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０卷第 ６期 物 探 与 化 探 Ｖｏｌ．４０，Ｎｏ．６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２０１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７２０ ／ ｗｔｙｈｔ．２０１６．６．０４
韩伟，刘华忠，王成文，等．沙泉子铜镍矿壤中汞气和二氧化硫气体地球化学测量［ Ｊ］ ．物探与化探，２０１６，４０（６）：１０７７－１０８１．ｈｔｔｐ：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１７２０ ／ ｗｔｙｈｔ．２０１６．６．０４
Ｈａｎ Ｗ，Ｌｉｕ Ｈ Ｚ，Ｗａｎｇ Ｃ Ｗ，ｅｔ ａｌ．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ｔｅｓｔ ｏｆ ＳＯ２ ａｎｄ Ｈｇ ｉｎ ｓｏｉ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ｑｕａｎｚｉ Ｃｕ-Ｎｉ ｄｅｐｏｓｉｔ［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４０（６）：１０７７－１０８１．ｈｔｔｐ：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１７２０ ／ ｗｔｙｈｔ．２０１６．６．０４

沙泉子铜镍矿壤中汞气和二氧化硫气体
地球化学测量

韩伟１，２，刘华忠１，２，王成文１，２，孔牧１，２，宋云涛１，２，王乔林１，２

（１．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２．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球

表层碳—汞地球化学循环重点实验室，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摘 要： 为研究壤中汞气与二氧化硫气体地球化学测量在干旱戈壁荒漠区隐伏铜镍矿的找矿效果，设计了对沙泉子

隐伏铜镍矿壤中汞气与二氧化硫气体的地球化学剖面测量试验，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壤中汞气与二氧化硫气体在

隐伏矿化体上方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常特征，说明这两种方法在试验区对寻找隐伏铜镍矿有一定效果，为在干旱戈

壁荒漠区找矿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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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矿产勘查程度日益提高，地表矿已大部

分被发现，地层深部及覆盖区逐渐成为找矿工作的

研究主体，更有针对性的综合气体地球化学勘查方

法应运而生。 该方法在普查找矿、监测地震、圈定热

储和油气田的远景区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１］，不
仅在方法应用上有长足发展，对其迁移规律、物质来

源等原理也有不少相关研究［２ ５］，研究对象主要有

壤中气 Ｈｇ、Ｒｎ、ＣＯ２、ＣＨ４、Ｈ２Ｓ、金属气体、重烃［１］

等。 随着壤中汞气测量方法研究深度不断扩展，其
国内外研究与应用领域已扩展到普查找矿［６ ８］、隐
伏活动断层判别［９］、古墓考察［１０］等方面。 二氧化硫

气体在国内外矿产勘查中早已有所利用， １９８２ 年

Ｃａｒｌ Ｈ Ｔａｙｌｏｒ等利用热力学平衡的计算预测硫化矿

物分解产生的硫气体，并认为将硫气体作为深部硫

化矿床的指示物是可能的［１１］；１９８３ 年张民堂等利

用广东省佛山分析仪器厂生产的 ＳＴ-ＳＯ２-１型仪器，
在湖北通山县自然硫矿进行的“ＳＴ-ＳＯ２ 法”找矿实

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证明该方法的确可作为一种

物化探手段［１２］；Ｇ．Ｊ．奥尔松于 ２００４年对金属硫化矿

物的生物氧化基本原理进行了研究［１３］，一般认为金

属硫化物在一定条件下氧化形成 ＳＯ２、ＣＳ２ 等含硫气

体，其中 ＳＯ２ 产生的化学反应式为：２Ｓ２－ ＋３Ｏ２→２Ｏ２
－

＋２ＳＯ２，随着反应的不断进行，ＳＯ２ 随其他气体一起

不断地迁移到近地表，部分扩散至大气中，部分则动

态赋存于地表覆盖层中，通过对其直接或间接测量，
对测量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即可对隐伏矿床信息进

