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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Jll省平武西部地区超前地

球化学调研的实施与效果

徐扬华 汪振斌 何 平

提要 本文介绍了在四川平武西部地区进行超前地球化学调研的过程与效果
。

在前人未曾作过岩

金地球化学工作的地区取得了重要找金线索
,

表明该方法的经济
、

快速
、

定量及其有效性
。

关键词 超前 地球化学谱 地壳浓度克拉克 成矿能

一
、

引 言

当前找矿难度增大不仅表现为愈来愈多的注意盲矿床与弱侵蚀矿床的勘查
,

尚体现为欲

寻求新的远景地带 (段 )
,

常常需要进人那些难以通行
,

研究程度甚低的地区
。

此类地区多为沟

深林密
,

层峦迭嶂的高山景观
,

直接投入系统的常规地球化学普查注定要付之以昂贵的代价
,

且难于在短期内完成该地区含矿远景的定量评价任务
。

与常见地球化学普查方法不同
,

超前地球化学普查无须对所有水系进行等间距的相对连

续均一的分散流取样
,

只要求以最低数量的样品控制若干具有一定规模的 (< 5 k m
,

)汇水盆地

即可
。

具体的在 111 级水系
,

H 级水系以及 I级水系的近河 口部位布点并施以每平方公里约为

一个样品的取样密度便可望以相当高的可靠性查明出露于现代侵蚀截面的大
、

中型矿床
。

这

就是苏联 贝阿线地带规划地球化学普查工作前单有成效地研制并实施的 1 / 2 0 万超前地球化

学普查的基本方法 〔’〕
。

选择性的控制为其主要特点之一
。

倘若通过所掌握的区域地质或遥感信息对子区进行预选
,

并且在开展分散流取样的同时

沿沟谷或水系伴之 以岩石或土壤等混合介质地球化学取样
。

那末
,

超前于生产正规性地球化

学测量的这种非系统的
、

不连续 的混合介质测量及其相应的地球化学数据的解释过程统称为

超前地球化学调研
。

一九八六年九月间我们在四川省平武西部地区所完成的超前地球化学调

研第一 阶段所获得的普查结果 ¹ ,

经一九八七年六月
、

七月对主要地球化学异常地段的检查
,

即第二阶段工作的证实
,

超前地球化学调研的方法能够实现研究区含矿远景的经济
,

快速
、

定

量而有效的初步评价
,

值得推广
。

¹ ,

注
:

水系分级采用 st ra 川e : ( 1 9 5 7) 的命名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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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决策选区

微细浸染型金矿的产出具有特定的地质环境
。

美国内华达州卡林型金矿的成矿机制主要

与地层
、

岩性
,

构造裂隙及低盐度热水循环系统有关
。

汞
、

金矿点与砂金线索是直接显示的有

利因素
。

所决策的研究区位于三大构造体系
,

即龙门山北东向多字型
,

摩天岭东西向以及较场一杨

柳坝联合构造体系的交结部位 〔2〕
。

具体表现为北东向压扭性大断层
,

东西向压性断层以及北

西向压扭性大断层在本区西南部汞矿点附近的交汇
。

区 内出露一套地槽型的沉积变质建造
。

志幽系茂县群上亚群中部岩组 ( S m X : )为薄层细晶灰岩夹钙质千枚岩
,

上部岩组 ( s m X : )主要

为绢云千枚岩与石英绢云千枚岩互层或间夹砂质结晶灰岩
。

泥盆系整合于志街系之上
,

危关

群下部岩组 ( D w g
,

) 由薄一中层状石英岩状砂岩
,

偶含黄铁矿晶体的绢云石英千枚岩
,

炭质绢

云石英千枚岩之不等厚韵律互层组成
。

中部岩组 ( D W g
,

) 由炭质绢云石英千枚岩
、

厚层状结

晶灰岩及薄层钙质石英砂岩组成
。

石炭系 (C ) 地层整合其上
,

由泥质结晶灰岩与少量含钙质

绢云千枚岩构成
。

下二迭统 ( P
,

)与前者呈假整合接触
,

由厚层一块状结晶白云岩组成
。

三迭

系与二迭系地层亦呈假整合接触
,

下三迭统菠茨沟组 ( T
,
b )多为结晶灰岩与千枚岩互层

,

中三

迭统杂谷脑组 ( T z ) 则以厚块状钙质石英砂岩为主
,

其次为灰黑色炭质千枚岩夹层
。

研究区

东北部出露有印支一期酸性侵入岩 (二云花岗岩 r ;
一 ’

