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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歹助

度分带与钨异常相似
,

但范围略小
。

在图 中
也可看出

,

元素的内浓度带指示了矿体的

赋存部位
,

即矿体产于细粒白云母花岗岩的

内接触带
,

而且在垂直方向上从岩体顶部至

深部
,

分带明显
。

在岩体顶部正接触带 下
,

矿化微弱
,

为钨
、

铂外带异常 并有
、 。

异常
。

接触带内 下 侧的细粒结构带矿化

明 显
,

出现钨
、

相中带异常
,

往下为富白云母

细粒结构带
,

钨
、

铂
、

泌矿化强烈
,

是钨 铝
的内带异常

,

即为工业矿体主要赋存部位
。

再往下
,

到中细粒及富钾长石 中细粒结构带

内
,

矿化转而减弱
,

又出现外带异常
,

继续

延深到正常中细粒白云母花岗岩
,

矿化基本

消失
。

③成矿元素在赋矿地段不同岩性中的平

均含量及浓集系数 在 中段的赋矿地段
,

统计了本区主要岩性中成矿元素的平均含量

及浓集数 表
。

从表 可明显看出
,

在

岩浆分异晚期的细粒白云母花岗岩中
,

钨
、

相
、

铜
、

铅等元素的
一

平均含量都高于早阶段

岩石同类元素的几到十几倍
,

即各元素浓集

系数在白云母花岗岩中显若增高
。

斌矿地段元素的平均含量 及浓集系数 表

成矿 标志与找矿方法

在南岭
,

包括广东在内的广大地区
,

寻找

花岗岩型钨矿床是大有前途的
。

但在成矿标

志和找矿方法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

本区花岗岩型钨 相 矿床的找矿评价
实践表明

,

寻找这类矿床除研究有利成矿地

质条件外
,

地球化学特征是十分有效的找矿

标志
。

①本区有明显的重砂异常
,

用重砂手段
找这类矿床应是可行的

。

尤其是重砂地球化

学方法
,

能获得更强的成矿信息
。

②这类矿床有明显的钨
、

铂
、

铆
、

铜原

生晕异常
,

且异常规模较大
。

一般是钨异常
就基本反映矿化岩体

,

反映强

烈矿化地段
,

以 上指示深部有工业

钨矿体存在
。

③此类矿床在地表能形成规模大的次生

晕多元素综合异常
。

因此
,

在重砂
、

分散流

圈出的有望地区
,

应用次生晕方法找矿是快

速有效的
。

④本类型矿床的成矿母岩大都为岩浆分

异晚阶段花岗岩
,

具有高硅
、

富配
、

贫钙之

岩岩 性性 项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平平平均含量量量

浓浓浓浓浓浓浓浓浓集系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细细粒少斑黑云云云云

母母 花 阅 岩岩岩岩
。

中中细粒斑状黑黑 平均含量量

云云 母 花 岗岩岩 浓集系数数

中中细粒 白云 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花花 岗 岩岩 平均含量量

细细 粒 白 云 母母 浓集系数数

花花 岗 岩岩岩岩岩岩岩 平平平均含盘盘浓浓浓集系 数数数数

爹点
,

此进行

床的辅

量元素及挥发组分也相刘亨纂
。

因

终化学分析
,

可作为寻扎本拳犁矿
方法

。

⑤红岭花岗岩型钨矿床垂直交带规律比

较明显
。

岩体正接触带似伟晶 岩 中 有
、

。、 、

弱异常
,

是矿体上部标志
。

富

白云母细粒结构带的
、 。 内带异常是矿

化主要部位
。

钾长石中细校结 构 带 出 现的
、 。 弱异常

,

是矿体下部尖灭的标志
。

红岭花岗岩型钨 钥 矿床的评价勘探
工作还未结束

,

许多资料尚待系统总结
。

本

文是根据 队红岭分队地质组
、

化探组集

体工作成果整理而成
。

矿床地质方面主要参

考了黄伯宏
、

黄灼南等同志的研究成果
。

从 用 钡 为 指 示 元 素
·

寻 找 石 碌 式 铁 矿

谈 化 探 指 示 元 素选 择 的 几 个 问 题

广 东冶勘 队 梁硬干

化探指示元素
,

通常是选择在矿上和矿

体围岩中具有峰值高
、

明 显
、

异常清晰或衬

度高的元索
。

这对 于直接找矿指示元素或与

成矿元素一致的元素是可行的 , 但对间接找

矿指示元素就不一定可行
。

为了用化探寻找石碌式铁矿
,

在生产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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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阶段
,

