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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乍得共和国Ｍａｙｏｋｅｂｂｉ省Ｐａｌａ地区是该国最重要的砂金矿区，多家公司先后致力于在该区域寻找岩金，然
而经过大量的槽探工程施工与钻孔验证，均未发现好的矿体。为了解释地表 Ａｕ异常的形成过程及原因，笔者在
Ｐａｌａ地区针对金矿开展了地球化学勘查，对热带草原景观区Ａｕ的次生晕特征进行了讨论与总结，通过土壤垂直剖
面测量分析了Ａｕ在准平原化过程中的地球化学行为，并最终解释了该区域金异常的成因。本次研究对国内企业
赴非洲相同景观条件下进行金矿勘查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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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大多数国家由于地质工作程度低，缺乏系
统性资料，给投资非洲矿业的企业决策带来了困难。

随着我国近年来“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面对国外更

加多样的景观特征，如何快速缩小找矿靶区，建立一

套科学、完善、快速的评价体系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研究课题［１］。地球化学勘查方法技术的不断完善，

使其在矿产勘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化探方法不仅

可用于战略性普查工作，也可用于矿床或矿体定位

工作，以及寻找盲矿等战术性详查工作。

研究区位于乍得南部ＭａｙｏＫｅｂｂｉ省Ｐａｌａ地区，
该区是该国重要的砂金矿产区，在景观地球化学上

属于热带草原景观区。１９８７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ＤＲＧＭ计划实施期间，在 Ｐａｌａ地区做了大量
地质勘探工作，发现了多处金矿化点，但是并未找到

有价值的金矿体。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韩国国际合作署
及韩国地质矿产资源研究院（Ｋｏｒｅ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
ｏｇｙ，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ＫＩＧＡＭ）与乍得政府合作，
在Ｐａｌａ地区针对金矿开展了约１０００ｋｍ２的地球化
学勘查和矿床地质研究，发现了大量金异常，其中水

系沉积物测量Ａｕ含量最高值为１１４×１０－６，然而经
过大量的槽探工程及钻孔验证，并未发现有价值的

金矿体［２－３］。本次研究中，笔者通过一系列工作，重

点解释了该区地表Ａｕ异常的形成过程。

１　研究区景观特征

研究区属于典型的热带草原景观区（又被称为

稀树草原景观），全年高温炎热，分为旱季和雨季。

雨季主要集中在当年的７～９月，潮湿多雨，遍地生
长着稠密的高草和灌木，并夹杂有稀疏的乔木；旱季

时间比较长，从１０月开始到次年６月，干燥少雨，土
壤干裂，草丛枯黄，树木落叶，河流干涸。研究区全

年气温均较高，最冷月平均气温在１６～１８℃以上，
最热月出现在旱季之后，雨季之前。

２　研究区地质背景

研究区主要出露岩性为西部的 ＭａｙｏＫｅｂｂｉ花
岗岩基及中部的变质岩类，区内出露的火山—沉积

型变质岩代表性岩石为 Ｐａｌａ绿岩带。Ｐａｌａ绿岩带
广泛出露在研究区中部，面积约为８７５ｋｍ２，走向呈
Ｎ—Ｓ向或ＮＥ—ＳＷ向。Ｐａｌａ绿岩带主要由变杂砂
岩、变凝灰岩、绿泥石片岩、绢云母片岩、角页岩、流

纹岩、砂岩、杂砂岩及碳酸盐岩组成，碳酸盐岩主要

分布在测区东北角，岩性为白云质灰岩和含铁白云

岩，绿岩带中的大部分岩石均受到了低程度的变质

作用。带内东部分布有杂砂岩和角砾岩（图１）。
区内出露的侵入岩主要分为巨大的ＭａｙｏＫｅｂｂｉ

花岗岩基、时代较晚的花岗岩、正长岩及超基性岩。

ＭａｙｏＫｅｂｂｉ花岗岩基在测区大面积出露，延伸约７０
ｋｍ，大部分的岩基均由钙碱质花岗岩、花岗闪长岩、
石英—角闪石闪长岩和角闪石闪长岩组成。闪长岩

类主要分布在测区南部，少量出露在 Ｐａｌａ绿岩带中
部。由钙碱质花岗岩、黑云母碱质花岗岩及角闪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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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Ｐａｌａ地区地质概况（据参考文献［２］修改）