行推断。
依据综合气体的迁移原理，利用现代的分析技

术，在新疆哈密沙泉子铜镍矿矿区选定的实验区域

内，对壤中汞气与二氧化硫进行剖面地球化学测量。
根据测量结果，结合相关地质资料，总结壤中汞气与

二氧化硫气体在沙泉子铜镍隐伏矿上的地球化学分

布规律，验证其在干旱荒漠区铜镍矿的有效性。

１ 研究区景观及地质特征

研究区位于哈密市东南方向，直线距离约 １７０
ｋｍ。 区内为起伏的低山丘陵区，海拔高度约 １ ５００ ～
２ ３７５ ｍ，相对高差一般为数十至数百米。 研究区夏

季严热，冬季酷寒，多风少雨，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年降雨量小。 区内植被稀疏，近山基岩裸露，地形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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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峻，平缓区风成沙覆盖严重，属典型的干旱戈壁荒

漠景观。
区域上该地区位于塔里木板块中天山地块东南

缘，北以阿齐克库都克—沙泉子深大断裂为界，与觉

罗塔格晚古生代岛弧带相接，南以卡瓦布拉克—红

柳河深断裂为界，与北山裂谷带相邻，呈近东西带

状、略向南突的弧形分布。
矿区处于中天山地块星星峡隆起地带，出露地

层（图 １）主要为中元古界长城系星星峡群（Ｃｈｘ），
整体为一套浅海—滨海相正常沉积碎屑岩，与其后

中基性—酸性侵入岩经受区域变质作用形成，为区

内基性—超基性杂岩体的主要围岩。 局部地势低洼

处有第四系冲积砂砾石覆盖。 构造较为复杂，断裂

构造主要为沙泉子深大断裂及其次级断裂，北部及

中部表现为单斜构造，南部褶皱构造主要为白虎关

复背斜。 岩浆岩主要为侵入岩及脉岩。 侵入岩在该

区分布广泛，以华力西期侵入岩为主，次为加里东期

侵入岩，其中加里东期侵入岩主要为片麻状花岗岩，
分布于中部，呈北东向不规则岩枝状产出，地貌上形

成北东走向山脊。
该研究区矿体皆与区内基性—超基性岩体有关

（图 １）。 主矿体产于 Σ２０号基性—超基性岩体中，规
模相对较大，具全岩矿化特征，基性—超基性岩体基

本隐伏于地下，只有个别残山隆起部位有星点出露。
西北部 Σ１９号基性—超基性岩体为矿化蚀变体，大部

分可达到边界品位（表 １），地表可见基岩出露。
由于勘查区的特殊地球化学景观，开展的地面

常规化探工作效果不佳，而该区地表大部分被运积

物覆盖，气体保存性较好，因此本区较适宜开展气体

地球化学试验研究工作。

图 １ 沙泉子铜镍矿地质简图及工作布置

表 １ 沙泉子铜镍矿区基性—超基性岩体特征

岩体名称 １９号基性—超基性岩体 ２０号基性—超基性岩体

形态 不规则状 脉状

长度 ／ ｍ ８５ １ １４０
最大宽度 ／ ｍ １６ ６６
蚀变特征 强纤闪石化、绿泥石化、弱绢云母化、高岭土化 强纤闪石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金云母化、滑石化、伊丁石化

矿化特征 褐铁矿化、弱孔雀石化 褐铁矿化、孔雀石化

·８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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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工作部署与样品采集测试

