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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招掖金矿带物化探方法的

应用及找矿效果

张 德 宏
(山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前 言

所谓山东招掖金矿带系指山东烟台地区西北部招远
、

掖县一带
,

大体为东经 1 1 90 48
‘
⋯

1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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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纬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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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 3 7
0

3 5‘
,

东西长约 6 0公里
,

南北宽约3 5公里
。

该区盛产黄金驰名中外
,

据记载玲珑金矿从明朝天启年间即被开发利用
。

解放前
,

虽然

中外学者进行过多次考查
,

但由于科学技术水平较低
,

工作方法和工作量有限
,

找矿进展不

大
。

解放后
,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黄金资源的开发利用
,

先后由地质
、

冶金系统所属地质队
、

物探队
、

研究所
、

大专院校等投入了大量的地质
、

物探
、

化探
、

槽井坑探
、

钻探等找矿手段
,

开展了由踏查
、

普查
、

详查
、

评价
、

勘探到综合研究逐步深入的大量工作
。

多年来
,

地质
、

物探
、

化探紧密配合
,

不仅发现 了一批石英脉型金矿
,

而且发现了一大批规模较大的蚀变岩

型金矿
。

矿带内大
、

中
、

小型金矿床
、

矿点星罗棋布
,

目前已探明储量约占全国储量的十以五
特别是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的发现与突破

,

展现了招掖地区寻找黄金资源的广阔前景
。

我公

司自八 O 年以来工作重点由以铁为主转为找金
,

工作区由鲁中转入胶东
,

物化探也踌专入黄金

普查找矿工作
。

几年来
,

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物化探找金方面的实际工作方法
,

并初步

获得了较好的找矿效果
。

一
、

根据不同的地质
、

地貌条件
,

合理使用物化探方法

物化探是地质找矿中发展起来的应用科学
.

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找矿方法
,

但由于方法原

理和仪器设备的局限
,

对地质前提和地貌条件都有严格要求
。

因此
,

按照不同的地质
、

地貌

条件
,

进行物化探合理布局
,

紧密结合
,

扬长避短是就能获得较好的地质效果
。

实践证明
,

化探在金矿找矿中更是不可缺少的手段
。

招掖金矿带频邻渤海
,

为海洋性气候
,

由于长期内力与外力作用的矛盾平衡
,

形成了北

高南低的地形
。

北部招远与黄县交界处为玲珑花岗岩和胶东群地层组成的山地
,

一般海拔 4 00

米左右
,

最高可达 7 5 6
.

5 米
,

坡度多为 2 00 ~ 70
。 ,

沟谷纵横
,

地形切割强烈
,

大部分为基岩

裸露
,

基岩出露面积约占50 一 60 %
,

多数矿化蚀变带和矿体被剥露
。

矿带中部招平断裂带和

北截灵山沟断裂带附近
,

为玲珑花岗岩和郭家岭花岗岩的出露区
,

往往形成低丘和准平原地

貌
,

地势平缓
,

剥蚀与搬运速度趋于平衡
,

地表形成厚度不大的残坡积层
,

土壤剖面发育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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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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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
,

