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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玉 塔

翻查区概况

稠查区的地层除且厚的 ( 一般大于 30 米 )第四耙松

散沉积物 及近代山坡堆积物外
,

其佘都属前震月
一

耙的

古老变汉片岩系
。

岩层 自下而上按岩性可栩分为
:

炭

贸梢云母片岩
、

操泥石梢云母片岩
、

石英炭贸片岩
、

碳酸盐化之炎双片岩及含矿之长英角岩数层
。

这些转

层均不利于合水
,

尤以炭熨片岩为一良好隔水层
。

但

因孩区深受地汉构造的影响
,

在变贸片岩系中地下水

沿普遍发育的构造裂隙分布
,

祖成含水性豉微的裂隙

含水层 (带 )
。

其中长英角岩因近地表
,

遭受构造破

坏作用茜剧
,

有深大断裂并充潇池下水
,

构成该区唯

一良好的含水层
。

矿床即存在于该层中沿裂隙尤旗
,

早翩脉浸染层状及似层状黄铜矿富集
。

上部逐瀚被氧

化淋触生成孔雀石及褐铁矿
,

氧化带厚达十余米
。

根据地汉普查工作征实 ; 层状及似层状铜矿体是

洽裂隙呈不规 fllJ 形状断摘地分布在含矿母岩中
。

利川

少盘的山地和擞探工作尚不能乙到查明矿体的目的
。

本区为一雨盘充沛地区
,

全年降水量高达 1 4 0 。乞

米
,

且分布极不均匀
。

常以暴雨形式集中于七
、

八两

月内
,

这两月的降水量钓占全年降水总量的三分之二

以上
。

燕发食为 12。。奄米
。

年温差较小
,

全年平均温

差 2 2
O

C
,

最高 3 9
O

C
,

速最冷月份的气温 也 在 2
“

C 以

上
,

故气候校为盔和湿消
。

在上述气候
、

地炙和水文地筑条件下
,

地 卜水得

以通过矿体并和矿体及围岩有较长时简的接触
,

促使

某些重金属儿素及所含盐类的大量溶解
,

形成含硫酸

盐 类的高矿化酸性水
。

水中某些重金属元素的合量也

较 J戈原有基数含量有显著增高
,

形成金属元素的水分

节交立食
。

木区为一剧烈切割的山区
。

地形险峻崎粗
,

地表

水系相当发育
。

一般海拔高度均在2。。O米以上
,

幼年

期冲钩及v 形狭谷遍布全区
,

相对高差不下 5 00 米
。

合

水层 (带 ) 多被深谷切割
,

沿谷两岸阶地有地下水天

然露头
,

井泉及裂隙没水地带星罗棋布
。

含水层 (带 )

中地下水的唯一补始来源是靠大气降水沿裂隙下渗及

灌入
。

〕灯水最及动态变化受着大气降水及地形的艳对

扩锐
。

矿 区附近水有为 硫 酸 盐
、

氯 化 物
、

钙
、

镁 熨

( 5 0
4 .11一 cl

尸

一 C a ” 一M g ” ) 高矿化酸性水
。

水中盐

类的含量
、

矿化程度是与距离产生金属可溶性盐类的

母岩及矿体的远近有关 , 愈近者其盐类和金属含量众

多
,

矿化度亦愈高
,

氢离子浓度 ( lP l值 ) 愈低
,

远

者别相反
。

但当达到一定距离时 (在本区一般是在5 0 0

一 7 0 0米以外 ) 即翰换为普通的地下水
,

根据以上所述
,

水化学方法就成为该区普查找矿

工作中的唯一有效手段
,

通过水化学方法
,

进一步征

实 巳知矿体的延伸
,

以及在同一合矿母岩中发现和寻

找祈的矿体
,

扩大矿区远景
。 ,

水化学找矿工作中的几个简皿

本区硫化矿床 (主要是铜矿 ) 地区的地下水其有

其独特的化学性贝多 水中含有多量的硫酸 盐 离 子 及

霸
、

镍
、

给外
、

铁
、

铝等重金属元素
。

氢离子浓度

(P H植 ) 相对降低
,

形成游离硫酸和重金属含毅极

高的高矿化度酸性水
。,

这种地下水
,

在自然地理
、

地

熨及水文地只条件有利于它渭运动的情况下
,

便向矿

床四周渗透扩散
,

形成这些特殊金属元素 的水 分 散

晕
·

。

水晕浓度 ( 即全属的富集 )是靠近那
`

床工鲜受最孤
,

到矿床四周逐渐减少
,

最后完全趋近 J
二

基数浓度
。

我们在该矿区进行比例尺为 l : 5 0 000 的水化学 找

矿时
,

按方格网平均每平方公里取水样。
.

8个
,

送化驶

室作光糟半定量分析
。

根据水贝分析直料查明
:
矿床

周围的地下水有逐渐稀释和过渡之特性
。

直接和矿体

刚:速地段的地下水与和矿床无关的普通地下水
,

有着

褥然不同的化学性熨 (表 1 )
。

前者一般 为硫酸伙类

表 l

铜的含谧
! (尾克

闪形物
取洋地点

/升
、

矿床周围

距
.

