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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化地表揭露与取样
、

分析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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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找金工作广泛开展
,

从区调到普查 都 发 现 了大量金晕圈
、

金异常
。

找金的主要 间

题是找到了金晕与金异常
,

特别是含金偏低的有利地质体
,

但没有很好结合地质观察进行地

表槽
、

井揭露
。

这样很容易丢矿
。

有时虽作了少量揭露
,

但区调时单一按网格采样
,

没有结

合有利地质体合理取样
。

找矿与取样的矛盾也很突出
,

在二沟地 区普查时
,

由于在构造角砾

岩中合理取了几个样发现了 8 8 1
、

8 82 号金矿化
。

分析与找金的矛盾也比较突出
,

没 有 采用

合理的分析方法和综合分析
,

单一找金
,

缺乏利用其他副样分析金的手段
,

这也是当前找金

的重要问题
。

现就找金时揭露
、

取样与分析问题介绍如下
。

1 金矿揭露

金矿区调
一

普查时
,

应用探槽揭露极其广泛
。

没有金矿揭露工作
,

找金工作就不 可 能取

得突破性的进展
。

凡大型金矿都有较大金晕
,

如上宫大型金矿
,

含金 6 x 10
“ “
以 上 面 积 为

1 0 0 k m
Z ,

2 0 x 10一 以上为 2 7 k m
Z 。

对比二沟工作区 ( 日火 1 0 一 。 以上为 8 0 k m气 4 0 x 2 0 一 a

以

上为 27 k m
“
)

,

证明是有希望的
。

但不 同地段的地质环境
、

地形覆盖条件不同
,

金异 常 强

度也会有很大差别
,

要防止过分重视强度
。

该区 18 9 7 号金矿点的发现是一个很好 的 实例
。

该区 I 号晕有 6 个金异常
,

最高 36
.

8 X I 。 “ “ ,

最低 7
.

9 x 1 -0
“ ,

表明金异常较低
。

但该 异常

区位于复背斜轴部
,

覆盖物厚 3一 s m 多属隐伏断裂构造
,

共布置 7 个探槽
,

就有 5 个 见 工

业矿
、

控制远景储量 1 0 4 2 k g
,

一般 2 x 10 “ 一 4
.

5 2 x l 。 “ “ ,

属微细浸染型金矿
。

通 过 该实

例并结合金矿特征
,

对金矿在普查阶段做好揭露工作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

1 ) 金矿成矿的地质条件是找金的基础
,

金矿找矿首先应认识金矿成矿的特点
。

以 秦岭

二沟地 区找金为例
,

金矿床赋存的岩石和地层时代没有专属性
,

但有一定的选择性
。

其一是

含炭的岩石
,

铀矿化偏高
。

其二是中生代花岗岩与花岗闪长岩外接触带
,

金矿明显是受构造

控制
,

常见的有破碎带
、

断裂带
、

背斜轴部
、

层间构造
、

地层挠曲及裂隙带
,

特别是构造中

及其两侧强烈蚀变与硫化物和石英脉较多地段
,

是重要的找金标志
。

另外
,

秦岭地区新构造

运动特别显著
,

普遍堆积了第四纪地层
,

将含金层位与构造覆盖
。

有的含金地质体出现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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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风化
、

剥蚀
,

可形成残余
、

残积和淋积型金矿
。

所以在找金时务必进行地表揭露
。

2 ) 金矿区调与普查的手段
,

是利用水系沉积物测量扫面
,

利用土壤与岩石测量缩 小 靶

区
、

圈定有利地段
,

但化探必须与地质相结合
。

以秦岭 8 98 地区为例
,

对该区通过水系沉积

测量发现大面积金晕与异常
,
检查方法是利用地化剖面

,

以岩石样为 主
,

确定 了 3 个 远 景

区 : I 类 ( 2 5 5 k m 名 )
、

! 类 ( 32 k m ,
)