一般缺失 A
、

B 两层
。

矿带的南部
、

西南部
,

特别是三山岛断裂与黄县弧形断裂带之

间为海滨平原
,

地势平坦
,

外力作用以沉积为主
,

一般为第四系复盖
,

第四系厚度在 1 一 20

米不等
,

土壤主要为砂质壤土
。

根据招掖地区山地
、

丘陵
、

平原三种不同的地貌和地质特点
,

根据物化探方法的有效性
,

采用了不同的物化探方法
。

北部山区
,

我们选择原生晕方法查断裂破碎蚀变带的含矿性冲部

丘陵区
,

在已查明的控矿断裂带附近
,

根据区带地球化学测量的成矿予测资料
,

布置化探次

生晕工作
,

当次生晕成果出来以后
,

根据异常所处的地质条件和异常组合特征
,

选出具有找

矿意义的异常
,

用激电剖面进行检查评价
,

确定矿体
、

矿化体或硫化物富集带的规模和产状
,

了解矿体
、

矿化体向深部的延伸情况
。

平原区
,

控矿断裂构造被掩埋
,

常规化探方法虽能获

得异常
,

但对异常性质及找矿意义很难确定
,

因而找矿难度较大
。

根据断裂构造控矿的特点
,

我们首先投入电阻率联合剖面法与高精度磁测相配合圈定隐伏控矿构造
,

再根据推断出的断

裂破碎带布置激 电面积工作
,

以确定控矿断裂破碎带中的硫化物富集地段
,

并在有望激电异

常区做热释汞和原生晕剖面 (一般用增光钻取样 )
,

用来确定激电异常是否由矿体或矿化体

引起
,

提出异常验证意见
。

下面以玲珑金矿田原生晕
、

招平断裂南段次生晕和焦家村东激电

异常为例
,

谈谈物化探取得的地质效果
。

二
、

物化探的地质效果

(一) 玲珑金矿田化探原生晕的地质效果

1
.

矿田地质概况 (图 l)

玲珑矿田位于鲁东地盾西缘
,

沂沐断裂带东侧
,

掖县一栖霞复背斜的北翼
,

招掖金矿带

的东部
。

矿田面积约7 0平方公里
。

胶东群古老变质岩系地层多呈残留体存在于混合花岗岩中
,

仅

在矿田东部大面积出露
。

玲珑混合花岗岩分布广泛
,

郭家岭花岗岩在矿田西北部零星出露
。

矿 田内岩脉发育
,

主要有闪长 (扮) 岩脉
、

辉绿岩脉
、

煌斑岩脉
、

伟晶岩脉
、

花岗斑岩脉
、

细晶岩脉
、

石英脉
。

矿田内的构造以发育在花岗岩中的断裂
、

裂隙为主
,

按其规模形态
、

展布方向和生成关

系
,

可相对划分成一
、

二
、

三级构造
,

这三级构造控制玲珑金矿田的生成
。

其中一级构造破

头青断裂和玲珑断裂控制矿田的发生与发展
。

二
、

三级构造成群成带出现
,

延长大于5咪的
断裂有4 50 多条

,

可分为14 大脉系
,

沿着这些断裂破碎带有程度不同的金矿化和赋存有金矿

体
。

矿体形态复杂
,

主要有透镜状
、

脉状等
,

规模大小不等
,

沿走 向和倾向都具有明显的膨

缩现象
。

矿石类型主要有含金石英脉和含金蚀变岩两种
,

含金蚀变岩型多分布在玲珑断裂以

东和破头青断裂之间
,

含金石英脉型多分布在玲珑断裂以西
,

多数矿体是两种类型的复合
,

矿石丰要类型为贫硫金矿
。

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
、

绢云母化
、

黄铁矿化
,

其次为碳酸盐化和

绿泥石化
。

与金相伴生的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

黄铜矿
、

磁铁矿
、

磁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

锌矿
、

辉秘矿及银金矿等
,

矿石有益组份为 A u 、

A g
、

S
、

C u ,

有害组份为 P b
、

Z n 、

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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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玲珑金矿田地质略图
金矿物主要为银矿和自然金

。

根据矿石内矿物
、

结构
、

构是坏口相互穿插关系
,

初步认为该区分四个

成矿阶段
: ¹ 少量金一石英一粗晶黄铁矿阶段; º 石英一黄铁矿阶段洲亘淦一石英一黄铁矿阶段

。

¼碳酸盐化阶段
。

金矿类型为中温热液充填交代型
。

2
.

金及微量元素在岩石和矿石中的分布分配

该矿田不同系羹汕勺地质队
、

大专院校
、

科研部门对主要岩矿石的微量元素均进行了测定
,

测

定结果虽然不尽相同
,

但悬殊不大
。

(见附表1
、

2)

主要岩石微量元素含量表 ( p p m ) 表 1

岩岩石名称称 分析单位位 A uuu A ggg C uuu P bbb Z nnn
恕恕 B aaa

胶胶东群地层层 物探公司司 0
.

0 1 777 0
.

21888 3888 2 777 7 888 1
.

31000 91777

地地地质六队队 O
,

D 1 999 0
.

02222 4777 3666 9 77777 32777

玲玲珑花岗岩岩 物探公司司 0
.

0 0 49 777 0
.

13333 l000 999 4999 2
.

0 0 333 r 6 9 6 ---

地地地质六队队 0
.

0 1666 0
.

0 4 111 l777 2666 222222 19 2222

}}}}} 物探公司司 0
.

0 0 555 0
.

0 6555 777 } 666 2 555 2
.

02000 6 0 555

郭郭家岭花岗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地地地质六队队 0

.

