讨

，
提高了区域性的地质矿 产 研 究 程

度
。

这为开展本区 ��� 万编图工作提供了良好基础
。

但是
，
长期来该区地质工作总是围绕

煤田地质勘探进行的
，
某些地质基础工作及综合性矿产工作程度不够

，
到目前为止

，
还提

不出完整的���万区域地质矿产成果而供国家使用
。

从该区的实际出发
，
开展

“
以编为主

，
编填结合

”
的���万编图工作

，
不仅是形 势 所

迫
，
而且是一项即经济又快速的路子

。

最初我队在该区开展普查工作
，
����年省局正式下

达了编图任务
，
同年由本队一队组建一个大组担负了此项工作

。

二
、

工作步骤与方法

川南琪县成煤区编图范围包括���万五个整幅
、

两个半幅
，
即

�
高县 ��一��一���一

��
、

琪县 ��一��一���一�’ �
、

兴文 ��一��一���一��
、

底 桐 ��一��一���一��
、

古宋

��一��一���一��
、

叙永 ��一��一���一�西�
、

大坝 ��一��一���一�北�
，
面积共约

����平方公里
。

区内二叠系
、

三叠系称����地质填图工作程度较高
，
在地层划分对比

、

岩

相变化等方面已基本掌握
。

但寒武系—志留系
、

须家河组—白至系与相应 的 地 质 构

造
、

矿产工作十分薄弱
，
缺乏区域性的基础地质资料

，
工作程度极不一致

。

针对上述基本

情况
，
将整个编图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

。

�一�资料搜集及初步整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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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确定后
，
立即开展区内各类地质资料搜集

，
包括系统区调成果

、

地层古生物实侧

剖面
、

各种比例尺地质图
、

矿产普查勘探资料
、

以及物化探资料和区内专项研究成果等
。

如����万药连
、

叙永幅
、

石油 ��� 万构造细测资料
、

地质
、

煤炭
、

冶金
、

建材等部门矿产

普查勘探以及深钻等原始资料
。

目前已搜集的各类原始资料计百余份
，
并将上述资料按图

幅分类立卷装袋
，
以便编图与综合研究

。

在本阶段中
，
我们紧紧抓住了原始资料搜集与初步整理两个环节

，
以利于减少野外补

充工作量与掌握各类资料的可供利用的程度
。

通过初步整理与综合研究
，
将原始资料可供

利用的程度划分为三个等级
�

�
�

直接利用的资料
�
如大于���万比例尺正规煤区填图资料����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
、

���
、

其它还包括钻孔资料
、

部分专项研究成果等
。

这类资料只要进行室内综合取舍
、

个

别需在野外顺便检查后可直接用于编图
。

�
�

部分利用的资料
�

由于路线太稀
，
填图单元划分过粗且与目前的地层划分不统一

，

以及部分构造未搞清楚
，
或综合找矿工作不够等因素

，
只能部分利用还需进行野外修测补

充工作的资料
，
分别列出项 目安排落实

。

如 ��� 万地质测量资料���平方公里
、

占总 面 积
�

��写
， ����万区调图幅的 ��� 万观测路线之外地段

、

以及部分地层剖面需补充观察
、

采集

古生物依据等
。

�
�

利用程度极低的资料
。

在初步整理阶段中
，
将资料可供利用的等级表示在研究程度图上

，
作为编图的依据之

一
。

同时编制地质
、

构造
、

矿产草图
，
以及按地层

、

构造及矿产等分别建立资料卡片
。

对

这类资料
，
仅作为编图过程中的补充参考

。

�二�野外补充工作阶段

通过初步整理和分析
，
对图面中存在的地质矿产问题

，
按前人资料的不同程度分类排

队
，
列出计划

，
进行野外补充工作

。

例如
，

我们对可供直接利用的资料
，
重点放在图面处

�

理上
，
直接缩制成图� 部分资料需补充地质界线

，
用穿越或追索法

，

按正规要求开展野外

工作
。

构造存在问题者
，
重点放在构造方面� 经区内地层对比后

，
对控制性剖面不足的

，

特别是寒武系一志留系以及侏罗系以上地层
，
补充实测剖面

。

在矿产方面
，
对普查勘探工

作的空白区
，
布署填图与找矿

，
顺层追索

，
凡是发现新矿点

，
亦需开展矿点检查

，
提交专

项简报� 位背斜核部老地层出露地段
，
在����万重砂工作的基础上

，

对原圈定的异常进行

一些必要的解剖
。

为了检查编图的质量
，
重点对直接利用编图资料的地段

，
布置���条路

线进行控制
，
以检查编图的精度

。

�三�最终成图与编写报告阶段

该阶段工作是反映编图成果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
。

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
现将我们

的安排汇报如下
�

�
�

成图过程

地形底图
�

该区无完整的大于 ��� 万的正规地形图
，
因此参照 ��� 万区调规范

，

采用
·

�巧万航测地形图为底图
，

按数学精度打版
，
用聚脂薄膜分幅等大编绘

。

薄膜图用黑
、

棕
、

绿
、

赫四色分别编绘地物
、

地形
、

水系
、

交通
，
以达层次清晰美观

。

地质图
、

矿产图
�

地质图以编绘的地形版为底图
，
分别将大于 ��� 万比例尺的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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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用照像或缩放仪进行分块编绘
。

