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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随着地质找矿工作的深入展开，依靠在地表发

现蚀变、矿化、转石、露头进行找矿的机会将越来越

少。其出路是进入地下，找寻隐伏矿体。

物化探方法有较大的勘探深度，成为寻找隐伏

矿体的重要手段，但多解性是致命的弱点。例如：磁

铁矿能引起磁异常，基性、超基性岩也能引起磁异

常，火山岩，磁铁矿、磁黄铁矿化的沉积岩，变质岩都

能引起磁异常。直流电法也有同样的问题：能引起

高阻、高激化率的，既有石英脉型金矿、石英脉型钼

矿，也有黄铁矿化石英脉。化探也存在多解性问题：

具Cu、Vi、Co异常的不仅仅是含铜镍矿的基性、超

基性岩，不含铜镍矿的基性、超基性岩也有Cu、Vi、

Co异常。

怎样选择隐伏矿的靶区，怎样有效地识别物化

探异常是由某种特定矿体引起的，就成了问题的关

键。建立找矿模型，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2找矿模型的建立

用地质、物探、化探手段确定物化探异常的唯一

解和近似唯一解，即所谓找矿模型和准找矿模型。

建立找矿模型是一个各类方法互相补充、验证，

取长补短，去伪存真，互相消除疑点，消除多解性的

过程，也是提高找矿流程合理性的有效途径。例如：

本人在1983年《吉林地质》第二期发表的《物化探

方法在普查硫化铜镍矿床中的应用》一文，主题就

是如何建立硫化铜镍矿床的找矿模型。

在硫化铜镍矿远景区，先用磁法扫面，因为基

性、超基性岩具有磁性，能产生磁异常；再用次生晕

在磁异常上做Cu、Vi、Co分析，目的是圈出基性超

基性岩，剔除非岩体磁异常，因为含矿岩体含有黄铁

矿、磁黄铁矿，与硫化铜镍矿共生，因此使用激发极

化法，能区分含矿岩体和非含矿岩体；最后结合磁

法，给出矿体验证孑L位。

确定物化探异常不能一蹴而就，它有一个逐步

靠近、逐步完善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先建立准模

型。有了准模型，就可以指导日常工作，初步明确什

么矿用什么方法去找；已经做了物化探工作的，要找

某种矿体，还要增加什么方法。

特别要强调的是，建立找矿模型，要以地质方法

为基础。一切矿体都是产生在特定的地质环境中，

根据控矿的地层、构造、岩浆岩及矿产在矿床学上的

特点，圈定成矿有利地段，是建立找矿模型必不可少

的条件。找矿模型的矿种分类，应以矿床学分类为

基准。

了解某种矿产的矿物组成、矿体产出部位、围岩

组成和形态，对于选择有效的物化探方法很重要。

岩矿的物性参数是地质和物探之间的桥梁，是

物探异常地质解释的基础。所以要对矿体和围岩的

物性参数做认真的测定、统计、分析。找矿模型选用

的物化探方法，应以现有的、成熟的、常用的为基础。

在众多方法中，选择最有效、最简便、尽可能少量的

方法进行组合，达到互相补充、取长补短、消除多解

性、经济实惠的效果。

例如：某单位1964年在某硫化铜镍矿成矿带

上，做了大量的地质物化探工作。主要物化探方法

有：次生晕、磁法、重力、自然电场法、激发极化法、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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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率法等等。他们这次找矿是成功的，查清了这

个成矿带并找到了数个矿体，但仔细研究，有些方法

效果重复，有的方法效果局限，还有的效果不佳。磁

法和重力比较，在岩体上磁法有明显异常，在大的岩

体上有重力异常，在小的岩体上则需仔细辨认；磁法

速度快、成本低，室内工作量比重力的少，因此只选

磁法就可以了。自然电场方法简单，速度快，成本

低，但只对块状硫化矿体有效，对浸染状的无效。激

电对块状和浸染状硫化矿体都有效，视电阻率效果

不佳。可见，只用磁法、次生晕和激电三种方法就可

以完全解决问题。

在1964年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了不起了，他

们处于探索阶段，为这类矿床找矿方法的研究和选

择创造了条件。

有的找矿模型可以在不同的地质构造单元通

用，例如硫化铜镍矿的找矿模型。有的则不可通用，

因为有地质构造、成矿条件的差别，干扰因素的差

别，岩矿石物性的差别，区域磁场的差别等等。这些

都限定了某一找矿模型，只能在某一地质单元中使

用。试想，建立了磐双铁矿和老牛沟铁矿两个找矿

模型，他们都是磁铁矿，能有一些共同点，但还会有

不少的差别：一个在地槽区，一个在地台区；一个是

矽卡岩型铁矿，一个是沉积变质的磁铁石英岩铁矿；

磁参数一个是以感磁为主，一个是以剩磁为主；其围

岩，一个是大理岩、角岩及大片的y，花岗岩，一个是

老的变质岩；其干扰因素也有差异，可以预见很难通

用。

所以找矿模型又可分为通用型和局限型两种。

3找矿模型的使用

建国以来，全国各地都做了大量的地质物化探

普查找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分析研究这些

资料，根据某个矿种的找矿模型，找出地质成矿有利

地段和缺失的一些物化探工作方法，这个有利地段

就是找矿靶区，有利地段内的物化探异常就是靶子。

把缺失的物化探方法合理补齐，就是要进行的找矿

工作。

例如：针对硫化铜镍矿床，通过地质普查找到了

基性、超基性体群，用槽井探及钻探进行了找矿工

作，但是没找到矿，在这里存在漏矿的可能。只要在

岩体上补上激电，就可以确定这些岩体中有没有含

矿的。

再比如，磁法普查和航磁异常检查中，推断了不

少的基性超基眭岩体，但是没有再做工作，笔者认为

只要在这些推断岩体上做次生晕cu、Vi、Co分析，

确定是不是基性、超基性岩体，再在确定的岩体上做

一下激电，就可以确定是否含矿了。除了通过研究

资料找靶区和靶子之外，也可以在某个矿种的成矿

远景有利地段，按照找矿模型所使用的物化探方法，

有序地、合理地进行物化探找矿普查。

4组建找矿模型研究机构的设想

考虑到找矿模型有的有局限性，大量的第一手

资料也都在基层，所以研究机构应以地区地质队为

基础，做好本地区的研究工作。各地区的优势矿种

都应建立模型，并逐步延伸到所有矿种，有一个从准

模型到模型的过程。

研究机构可以和物化探分队相结合，到野外收

集第一手资料，也可以作一些实验，以使找矿模型的

资料更完整、丰富、系统。省一级的研究机构可以以

地区地质队的资料为基础，整合全省范围地质构造

单元内的找矿模型。进而推广至全国，最终建立全

国的、按地质单元划分的不同矿种的局限型和通用

型找矿模型，以求隐伏矿体找矿有明显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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