在石碌矿区铁矿体及其国岩中采集

岩石样品
,

进行了多元素光谱半定量分析
,

发现钡在石碌铁矿体上及围岩中出现了一些

分布极不均匀的高含量点
。

用趋势分析处理

数据之后
,

石碌矿区恰恰落在趋势中心范围

内 , 因而将钡定为铁矿找矿指示元素投入了

区域化探工作
。

经区域化探工作及各项综 台研究成果表

明 , 钡不是石碌式铁矿的特征元素
,

钡的生

成及富集是多因的
,

它与铁矿体不是同时生

成的
,

两者仅是某种特定条件下空间上的偶

合
。

因而钡不应做为石碌式铁 矿 的 指 示元

素
。

为此
,

本文以其为例
,

讨论间接找矿指

示元素选择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石碌矿区矿石及围岩中钡的赋存状态 表

一 ⋯
·

⋯
一

⋯磁铁矿

乙“ 赤 磁铁矿一
‘。。 李铁犷 」

的 ,

’ ⋯南一 贫矿一
京铁铆
妙 石

含铁砂岩

含铁砂岩

鑫粼馨
。。 ,

麟 ⋯
‘。“

麟

含 钡 量

一总一 通材吸 附状态 易溶矿物 难溶矿物

·

琶

应注意指示元素与找矿对象成因上的联系

石碌铁矿区的钡是否与铁 矿 有 成 因联
系 我们从以下几方面作了研究

。

研究了钡在铁矿体和围岩中的赋存状
态 , 认为该区原生铁矿石及围岩中

,

钡主要

呈 重晶石 形式存在
。

其依据是

①在野外观察和大量岩矿 鉴 定 资 料说

明 , 含钡矿物只见到重晶石
。

②据广东冶金

地质研究所对石碌矿区含钡最高的南六矿体

个钻孔及部分地表工程的研究
,

个铁矿

石组合样品 分 析 乞 和 乏
一

之结果
,

说明

两者成正消长关系
。

个样品的总平均值

少 帕
、

尝
一

肠
,

若 土

可能呈钡硬锰矿
,

其他均低于
,

个样品几何平均位仅 。。
。

其他
,

在

北一
、

南六 弃矿 休 二毛狡样结果同样如此
,

也

说明赤铁矿中钡主要
‘

小巨品石存在
。

从重晶石的分布
、

分配的地质地球化

学特证
,

研究重晶石与铁矿的成 月关系
。

①重晶石的产出形态 在铁 矿 白及其围

岩中主要呈脉状
、

细脉
、

细脉 汉 纷 状 和囊

状
。

其脉壁可见到重晶石明显交代 年蚀赤铁

矿
,

脉壁常见到赤铁矿被还原成磁
、

犷
,

并

常与绿泥石
、

石英共生
。

获晶石脉在困岩中

可见其切割白云岩节理
,

且在接触面可见其

切穿铜钻矿体
。

在断层破碎带中常可见到重

晶石充填
。

这些现诀都说明亚晶石是热液成

因的
,

它晚于铁扣
’