0 3 777 0
.

0 5888 2333 2333 533333 25 8 999

蚀蚀变玲珑花岗岩岩 冶金二队队 0
.

24 222 0
.

50 000 4333 19 999 1 12222222

煌煌斑岩脉脉 物探公司司 0
.

31 1888 0
.

53333 10 222 15 666 48 888 d
.

7 8 000 6 5888

冶冶冶金二队队 0
.

221999 0
.

313444 3666 12444 18 6666666

花花岗岩类类 维氏 ( 19 62 ))) 0
,

0 0 4555 0
.

0 555 2 000 2 000 6OOO 1
.

555 83000

地地 壳壳 维氏 t 19 6 2))) 0
.

0 0 4333 0
.

0 777 4777 l666 8 333 l
。

777 65 ()))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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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金矿田矿石微盆元素含盆表 ( p p m) 表 2

矿矿 床床 矿石类型型 A uuu 人ggg C uuu Pbbb Z nnn A sss S (% )))

名名 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 主主主 要要 次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5553
、

5 6号脉脉 石英脉脉 蚀变岩岩 10
.

0 888 2 9
.

8 555 2 2 0 000 1 4 3 000 2 48 555 14 555 13
.

7 777

玲玲珑大开头头 石英脉脉 蚀变岩岩 3 一 2 000 1 4
.

6 777 10 0 0一 45 0 000 1 9 0 0一 14 7 0 000 68 00 一 13 60 000 7 5 一 4 0 000 3 一 1 555

1110 8 号脉脉 石英脉脉 蚀变岩岩 15
.

0 888 5 8
.

000 4 5 0 000 10 0 0一 5 1 0 000 15 0 0 一 10 00 00000 3 一 555

九九曲矿段段 蚀变岩岩 石英脉脉 15
.

5 555 8
.

0 222 1 5 0 000 6 0 000 4 0 000 6000 7
.

8 444

破破头青矿段段 蚀变岩岩岩 6
。

4 444 3
。

2 333 3 1 111 18 4全全 1 10 3333333

555 2号脉脉 蚀变岩岩 石英脉脉 18
。

4 666 8
。

1 666 1 0一 8 000 微微 微微 微微 4
。

2 444

1110号脉脉 蚀变岩岩岩 17
。

6 777 1 1
。

9 444 1 6 777 19 3666 3 4 5 99999 12
.

5 444

由测定结果表明
:

( 1) 玲珑花岗岩和郭家岭花岗岩微量元素含量相差无几
,

唯金略高于一般花岗岩的平

均值
,

岩体本身不能形成异常
。

( 2 ) 胶东群地层的微量元素略高于花岗岩
,

能形成弱异常
,

但矿田内胶东群地层多呈

小残留体产出
,

对寻找含金蚀变带的地化异常干扰不大
。

(3) 煌斑岩脉微量元素丰度高
,

多呈中等强度的异常
,

对直接找金是一种干扰
,

但这

些脉岩在空间上的分布与金矿脉关系密切
,

是一种间接找矿标志
。

(4) 经蚀变后的花岗岩
,

其金和微量元素的含量明显增高
,

能形成异常
,

这些异常乃

是该区找金的重要地化标志
。

(5) 各类金矿石中 A u 、

A g 的丰度高出围岩百倍甚至千倍以上
,

C u 、

Pb
、

Z n 一

般高出围岩几十倍
,

在矿体上呈现出强度高
,

元素组合齐全的异常
,

这些矿异常即为直接找

矿的地化标志
。

3北探原生晕方法的选择
玲珑矿田目前已探明储量欢吨

,

还未提报告控制储量 x x 多吨
,

但大部分破碎蚀变带仍未

进行评价
,

为了评价已知蚀变带之含矿性和寻找隐伏矿化蚀变带
,

打开玲珑矿 田金矿找矿的

新局面
,

我们共做化探原生晕详查 55 k m Z ,
根据蚀变带狭长 (宽度一般为几米至数百米不

等 ) 的特点
,

选择比例尺 1: 2 千
,

测网 40 x s米
。

采样时若无基岩出露
,

下挖 5 0厘米
,

如

仍不见基岩
,

该点等异常平面图圈出后
,

在异常不衔接部位用增光钻补样
。

样品主要分析 A u 、

A g
、

e u 、

p b
、

Z n 、

B i
、

M o 、

B a 、

M n
九种元素

,

验证异常的精测剖面增加分析 A s 、

Se
J

e 、

Sb 五种元素
。

4北探原生晕找矿效果
工作面积中目前已整理出资料的有26

.

