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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东部森林沼泽区 ,@ "* 万区域化探工作回顾

叶柱才，王会锋
（陕西省地质勘查局 第二综合物探大队，陕西 西安! #,**,$ ）

摘 要：通过对内蒙古东部森林沼泽区开展 ,@ "* 万区域化探 A 个不同阶段工作方法技术及效果的回顾和总结，认

为在不同时期的工作方法技术随着对森林沼泽区这一特殊景观的认识不断加深，其工作方法技术也在不断改进，

发现矿点 B 处、矿化点 ,# 处，其中，银锌矿 ,# 处、金矿 , 处，取得了较好的地球化学勘查成果，所完成图幅较客观地

反映了工作区区域构造、成岩成矿作用的表层地球化学面貌，大大提高了地球化学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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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 ,DB, 年以来，我队先后在内蒙古东北部大兴

安岭—得尔布干一带开展了 ,@ "* 万区域化探方法

技术试验及区域化探扫面工作，现已完成区域化探

工作面积 DB A+A EF"，共采集区化样品 GA +,B 件。

经过异常查证发现矿点 B 处，矿化点 ,# 处，其中，青

年林场银锌矿 , 处，金矿产地 , 处。

本区森林茂盛，沼泽遍布，地质条件复杂，属寒

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夏季短促，日温差较大，

地表 *( G F 以下具有岛状永冻层，水系较发育。地

表腐殖层较厚，基岩出露极少。一级水系中多以腐

殖质、淤泥和岩块为主；二级水系中多有长年性流

水，水系沉积物发育，但其中泥炭质较多。我队在这

一地区开展区域化探工作大致可分为 A 个阶段。

,! 工作概况

!( !" 第一阶段（!#$! % !#$& 年）

,DB, H ,DB" 年完成大黑沟幅 , @ "* 万区域化

探试扫面工作，采用水系沉积物测量，采样点主要布

置在!、"级水系中，样品采自流水线边部或中心线

底部的淤泥、粉砂、细砂等物质。样品量大于 "G* I。

在采不到水系沉积物处，用土壤或沼泽沉积物代替。

沼泽沉积物样品，一般采自接近流水线附近的沼泽

中，穿过有机质表层，采集含有机质的淤泥、粉砂、细

砂，深度为 A* H $* ?F。土壤样品穿过腐殖层，采自

残坡积层中的亚粘土、亚砂土，深度为 "* H A* ?F。

样品经自然凉干后，截取 C A* 目为正式样品，样品

量大于 ,** I。平均采样密度为 ,( *+ 个点 J A EF"，

通行条件十分困难的地区，采样密度放稀为 , H " 个

点 J ,$ EF"。定量分析了 0K、5&、6I、5L、6M、5N、O、

9&、P 等 D 种元素，同时半定量分析了 5N、0K、QR、

6I、6M、3K、ST、-> 系等 "# 种元素。共圈定 A$ 个综

合异常，对其中 $ 个异常进行检查，进一步发现了青

年林场银、锌矿床。

,DBG 年对一二五公里幅开展 , @ "* 万区域化

探扫面工作，明显地出现了样品中有机质成分过高

的问题。在分析测试时抽取 G* 件样品，其有机质含

量在 +*U H B*U，对样品分析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故分析测试前先对全图幅单点样灰化后再进行组合

分析，这样对部分元素（如 6M、3K、1I 等）的分析有

一定影响。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为：对有机质

成分含量影响认识不够，在采不到水系沉积物样品

时，允许在接近流水线附近的沼泽中采集含有机质

的粉砂、细砂的沼泽淤泥样品代替。

!( ’" 第二阶段（!##! % !##( 年）

原地矿部物化探研究所和我队于 ,DD* H ,DD,
年先后针对森林沼泽区、过渡带及有机质干扰等问

题做了一些试验，结合原来在森林沼泽区的工作经

验制定了新的工作方法技术。但因试验点及条件所

限制，试验结果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DD, 年以

后，在得尔布干成矿带开展 ,@ "* 万区域化探工作。

工作方法以水系沉积物测量为主，土壤测量为辅，样

品主要采自!、"级水系中，个别采自#级水系。采

样介质为水系中的砂质物质。对采不到水系沉积物

的一级水系，可以采集“ 泥炭”样品代替，粒级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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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土壤测量主要布置在沼泽发育或因腐殖质

