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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壤中吸附相态汞测量发展很快
,

在

常规化探找矿效果不佳的厚层基岩理盖区和厚层

运积物覆盖区
,

已显示出独特的找矿效果
。

很多

单位正陆续开展这项工作
。

为了使该方法能够更

有效地为化探找矿服务
,

必须制定一套切合实际

的监控测汞质量和重复取样测定质量的检验标

准
。

否则会给生产带来很多麻烦
,

达不到预期目

的
。

我们对该问题进行了多年的探索
,

取得了点

滴经验
,

现介绍如下
,

以供参考
。

样品重复测定检验标准

目前
,

壤中吸附相态汞的测定方法仍属半定

量分析
。

测试过程包括热释
、

抽气
、

过滤
、

捕集
、

释放
、

测定等多个环节
。

虽然每个环节的控制条

件都力求做到一致
,

但总难免产生误差
。

这些误

差虽有一部分可能被抵消
,

但其影响仍较大
,

尤

其是低含量样品的测定误差更大
。

另外
,

汞是 自

然界中唯一的液态金属
,

它的地球化学性质较活

泼
,

高含量样品在常温下易释放出游离态汞
,

低

含量样品易吸收空气中的汞
。

因此
,

测汞的影响

因素较多
。

如一律按常规化探半定量分析误差标

准 ‘ 一 《

检验
,

则测汞质量是难以达到要求的
。

句容铜山 。线 图 土壤剖面样品两次重

复测定
,

在矿体上方均出现较清晰的吸附相态汞

异常
。

从找矿评价来说
,

完全达到化探要求 但

重测结果 表 按上述半定量分析误差标准检

脸
,

合格率只有
,

没有达到合格标准 通

常合格标准甲
。

我们认为
,

应根据实际情

况
,

在能够满足化探找矿评价要求的前提下
,

有

必要制定一套切合实际的测汞质量检验标准
,

作

为监控样品侧定质量的依据
。

根据我们对 个样品重测结果
,

按汞含量区

米

第一次侧定

第二次目定

图 句容钥山 。线城中吸附相态汞重复侧定试验剖面图

一二迭系上统龙潭组砂岩 , 一二迭 系下统栖该组

大理岩 , 一夕卡岩 。一石英闪长岩 一钥矿体

一姐矿体

间进行了统计 表
。

结果表明
,

平均误差和误

差上限均与样品的汞含量呈反消长关系
。

尤其是

低含量的样品 叩 的分析误差上限均超

过
,

高含量样品 的分析误差上

限较低
,

一般在 写左右
。

由此可见
,

对壤中吸

附相态汞的分析误差不能都机械地按《 来要

求
,

而应按不同汞含量范围和误差上限分别规定

相应的最大允许误差 表
。

大批样品的测汞质量监控方法是 从每批样

品中随机密码抽样
,

进行重测检验
。

每

个样品的重测结果均按半定量公式

古 一
一

计算其相对误差 , 为第一次测定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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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规定甲 为测定质量合格
,

数据可

靠
。

但需将不合格 超出允许误差范围 的样品

重复分析
,

改正数据后才能报出结果
。

如整批样

品分析不合格
,

可扩大密码抽查 至
。

若重侧还不合格
,

则应检查超差的原因
,

总结经

验
,

并将该批样品返工
,

直到侧定质 合格为止
。

句容铜山 线城中吸附相态汞重侧结果 表

按上述误差公式计算其相对误差
,

按表 中

的标准衡量其合格率为
。

说明根据不同误

差上限水平
,

制定相应的质量检验标准
,

在实际

应用中是合理的
,

能够满足化探找矿评价要求的
。

卜

表示原来超差者 , 误差才 遵 合格率尸 “ 。

为第二次测定结果
。

然后按表 标准衡量是否超

差
,

并计算该批样品的合格率
。

其公式如下

测汞质量的监控措施

为使测汞质量达到检验标准
,

不仅要确定和

控制好测汞仪的最佳工作条件
,

选择好样品粒度
、

热释温度
、

热释时间和样品重量
,

还要注意以下

几个问题

南通县电子仪器厂组装的自动控温多孔热

释炉
,

在接通电源后
,

控温器的温度指针很快就

稳定在定标温度上
,

但此时石英管内的实际温度

仍在继续上升
,

约超过定标温度 ℃后缓慢

下降
,

大约 分钟才稳定到所控温度上
。

这时
,

如温度探头抽在原定位置
,

则控温器的温度指针

指示的温度比石英管内的实际温度低 ℃ ,

班

汞汞平均含 范围围 样 品 数数 平均误差差 均 方 差差 误差上限限 合格率 甲

个 口 写写

。 。 。

甲 二

。 。 。

甲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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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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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加权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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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误差按半定 公式
一

计算
。。 二 表示相对误差 的样品占

。



衰

汞汞平均含 范围
。

‘
。

最最大允许相对误差

偏低温度随室温而变化
。

因为电炉丝是紧靠石英

管外壁绕制的
,

而电炉丝与温度探头间又有多层

石棉相隔
,

故控温器指示的温度偏低
。

解决这个

问题的办法是 ①把温度探头擂在温度较接近的

空热释石英管内
,

以消除温差
。

②用温度计测试

石英管内的温度
,

并多次调节控温器的温度定标
,

直至达到所需的热释温度
。

采用多孔同时热释样品时
,

应首先选择温

差小的孔热释样品
,

否则会因热释温度差太大造

成较大的分析误差
。

热释样品时
,

石英管的出气 口与金丝管间

应装上脱脂棉过滤器
,

防止抽气时粉尘进入金丝

管内
,

测定时产生较大的偶然误差
。

已富集汞的金丝管 样品
,

插入管式电炉

热释测定时
,

务必使金丝团位于炉膛中心
,

否则

会因炉膛各部位的温差而影响释汞效率
。

测汞仪最好用稳定电源
,

因为电压变化会

使管式电炉的温度发生变化
,

电压增高 不
,

测

定结果约增高巧
。

用 一 型测汞仪测定汞含量时
,

最好

用
“ ”