28 k耐
,

圈出异常 438 个
,

其中已知矿异常和推

断矿异常1 17 个
,

占异常总数的 27 %
,

有一定找矿意义的异常 2 88 个
,

占异常总数65 %
。

根据化探原生晕异常
,

对玲珑大开头破头青矿段进行钻探验证
,

84 年共设计施工钻孔 32

个
,

年底竣工 18 个
,

见矿孔14 个
,

钻孔见矿率 77
.

8 %
,

8 5年施工的钻孔又见到较好的工业矿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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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玲珑10 7 线地质原生晕剖面图

地质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

原生晕

的地质效果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

方面
。

( 1 ) 直接找矿
:

矿田内蚀

变带矿体
、

矿化体部分出露地表

或埋藏较浅
,

化探原生晕信息直

观
,

可直接找矿
。

A
.

一般强度高
、

连续性好
、

元素组合齐全的异常对应着出露

地表的矿体或矿化体
。

它有类似

利用高磁异常找浅部磁铁矿的特

点
。

例如
: H 1 7一 2 6号异常

,

位

于 171 号蚀变带上
,

为 A u 、

A s
、

A g
、

Pb
、

Z n 、

C u 、

B i
、

M o 、

B a
综合

异常
,

异常规模 500 米 X 8 0米
,

各元素异常极大值分别为A u 1
.

85

PPm
, A s > 1 0 PPm

,

A g 8 Pp m
,

pb 3 0 0 0 PPm ,

Z n 2 0 0 0 PPm
,

C u 1 0 0 p Pm
,

B l 13 PPm
, B a

Z0 0 0 p pm
,

M o 2 p pm
,

推断为

浅部矿异常
,

经 T C 10 7
、

T C 1 1 3

和Z K 107 一 4 号孔验证见到工

业矿体
,

第一层斜厚 3
.

26 米
, .

金品位 2
.

35 9 / 。
,

第二层斜厚 2
.

巧米
,

金品位 12
.

59

g, / t
。

(如图 2 )

再如 H 纽8 一 10号异常
,

为 A u 、

A g
、

C u 、

M o 、

p b
、

Z n 组合异常
,

各元素的极大值分

别为
: A u > 1 0 p p m

,

A g 9 p p m
,

C u 10 0 0 pp m
,

M o 一5 p p m
,

z n 一Z o pp m
,

p b 5 5 pPm

该异常位于 48 #
、

50 # 脉交汇部位
,

推断为矿异常
。

在 1 13 线施工了z K 1 1 3 一 l 号孔
、

z K

n 3 一 O号孔
,

Z K H 花一 l 见矿两层
,

较好的一层斜厚 5
·

69 米
,

金品位32
,

04 9 / 州 Z K

113 一 o 号孔
,

见矿 6 层
,

较好的一层斜厚 6
.

3 7米
,

金品位3
.

8 2 9 /t
,

证明该异常是由矿体

引起
。

(如图 3 )

B
.

寻找深部盲矿体 这类异常的特点是元素组合不齐全
,

As
、

P b
、

Z n 异常值高
,

A u 、

人g 异常值低
,

为矿体前缘晕
。

如 1 71 号脉 9 线异常为 A u 、

As
、

A g
、

c u 、

Pb
、

Z n 异常
,

各

元素异常极大值 A u o 一 7 p p m
,

A g 0
.

7 p p m
,

人s > lo p p m
,

p b 一o oop p m
,

z n 6 0 0 p pm
,

C u so p p m
,

经Z K 1 5
、

Z K 一6号孔验证在 2 9 5 米见到工业矿体
。

(见附图 4 ) 再如H 1 0一 3

号异常
,

为 p b
、

Z n 、

A g
、

C u 组合异常
,

无A u 异常
,

Pb
,

Z n 较高
,

p b 异常极大值 12 0 0 p p m
、

Z n 12 0 pp m
,

A g 0
.

5 p p m
,

C u 5 2 0 p pm
,

地表未见蚀变带
,

推断为矿至异常
,

将z K 19 1

·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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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 8线地质化探原生晕综合剖面图

一 l 号孔由 3 20 米 加深
,

目的验证异常指示的隐伏矿化蚀变带深部
,

结果在 4 0 1
.