生成
。

②铁句石及幽岩中钡的分布是极不均匀
的

,

高含量点 呈跳跃式出现
,

多数样品含钡

低于区域背景
。

不 矿体中的钡含量亦相差

十分悬殊 表 匕 。

即使是 司一矿体
,

在相

距很近的两个钻孔中
,

钡含 鼠 可 相 差

石碌矿区不同矿体钡含量 定量分析 表

粗
︸

⋯
。。

一“犷 体 名 称而执俪比决

全部与 于
一

结合
,

仍有 帕的 绘
一

剩余
。

据矿区大量岩矿鉴定资料
,

在铁矿中其他硫

酸盐矿物如硬石膏
、

明矾石的量是很少的 ,

说明 二
一

主要与
卜

结合
。

③据 中南 矿冶

学院的同志所作物相资料结果 表
, 在

原生铁矿石和围岩中
,

钡主要呈难溶于酸的

矿物存在 , 用电子探针证实为 ‘ 。

④据
铁矿休中不同采样方法所得钡含量 区域化

探报告资料 对比
,

铁矿石中用肉眼剔除重

晶石取样分析
,

钡的台量低于区域各类沉积

岩中的平均含量
。

如 枫树 下铁

矿体随机采样 个
,

含钡大于 万
,

而

用肉眼剔除重晶石采样 个
,

含钡仅 个样
品为

,

其他均 氏 , 又如在
真美

、

保秀铁矿体上
,

剔除重 晶 石 采 样

个
, 仅 个含 高的样 品含钡为

矿体在石碌复向
斜 卜所处构造 部位

幼七 一

南 六

南 一

真 美 二

真 美 三

保秀东二

保秀酉二

枫 树 顶

斜倾伏恢心处

斜倾伏核心处

斜倾伏核心处

斜北翼

斜北男

向斜北翼

向斜北翼

向斜南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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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如 线
,

钡含量情况是 在 号

钻孔中铁矿体含钡 一
,

而相

邻的 号钻孔中之铁矿 体含钡 竟低于
。

然而
,

石碌铁矿主矿层的铁品位变化

很小
,

含杂质也很低
,

说明铁矿形成时的沉
积环境应是很稳定的

。

因此可认为
,

从铁和

钡的分布特征绝然不同而表明
,

两者不可能

是同时沉积的产物
。

③钡的分布与构造关系密切
,

在各种地

质体的断层破碎带中
,

钡 含 量 均 很高 表
。

在石碌复向斜倾伏端之核心部位
,

因

石碌矿区及外围各地质体之中的断层

破碎带钡含量 表

地点
破碎带通

过 之地质体
样 号 钡含量 样品数

钡 的儿何
平均值

铁 矿层

·

⋯

是构造断裂和裂隙之发育部位
,

有利于后期
热液活动

,

因此钡的含量亦高
。

如表 所列
,

于向斜倾伏核心处之北一
、

南六
、

南一等矿

体含钡均高
,

于向斜两翼之真美
、

保秀
、

枫
树顶之矿体中

,

含钡则低
。

由此可见
,

钡的

分布和富集主要受构造制约
,

表现出热液成

因之特征
。

④据科学院地化所测定重晶石的爆裂温

度为 ℃,

属中温热液成因
。

⑤区域大片花岗岩中所出现的钡晕
,

比

石碌矿区更强 见附图
,

花岗岩中的钡
,

无疑是热液成因的
。

区域不少热液型铜
、

铅

矿点中含钡也很高 表
,

说明钡的热液

物质来源是丰富的
。

区域某些热液型矿床钡含量

几何平均值
,

表

石碌群

第五层
泛

旧

刁

〔

刁

二

二夕亡、

几 , 勺

飞 〕

、七

一

二二二竺
一

⋯生生兰 ⋯巴竺
’

朝 阳 铜 犷 ’ ‘

红 芸 铅 矿 “ ’

一二型竺乙‘匕一二一一匕一里匕一

大扩 阶

第一层
乏‘

乏

保 田 岩关阶

竺三虹
旧

盯公 一吓炸

以上资料表明
,

石碌矿区的钡 兰要是热

液成因的 , 且有丰富的热液物质来原
。

剔除

重晶石之后
,

铁矿石中的钡含量低 尸区域背

景值
,

可见铁矿石中的钡之原始丰宽很低
,

不应认为是石碌铁矿中之特征元素
。

石碌铁

矿的成因已基本统一了认识
,

认为是沉积的
,

如以为钡与铁矿同时沉积
,

那么就很难解释

铁矿品位稳定而钡分布却很不均匀的现象
。

注意表生环境中元素富集对指示元素选
择的影响

,

避免将表生富集所形成的异常元
素误选为找矿指示元素

。

石碌群第六层

厂 叮 , “ 里 厂
、

一

睁厂命
︸︸

︸时
厂

于︸

乙、介

,

宇
一 卜

赤 二

巨二 阵全困 乡习

一地质界线 , 一钡趋势值等值线 ,

一铁矿体 , 一花岗岩 , 一 一石炭二迭系地层

石碌铁矿区域化探钡趋势异常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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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碌矿区不同地质体 「 钡的高含量 出现