)
,

其西北部之北北西向断裂东西两侧零

星分布的燕山期二云二长花 岗岩 ( r : ) 与汞矿点可能具有成因上的连系
。

主要成矿现象为 L

子区的汞矿点
,

雄黄矿点 ; T 子区的雄黄矿点 ; J 子 区的毒砂重砂异常以及 S 子区的低温热液

蚀变现象
。

常见矿物为黄铁矿
,

毒砂
,

辰砂
,

雄 (雌 )黄等
。

在 T 子区和 S 子区均有民采砂金的

记载
。

由平武西部选区经区域地质分析选择的 L
、

T
、

J 及 S 四个子区是开层超前地球化学调

研的主要活动区 (图 1 )
。

需要补充的是
,

前人遥感资料所推断的 I级寻金远景区也包含了所决

策的该选区的大部分
。

三
、

调研程序

超前地球化学调研程序可以划分为普查
,

检查与详查三个阶段
。

如果进展顺利
,

完成第 I

阶段便可部署如 1 : 5 万分散流那样的扫面计划 ; 完成第二阶段便可部署 1 : l 万土壤或岩石

地球化学测量 ;而第三阶段结束时便可以就勘探工作的具体部署提出建议
。

实际上
,

调研成果

本身对于发现矿床与研究矿床也具有明显的独立性
。

目前平武西部地区超前地球化学调研第

二阶段工作正在进行
。

第 I阶段的野外取样工作由二名技术人员在一个月内完成
,

共采集地球化学样品 4 31 件
,

其中分散流
、

岩石与土壤样品的比例为 1 3 : 6 : 1
。

各子区的样品情况由表 1 所示
。

分散流取

样所控制的汇水盆地面积为 1 2 O k耐
,

分布于约 1 0 O0k m
,

范围之内
,

平均取样密度的每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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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四川平武西部地区超前地球化学调研子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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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2一 3 个样品
。

取样间距为 50 0m
,

在分水岭 1一 Z km 处停止对淤积一洪积物取样
。

对于 工级

水系及 n 级旁侧支流
,

于近河口部位采两个样品
,
IV 级和 v级大河床沉积物一般不取样以避免

所得结果难于作出解释
。

全部点位座标于 1 / 10 万地形图上
。

样品过 60 网目并一次性棒磨至

18 0 网目
。

岩石取样的实际控制面积约为 6 6 k mz
。

取样时用随机定点与栋块法
,

取样密度为

1
.

8点 / k耐
。

土壤取样仅在已知矿点上进行以了解次生富集情况
。

分散流及土壤样品由西南

治金地质公司 6 0 6 队化验室分析了 A u 、

H g
、

A s 、
p b

、

M n 、

T i
、

c r 、

N i
、

M
O 、

V
、

z n 、

C o 、

S n 、

B
、

B a 、

e u 。

岩石样品由天津地质研究院化验室分析了 A u 、

A g
、

H g
、

A s 、

S b
、

Bi
、

S e 、

T e 、

U
、

z r 、

T Fe 、
F

、
B a 、

s n 、

e u 、

M
o 、

P b
、

z n 、

M n 、
e r 、

N i
、

v
、
T i

、
e o 、

B
。

全部测试数据用 d B A sE ll

在 IB M一P c 机上建立了化探数据库
,

并生成 了 D o s 系统下可执行的外部文件
。

本文引用了

多元统计分析数据的部分处理结果
。

地球化学数据的解释
、

归纳及推断
,

结果为下一阶段的地

球化学调研指明了方向
。

对最有远景的化学异常地段作快速及时的检查与评价是第 H 阶段调研工作的重点
。

检查

与评价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

地质路线
、

地化剖面
、

沟系采样
、

坡积重砂及矿化岩石栋块取样

等
。

该地区的 L
,

异常检查采用了地质一地球化学剖面穿越法
。

检查的 目的是确定所发现的

分散流异常是否为矿至 异常
。

如增强检查结果的确定性
,

取样时以岩石样品为主
,

土壤样品为

辅
。

在进行详细地球化学调研阶段
,

据业已查明的矿床或矿点建立地球化学评价准则
,

以期指

导其它有望异常的评价
,

在可能的情况下
,

对其矿化侵蚀面水平及矿化规模给予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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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子区采样情况

T ab le
.

l
,

S泊m Pl ing in e v e ry su 卜a r e a

表 1

几几汽汽
采样数目(个 ) 控制面积 (K 二 ,

)))

分分分散流流 岩 石石 土 壤壤 分散流流 岩石石

LLLLL 1 0 777 5 444 444 4 777 5 000

TTTTT 5
.