8 5

45 3
.

10 米见矿两层
,

较好的一层斜厚 l米
,

金品位 7 9 /t

总之
,

出露矿或掩埋矿
,

地表均有原生晕异常反映
。

范围大
、

强度高
、

组 分全的异常为

露头矿或浅部矿的异常
,

A s 、

Pb
、

Z n 的高值和A u 、

A g 弱异常是深部
一

育矿体的反映
。

( 2 、 间接找矿
:

因为原生晕对矿化甚至微弱的矿化都有异常反映
,

因此能评价蚀变带的

含矿性和找出蚀 变带中的具体矿化地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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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原生晕工作
,

根据异常形态
,

可以圈定隐伏矿化蚀变带
,

这是更可靠的地球化学填

图
,

在某种意义上讲比地质填图准确
、

全面
、

可靠
。

如在 173 # 脉之间
,

10 #
、

48 # 脉之间

我们又圈出数条隐伏矿化蚀变带
,

并具有找矿前景
。

H 48 一 7
、

H 48 一 8 号异常均被浮土复

盖
,

未见蚀变带
,

经 T C n g 一 2 号探槽揭露
,

见到数条矿化蚀变带
,

刻槽取样有 6 个样在

2 9 八 以上
,

最高品位2 6
.

9 9 9 八
,

经 Z K 11 9 一 6
、

Z K 1 19 一 5 验证见到工业矿体Z K

1 19 一 6 号孔见矿三层
,

较好的一层斜厚5
.

92 米
,

平均金品位 14
.

15 9 八
。

因野外资料尚未完全整理
,

无

铸

澎
卫身

张格、

篇
、、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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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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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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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t 12 f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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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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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同悄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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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已l身

T e , 峨

T e s 峨

T e .

,-.1
··

⋯
!

图 5 招平断裂带南段化探异常平面示意图

法更进一步探讨
。

但可以肯定的讲
,

通过 55 k m “
原生晕详查

,

认真进行

综合研究
,

对玲珑矿田的认识和找

矿会产生新的飞跃
,

我们有信心打

开玲珑矿田的找矿新局面
,

为老矿

山焕发青春做出贡献
。

(二) 化探次生晕在招平断裂

带南段的找矿效果

1
.

次生晕方法的选择

断裂构造控矿是招掖金矿带的

主要特征之一
,

构造断裂带象河
,

金矿床如河中之鱼
,

捕鱼必到河中

去捕
。

因此
,

我们选定招平断裂做

为物化探重点工作区
。

该断裂带为

本区一级构造
,

上盘为胶东群
、

粉

子山群的老变质岩系
,

下盘为玲珑

花岗岩
,

沿断裂带已发现矿床多处
,

本区又是残坡积复盖区
,

因此我们

选用次生晕工作方法
,

设计 1 / 万

比例尺次生晕面积 2 80 k m Z ,

测网

10 0 x 10米
,

选择指示元素为 A u 、

A g
、

C u 、

Pb
、

Z n 、

M o 、

B i
、

B a 。

2
.

找矿效果 (图5 )

在280 km
“
的普 查区中

,

84 年

底完成 70 km Z ,

在莱西县与平度县交

界处发现了一个次 生晕异常带
,

并

可划分为 4 个异常
。

I一 1 号异常
,

长

5 0 0米
,

宽 2 0 0米
,

元素组合为 A u 涯g
、

M o 、

p b
、

B a ;I一 2 号异常
,

长5 0 0米
,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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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x x 区 111 号异常8 29 线综合剖面图 , ,

10 00 0

10 0 米
,

元素组合为 A u 、

A g
、

C u 、

Pb
、

Z n ; I 一 3

号异常
,

长 600 米
,

宽1 50

米
,

元素组合为 A u
、

A g
、

e u 、

Pb
、

M o ; I一 4 号异

常
,

长7 0 0 米
,

宽 2 5 0 米
,

元素组合为 A u 、

A g
、

P b
。

85 年初
,

我们选择 I

4 号异常进行探槽揭露

按 10 0 米间距施工了五个

探槽
,

T C I
号槽揭露矿化

带宽度28 米
,

刻槽取样 A u

平均品位 2
.

54 9 八
,

其余

槽见矿情况与 T C ,
基本吻

合
。

为了迅速评价 I 一 4

号异常深部
,

公司领导立

即调钻机验证
,

Z K , 一 1

号孔正在施工
,

部分样品

分析结果已报出
,

在 5 一

7
.