矿床

0
.

1 0

(毫克
/升 )

12 0 0 0

pH 值

4
.

6一 5
.

8

型
一

ù

钙类
一、

熨
·

一盐水
.

酸水

ù
践硫

0
.

0 4

O
_

0 2 7
_

5一 8
.

5

n几ù八 八曰UCàēn UùOùQ一
2叹

重碳酸盐
、

硫
10 0公尺酸盐

、

钙 , k

匹矿庆 }重碳酸盐
、

鹤
cZ o公尺水

距矿床 重破酸盐
、

药
50 0公尺 裁水

6
_

0一 7
_

2

的高矿化酸性水
,

井合 {j’ 大从的剔
、

跳
、

粉辫
、

嗽
、

粼等元素
。

而后者却为重碳酸盐
、

钙 双微硷性淡水
,

水
.

中不含或少合上述重金属元素
。

就岩性而言
,

同为

一种长英角岩
,

只 是前者含矿后者不合矿而已
。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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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异常瑰象的原因是由于硫化矿未周围合大量重金

属元案的酸性地下水
,

沿着各种不同岩石的孔隙裂陈

运动
,

并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化学成分
。

特别是流桩

谈酸贝岩石 (碳酸盐化之炭效片岩 ) 时
,

被十分迅逮

地中和稀释
,

成为重碳酸盐之微 硷 性淡水
。

水中重

金属元案的合盆亦随之显著减少
。

下边具体敖一下我

们在核区进行水化学找矿中的几个简理
。

1
.

根据在不同地层及同一地层的不同深度中取水

样分析的枯果
,

确定了稠查区城内地下水中重金属元
·

亲 ( c u
` ’

) 及硫酸盐离子 ( S久
”
) 的含童在长 英 角

岩中最高
,

且为高矿化度之酸性水 , 而在其它各层中

期几乎不含或少合这种金属元素和盐类
,

多呈重碳酸

盆之弱硷性淡水 〔表 2 )
。

表 2

岩层名称
旗的合耸
(邀克 /升 )

不蔺不 i二而

协 . 、
.

` ,固开翔匆 }
子

飞落尽扩
、

} (毫克 / ! p H值
、 石
气 , 夕` J , 。 / l : 丈 L 、 l

l , 口产 ,

2

}
·

s ”
·

1 8 7 1 1 2 0 0 0
;

4
.

6一 5
.

8

1刀C o
r : 3 8 0 5 0 0 : 6

.

5一 7
.

4

石葵澳斑片}
。 I。 。 n

, 。 , 。

月口口 胆 V 七 }. 三、 J 、 产 3 ` 孟 口
月, { }

7
.

5一 8
.

5叫一叫ǔ
肠泥石栩云

·

母片岩
,

O H C O
, a 7 5 8

.

2一 8
.

5

酸盐化炭汉片岩相接触地带
,

我们又在长英角岩分布

地区
,

按照50 x 50 米方格网简距取水样分析
,

其目的

是在于更进一步地查明具体的矿床或矿体
,

玖及有通

景的地段
,

以便进行更祥粗的普查劫探工作
。

根报水

分析拮果初步确定了矿体的位置和大致范困
,

并作出

了翎查区城内的矿床远景预视图 (图 1 )
。

征明黄幼

矿在长英角岩中是洛其裂隙呈栩脉浸染层状及似层状

桐矿富集
。

3
.

在含矿长英角岩分布地区
,

根据已有的地双闷

查资料及铜矿露头点
,

在已知矿体的四周依照` 定简

距 (开始时为 50 米取水样一个
,

以后逐晰材大距离
,

但到最后也不应小于 500 米
,

当发现异常时 应加密取

样
,

以便圈定矿体 ) 采取了大批的地下水和地表水样

品
,

进行光带及化学全项分析
。

根据吁外水化学祝查资料福制了整个调查区城内

的合矿远景渭视图 (图 1 )
。

后挑地熨劫探资料所作

出的矿床地叉图 (图 2 )
,

羞本上与水化学找矿中所

发现的异常区相吻合
,

每个水分散处都紧密地与其所

反映出的矿体相毗邻
,

只是前者所圈定的矿床范围和

厚度校后者为大而已
。

这主要是因为矿床周围的地下

水能沿各种不同岩层的孔隙裂隙运动的桔果所致
。

炭孩 娟 云
l

因此就水化李观点而言
,

缺区的长英角岩分布地

区系一水化学异常区
。

其中很可能有着铜矿的广泛分

布
。

因而在本区进一步普查找矿的方向
,

应核是在长

英角岩分布地区内寻找和发砚新的矿体
。

2
.

鉴于上述情况
,

加之本区艳大多数的地下水天

然礴头均出自含矿长英角岩与其下伏不透水底板之碳

门.

、 ,
. 、 一 ” r ~ - 一

` 己 j尸吸 Z r 们比两

田 1
.

水化学找矿异常图
1一铜矿韶头点

, 2一胡含 t 大于。
.

10 笔克

/升之水 4t 学异常区 , 3一角含皿为 0
.

04 一

。
.

06 奄克 /升
, `一胡含皿为。

.