—辉石花岗岩组成的造山花岗岩侵入到ＭａｙｏＫｅｂｂｉ
花岗岩基及绿岩带中的变质岩中。

在测区中部发育有两条近乎平行的断层，呈

ＮＥ—ＳＷ走向。测区金矿为石英脉型，前人在此进
行了大量的勘查工作，目前尚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

工业矿体，石英脉的走向呈ＮＥ—ＳＷ向，倾角为６０°
～６５°。

３　研究区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３．１　工作方法
３．１．１　样品采集与加工

ＫＩＧＡＭ于１９９９年在Ｐａｌａ地区开展的水系沉积
物测量中，发现了大量金异常，异常强度高，分带明

显，面积大。金异常主要分布在 Ｇａｎｂｏｋｅ北、Ｇａｎ
ｂｏｋｅ南、Ｇａｎｂｏｋｅ西南及 Ｐａｌａ北，具体位置见图１。
ＫＩＧＡＭ于２０００年对 Ｇａｎｂｏｋｅ北和 Ｇａｎｂｏｋｅ南两个
详查区进行了土壤异常查证工作，在另外两个详查

区未进行异常查证工作。本次笔者在Ｇａｎｂｏｋｅ西南
及Ｐａｌａ北分别进行了１６ｋｍ２和９ｋｍ２的土壤地球
化学测量，均按照５００ｍ×５００ｍ的网格采样，样品
取自３０ｃｍ深的Ｂ层或者 Ｂ＋Ｃ层土壤，每个格子
里随机取５件样品组合为一个样品，晒干后取 －８０
目送样分析。Ｇａｎｂｏｋｅ西南采样范围为 Ｘ：４７７０００
～４８１０００ｍ，Ｙ：１０４２０００～１０４６０００ｍ；Ｐａｌａ北的
采样范围为Ｘ：４８７０００～４９００００ｍ，Ｙ：１０３６０００～

１０３９０００ｍ。
３．１．２　样品分析

样品送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

研究所实验室，分析 Ａｕ、Ａｓ和 Ｓｂ三项，其中 Ａｕ采
用无火焰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检出限为０．２×１０－９；
Ａｓ和Ｓｂ均采用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分析，检出
限分别为０．２×１０－６和０．１×１０－６。
３．２　次生地球化学异常
３．２．１　指示元素及异常下限的确定

李惠［４］指出在金矿化探工作中，对找金有指示

意义的元素有３０多种。Ａｕ是本次研究工作的成矿
元素，另外选择Ａｓ、Ｓｂ作为Ａｕ的指示元素。

地球化学元素分布规律可以用来揭示元素的矿

化富集和空间变化规律［５］。在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中，异常下限的确定非常重要，其方法主要有传统统

计、稳健估计、８５％累计频率和多重分形［６］。笔者

采用传统方法、８５％累计频率法及多重分形法分别
统计了异常下限值，并综合这３种统计数据，给出了
本次成图所采用的异常下限值（表１）。

由表１可以看出，由于采集组合样，Ｇａｎｂｏｋｅ西
南详查区Ａｕ含量最大值仅为６６．１２×１０－９，明显小
于ＫＩＧＡＭ于 ２０００年在 Ｇａｎｂｏｋｅ北、Ｇａｎｂｏｋｅ南进
行的土壤测量结果（最大值为４６５３×１０－９），且详
查区 Ａｓ、Ｓｂ含量比较低。与 Ｇａｎｂｏｋｅ西南结果类
似，由于采集组合样，Ｐａｌａ北详查区土壤中Ａｕ含量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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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Ｇａｎｂｏｋｅ西南及Ｐａｌａ北土壤测量元素含量特征

指标
Ｇａｎｂｏｋｅ西南 Ｐａｌａ北

Ａｕ Ａｓ Ｓｂ Ａｕ Ａｓ Ｓｂ
最小值 ０．４２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０９
最大值 ６６．１２ ４．３１ ０．５０ ２５．６３ １．８３ ０．３１
平均值 ３．２１ １．２４ ０．１４ ３．６８ ０．８２ ０．１８
中位数 １．６５ １．０４ ０．１３ ２．１９ ０．７４ ０．１８
标准方差 ８．２７ ０．８４ ０．０７ ４．８７ ０．４２ ０．０４
变异系数 ２．５８ ０．６８ ０．５０ １．３２ ０．５１ ０．２２
Ｔ１ ２．７８６ ２．５３９ ０．２２８ ３．８１２ １．６４９ ０．２４３
Ｔ２ ３．２４７ ２．２２９ ０．２００ ６．５６１ １．１４１ ０．２１２
Ｔ３ ２．２６ ２．０５ ０．１９ ２．６２ １．０５ ０．２１
Ｔ ３．００ ２．００ ０．１８ ３．００ ０．８０ １．８０