经过对试验区的实地踏勘，结合相关地质矿床

资料，在试验区安排了 ４ 条剖面（每条 １．４ ｋｍ）（图
１），分别对壤中汞气和二氧化硫进行采样测试。 测

线方向均为北西向（∠３２０°）。 ４ 条剖面中 １、２、５ 线

横穿矿体和 １９ 号基性—超基性岩，２１ 线作为背景

测量，剖面采样点距 ４０ ｍ。
采样前对仪器的工作条件进行了试验，所用仪

器为 ＸＧ-７Ｚ型测汞仪和 ＨＦ４００ 手提式二氧化硫气

体分析仪。 测汞仪经净化后本底未检出。 分别对大

气中的壤中汞气和二氧化硫气体进行了 ５ 次测试，
其中壤中汞气平均值为 １６．６ ｎｇ ／ ｍ３，二氧化硫气体

含量均值为 ０．００５ ｍｇ ／ ｍ３（表 ２），表明大气对本次研

究基本没有影响。

表 ２ 大气背景值测量统计

序号 ＳＯ２ Ｈｇ

１ ０．００５ １７

２ ０．０１１ １７

３ ０．００５ １６

４ ０．００３ １８

５ ０．００３ １５

算术均值 ０．００５ １６．６

  注：Ｈｇ单位为 ｎｇ ／ ｍ３，ＳＯ２ 单位为 ｍｇ ／ ｍ３

壤中汞气采集方式采用主动抽气法（图 ２）。 打

孔：用钢钎、大锤在选定的采样位置打两个 ０．５ ～ １．０
ｍ深的小孔，间距 １．５ ｍ，用螺纹锥形采样器拧紧密

封，避免大气补给。 排气：利用抽气筒排除孔内的残

余气体。 接管：将净化的捕汞管一端接螺纹锥形采

样器上的静电滤膜过滤器，另一端与抽气筒的导管

相接。 抽壤中气：抽 １ Ｌ壤中气至捕汞管。 取管：将
已捕集了壤中汞气的捕汞管取下，放入捕汞管盒内。
带回驻地，用测汞仪测定结果并记录。

二氧化硫气体采样亦采用主动抽气法。 用钢

１—螺纹锥形采样器；２—过滤器；３—捕汞管；４—减压器

图 ２ 壤中汞气采样装置

钎、大锤在选定的采样位置打两个 ０．５ ～ １．０ ｍ 深的

小孔，间距 １．５ ｍ，用螺纹锥形采样器拧紧密封，避免

大气补给，将二氧化硫气体分析仪进气口与螺纹锥

形采样器上的静电滤膜过滤器相连，打开二氧化硫

气体分析仪开关，仪器将自行进行分析测试，最后记

录测试结果（图 ３）。 ＨＦ４００手提式气体分析仪量程

为 ０ ～ ２６． ６ ｍｇ ／ ｍ３，精度为＜± ３％，准确度为 ０． ００３
ｍｇ ／ ｍ３，各项基本参数满足测试要求。

１—螺纹锥形采样器；２—过滤器；３—ＨＦ４００式二氧化硫气体分析仪

图 ３ 二氧化硫气体采集测试装置

３ 试验结果与讨论

对 ４条剖面取得的测试结果进行整理，其中 １
线的 １９２～２１２点、５线的 ２００～２１２点、２１线的 ２１２～
２１６点由于基岩出露严重，未采集到数据，故舍去。
经统计得出壤中汞气与二氧化硫气体地球化学参数

表（表 ３）。 由表中可以看出，横穿矿体和 １９ 号基

性—超基性岩体的 ３条剖面测试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均高于背景区算术平均值，但壤中汞气中值在矿体

上方的剖面小于背景区，二氧化硫气体中值大于背

景区，对比大气中的含量，则是试验区背景值大于大

气背景值。 标准偏差与变异系数均为矿体剖面值远

大于背景值。 因此从统计数据得出的地球化学参数

表来看，该试验结果在不同剖面均表现出不同程度

的异常。
为了分析测试结果对矿体的反映情况，将测试

结果整理，利用 Ｇｒａｐｈｅｒ画出折线图（图 ４）。 由图 ４
可以看出，背景区（２１线）壤中汞气含量大部分均在

１００ ｎｇ ／ ｍ３ 以下，且趋势较为平缓，数据起伏不大，均
值为 ５７．８ ｎｇ ／ ｍ３；二氧化硫气体则均处于 ０．３４６ ｍｇ ／
ｍ３ 以下，均值为 ０．１４８ ｍｇ ／ ｍ３；表明试验区不同地层

对壤中汞气含量和二氧化硫气体含量影响较小。 而

在异常区（１、２、５线）无论是壤中汞气还是二氧化硫

气体，在主矿体上方（２０ 号基性—超基性岩体）和
１９号基性—超基性岩体上方均有不同的异常反映。

·９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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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剖面元素地球化学参数统计

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中值 标准偏差 变异系数

Ｈｇ
矿体上方 ８．６９ １２４４ ８０．１ ４０ １７８ ２．２１９

背景 １９．１ １４２ ５７．８ ５２．１ ３１．５ ０．５５

ＳＯ２
矿体上方 ０．０１６ ２．２８１ ０．２８５ ０．２０１ ０．３０５ １．０７０

背景 ０．０２９ ０．４２６ ０．１４８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６ ０．７１６

  注：Ｈｇ单位为 ｎｇ ／ ｍ３，ＳＯ２ 单位为 ｍｇ ／ ｍ３

图 ４ 壤中汞气与二氧化硫气体剖面折线

１号线壤中汞气在两个矿化体上方含量均达到 ２００
ｎｇ ／ ｍ３ 左右，二氧化硫气体则达到了 ０．６７ ｍｇ ／ ｍ３ 以
上，个别点达到了 ０．９３ ｍｇ ／ ｍ３ 以上。 ２ 号线壤中汞