原因是绝然不同的
。

在北一
、

南六
、

南三铁

矿体及围岩中
,

钡异常主要是热液作用成因

的重晶石所引起
。

而真美
、

保秀等铁矿体及

某些地质体中
,

钡异常则由次生富集所形成

的钡所引起
。

造成这些地质体中地表富集钡

的因素
,

是因分散的锰
,

在 次 生 富 集过程

中
,

锰呈负胶体吸附钡
,

使之在风化露头
的铁矿石及各种岩石裂隙中富集

。

如真美
、

保秀铁矿
,

原生铁矿石中含 钡仅
,

而地表风化富含硬锰矿
一

裂隙的赤铁矿中含钡

达 万
,

且钡
、

锰呈正消长关系
。

其他

在地表风化含锰裂隙之两透 岩
、

石英岩
、

片

岩中含钡亦是如此
。

经中南矿冶学院同志研

究
,

锰裂隙含的是钡硬锰矿 电 子 探 针证

实
。

在生产试验中
,

因未将两种成因的钡

加以研究区分
,

而误认为各个铁矿休 』 原始

含钡都高
。

应注意合理使用多元统计
,

结合元素分

布特征选用不 同统计方法

当元素含量 出现一些特高点时
,

不能使

用算术平均浪来描述各地质 休 的 元素分

配
,

而应使用几何平均众
『

〔
、

。

在运川趋
⋯

办分析

时特高含量点如何处理
,

仃得进一步探讨
。

石碌矿区的钡均呈高值点 异宕出现
,

根本不

可能用某一值圈出异常
,

亦不能反映钡异‘犷

与铁矿体之间的空间关系
。

在试验阶段用了

趋势分析
,

圈定出一个趋势 , 心
。

在运用趋

势分析中又未将次生富集作用形成的钡异常

点剔除
,

而造成了趋势中心能反映铁矿体出

露位置的假象
。

奋

自制不极化电极

取长一米左右的塑料电线将一

端去掉绝缘层
,

使炯丝 裸 礴 出 厘

米
。

靠近铜线裸尽处用塑料电线打一

个结
。

电线的另一端也去掉 厘

米的绝缘层
。

将此端从瓶 口塞入
,

并

从瓶底中间小孔穿出
。

将线拉直
,

在

靠近瓶底处用 电线再打一个结 使电

线不能拉 出
,

也不能塞入
。

目前在我国 自然 电场法和激发极

化法野 外工作 中所用的不极化 电极
,

还是按三十多年前从美国引进的两对

不极化电极仿制的
,

未作任何改进
。

这种电极 比较笨重
。

要制成一对渗透

性好
、

电阻小
、

极差低
、

性能完全一

样的不极化 电极
,

颇不容易
。

通常将

烧好的十几个 甚至 几十个 瓷罐作

成不极化电极
,

从中挑选一对 电阻小

于石 欧姆 , 极差低于 毫伏
,

, 通性和稳定性都很接近的一对
,

幸

到野外使用
。

所 以造价较高
。

其实这种 电极的制造 并不神

秘
。

经多次试验已制成一种不极化 电

极 完全满足上述技术要 求
。

其制造

方法如下
。

找儿 个大小和形状相同的广 口

袭药的塑料瓶
,

在瓶底 中 心 钻 一 小

孔
,

共直径 等 扩多股铜芯 塑料 电线的

外径
。

离中心 约 厘米远处再钻

一立径约 庵 米的孔配好软木
。

将瓶洗净备用
。

用渗透 性好的新陌纸
,

裁成宽

度相当瓶 口 高度两倍的长纸条
,

将纸

条卷紧成筒状
,

其粗细 以能塞紧瓶 口

为宜
。

将瓶 口外纸卷 多余部份锯掉
。

用 脱脂棉做一棉姚
,

垫在纸卷下
,

缝

一 布套套在瓶 日将棉垫兜住 见图
。

拔开 软木塞 注 入硫 酸 铜 溶

液 使裸露线完全泡在 溶液内 不让

它攀解在 空气中
。

用上述方法多做几个
,

挑选一

对 使 于
。

这样制成的不极化 电极
,

经过用

电位差 自动记录仪长时 间测定
,

不 仅

电阻小 极 差低
,
性能 稳定 , 而且还有

造 价低
,

重量轻的待点
。

在工艺上 并

无任何困难 野 外队都能 自己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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