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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矿山地质工作，促进矿产资源利用
"

陈 新 燕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摘 要：现在的矿山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矿山企业，由于专业地质技术人员的相对缺乏，日常

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对此，笔者通过工作实际，对室外基础地质工作以及室内综合

研究、成矿规律的总结和矿体的圈定方面提几点建议。并且，希望中小型矿山企业加强矿床

成因的研究，矿山地质工作者加强相关知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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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野外地质工作要仔细

野外地质编录要在大的结构框架明确的

基础上，尽量清楚地表明有地质意义的亚结

构特征。根据比例式的大小，尽可能地使能

够标出的有意义的地质现象得到标注。例如

+ L +"" 的基本图件中特别重要的地质现象应

该标注。也就是说要做到简明、扼要突出重

点。对岩矿石的描述应包括颜色、矿物成分

及含量、组构、外貌特征、风化程度等等；并

且，要在现场根据观察确定岩矿石的名称；还

要确定岩石和矿体的层位关系、岩层以及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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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产状、矿体的形态、厚度、长度、延伸；还

要记录各种地质构造的出露位置、各种地质

构造的关系及其与矿化的关系。记录围岩蚀

变的种类及特征、围岩蚀变的范围及其与矿

化的关系。有岩浆岩的情况下，还要进行相

关的描述。因为地表找矿是最原始的地质基

础，中小型矿山单位，地质技术人员较少，在

保证尽量不漏矿的情况下，工作可能是粗放

的。对矿体的出露位置及矿化厚度和规模非

常感兴趣，对其他的地质因素可能有所疏忽。

因此对现场矿体范围的把握可能非常准确，

但忽视了许多矿化因素和矿化的迹象。这种

做法，在当时会很省力，并且不会造成什么危

害，可从总结成矿规律和进一步找矿的角度

来考虑，是错误并且有害的。一旦矿体采完，

线索就会中断，各个面上行不成系统认识，进

一步的找矿工作会变得很艰难，如果重新实

施工程，就会涉及中小型矿山本来不足的资

金问题。对矿山的后期地质工作是十分不利

的。

! 加强地质资料整理，总结成矿

规律

以往的地质资料是前人的工作记录，更

是成矿信息的重要载体，要善于总结成矿规

律。从各个不同的剖面上：诸如勘探线剖面

图、某一成矿特征的综合剖面图、平面上矿体

投影图、品位等值线图、厚度等值线图、蚀变

等值线图、控矿构造顶底板等值线图、矿体立

体图件、矿体空间分布模式、蚀变空间分布模

式、厚度空间分布模式图，加深对矿体空间分

布的认识，探索其空间分布规律，包括构造分

布规律、蚀变分布规律、侧伏规律。然后，还

可把相关图件互相投影，研究各种成矿因素

之间的相关性，弄清楚哪些因素是正相关的，

哪些因素是负相关的，确定矿化与构造、地

层、蚀变带的关系，确定找矿标志。在进一步

的成矿预测过程中，要做区别对待，为以后的

找矿做准备。这些综合工作，可以在节省资

金的基础上，起到卓有成效的作用，使许多老

矿得以起死回生，旧貌换新颜。作为资金有

限的中小型矿山，更应该如此。

" 圈定矿体时要符合规律

在连接矿体的时候，表面上有很多种连

接方式，但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只有一种。这

就需要做认真仔细的工作，充分认识矿床的

成因和成矿规律，避免简单地、机械地圈定矿

体。另外，矿脉往往是成群出现，在矿体连接

和推断上，在平面、剖面、投影图上，可能出现

几种不同的连接情况，因此要充分分析矿体