新填制的 ��� 万地质图及 ��� 万路线地质
，

分块平差后
�

进行透绘
，
最后完善

、

整饰成图
。
矿产图加注矿产种类

、

规模及其划分范围等注记
。

构造图
、

成矿规律及予测图
、

研究程度图等
�

以 ��� 万地质图为底图
，
经取舍后照像

缩编镶嵌成洪长成煤区�
���万联幅图件

，
最后分别整饰清绘而成

。

我们认为这种常规成图方法是符合 ��� 万正规编图要求的
。

除三叠系以上新地层分布

忆的地质精度略差外
，

其余可基本满足���万区调图面精度要求
。

�
�

报告书的编制

报告书是反映区内地质矿产特征和成矿规律的总结
，
是为开展成矿区划研究

、

指导普
一

查找矿的重要基础与依据
，
也是规划经济区发展的重要资料之一

。

目前我们正着手准备报

告书编写所需要的重要素材
，
报告书提纲已初步拟定

。

由于目前无 ��� 万的正规报告可资

借鉴
，
因此以后能否提交一个合格的成果心中还无数

。

上述三个阶段
，
只能按其主要任务大致划分

，
阶段之间是相互衔接有时是交叉的

。
我

们认为
，
如果工作不划分阶段

，
各阶段不分主次任务

，
就会造成工作的混乱

。

由于我们缺
�

乏这方面经验
，
在工作中走了不少弯路

，
以至对目前工作还带来一些影响

。

三
、

编图工作的收获与体会

虽然我们的工作还在进行
，
最终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正待开始

，
但通过一段的工作

，

认为有以
一

�几点粗浅体会
�

�一�充分搜集与研究前人资料是提高编图质量的重要前提

编图工作是将前人劳动成果与现今劳动成果综合融化的结晶
。

搜集与消化前人资料
，

是为编图工作打下良好质量基础的重要方面
，

也是经济
、

快速
、

合理安排编图工作的一个

有力措施
。

因此
，
我们工作一开始就抓住搜集与研究两个环节

，
使工作顺利开展

。

在搜集
，

前人资料的过程中
，
我们特别重视第一性资料的搜集

。

在初步综合整理前人资料 的 过 程

中
，
我们首先抓住了基础地质资料的研究

，

肯定了前人工作成果
，
找出问题所在

，
为野外

补充工作提出了明确任务与方向
。

例如我们在地层对比中
，
发现某些组段化石依据不足

，

三叠系上统以上新地层无正规剖面控制或不足
。

因此
，
除补充了部分重要化石依据外

，
还

布置了三叠系上统一白噩系地层五条剖面的测制
。

同时为控制该区构造与岩相变化
，

结合

以往资料的实际
，
拟定了新的填图单元和确定了需补充的地质界线

。

新填制了��余平方公

里空白区地质图
，
修测控制较稀的地质图约����平方公里

。

矿产方面也有所新的发现
。

这

都是在充分搜集与研究前人资料的基础上
，

使野外工作有的放失
，

集中突 破
，
提 高 了 质

量
。

�二�野外补充观测和检查工作是保证图幅质量的关键

正确处理编填结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向题
， ‘

编
”
的阶段任务

，
关键在综合研究前人

资料方面
，
这样就能避免我们生搬硬套前人资料

。

转入
“
填

”
的野外补充观测和检查工作

阶段
，
就必须根据前人研究的不足

，
或区内存在较大的地质向题

，
拟出切实可行补充检查

的方案
，
采取有力措施

，
提高图区研究程度和图幅质量

。

并在抓好地质基础工作的同时
，

要树立找矿为中心的思想
。

我们对其地质矿产问题认识
，

主要有以下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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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了图区内地层划分与对比
。