　　注：Ａｕ的含量单位为１０－９，Ａｓ、Ｓｂ的含量单位为１０－６；Ｔ１、Ｔ２、

Ｔ３、Ｔ分别为传统方法、８５％累计频率法、多重分形法计算的

异常下限值及本次采用的异常下限值。

相对较低，最大值仅为２５．６３×１０－９，Ａｓ、Ｓｂ的含量
同样较低。

从变异系数看，Ｇａｎｂｏｋｅ西南详查区仅 Ａｕ大于
１，具有矿化特征，Ａｓ、Ｓｂ变异系数小，说明它们在土
壤中分布比较均匀。Ｐａｌａ北详查区同样仅 Ａｕ大于
１，具有明显的矿化特征。
３．２．２　次生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根据表１中各元素的异常下限，绘制Ａｕ、Ａｓ、Ｓｂ
异常分布图（图２），各元素异常特征如下。

在Ｇａｎｂｏｋｅ西南详查区，Ａｕ异常主要分布在北
部，异常形态呈圆形，主要分布在测区的西北角，浓

集中心明显，证明本区的确存在金矿化，水系沉积物

异常与金矿化有关。Ａｓ和Ｓｂ异常弱，呈不规则面

图２　Ｇａｎｂｏｋｅ西南及Ｐａｌａ北Ａｕ、Ａｓ、Ｓｂ地球化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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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分布在测区东部，二者空间位置吻合好。奇怪的

是，Ａｓ、Ｓｂ异常与Ａｕ异常位置不对应。
在Ｐａｌａ北详查区出现３个明显的 Ａｕ异常，且

具有明显的浓度分带，这同样证明该区水系沉积物

Ａｕ异常是由金矿化引起。与 Ｇａｎｂｏｋｅ西南详查区
不同，本区Ａｕ异常浓集中心部位出现了不同强度
的Ａｓ和Ｓｂ异常。另外，在没有 Ａｕ异常出现的测
区西北角，Ａｓ、Ｓｂ也出现了明显的异常，说明由于表
生活动的影响，Ａｓ、Ｓｂ与Ａｕ的关系变得比较复杂。

从Ｇａｎｂｏｋｅ西南和 Ｐａｌａ北的土壤异常查证结
果可以看出，本区水系沉积物 Ａｕ异常系由金矿化
引起，但由于强烈的表生风化作用，Ａｓ、Ｓｂ等伴生元
素发生了表生分散，使其与 Ａｕ的关系变得复杂。
上述结果也同样证明，在工作程度低的非洲热带草

原景观区，网格法土壤测量可以快速、经济地查证水

系沉积物异常。

３．３槽探工程验证
在Ｇａｎｂｏｋｅ北、Ｇａｎｂｏｋｅ南土壤 Ａｕ异常浓集中

心部位，地表出现大范围连续石英漂砾覆盖，一般厚

度在３０～１００ｃｍ，面积大于１万ｋｍ２，含Ａｕ较高，许
多样品Ａｕ大于１×１０－６［２－３］，而另外两个详查区地
表石英漂砾明显较少。为了查明土壤异常的找矿意

义，对研究区内 Ｇａｎｂｏｋｅ北、Ｇａｎｂｏｋｅ南 Ａｕ异常区
及Ｍａｓｓｏｎｅｂａｒｅ石英漂砾覆盖区进行地表探槽工程

揭露，并对其中１６条探槽及部分钻孔样进行了采样
分析，共采集刻槽样及拣块样７５件，通过原子吸收
测试Ａｕ含量。探槽位置及拣块样空间位置见图１。

分析结果显示，样品中Ａｕ含量最高值为３７．８３
×１０－６，大于 １×１０－６的样品仅有 ７件，低于 １×
１０－６的样品有６８件，说明本区的确存在原生金矿
化，似乎具有进一步工作的可能。但从探槽观测，覆

