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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地 电化学找矿法研 究现状 的分析 ，基于金属矿床地 电化 学成晕机制 的新认识 ，提 

出了用于地质勘查的地 电化 学改进方法，克服 了以往 CHIM 方法设备笨重，操作 不方便 ，提取 液容 易渗 

漏 ，工作效率低等缺点。该方法在广西南乡泰富金矿进行 了试验研究 ，在 已知金矿体上方和构造破碎带 

上方均有 Au地 电化 学高值异常出现 ，在厚层覆盖地段进行 了找矿预测 ，部分地段通过探矿 工程揭露，找 

到 了金矿体 ，证 实了改进的地 电化 学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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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地电化学的研究现状 

地电化学方法在前 苏联称为 “部分提取金属 

法”(CHIM)。它由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 IOC雷斯 

等在 20世纪 60年代末创建 推出，70年代研制出成 

套完备的野外工作设备 ，并逐步在勘查找矿中得到 

广泛应用 。 

西方国家在 20世纪 80年代末期才对该方法引 

起重视 。 

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 ，该方法在我国引起广 

泛关注。1984年南京地质学校费锡铨提出了电提 

取离子法的理论和野外工作技术方法 ]，后来徐邦 

梁、高云龙等人对地电化学找矿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 

并参照前苏联 的理论及仪器开发 出相应 的工作设 

备，1986年陆续推出 4种型号的电源控制仪及元素 

接收器等主要部件，经多年实践证实 ，该方法及仪器 

设备是可行的，有效的。与此同时 ，罗先熔在国内十 

几个省的 20余个矿区，在不同的厚层覆盖 区，不同 

的矿床类型上开展了地电化学找矿的系列研究 ，取 

得了良好找矿效果 J。地矿部物化探所刘吉敏、 

刘占元等人从事地电化学找矿试验研究，在仪器设 

备的改进方面做 了一些尝试和研究工作，取得 了较 

好的进展 J。这些年来人们普遍反 映地 电化学方 

法是 ：工作效率低 ，设备笨重，野外技术可操作性差 

以及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 

90年代以来，地电化学的从事者们通过不懈的 

试验研究和摸索实践 ，逐渐明确了地电化学方法技 

术改进的方向和途经 ，沿着轻便化 、实用性 、规范化 

和技术可操作性的 目标奋进 ，各家 的仪器设备虽不 

尽相同，但都取得了相应的地质找矿效果。 

2 地 电化学方法的改进 

2．1 方法改进的理论基础 

地电化学方法是将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和电化 

学综合交叉为一体组成一新的找矿方法。它是利用 

地球物理手段 ，在人为电场的作用下 ，与矿有关的金 

属离子平衡发生了变化，其中的金属正离子在电场 

作用下向阴极移动，并形成电解物，收集并分析电极 

上吸附的电解物 ，可发现与矿有关的金属离子异常， 

从而达到找矿和评价的 目的。 

在地电提取法的研究初期 ，研究者们一直认为 

在电场的作用下 ，电流通过大地形成供电回路 ，赋存 

于地下几百米深的金属正离子以及带正电荷的水溶 

物质将向负极迁移，在负极位置上预先设置有专 门 

的接收装置 ，对迁移到负极来的物质进行接收。 

事实上，人为电场是不可能直接作用到几百米 

深部隐伏矿 ，使得离子迁移至地表。 

原苏联学者认为人工电场是驱使金属离子从深 

部上升的动力 ，为加大探测深度，他们使用装在汽车 

上的大功率的电源，而中国和美国的学者都认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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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的能力是有 限的，用 500 mA的电流所得结果 