、

I 类 ( 5 0 k m . )
。

其中 I 类远景区受环状断 裂 控

制
,

含金岩石含炭量偏高
,

富含黄铁矿
,

网脉状
、

透镜状石英脉 ( 细脉 ) 发育
。

3 ) 揭露工作是正确评价金矿和扩大普查成果
,

从普查过渡到勘探的关键
,

也是 贯 穿在

整个金矿普查勘探过程中的极重要手段
。

金矿普查中揭露工程间距合理的选择与提交不同的

金矿储量级别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初查阶段只要求提交 E 级储量
,

大致了解金矿体的形 态
、

产状
、

分布范围以及与金矿体有关的主要构造分布情况
、

矿石品级及其变化情况
。

这样剖面

间距先用 2 00 m
,

后加密至 10 。一80 m
,

主要用探槽
、

剥土
、

浅坑要求
。

详查阶段要 求提交

D 级储量
,

要求控制金矿形态以及与金矿有关的构造
、

岩体
、

破碎蚀变
,

并初步了解金矿工

业品级等
、

要用剖面间距 1 00 m
,

或 100 一50 m
,

工程间距 20 一洲 m
。

4 ) 砂金揭露主要采用砂钻
,

新查阶段视地貌条件和河流长度而决定工程 网度
,

若 河 流

大 于 1 0 0 k m
,

可考虑 3 2 0 0一 4 5 0 0 m x 4 o m , 小于 1 0 0 k m
,

用 2 e o o m x 4 o m 的网 度
。

以

牧马河地 区砂金矿床为例
,

砂金揭露
,

首先是选突破 口
,

并要揭穿底板
。

如陕西某单位选择

了该河道中游 16 k m 长 普查揭露
,

按 1 6。。m x 40 m 投入砂钻工作量 2 7。。 m
,

由于没有揭穿

底板
,

只控制远景储量 4 o ok g 。

我们选择了下游 16 k m 长
、

宽度变窄部位进行普 查
,

发 现了

工业矿段
,

于第二年转入详查和 勘探
,

探 明砂 金储 量 1 5 34 k g ,

选 用 网 度 400 m x 4 0 m

求 C级
,

8 0 0 nr x 4 0 m 求 D 级
。

2 取样与分析

取样与分析是金矿地质普查与勘探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

它直接影响着矿区金晕圈的划

分
、

矿点评价和矿床储量计算等
。

1 ) 取样与分析是找金中两个紧密相连的
、

关键性间题
。

目前取样 存 在 的 间题
,

一 是

在记录和图上所标的点与实际观察不一致 ; 二是读图不准
,

定点不 准
。

关于分析方法间题
,

同在秦岭地区采用多种方法比较
,

区调时采用化学光谱分析
,

后来采用野外痕金快速分析
,

共取样 1 98 7 个
,

发现金分析的检 出限为 4 x 10
~ . ,

只有 84 个样可以报 出 数
,

占总数 4
.

2 %
,

证明不能用该方法进行金矿区域出查与普查
,

以确定金的背景值与金晕
。

后来我们采用化学

微珠法将这 84 个样品外 检
,

与野外快速痕金法进行对比
,

结果仅仅是数值偏低
,

含金曲线

与峰值基本一致
。

这说明野外快速痕金法用于金矿区 ( > 4 x lo
“ “ ) 确定金 异 常与金矿化是

有效的
,

两向单入 口方差分析
,

用 36 个密码样和相应 的分析结果进行方差计算
,

其结果是
,

实测 F l, 二 0
.

5 3 ,

临界值 F
, 二 z

,

9 3 ( 0
.

0 5 )
,

F厂= 0
.

3 2 ,

临界值 F : = 4
.

1 7 ( 0
.

0 5 )
。

F l, < F
, ,

F扩< F
: 。

由 此 可知 F r 小于其临界值
,

说明样品之间金含量变化小于采样与分析误 差 的

变化
,

所以金 含量变化有可能被采样与分析误差所掩盖或 歪 曲
。

F `小于 F : ,

说明两次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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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析系统误差的变化是在随机误差变化的幅度内
。

艺) 金矿取样与伴生元素分梳 金矿取释的原则与一般金属矿产取样基本一致
犷

即沿矿

体厚度方向
,

.