5 米
,

斜厚 2
.

5 米
,

见

第一层矶平均金品位3
.

27

g / t ; 从 1 1一 14米
,

斜厚

3 米
,

见第二层矿
,

平均

金品位 4
.

6 8 八
。

根据本区

区发现异常多
,

规模大
,

地表矿化强可 以看出
,

这

是很有希望的地区
。

以上

结果
,

足以证明
,

化探次

生晕在残坡积层复盖区取

得了可喜的找矿效果
。

可

肯定地说
,

经过普查会发现更多有意义的异常
,

将为我公司普查找矿开辟新的基地
。

(三) 在厚复盖区
,

深部化探原生晕与激电相配合取得较好的找矿效果

1
.

厚复盖区物化探方法的选择 (如图 6 )
‘

招掖金矿带西部
、

西南部为海滨平原
,

第四系复盖较厚
,

而该区隐伏断裂破碎带中往往赋存

大型
、

特大型金矿
,

如何对厚复盖区开展普查找矿一直是 个难题
。

我们进行了多种物化探方

法的试验研究
,

确定了如下工作方法
,

先投入电阻率联剖
,

并配合高精度磁测找隐伏断裂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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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_ 一带

,

然后投入激发极化法及汞气测量圈定隐伏断裂带中的硫化物富集地段
,

并用原生晕 (增
光钻取样) 剖面检查激电异常

,

以确定异常的性质
,

达到找矿的 目的
。

电阻率联剖 Ps
A
与 p 犷是有明显的低阻正交点或正交点带是构造存在的重要标志

,

再加

上磁场 △z 低值带可以确定构造蚀变带的位置
。

本区激电异常引起的原因很多
,

给异常解释带来困难
,

从目前看引起激电异常的主要原

因有以下几种
:

¹ 各种脉岩
,

如煌斑岩
、

细晶岩等
; º 含有浓度较高矿化金属离子的河渠水;

» 老地层中的残留体中暗色矿物集中的黑色条带 ; ¼石墨片岩 ; ½ 含金硫化物富集体
。

如何

排除干扰
,

找出有意义的异常
,

只靠电法比较困难
,

原生晕剖面即可达到验证异常的 目的又

可以直接找矿
。

2
,

找矿效果 (见附图 7 )

我们在掖县焦家金矿外围
,

焦家断裂与望儿山断裂带之间发现三个东西激电异常
:

北

部龙埠异常带
,

中部焦家至望儿山异常带
,

南部马塘一鲍李异常带
。

焦家至望儿山异常带
,

焦家

金矿

常

黔
家

产 13 7

135

乒 树
了邵 扮讨

12 犷/ / 好

图 焦家村东激电异常验证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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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约 1
.

8 k m Z ,

异常带内断裂构造发育
,

西部为焦家断裂
,

著名的焦家金矿就赋存在该断

裂带中
,

东部是望儿山断裂
,

望儿山金矿就赋存在该断裂带中
。

在两断裂带之间
,

物探推断

出一隐伏断裂
,

在隐伏断裂带内有焦家村东激 电异常
,

异常走向与断裂带走向一致
,

用娜

4 % 圈出异常长 12 5 0米
,

宽 6 00 米
,

物探推断为矿致异常
,

原生晕取样有 A u 、

A g 异常
,

进

一步证明为矿化蚀变带存在
。

83 年 10 月编制了验证设计
,

84 年施工 13 个钻孔
,

有 1 0个见矿
,

共发现 4 个工业矿体
,

已确定为有一定规模的工业矿床
,

称为
“

焦家村东金矿床
” 。

焦家村东金矿的发现
,

无疑是物化探协调配合的结果
,

也是在复盖区合理运用物化探方

法的成功尝试
。

我们有信心在三山岛和焦家断裂带之间近 3 o o k m “的复盖区打开找矿的新局面
。

招掖金矿区黄金普查的实践证明
:

必须重视地质
、

物
、

化探的紧密结合
。

地质
、

物探
、

化探是找矿的三支主力军
,

它们各有所长
,

也各有局限
,

因此
,

扬长避短
、

协调配合
、

合理

使用物化探方法是很重要的
,

特别在寻找隐伏矿的情况下
,

物化探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

本文只是我公司工作中的体会
,

错误之处再所难免
.

诚请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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