555 4 888 777 2 999 555

JJJJJ 6 333 999 444 3 222 888

SSSSS 5 111 444 555 1222 333

总总计计 2 7 666 1 1 555 2 000 1 2 000 6 666

固此超前地球化学调研任务不仅在于能够在矿产普查与勘探的各个阶段之前提供指导性

建议
,

且其本身也能提供靶区以及进一步发现矿床与研究矿床的实际成果
。

无疑
,

这种工作方

法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

四
、

认识与效果

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第一手地球化学资料表明
,

超前地球化学调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

方法
。

该地区第一阶段所提供的某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已被第二阶段的初步成果所证实
。

由

于第二阶段的资料整理工作尚未完结
,

且大部分与亲铜元素的分析结果尚未收齐
,

故本文主要

介绍第一阶段提供的主要认识
。

l
、

通过全区 25 个元素的岩石浓度克拉克值计算
,

查明了该地区为一亲铜元素集中区
,

其

中 T e ,

A s ,

sb
,
B

,

s e

的岩石浓度克拉克值大于 7 ; A g
,

s n ,

M o ,

H g
,
B i

,
A u 则大于 1

.

5
,

多属典型的

亲铜元素
。

反之
,

绝大多数亲石元素趋于分散
,

而亲铁元素与地壳克拉克值基本一致
。

金在该

区的丰度为 6 PP b
,

表现为集中特征
。

表二列出了该地 区暨主要地层元素的丰度值
,

其地球化

学亲属性 由图 2 中的全区及诸地层地球化学谱得以形象地表示出来
。

这里各元素的变化被统

一在区域或地壳丰度水平上
,

即通过浓度克拉克值实现了各元素间丰度特征的类 比
。

此外
,

与该 区诸元素丰度相 比尚研究了主要地层的地球化学亲属性
:

三迭系杂谷脑组 (

T沉 )
、

二迭系下统 ( P
:

) 及石炭系 (C) 为三个相对集中亲铜元素的地层
。

其中
,

三迭系杂谷脑

组 ( T
Z
z )不仅再次聚集了 H g

、

T e
等亲铜元素

,

且 A u 的衬度值又提高至 1
.

5 倍即达到 g PP b
。

泥盆系危关群下部岩组 ( D w g
‘

)尚表现 U 的集中(图 2c 一d)
。

2
.

推断 L 子区具有低温热液型汞
、

金矿 田晕特征
,

而金矿田晕的存在是赋存相应规模金

矿床的必要前提之一
。

无论是分散流样品还是岩石样品分析结果的统计处理情况都支持了这

一推断
,

即 A u 的平均值
、

均方差及平均单相关系数高于其它子区 (表 3 )
。

所谓金矿田晕是相

对于区域背景而言
,

其平均值与均方差在 2 个数量级以上
。

L 子区的主要参数值不高于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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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区

内圈表示地壳丰度 —
T : Z

一 . ~ 一 P

内圈表示全区丰度

—
5 m x J

内圈表示 全区丰度 一
D w gl

- 一 一 D w g Z “ ”
· ‘ ’ ‘

S m 尸

内圈表示全区丰度

图 2 全区及诸地层地球化学谱

Fig
.

2
,

C 吧
oc he 耐ca l spe e tr

uzn of t恤 w hul e stu d ied ar ea an d so 眼
sUa ti岁a P址e u ul ts

子 区
,

而 且接近苏联科兹洛夫卡金矿田晕的有关参数
,

即 A u 平均值为 22
.

4P P b
,

均方差 为

21
.