盖层下基岩多为片岩、蚀变闪长岩，金矿化不明显，

仅Ｇａｎｂｏｋｅ南发现了一条品位较高的工业矿体，尽
管品位高达３７．８３×１０－６，但是矿体较窄，含金石英
脉长５０ｍ，厚约１５ｃｍ，向下很快尖灭。其他地段发
现的金矿化体（含金石英脉）宽度均不超过５ｃｍ，且
不稳定，随后的钻孔验证在深部未发现有价值的工

业矿体。最终，该矿权区找矿前景被否定，勘探工作

不得不停止。

４　Ａｕ的分布特征

为什么矿权区水系沉积物测量样品中Ａｕ含量
极高，１０件样品中 Ａｕ含量都大于１×１０－６，最高值
大于１００×１０－６，地表土壤和砾石层中Ａｕ含量也较
高，大部分样品 Ａｕ含量同样大于１×１０－６，但岩石
中原生金矿化却不明显？如此弱的原生金矿化如何

形成如此高强度的次生地球化学异常？为了解释地

球化学异常成因，选择典型剖面系统采样，研究Ａｕ
表２　Ｇａｎｂｏｋｅ南土壤剖面特征

样品号 坐标／ｍ 深度／ｃｍ 特征

ＧＬ１１
ＧＬ１２
ＧＬ１３

Ｘ：４８２２４５，Ｙ：１０４６５２３
０～３０ 浅黄色—灰黑色土层，土壤颗粒较细

３０～６０ 砖红色砂砾土，含较多砾石土层

６０～１００ 半风化片岩

ＧＬ２１
ＧＬ２２
ＧＬ２３
ＧＬ２４

Ｘ：４８２２３２，Ｙ：１０４６５４１

０～２０ 灰黑色砾石层，主要为石英碎块

２０～５０ 砖红色砂砾土，颗粒较表层细

６０～１２０ 灰色—浅红色半风化层，砾石较少

＞１２０ 基岩，中间穿插石英细脉

ＧＬ３１
ＧＬ３２
ＧＬ３３
ＧＬ３４

Ｘ：４８２２２８，Ｙ：１０４６５４５

０～２０ 灰黑色砂砾土，多石英砾石

３０～６０ 砖红色砾石夹砂土，多白色石英颗粒，粒径２～５ｃｍ
６０～１２０ 灰绿色—浅黄色半风化片岩，较松散

＞１２０ 基岩，见少量石英细脉穿插其中

ＧＬ４１
ＧＬ４２
ＧＬ４３
ＧＬ４４

Ｘ：４８２２２４，Ｙ：１０４６５５２

０～２５ 浅黄色含石英颗粒砂砾土

２５～６０ 砖红色含砂砾土，石英颗粒较大，粒径３～６ｃｍ
６０～１００ 半风化土状绿泥石片岩

＞１００ 基岩，含较多石英细脉

ＧＬ５１
ＧＬ５２
ＧＬ５３
ＧＬ５４

Ｘ：４８２２２６，Ｙ：１０４６５４９

０～２０ 灰黑色含少量腐殖质土壤

２０～４０ 红色含砾石土层，砾石主要为石英碎块

４０～６０ 浅黄色半风化片岩

＞６０ 基岩，含较多石英细脉

ＧＬ６１
ＧＬ６２
ＧＬ６３
ＧＬ６４

Ｘ：４８２２１１，Ｙ：１０４６５６３

０～１５ 灰色含腐殖质土层

１５～３０ 砖红色砂砾土

３０～６０ 半风化绿泥片岩

＞６０ 基岩，含石英细脉较多

　　注：表中样品号第二位数字表示样品属性，其中１为表层土壤，２为深层土壤，３为半风化基岩，４为基岩。表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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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规律。

４．１　Ａｕ的垂向变化
在Ｇａｎｂｏｋｅ南含 Ａｕ破碎带上方，利用探槽布

置了６条垂直土壤剖面，研究 Ａｕ在土壤剖面中的
分布特征，土壤剖面位置见图１。土壤剖面从地表
到基岩共分为 ４层：表层为含石英砾石、腐殖质土
层，中间为含砂砾红土层，底部为风化—半风化绿泥