气在 １９号基性—超基性岩体附件反映强烈，个别点

含量达到 １ ０００ ｎｇ ／ ｍ３ 以上，最大值达到 １ ２４４ ｎｇ ／
ｍ３，这与该测线横穿 １９ 号基性—超基性岩体，且覆

盖层相对较薄有关；但在主矿体附近，２ 号线壤中汞

气则反映较弱，与代表背景区的 ２１ 线相当，这可能

与主矿体所在处地下已经采空，形成塌陷有关；二氧

化硫气体则在两个矿化体上方均有异常表现，最高

值达到了 ０．９３ ｍｇ ／ ｍ３。 ５号线二氧化硫气体在两个

矿化体上方亦有异常，尤其在主矿体上方达到最高

值 ２．２８ ｍｇ ／ ｍ３，相同位置壤中汞气含量达到了 ６３３
ｎｇ ／ ｍ３，而在 １９ 号基性—超基性岩体则反映相对较

弱，这可能与 ５号线横穿 １９号基性—超基性岩体边

际有关，已稍偏离岩体主体。

·０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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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表明，壤中汞气与二氧化硫气体地球

化学测量在本试验区矿体上方有较好的异常反映，
证明其在该试验区寻找隐伏铜镍矿化体具有很好的

指示作用。

４ 结论

１） 通过对大气背景和试验区背景测试，结果显

示，无论是壤中汞气还是二氧化硫气体，试验区背景

值均大于大气背景值，表明试验区地下较大气中更

富集壤中汞气与二氧化硫气体，本次试验测试结果

与大气含量没有直接关系。
２） 试验区壤中汞气和二氧化硫气体地球化学

剖面测量试验结果显示出矿体上方较远离矿化体的

背景区上方变异系数大，且出现不同程度的壤中汞

气与二氧化硫气体矿致异常，说明其在该试验区寻

找隐伏铜镍矿化体具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３） 虽然本次试验表明该矿区靠单一气体地球

化学指标指示矿体位置有一定效果，但为提高精确

度，仍需综合多种气体地球化学指标，并结合地质、
物化探资料进行判别，因此相关研究应进一步加强。

综上所述，壤中汞气与二氧化硫气体地球化学

测量方法在沙泉子铜镍矿试验区应用效果较好，可
以结合其他地质资料，为确定矿体位置提供参考。
本次研究为今后在干旱戈壁荒漠区开展综合气体地

球化学测量方法试验积累了经验，也为该地貌区进

行地质勘查找矿提供了新思路。

参考文献：
［１］  伍宗华，金仰芬，古平等，等．汞的勘查地球化学［Ｍ］．北京：地

质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  尹冰川．综合气体地球化学测量［Ｊ］ ．物探与化探，１９９７，２１（４）：

２４１ ２４６．
［３］  童纯菡，梁兴中，李巨初．地气测量研究及在东季金矿的试验

［Ｊ］ ．物探与化探，１９９２，１６（６）：４４５ ４５１．
［４］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ｓｏｎ Ｋ，Ｍａｌｍｑｖｓｉｔ Ｌ．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ｄｒｏｃｋ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 ．Ｇｅｏｅｘ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７，２４：５１７
５３４．

［５］  Ｍａｌｑｖｉｓｔ Ｌ，Ｋｒｉｓｔａｎｓｓｏｎ Ｋ．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ｎ 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ｆｌｏｗ ｏｆ ｇｅｏｇ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Ｊ］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９８４，７０：４０７ ４１６．