7 PPb
,

面积为 1 0 3 k耐
。

一般说来矿田晕的发育面积大体与矿化规模相应
,

在成因上矿田

晕往往与面积性热液接触变质作用和区域变质作用有关
,

从而受经历过相应蚀变作用的岩石

所控
。

L 子 区 H g
,

A u ,

A s ,

sb
,

Bi
,

A g 等一套以低温热液为主的元素组合衬值较高
,

也表现与国

内外已知微细浸染型金矿床颇为相似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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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武西部地区主要地层元素丰度(PP m )

Ta b le
.

2
,

E leme
n t a b u n d an ee o f s o m e s tr atigr a P址e u n its in Pin gwu

e o u n t)、

表 2

硫硫硬硬
Pbbb M nnn Tiii C rrr N iii M 000 VVV Z nnn C 000 S flll BBB Baaa

地地壳壳 1 555 6 9 000 4 7 0 000 7 000 4 444 lll 9 555 6 000 l222 2
.

000 999 5 9 000

全全区区 2 111 4 6 111 2 6 6 444 7 000 3 777 1
.

888 9 333 12 222 1 111 4
.

222 8 333 4 5 888

TTT
,

ZZZ 2 000 5 7 333 2 2 9 333 6 666 3 lll 0
.

999 8 555 9 888 999 4
.

444 8 000 4 0 111

TTT bbb 2 000 9 0 333 3 1 8 555 6 555 3 222 2
.

111 7 222 1 1 444 l 333 3
.

555 4 555 3 7 111

PPP
、、

888 3 3 888 5 0 000 4 666 3 333 2
.

555 7 lll 12 999 555 2
.

000 3 444 4 0 444

CCCCC 2 777 2 9 999 1 6 9 555 6 333 5 555 5
.

999 14 888 2 0 222 l333 5
.

222 9 999 3 5 999

DDD W g ZZZ
l777 4 6 555 2 4 4 111 6 000 3 lll 0

.

888 7 222 8 333 llll 5
.

999 7 777 4 6 666

DDD W g ,,
2 222 3 8 000 2 6 4 666 7 555 3 lll 0

.

888 8 000 9 999 l333 3
.

333 7 666 5 3 000

SSSM X
: ,,

2 666 38 444 5 12 333 9 555 4 999 1
,

222 1 2 444 1 4 444 1 666 5
.

999 1 3 999 6 1 777

SSS m X
: 222

2 444 4 1 000 2 4 2 555 7 666 3 000 0
.

777 6 555 1 ] ]]] 999 1
.

555 7 999 4 4 666

续前

AAA SSS C UUU Sbbb Biii A ggg H ggg UUU Z rrr T F eee FFF S eee T eee A UUU

111
.

777 3 000 0
.

222 0
.

222 0
.

0 777 0
.

0 888 3
.

555 1 6 000 3 5 4 0 000 7 2 000 0
.

0 999 0
.

0 111 0
.

0 0 444

222 222 3 222 2
.

000 0
.

333 0
.

1 555 0
.

1 333 2
.

000 1 7 111 3 1 1 3 000 5 8 222 0
.

6 777 0
.

2 777 0
.

0 0 666

222 444 2 222 2
.

777 0
.

333 0
.

0 777 0
.

2 999 1
.

666 1 7 444 3 0 6 2 000 4 8 888 0
.

6 111 0
.

4 999 0
.

0 0 999

333 444 3 666 1
.

888 0
.

333 0
.

1 111 0
.

0 222 0
.

888 1 1 111 5 9 1 0 000 4 4 444 0
.

4 444 0 1 444 0
.

0 0 555

222 777 5 333 5
.

777 0
.

333 0
.

4 000 0
.

1 222 0
.

777 8 666 1 0 7 0 000 8 4 000 0
.

7 888 0
.

7 777 0
.

0 0 222

lll777 4 111 1
.

222 0
.

333 0
,

4 333 0
.

0 777 1
.

222 1 0 333 3 9 2 5 000 5 9 444 1
.

4 888 0
.

1 222 0
.

0 0 666

111 333 2 555 ]
.

888 0
.

333 0
.

0 444 0
.

1 444 2
.

333 1 8 000 2 8 1 7 000 4 9 888 0
.

4 111 0
.

0 999 0
.

0 0 555

lll444 2 444 1
.

000 0
.

333 0
.

0 555 0
.

0 777 4
.

444 2 3 666 2 2 3 3 000 5 5 111 0
.

4 000 0
.

1 000 0
.

0 0 666

333 222 3 777 1
.

222 0
.