与用 20 mA电流并无大的差别。越来越多的研究 

人员发现 ，电提取只是提取电极周围早 已存在的离 

子。这种离子可能是由其它营力 ，如地下水 、自然电 

场、地球气等搬运至地表，然后人工电场才能驱使这 

些离子沉积在电极上。。 。 

本次在广西横县南乡泰富金矿的试验研究结果 

表明(图 1)，在高功率电池 (9 V)供电条件下，提取 

Au的平均值为 45．19 X 10一，最 高值 为 125．89 X 

l0一，最低值为 3．98 X 10一；而在发电机供 电条件 

下，提取 Au的平均值为 30．44 X 10一，最高值为 

89．17 X 10一，最低 值为 3．50 X 10一。即：大电流 

220 V供电条件下测点的元素异常含量值与小电流 

9V干电池供电条件下测点元素含量值相 比，小电流 

供电条件下的测量结果更清晰 ，说 明电提取过程作 

用在于对提取器周围局部介质中的所提取物质进行 

选择，并加以浓集。土壤介质 中弱的电迁移物质信 

息通过局部范围的浓集强化 ，达到能够分辩的强度， 

从而实现对异常形态的“放大”再现。 

(̂u)／lo{ 

图 1 广西横县南乡泰富金矿 26．5线 Au地电化学剖面图 

l一泥质粉砂岩；2一构造角砾岩 ；3一残坡积层；4一 已知矿体 ； 

5一推测矿体 

2．2 技术改进的思路和改进办法 

2．2．1 以往地 电化学法技术存在的问题 

1)寄希望通过大电流提取地下几百米深的金属 

离子，所以通常使用功率较大的发电机或民用电，通 

常使用长电线连接各测点的终点及无穷远处布设正 

极 ，使得方法技术变得十分繁琐 ，而且操作上很不方 

便 ，在供电过程中也容易被人为因素或其它因素(如 

车辆 、动物 、以及人的行走等)所破坏 ，造成供电中断。 

2)以溶液为栽体的提取器 ，过程后栽体溶液的 

剩余量差异极大，进而影响各测点电场的稳定。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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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直接刮取电极表面电沉积物结层的方式，存在人 

为操作误差。这些都将造成结果的一致性失真。 

3)地矿部物化探所刘吉敏 、刘 占元等人研制的 

固体吸附式元素提取器虽避免了液体式提取器的缺 

点，但用于地质勘查工作 中还是不够轻便 ，效较低 ， 

而且成本较高 。 

2．2．2 地 电化学方 法技 术的改进 办法 

根据地电化学方法技术上多年来存在的不足，考 

虑到地质勘查的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工作中任务量大 

等特点，作者对地电化学方法技术作了如下改进 ： 

1)将无穷远极供 电方式改为作用区域供电方 

式。即：摈弃原来在无穷远处布设一电极作为公用 

正极每一测点布设离子收集器作为负极的作法，现 

改为在每一测点上挖一半径为 30～50 em的采样坑 

为作用区域，用一金属片作为正极，以离子收集器作 

为负极 ，正极与负极之间通过导线与 9V干 电池相 

连 ，这样将电场能量集中作用在有效提取域范围。 

2)摈弃电流一致的技术要求和仪器发展模式， 

而强调电场形态强度的一致性。即要求各测点提取 

器周围一定范围内电场形态和强度的统一。 

3)以作用区域为对象 ，在其中倒人一定量的酸 

性提取液，以碳棒上裹 以经过特殊处理的泡塑和滤 

纸组成的离子收集器 ，取代直接刮取碳棒表面电沉 

积物结层。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轻便、成本较低，在野外工作 

方式灵活，适合于野外地质勘查和科研工作。 

3 方法改进后的应用效果 

3．1 工作区概况 

工作区位于广西横县南乡金矿 区 l8～38线地 

段 ，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09 50”～109。10 56”，北纬 

22。37 l0”一22。37 35”，工作区面积约 2 km2。 

工作区属低 山丘陵地形 ，北高南低 ，海拔标高 

289 m，最低60 m，平均相对高差 200 m，坡度角一般 

小于 30。。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 

温暖无 冰冻。年平均气温 21．5℃ ，年平均降雨量 

1487 mill，年蒸发量 1590 mill，年平均相对湿度80％， 

在春夏雨季山沟中有季节性地表径流，秋冬季干旱。 

南乡金矿区曾先后有广西 自治区地矿局下属的 

地勘队伍开展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和普查找矿工 

作。矿山自发现以来 ，经过数年的开采，面临资源危 

机 ，为了延长矿山服务年限，急需找一些新的赋矿地 

段。针对本区的自然地理景观条件，常规方法很难 

有新的突破 ，所以本次采用化探新方法——地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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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法，这种方法经多年验证 ，用于覆盖区找矿效果较 