过厚而无法采到水系沉积物样品的地区，采集残坡

积物，粒级小于 "$ 目，考虑到异常查证工作的开展，

平均采样密度为 " 个点 % & ’(" 以上。从已完成的

恩和屯、上护林、三河镇、建设屯、根河、库都尔等幅

资料整理结果来看，各元素地球化学图在某些图幅

中基本能反映出该区地球化学面貌，但有些图幅反

映较差。在森林茂密、交通不便的条件下，采用 )*
+ 万地形图结合实际地形、地物和罗盘定点，在某些

地段精度难以满足规范要求；“泥炭”中含有大量有

机质成分，因此不能以此代替水系沉积物样品；!级

水系中水系沉积物极不发育，很难采到合适样品，采

样点位布置应从!级水系退到"、#级水系中。

!, "# 第三阶段（!$$% & !$$$ 年）

)--+ 年以后，从方法技术上进行了调整：$采

样点主要布置在"、#级水系中，在长度大于 " ’(
的!级水系中加布一个或若干个采样点，使 -+. 以

上大格都有采样点分布，不连续出现 " 个或 " 个以

上空白大格或 / 个以上空白小格；%采样密度由原

来的 " 个点 % & ’(" 调整为 ) 0 " 个点 % & ’("；&为了

提高定点精度和准确性，配置了 123 定位仪；’不

允许采集“泥炭”物质作为样品。

在此期间完成的古纳—阿拉齐山、西口子—砂

宝斯林场、奇乾—大营、索伦军马场—扎赉特旗幅等

图，其结果较为理想，其中在砂宝斯林场幅发现一金

矿产地。由于受 123 性能限制，定点精度问题未完

全解决。其间中国地质调查局物化探研究所在该景

观区的点与面上开展了较为深入的试验和研究。

!, ’# 第四阶段（())) 年至今）

"$$$ 年于内蒙东部半干旱景观区、森林沼泽景

观区过渡地带用新的化探方法技术在罕达盖—尔山

幅开展了区域化探工作。"$$) 年、"$$" 年在森林沼

泽景观区五岔沟幅、绰尔幅开展 )* "$ 万区域化探

工作，并采用 123 航迹监控技术及导航技术使野外

工作进度和定点精度大幅度提高。

通过对罕达盖—阿尔山幅、五岔沟幅（ 绰尔幅

资料正在整理中）资料系统整理和综合研究认为：

新方法技术的应用，所获得的地球化学信息较客观

的反映了工作区区域构造、成岩成矿作用的地球化

学特点；发现了一批具有找矿意义的异常，并经检查

发现多处具有找矿远景矿化地段；地球化学图所展

现的信息对基础地质、成矿作用研究及资源环境评

价提供了宝贵的地球化学资料。

"! 存在问题

回顾森林沼泽特殊景观区的工作，笔者认为：在

不同时期工作方法技术随着对此景观区认识的加深

而不断地改进，扫面效果也有所改善。"$$$ 年以来

所采用的新方法技术较好，但尚存在以下。

（)）在大兴安岭主脊地带的原始森林中，其采

样密度可否放稀到 ) 个点 % )/ ’(" 或更稀。

（"）异常查证的程序和要求需改变。由于该景

观区平均采样密度均为 ) 个点 % & ’("，因此圈定的

异常面积过大，在异常查证时，感到难以下手，目前

异常查证效果均不理想。主要问题是异常面积过

大，受资金、自然条件及投入工作量的限制，一般仅

能证实异常重现性，但对异常全貌、成因等很难进一

步了解，即较难达到三级查证的目的。

（4）异常查证的工作方法有待改进。在该景观

区开展异常查证时，布置 )* + 万或更大比例尺工作

时，水系沉积物样品一般均难采到，而用土壤测量

时，采样更加困难。因森林茂密、腐殖物覆盖，剖面

（岩石或土壤采样）工作往往亦难采到理想样品。

4! 建议

（)）对 )* "$ 万区域化探所圈定的综合异常应开

展 )* + 万化探普查，主要是对异常进行确认和进一

步圈定，并在此基础上对异常进行查证。如在大黑沟

幅中所发现的青年林场幅铅锌矿和在黑龙江漠河砂

宝斯林场幅金矿普查成果就是典型例证。

（"）该景观区!级水系中难以采到合适的水系

沉积物，土壤层分布又不连续，但是该区残坡积物较

发育。在砂宝斯林场、奇乾等图幅进行异常查证和

)* + 万化探普查时，采用残坡积岩屑测量，都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可见在大兴安岭北部，低山丘陵等

较为平缓，切割不深的地区开展 )* + 万以上比例尺

及异常查证时，采用残坡积岩屑测量是可行的。

（4）使用 123 航迹监控技术及导航技术能保证

野外定点精度和提高野外工作进度。

（&）森林沼泽区面积较大工，微景观差异较大，

以往的方法技术试验点较少，代表性较差，建议开展

森林沼泽区微景观的划分及相应的方法技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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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 庄道泽等：新疆区域地球化学勘查回顾与展望

地球化学勘查和资源潜力评价提供技术支持。

在东天山、阿尔泰山南缘、东西准噶尔盆地和塔

里木盆地周缘等浅覆盖地区，开展区域地球化学勘

查的新方法新技术研究和应用，寻找发现隐伏的大

型超大型矿床。

拓宽区域地球化学勘查的用领域，开展以农业

和生态环境调查为主的多目标地球化学勘查工作，

为新疆重要经济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评估提

供地球化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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