的变化方向，决不能简单地只根据某一剖面、

某一断面来进行矿体连接，要考虑成矿的三

维空间，要在这个大前提下，圈定和连接矿

体。在一次矿体圈定过程中，笔者和同事做

了几中不同连接，并且它们看起很有理，但是

在这其中毕竟只有一种正确，通过大量的分

析，虽然有一种和构造的样式比较符合，却违

背了一条重要规律，即将几种不同类型的矿

体连为一个矿体，犯了一个大错误。某些规

律性东西，想起来很简单，但在实际工作中就

不一样了，可能是对规律的认识还不很清楚，

如果矿体连接出错的话，就会对矿体的地质

储量及其形态、产状的确定造成影响，进而对

矿体的开采和预测造成很大的损失。经过连

接矿体，又设计了钻孔，在施工过程中，由于

岩芯比较破碎和细砂泥岩的混合，对一些岩

芯不能进行实地判别，但我们的预测工作做

得十分仔细，通过对预测见矿位置地段岩芯

的连续取样，控制住了矿体，第一次采样就控

制了整个矿化部位。并且，可喜的是，见矿的

位置、深度、厚度与所预测的相差无几。结果

减少了取样的往返次数，没有在该部位造成

因技术因素引起的漏矿现象，没有带来直接

的经济损失。

# 注意矿床成因类型研究

因为矿体的成因类型与矿体的赋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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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笔者刚到广西田林金矿工作的时候，

错误地认为是卡林型金矿。但是，经过一段

时间的工作和学习，却认为是海底喷流沉积

矿床。一般卡林型金矿的强硅化带或硅质岩

多产出在矿体顶部，形成“硅帽”。本区矿化

强，形成了厚大的硅质岩体 ! 构造石英岩，但

这种硅质岩不是呈“硅帽”产出，而是产于矿

床的下部，呈层状或脉状产出，其实为一层

“硅床”，矿床则赋存于其上，这种硅质岩体的

存在及其赋存形式应是一种喷流沉积岩石，

是该类矿床在岩石学上的标志。另外，区内

矿体在紧靠断层附近，产状较陡，并产于硅质

岩或硅化构造角砾岩中；远离断层产状变缓，

呈似层状产出。对产于断层附近的陡倾斜矿

体，可以看成是沿生长断裂喷流口中心带的

脉状矿体，而缓倾的层状、似层状矿体可看成

是受坳陷控制的层状矿。脉状矿与层状矿共

存，两者并无穿插关系，并且陡倾斜矿体与缓

倾的层状、似层状矿体形成一套小组合，两者

在侧伏方向上以一定的间隔尖灭再现。而且

这两种矿体的矿石特征、矿物成分基本相同。

除此之外，在该矿区还见到了其中含有同沉

积角砾的砂岩，角砾的矿物成分和周围基质

的矿物成分基本相同，只是在颜色上稍有差

异，通过浸水以后，这种差异尤为明显。这种

在矿石成分上的一致的特征正是喷流沉积矿

床的特征。通过矿床类型的确定工作，从理

论上解决了矿体赋存的位置和状态，并且为

找矿提供了理论依据。

! 中小型矿山技术工作者要了

解相关学科

因为在这些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较少，地

质技术人员很有可能要对许多问题负责，从

基本的日常工作到一些施工方法和施工工程

的选择和决策问题。因为，在现在的找矿过

程中有一个普遍性的现状，那就是，在地表有

露头的矿体已经很少或者是几乎不可能，而

埋在地下深处的要占很大比例。所以，用单

一的地质找矿方法找到大矿的机会和可能性

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要用物探、化

探、地探多种方法相结合，这就需要矿山地质

工作者在工作初期对使用方法进行比较和选

择，给决策者提供意见。在相关成果出来以

后，还要能够进行正确的分析，排除干扰因

素，确定矿化异常和非矿化异常，进一步确定

首选验证靶区，然后与地质因素综合考虑，做

出决定。当然，这不是要地质人员成为全才，

但是，在这样一种工作环境中，为了使工作开

展得更加有力，一定要有必要的了解才行；在

阅读相关材料时，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做

出正确的判断。

参考文献：

［"］张宝仁，寸王圭 #黄金矿山地质学［$］#北京：中国

建材工业出版社，"%%& # "%’ ! "%"

·""·第 ( 期 陈新燕：搞好矿山地质工作，促进矿产资源利用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