的高倍率档
。

当样品含汞低
、

读数不

准时
,

可再换成低倍率档
。

否则
,

在低倍率档时
,

如遇到高含量样品会使表针超过满度
,

这时再换

成高倍率档也会造成很高的假含量
。

总之
,

尽量使各个测定环节在测定过程中保

持稳定和一致
,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样品的测

定质量
,

从而达到检验标准
。

衰

剖剖面名称称 大龙山山金口岭岭 钥山山 马山山 马山山 代家冲冲

线线 线线 线线 线线 线线 线线

第第一次取样样

侧侧定的异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点点数 泊

第第二次取样样

测测定的异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点点数 月

月 一
。 。 。 。 。 。

刁刁

备备 注注 平均误差 ‘ 均方差 佰

误差上限 呀 。

重复取样测定检验标准

重复取样检验结果的好坏影响着该找矿方法

的有效性
、

可靠性及适用程度
。

几个典型矿床剖

面重复取样试验表明
,

虽然在同一剖面上两次取

样时间间隔
、

气候
、

取样点位和深度等条件已发

生较大的变化
,

其测定结果可能差异很大
,

但在

矿体或含矿断裂地段均能形成较清晰的吸附相态

汞异常
。

为检验重复取样测定质量
,

在能满足化

图 宜城钥山 线重复取样测定试验

已一二迭系上统龙潭组砂页岩 、 , , 一二迭系下

统及石炭系黄龙
、

船山组大理岩化灰岩 圣一泥盆系上

统五通组石英砂岩 下 兀 一花岗闪长岩



探找矿评价要求的前提下
,

我们根据野外实际情

况
,

并结合 个典型剖面的重复取样结果 表
,

对上述误差上限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

制定出重复

取样测定的最大允许相对误差标准如下

相对误差
月 一 月 ,

月
《 写

其中才 为第一次取样测定的异常点数
, 刁

为第二次取样侧定的异常点数
。

若满足上述误差

标准
,

则认为重复取样检验合格
。

从图 中可看出 第一次取样分析
,

最高汞

含量为
,

异常点数 个 第二次取样分

析最高汞含量为
,

异常点数 个
。

根据

重复取样侧定的相对误差公式计算
, 古二 ,

小于
。

两次重复取样分析
,

在矿体上方均出

现清晰的吸附相态汞异常
,

反映了矿体的赋存部

位及产状
,

完全满足化探重复取样检验异常的

要求
。

要达到上述误差标准
,

首先要尽量做到重复

取样点位准确和取样深度 层位 一致
,

避免不

同土壤类型和层位引起的偶然误差
。

若不合格
,

应找出原因
,

根据实际情况补做工作
。

找矿实践表明
,

在满足坡中吸附相态汞侧

找矿要求的前提下
,

按坡中汞量范围制定的相应

测汞质量检验标准和重复取样检验异常的标准是

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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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探新方法新技术讨论会在保定召开

冶金部地质情报网物化探站和冶金部物探公

司
,

于‘ 年 月“ ”至“ 日在保定联合召开

化探新 方法
、

新技术讨论会
。

冶金部 包括黄金

万邵队卜有 色工业总公 司
,

地质矿产部和大专院校

等 个单位的”‘名代表参加 了会议
。

‘

会议期 间
,

阮天健副教授
、

欧阳宗听 高级工

程师等分别介绍 了热释法原理
,

国内外新方法
、

新技术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代表们交流 了化

探新方法
、

新技术研究成果和应 用效果
,

共发表

‘ 学术论文 篇
。

在厚层运积物技盖区找矿方法研

究方面
,

介绍 了汞气和热赞汞地球化学找矿
、

热

释 卤素找矿
、

后 生叠加 晕 盐晕 找矿
、

热释

众 找矿和电化学找矿等方法
。

针对盲矿体的找

矿
,

介 ”了地球化学异常分带模式
、

温压地球化

挂、
, ‘ 月‘ 洲 ‘ , ‘ , 目 产 ‘ 洲 ‘ 月‘ 二产 ‘ , “ , ‘ 月‘ , ‘ 洲 叹 , 以洲 “ , 叮 , 时 , 以 , , ‘ ,

学找矿
、

包衷体成分在找矿中的应 用和矿物地球

化学找矿等方法
。

另外还讨论 了化探定量预侧的

调研及设想
、

环珑地球化学和化探分析等方面的

研究成果
。

在充分交流情况的基础上
,

对目前研究的新
方法从理论依据

、

应 用效果及发展前景进行 了深

入地讨论
,

肯定了某些方法的优点
,

也指 出了某

些方法的不足和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通过讨

论
,

时发展化探新方法
、

新技术的必要性和急迫

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

明确了今后的主攻方向
。

会后将编写出冶金化探新方法
、

新技术发展方向
,

为冶金部有关领导单位制定化探发展规划及确定

攻关招标项 目提供依据
。

李 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