好 。 

3．2 工作方法 

1)剖面的布设 

地电提取法沿勘探线方向布设剖面，开展地电化 

学测量。西区主要布设在 23．5线 ～26．5线 ，东区主 

要布设在 35线 ～38线 ，线距 50 m，点距一般 20 m，在 

地质构造条件有利地段按 10 m进行加密布点。 

2)离子收集器及供电极的安置 

在每一测点位置挖深30～40 cm，直径 30 cm的 

坑 ，将离子收集器和制好的金属正极置于坑中，间隔 

一 定距离 ，倒人配置好的酸性提取液 ，然后用挖出的 

土回填压紧，用电极导线将金属正极 与 9V高能电 

池的正极相连，电池负极与离子收集器相连，电池置 

于坑外。 

3)样品的收集 

将离子收集器及供电极安置好后，隔 24 h，从采 

样坑 中取出离子收集器。作为离子收集器的载体物 

质(泡塑 )，在提取过程之前，是预先被装入提取 电 

极的，这种载体物质本身是纯净 的，在电提取之后， 

从提取器中取出的载体物质被作为电提取样品。 

4)样品分析 

将载体物质(泡塑)从离子收集器中取 出，晾干 

并编号，装入袋中送化验室分析，本次化验分析是由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黄金第三支 队实验室承担 

的，分析元素 Au，为了监控分析质量 ，我们还插入了 

监控样 ，从监控样结果来看 ，合格率 100％。所 以， 

分析质量是可靠的。 

3．3 应用效果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可行性 ，在 

广西南乡泰富金矿西区 26．5线上作了大电流(220 

V交流电)与小电流(9 V干电池 )试验对 比，如图 1 

所示 ，用高功率干电池(9 V)法提取的 Au异常值较 

高 ，清晰度较好 ，而且稳定性好。说明用高功率干电 

池法能充分将上升到地表的深部成矿信息提取 出 

来 ，所以在该区全部采用高功率干电池法进行地电 

化学测量。 

此次在广西横县南乡泰富金矿共作 14条剖面。 

西区7条，东区7条。在这些剖面中明显看得出：在 

已知矿体上方有双峰状 的高值异常出现(图 2)；在 

构造破碎带、硅化构造角砾岩带 的上方也有 明显 的 

双峰状高值异常(图 3)。此外，在覆盖较厚地段测 

量出多处双峰状高值异常(图4为其中一例)，推测 

为掩埋矿 、隐伏矿体 ，有几处经过露天挖掘 ，已见矿。 

进一步说明该方法在本区开展工作是可行 的，而且 

效果较好。同时也说明，该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圈 1圆 2团 3圆 4圆 5国 6 

图2 广西横县南乡泰富金矿 37线 Au地电化学剖面图 

1一泥质粉砂岩；2一构造角砾岩；3一残坡积层 ；4一已知矿体； 

5一推测矿体 ；6一页岩 

图 3 广西横县南乡泰富金矿 35．5线 Au地 电化学剖面图 

l一泥质粉砂岩；2一构造角砾岩；3一残坡积层；4一已知矿体 ； 

5一推测矿体；6一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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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圆 2圜 3圆 4 

图4 广西横县南 乡泰富金矿 35线 Au地电化学剖面图 

l一泥质粉砂岩；2一构造角砾岩；3一残坡积层；4一推测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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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编 ：l300l2 

电 话 ：043l一5529838、5514586转 3066 

传 真 ：043l一5521861 

网 址 ：http：／／www．cc ．corn／gold 

E—mail：journal@ccgri．cor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