石片岩，在可能的条件下采集基岩样品。各土壤剖

面特征如表２所示。
通过分析土壤剖面Ａｕ含量（表３），作出元素分

布剖面图（图３）。可以看出，尽管不同层位土壤剖
面厚度不等，但剖面３０ｃｍ以上样品 Ａｕ含量均较
高，一般大于１×１０－６；由地表土壤→半风化基岩→
基岩，土壤中Ａｕ含量明显降低；基岩中Ａｕ含量低，
只有出现石英细脉时Ａｕ含量才有所增高。

表３　Ｇａｎｂｏｋｅ南土壤剖面Ａｕ含量垂向变化 １０－６

剖面 ＧＬ１ ＧＬ２ ＧＬ３ ＧＬ４ ＧＬ５ ＧＬ６
表层 ６．９４ １．６２ ２．０４ ２．１２ ０．８０ ３．３２
红土层 ３．０１ ０．６０ ３．８８ ０．９７ １．１２ ０．４４

半风化基岩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６ ０．２４
基岩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３

图３　Ｇａｎｂｏｋｅ南土壤垂直剖面金分布特征

４．２　不同粒级土壤Ａｕ的分布
为了解土壤中 Ａｕ的富集粒级，对土壤剖面样

品进行粒级分析，按－４～＋１０目、－１０～＋６０目和
－６０目粒级筛分为３组样品。不同粒级土壤和基
岩样品中Ａｕ的分析结果见表４，其中 Ａ代表 －４～
＋１０目、Ｂ代表－１０～＋６０目、Ｃ代表－６０目，半风
化基岩及基岩样品无法筛分粒级。并对表层、红土

层３组粒级样品中的Ａｕ含量进行对比（图４）。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Ａｕ主要富集在表层含石英

颗粒砂砾土和中间红土层中，其中高于１×１０－６的

表４　Ｇａｎｂｏｋｅ南不同粒级土壤和基岩样品中Ａｕ的含量 １０－６

样号 含量 样号 含量 样号 含量 样号 含量 样号 含量 样号 含量

ＧＬ１１Ａ ２．５６ ＧＬ２１Ａ ＜０．０３ ＧＬ３１Ａ ０．４ ＧＬ４１Ａ ０．６８ ＧＬ５１Ａ ０．２９ ＧＬ６１Ａ ８．４６
ＧＬ１１Ｂ ６．９４ ＧＬ２１Ｂ １．６２ ＧＬ３１Ｂ ２．０４ ＧＬ４１Ｂ ２．１２ ＧＬ５１Ｂ ０．８ ＧＬ６１Ｂ ３．３２
ＧＬ１１Ｃ ３．０３ ＧＬ２１Ｃ ０．３５ ＧＬ３１Ｃ ０．７ ＧＬ４１Ｃ １．１３ ＧＬ５１Ｃ １．０４ ＧＬ６１Ｃ １．５２
ＧＬ１２Ａ ０．０４ ＧＬ２２Ａ ０．５７ ＧＬ３２Ａ １．７３ ＧＬ４２Ａ ０．４２ ＧＬ５２Ａ ０．４２ ＧＬ６２Ａ ０．２８
ＧＬ１２Ｂ ３．０１ ＧＬ２２Ｂ ０．６ ＧＬ３２Ｂ ３．８８ ＧＬ４２Ｂ ０．９７ ＧＬ５２Ｂ １．１２ ＧＬ６２Ｂ ０．４４
ＧＬ１２Ｃ ０．３３ ＧＬ２２Ｃ ０．３７ ＧＬ３２Ｃ ０．９９ ＧＬ４２Ｃ ０．５５ ＧＬ５２Ｃ ０．９９ ＧＬ６２Ｃ ０．９３
ＧＬ１３ ＜０．０３ ＧＬ２３ ０．１６ ＧＬ３３ ０．０３ ＧＬ４３ ０．３４ ＧＬ５３ ０．０６ ＧＬ６３ ０．２４

ＧＬ２４ ＜０．０３ ＧＬ３４ ＜０．０３ ＧＬ５４ ０．２６ ＧＬ６４ ０．０９

图４　Ｇａｎｂｏｋｅ南土壤剖面不同粒级样品Ａｕ的垂向分布

样品有１２件，而 Ａｕ在基岩绿泥石片岩中的含量很
低，全部小于０．５×１０－６。

从图４可以看出，表层土壤不同粒级样品中Ａｕ
含量变化大，但多数在－１０～＋６０目粒级样品中出
现了显著富集，粗粒级部分 Ａｕ含量低；在深层土壤
中，Ａｕ规律性更明显，在 －１０～＋６０目粒级样品中
出现了 Ａｕ显著富集，粗粒级样品 Ａｕ含量低；说明
本区Ａｕ主要分布在 －１０～＋６０目样品中，部分粗
石英样品中Ａｕ含量高，但不稳定，说明只有少量石
英脉含金。