02 ~ 。
.

03 毫

宽 /升 , 5一翻含 t 小于 0
.

01 曙克 /升
。

6 ~

地表澳流及其流向

因此
,

不难理解
,

利用水化学方法在孩区进行 .

查找矿是适宜而有效的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拼

探工作的顺利进行
,

节省大量不必要的投资
,

拍短 r

床勘探的时简
。

4
.

如图 4 所示
,

矿体埋藏于地下较深处
,

地衰很



难找出其矿1乙现象和天然露头 (但有厚达十余来的氧

化带存在)
,

致使劫探工作 (主要是级孔 ) 无法布

置
,

更难确定其深度
。

根据水化学祝查的资料
,

拮合

区城地熨特点初步确定了矿体的位置和范围后
,

布置

了数个控制幼孔
,

视兀个炭孔的揭露靓实
:
矿体悟与

图中所示的水化学异常区一致 (图3
,

4)
。

若:董
, 洲蛋

l门
1.

1!!沁

成二二 _
_

期川副
.

叫叫悦

场
`

图 3

1一胡含盆
, 2 一固形物

, 3一氢离子浓度 ( p H值 )

了
口习

:
昌到

。
篡委卜廷二

:
巨弓

。
叹〕

,

打二口

图 4

l 一近代冲积层
; 2一上震且祀灯影灰岩

,

3一前震旦况变贝片岩系
, 4一含矿之长英

角岩
,

.

5一据水化学资料推沮吃矿体
, 6~

断层
, 7一水化学异常区

:
.

在水双分析中
,

我俩曾发现水中合有高浓度的
C O Z

及 0
2 。

这是由于孩地区正处于一氧化 地 熨 环境

下
,

同时岩浆尚在活动
,

影响到岩层的普逼变资
。

水

中所含 CO Z
及 0 2

等气体是否可作为硫化矿床地区的水

化学找矿标志
,

尚待进一步研究和从实际工作中加以

谕证
。

硫酸盐溶于水中
,

使水中重金属尤素 又硫酸盐离子合

量增高和氢离子浓度 ( p H值 ) 相对降低
.

么就有可

能形成金属元素的水分散最
,

借以作为找矿标志寻找

原生矿体
。

2
.

在气埃温和潮湿
,

矿体及围岩透水性微弱 (工又

大裂陈中水的迅速流动有碍于水录的形 成 ) 的 情况

下
,

特别是在雨量充沛分布不均匀
,

水矿化度不高的

地区
,

利用水化学方法找矿最为有效
。

l闷为在这种条件下
,

地
一

F水才能通过矿体
,

井和

犷休 义围岩有被长时阴的接触和进行援慢的交替
,

使

水中 i容解多量的硫酸盐离子和重金属元素
,

产生水化

学异常
。

(二 ) 硫化矿床 (纲公
“

) 地区的水化学找矿标志

1
.

1汪接 (主要 ) 东堵矿标志
:

水中某些重金属元素 (例如铜
、

煌
、

沂并
、

铁
、

蹈等 ) 含量的增高 (
一

与荃数合丑相比 )
.

一般咐高能

达到几十倍乃至百余倍
。

1
.

周接 (辅助 ) 找矿标志
:

1
.

水中游离硫酸盐离子含量的擒高 (具体浅现为

硫酸限
一

与氮离子浓 度 5 0
; ` r

/ c1
`

此植的 汾大 ) 及氢离

子浓度( p H 值 )的相对降低 (均
一

与墓数相此 )
。

2
.

具有高矿化度之硫酸盐酸性水 ( p H 植小于 5

_ _ `
玉)

。

3
.

分布于硫化矿床氧化带及次生富弊毛带中的某些

毯定的硫酸氢钙水 ( 汉在孩区局部地方发现
,

故作为

水化学找矿标志尚待进一步研究 )
。

必城税明
,

在具有以上特点 (异常) 的地
.

区
,

很

可能有矿床 (铜矿 ) 的富集
,

但在某些情况下矿床富

集地段会由于遭受到不同自然地理
、

地置及水文地双

条件的影响
,

而使周围地下水失去这些应有的异常特

性
。

在这种情况下水化学方法就喊低一它应有的效能

《
.

例如在草原及沙漠地区 )
。

几点初步想橄和体会

(一 ) 水化学找矿的应用条件

水化学找矿法并非唯一的找矿手段
。

它只有在下

列条件下应用
,

才获得藕期效果
。

1
.

稠查区城内必须具有良好发育的氧化带
,

使矿

床中的矿物只得以迅速地被分解
。

从而产生可溶性的

拮 藉

由于矿床的种类
、

类型及所处地区的 自然地理
、

地灾及水文地胃条件的不同
,

使矿床周围的地下水化

学成分和水熨类型亦各异
。

作为硫化矿床地区的水化

学找矿标志亦随之各异
。

因而本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具

有颐大的局限性
。

同肘水化学方法必须和其它的找矿方法 (如地双

的
、

地貌的及地球物理的等 ) 密切配合协作
,

进行粽

合性的普查找矿工作
,

才能获得更大的效果
,

井大大

池减娜金属矿床的普查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