［６］  钱建利，余杰，陈武，等．壤中汞气测量在西藏隆子县拉九区中

的应用［Ｊ］ ．中国矿业，２０１５，２４（增刊）：９２ ９５．
［７］  董金秀，龚敏，龚鹏，等．江西九江成门山铜矿汞气测量找矿方

法［Ｊ］ ．地质通报，２０１０，２９（２ ３）：４２１ ４２６．
［８］  曾志方．应用壤中气汞量测量找金的效果———以湖南青京寨、

三德堂金矿为例［Ｊ］ ．黄金地质，２００１，７（４）：５６ ５９．
［９］  种瑾，米丰收．壤中气汞在活动断层研究中的应用［ Ｊ］ ．内陆地

震，１９９１，５（２）：１５５ １６０．
［１０］ 刘崇民，史长义，胡树起，等．汞量测量及 α杯氡测量在探测秦

始皇陵中的应用［Ｊ］ ． 物探与化探，２００５，２９（４）：３３６ ３４１．
［１１］ Ｔａｙｌｏｒ Ｃ Ｈ，Ｋｅｓｌｅｒ Ｓ Ｅ，Ｃｌｏｋｅ Ｐ Ｌ，等．硫化矿物分解的硫气体在

地球化学勘探中的应用［Ｊ］ ．地球化学勘探，１９８２，１７（３）：１６５
１８５．

［１２］ 张民堂．二氧化硫气体找矿法［Ｊ］ ．化工地质，１９８３，１（增刊）：７２
７３．

［１３］ 奥尔松 Ｇ Ｊ．金属硫化矿物的生物氧化基本原理［Ｊ］ ．国外金属

矿选矿，２００４（１２）：３４ ３８．
［１４］ 伍宗华，金仰芬．提高壤中气汞测量精度的新进展［ Ｊ］ ．地质评

论，１９８３，２９（１）：８２ ８６．
［１５］ Ｌｏｍｂａｒｄｉ Ｓ．Ｒｎ，Ｈｅ ａｎｄ ＣＯ２ ｓｏｉ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 ｆａｕｌｔｓ［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０，２５（８）：
１２０６ １２２０．

［１６］ 徐国瑞，杨自安． 新疆东天山沙泉子地区化探遥感综合找矿信

息与金矿成矿预测［Ｊ］ ．地质与勘探，２００３，３９（６）：２１ ２４．
［１７］ 李生郁，徐丰孚．轻烃及硫化物气体测量找寻多金属隐伏矿方

法试验［Ｊ］ ．物探与化探，１９９７，２１（２）：１２８ １３８．
［１８］ 汪明启，高玉岩，张得恩，等．地气测量在北祁连盆地区找矿突

破及其意义［Ｊ］ ．物探与化探，２００６，３０（１）：７ １１．
［１９］ 赵谊，孔令昌． 五大连池火山地区的某些气体地球化学特征

［Ｊ］ ．地震地质，１９８９，１１（３）：３４ ３６．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ｔｅｓｔ ｏｆ ＳＯ２ ａｎｄ Ｈｇ ｉｎ ｓｏｉ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ｑｕａｎｚｉ Ｃｕ-Ｎｉ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ＨＡＮ Ｗｅｉ１，２， ＬＩＵ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１，２，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１，２， ＫＯＮＧ Ｍｕ１，２， ＳＯＮＧ Ｙｕｎ-Ｔａｏ１，２，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ｏ-Ｌｉｎ１，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ＧＳ， Ｌａｎｇｆａｎｇ ０６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ｒ-
ｃｕ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ＣＡＧＳ，Ｌａｎｇｆａｎｇ ０６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ｇａｓ ａｎｄ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ｓｏｉｌ ｇ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Ｃｕ－Ｎｉ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ａｎ ａｒｉｄ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ｓｏｉｌ ｇａｓ ａｎｄ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ｇａｓ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ｑｕａｎｚｉ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Ｃｕ-Ｎｉ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ｓｏｉｌ ｇａｓ ａｎｄ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ｇａ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ｏｄｙ． Ｉｔ ｉ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Ｃｕ-Ｎｉ ｄｅｐｏｓ-
ｉｔ，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ｃｉｄ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ｃｏｎｓｅａｌｅｄ Ｃｕ-Ｎｉ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ＳＯ２；Ｈｇ ｓｏｉｌ ｇａｓ

作者简介： 韩伟（１９８５－），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地球化学勘查方法研究工作。 Ｅ-ｍａｉｌ：ｈａｎｗｅｉ＠ ｉｇｇｅ．ｃｎ

·１８０１·

万方数据


	1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