通过新获化石成果
，
确定了二叠系组段在区 内 的

岩相变化
� 进一步划分了琪长背斜的志留系

，
解决了南北两冀的对比问题， 在双河一带

，

原认为奥陶系红花园组在该地区为碎屑岩相
，
经在原剖面位置检查和补作工作

，
发现是由

一

于断层原因所致
，
在沿走向附近红花园组仍有碳酸盐相存在

。

�
�

经系统对二叠系玄武岩补作工作
，
对其相变情况大致普明

，
同时在玄武岩尖 灭 部

位泥化岩石中
，
发现多金属矿

，
其中���

�

����
�

��纬
、

���
�

����
�

���
、
���

�

����
�

��肠
、

�

人双�
�

������
�

������
，
肯定了有进一步工作价值� 在玄武岩向泥质岩石过渡地 段

，
新 发

现具一定规模的铝土矿矿点
，

��
�
�
�

一般大于���
，
总厚达��余米

，
其中一个分层

，
厚 �

�

�

米左右
，

��
���
������

，
走向延长达数千米

。

�
�

通过背斜核部重砂异常的重点检查工作
，
解剖了铅

、

锌
、

铜
、

金
、

汞等 异 常
，
经

重砂追索
，

矿泉中的重砂矿物组合与自然重砂组合一致
，
查明与矿泉有关

，
这为研究重砂

矿物来源及矿泉成因
，
提供了部分资料

。

�
�

在前人矿产工作空白区地段
，
经填图追索

，
在龙头一红桥一带

，
发现上二叠 统 的

煤
、

硫
，

经检查
，
煤质与厚度均属可采

，
提出了普查找矿的线索

。

�
�

经野外补充工作
，
基本查明区内表层构造

，
对其展布特征与成生关系获得一 些 新

钓认识
。

与此同时
，
沿走向压性断裂 �银光坪断层�追索

，
发现规模较大

，
在断层北盘寒

武系地层的张裂隙中
，
除已知有采铅

、

锌老铜分布外
，
分析其南盘对应的张裂隙中

，
也应

找到铅锌
。

为此
，
对 �条张性断层经地表揭露

，
在 �条断层中发现了铁帽

，
并在其中找到

较好的残余铅锌矿块状矿石
。
目前仍在继续工作

。

�三�在原工作程度较高的成煤区
，
开展���万编图是一种快速

、

经济的有效方法
。

我们采用
“
以编为主

、

编填结合
”
开展的���万编图工作

，
不同于���万正规区调

，
也

不同于单纯的编图
，
综合普查的矿产工作

，
尤其煤的地质工作方面

，
前人工作程度 比 ���

万区调要高
。

因此
，
对煤矿着重于综合整理及其成矿规律方面的研究

，
其它矿产则重点解

决一些空白区的补充工作
，

它强调成矿区专属矿产的特点
，
也能照顾一般性的矿产工作

，

所以基本上能满足区调要求
，

但缺乏系统性的物化探工作
。

地层与构造方面
，

在前人较大

比例尺工作基础上
，
补测了地层剖面

，
对关键性的构造

，
通过野外修测与补充地质界线

，

提高了精度
，
不足的是有少部分填图单元的划分因受历史条件限制粗略外

，
余者基本上能

满足要求
。

因此
，

在质量方面低于区调质量的在于辅助性工作不完善
。

高于单纯编图与综

合普查的在于对基础性工作重点进行了野外修测与补充
，
达到图幅完整

，
提高了精度与工

作程度
。

如果上述评价基本符合实际
，

即在首先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
，

采用一个大组的力量
，

其

中地质技术人员不足十人
，
已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

基本完成了报告编写前的各阶段工作
，

将在��年提交全部成果
。
已使用投资�

�

�万元
，
预计总投资低于��万元

。

我们认为
，

在加强区调工作的同时
，

首先在一些普查勘探程度较高的工作区
，

根据各

自的实际情况
，

对这个区域开展编图工作
，

是一种快速
、

经济的有效方法
。

如 果 组 织 得

力
，

方法恰当
，

在时间与费用上还会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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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问题与建议

�一�开展一个图区编图工作
，
认真编写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

我们在接受任务当初
，

对编图工作的性质
、

任务与工作方法不够明确
，
认识也不够统一

，
有的准备按 区 调 要 求

搞
，
有的认为只是单纯编一张图

，
我们的设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写的

，
通过一段实践证

明
，
这种设计不能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

为此
，
我们只能在工作中编写详细的工作要求与

计划作为设计的重要补充手段
。

这难免在工作开始阶段有些混乱
，

一度影响工作的顺利进

展
。

因此
，
今后不论工作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
在接受任务后

，
要认真编写设计

，
完善审

批程序
，
在编图工作还无其它正式要求的前提下

，
以设计和审批意见为准

，

布署工作与验

收成果
，
这是极为重要的

。

�二�编图中未采用遥感技术方法是一个很大的不足
。

由于工作开始处在划改期间
，

经费也较困难
，
人员调配上有些不当

，
以致使这项工作没有认真考虑与具体落实

。

该区除

部分 ��� 万左右的航片已搜集到外
，
其它大面积范围的航片搜集未进行

，
现在想作此项工

作已来不及
，
致使我们不能系统用航译补充与校核图幅资料

，
进而增加了野外工作负担

。

不久将开展此项工作
，
但时间尚感太晚

。

因此
，

今后在有航片的地区的编图工作
，

该技术

方法应列为工作中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之一
。

�三�搜集资料与野外补充工作
，
交通工具显得十分重要

，
这与区调在航片解译中使

用的
“
汽车地质

”
方法应等同对待

，
希望上级给予必要的关怀与重视

。

�四�编图工作往往是根据国家建设急需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
，
在组建与配套方面具

有临时性的特点
，
但在今后不忽视骨干的配备与解决必要的装备

。

�五�编图工作目前尚无统一标准
，

今后希望领导多深入指导
，
必要时组织会审或拟

定专项科研课题
，
以利提高工作质量

。

不当之处
，
请批评指正

。

本文由张星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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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