通过土壤剖面 Ａｕ分布特征研究，认为本区地
表土壤和水系沉积物中特殊 Ａｕ异常是由金矿化体
在非洲热带草原特殊景观条件下，经过次生改造、表

生分散富集形成的。

４．３　Ａｕ表生分散模式
根据研究区水系沉积物、土壤、岩石中Ａｕ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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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Ｐａｌａ准平原化过程中Ａｕ的分散模式

布规律、金矿化地质特征、区域地质演化历史，结合

气候、地形地貌等景观条件，提出本区表生 Ａｕ异常
分散模式（图５）。

研究区基底是前寒武系结晶岩系，由于长期被

剥蚀，在古生代之初就已呈现准平原状态。古生代

以来，本区没有经受过造山运动，但造陆运动使它不

止一次地隆起和沉降。早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

期间，这里都有过广泛的海侵，并在不同地区形成不

同厚度的沉积岩系。

虽然缺乏数据支持，但从本区 Ａｕ产出地层看，
主要为前寒武系。本区金矿化可能发生在泛非运动

阶段或稍后，此后金矿脉主要遭受剥蚀作用，在准平

原化过程中 Ａｕ遭受表生分散，并形成各种介质的
地球化学异常。

准平原化是一个漫长的地质过程。在准平原化

过程中，岩石受到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作用，岩石中

的元素存在一个向四周迁移扩散的过程。初步将

Ａｕ异常形成过程划分为３个阶段：
（１）发生在前寒武纪的泛非造山运动，使地表

出现了高低起伏，形成了高山—丘陵—河流地貌。

区内基岩主要为绿岩带及少量花岗岩类。泛非运动

期，构造岩浆活动强烈，热液活动频繁，含金热液在

有利的成矿构造部位富集成矿。

（２）在准平原化过程早期，金矿脉随山脉慢慢
被剥蚀，形成一定厚度的土壤，主要金矿体消失，Ａｕ
分散到土壤中，受扩散和重力作用向矿体周围分散

形成土壤分散晕。同时，土壤 Ａｕ的次生分散晕被
水带入水系（河流），形成水系沉积物异常或砂金

矿。

（３）在漫长的准平原化过程的晚期，随着地表
的慢慢夷平，主要金矿体大部分被剥蚀掉，只剩少量

含Ａｕ石英细脉继续遭受剥蚀，但由于此时该区地
势平缓，部分破碎的石英颗粒及 Ａｕ粒得以被留在
原地，在矿化体周围形成具有一定厚度、范围较大的

含Ａｕ砾石层，另一部分被水带入河流，在河床中形
成砂金矿。

５　结论

（１）通过在Ｇａｎｂｏｋｅ西南及Ｐａｌａ北进行的土壤
地球化学测量，不仅查证了前人所完成的水系沉积

物异常，而且发现了原生金矿化，证明土壤测量方法

能够在该景观区异常详查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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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通过研究土壤垂直剖面中Ａｕ的分布，查明
了原生金矿化体上方土壤含 Ａｕ砾石层中的 Ａｕ含
量特征，结果表明，在非洲热带草原景观条件下，Ａｕ
异常系由风化残余富集形成。土壤样品的粒级分析

结果表明，Ａｕ主要富集在含 Ａｕ石英砂砾土中，并
且在－１０～＋６０目粒级样品中明显富集。

（３）根据研究区水系沉积物、土壤、岩石中 Ａｕ
的分布规律、原生金矿化体的地质特征、区域地质演

化历史，结合气候、地形地貌等景观条件，提出本区

表生Ａｕ的分散模式，该模式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
在极高强度的水系沉积物 Ａｕ异常、土壤异常和大
范围含Ａｕ砾石层出现的情况下，却无法找到规模
较大金矿体的原因。

（４）在国家鼓励矿产勘查“走出去”战略指导
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到国外投资矿业，为了减

少风险，一定要结合当地实际进行一定的研究工作，

绝不可照搬国内经验，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盲目冒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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