按不同矿体 、 不同类型及不同品级分段采取
, 但除石英脉型金矿外、 多数类垫

矿体与夹石
、

围岩界线不撤 则需要连续取样
一

,

确定其界线
。

特别是在工秘中
,

取样时婆资

段 , 直至围岩
,

并进行描述
、

一般采屏的方法有 ① 刻摺志 取样时应根材矿体产状而定
,

陡倾角矿体
,

倾角 6少
。

以上应采取水平取褂 缓倾角矿体 、 倾角小于 3 r 应垂直取祥
,

根鹅

矿化均匀程度确定其孩伴巨, 申等倾角矿体
,

应根据矿区具体情况
,

洽矿体水平厚度或垂直厚

度咬或真厚度 ) 取样梦② 刻线法
`

在金矿普查与区调时使用
,

因条件所限
,

一般可暂时代

替刻槽法取择
* 取样时伺样根据矿体产状而定

。

在勘探时一般不采用 ; ③
·

剥畜杰 磨于 厚

度小于 10 c 班矿脉 (如 ;含金石英脉 )和品位很不均匀的矿体
,

有时用来与刻槽法进行对比犷④

拣块法
:

,

可分两种渗 一种是连续拣块法
,
·

多用于金矿有利地段
、

一

断裂破碎带
、

蚀变带
。

在普

查初期刻槽取样之前
,

用此祛可了解含金地质体 ` 据某区统计
,

全年拣块祥 2 1 00 个
,

,

采 用

痕量快速分析法
,

大致了解含金性
,

根据其结果、 再布刻槽样仪油于个
,

大大减少了刻槽样

数氢 既节省了资金
,

又提高了找金速度
。

另一种捺块法称方格法
,

采用灼匀的 方 格 网 采

取
,

一般用f于金矿废石堆或老金琳
,

取样时要注意代表性
,

防止人为的富化或贫化
。

3
·

) 在多金属矿点上重新取样分析金
,

或利用原有的姗样分析金
,

是多快好省的 办 法
。

·

在秦岭已发现多金属矿床 ( 点 ) 中含金的实例
,

女详东沟坝金矿是在评价铅` 锌矿时分析金发

现的
,

煎茶岭金矿是在镍
、

钻矿的基础上发现的
。

近年来 , 利用水系沉科物中铀祥的副样分

析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内蒙中部地区在 13 幅 1 : 20 万地质图中
,

共分析金的水系 沉 积样

26 98 1 个
,

平均密度 。
.

52 个 / k m
Z ,

共发现金异常 ( 矿化 ) 497 个
,

金晕 25 百个
,

经过金矿

地球化学编图
,

反映出金的地球化学背景和金异常分布特征
,

结合地质图与收集的地质资料

分析
,

较好的反映出金的地球化学成果
,

为该区找金提供了靶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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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米 地 下 知 高 温

与前苏联在科拉半岛进行超深钻进
,

探求地球奥秘的同时
,

德国超深钻进行动目前也正在加紧实 施
。

上法尔茨地区温迪施埃申巴赫深度计划为 1
.

0 5万米到 1
.

1万米的超深钻探结果表明
,

今年夏天当深度达 到

67的劝时
,

地温大约为 18 00 0
,

据科学家们推算
,

钻进深度每前进 1 0 0。坦
,

地温就升高28
.

50 0 ,

当 钻 进深

达到 1
.

1万米时
,

地壳深部的温度就可能达到幼少。
。

据测算
,

地壳的平均厚度
,

大陆地区为 35 k m ,

大 洋地

区为 6一 10 女m , 就以上两处超深钻进的布孔位置来看
,

均非地壳最薄部位 ( 太平洋地区仅 4一 7 km )
。

换

句话来说
,

目前的超深钻进还未超出地壳范围
。

但从超深钻探所获资料来看
,

地壳以下的地冲曼温 度为 40 。一

3 o D少O则
L

是令人信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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