333 0
.

1 333 0
.

1 333 1
.

888 2 4 111 3 7 2 6 000 7 3 222 0
.

5 999 0
.

2 000 0
.

0 0 666

66666 2 lll 0
.

888 0
.

222 0
.

0 444 0
.

0 222 1
.

777 1 1 333 2 6 9 5 000 3 9 555 0
.

7 000 0
.

2 333 0
.

0 0 222

L 子区所处的地质部位十分有利
,

为三大断裂构造交汇处
。

中三迭系谷脑组 ( T
Z
z ) 以杨

柳坝弧形复向斜之核部纵贯该区
。

在子区西南端
,

地层转换频繁
、

渗透性差异显著的千枚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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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子区金元素统计值

Ta b le
.

3
,

S ta tistie al r e su lts o f g o ld fo r su卜a r e a s

表 3

火火火
据 分 散 流流 据 岩 石 样 品品

平平平均值值 变异度度 均相关关 平均值值 均方差差 均相关关 面积积

LLLLL l777 1
.

1 999 0
.

1 888 2 1
.

333 3 1
.

777 0
.

3 888 5 555

TTTTT 999 1
.

2 222 0
.

1 111 7
.

999 1 4
.

999 0
.

2 111 3 333

JJJJJ 0
.

777 0
.

0 555 0
.

0 999 8
.

777 9
.

222 0
.

2 999 999

SSSSS 333 0
.

5 555 0
.

1 222 2
.

333 2
.

55555 444

全全区区 99999 0
.

1 000 0
.

0 0 66666 0
.

0 66666

注
:

表 3 至表 4 中
, A u

单位 PP b
,

面积单位 K M
, 。

灰岩
、

砂岩互层形成了十分理想的容矿构造
。

因之初步推断 L 子区具有低温热液型汞金矿 田

晕的特征是有地质
、

地球化学依据的
。

3
、

发现并评价了 L 子区 内主要地球化学异常
。

认为 L
、

L
Z 、

L
,

等地段程度不同的存在矿床

晕特征
。

与矿田晕相比
,

矿床晕的结构更为复杂
,

其正晕旁侧住住伴随明显的复晕
,

因而其面积虽

小
,

但平均含量
、

均方差以及平均单相关系数值都显著提高
,

即金元素与其它伴生元素在矿床

晕水平上发生再分布更为强烈
。

表 4 列出了这些异常地段的主要统计值
。

L 子区主要异常金元素统计值

T a ble
.

4
,

S ta tistiea l r e s u lts o f g o ld fo r th e m a in su b- a r e as

表 4

袅袅袅
据 分 散 流流 据 岩 石 样 品品

平平平均值值 变异度度 均相关关 面积积 平均值值 均方差差 均相关关 面积积

<<< lll 3 777 0
,

8 888 0
.

2 333 0
.

777 3 000 5 000 0
.

3 888 0
.

333

<<< 222 2 000 0
.

9 000 0
.

1777 3
.

9999999 0
.

2 000 1
.

888

<<< 333 2 777 0
.

7 333 0
.

2 555 0
.

555 3 555 3 8888888

图 3 给出了 L
,

异常区 的分散流异常组合
。

其特点是 H g
,

A u 异常面积大
,

但其平均含量

较低
,

在其 A u 异常周围尚有 B 。
,

M n 分散流异常
。

其内部却包含了较弱的 s n 异常
。

而 L
,

异

常 A u 的平均含量高
.

与 H g
、

A s

异常套合度较好 (图外 )
。

L
:

异常的特点是 A u 与其余元素的

平均单相系数较高
。

由于岩石采样利
)

tJ随机定点方式
,

在平面上分布极不均匀
,

采用等值线法圈定异常比较困

难
,

但使用上述几个基本统计参数仍然有可能实现对各个异常区的排序
。

因此
,

苏联化探先驱

H
·

11
·

萨弗罗诺夫等人所开创的成矿 (晕 )能的计算方法也能用于随机取样结果的定量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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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w g ‘

D w g 之

O 点位

I水系
压亏团

A 。 《 P P 、 ,

玩

回

夕

廖
乡

心 勺
爪蒸蔽】Mn l丢苏I B , _

、

.- . ‘二二二J ( p P m ) ,‘二“二~ J ‘ P P m ,

图 3
,
L

:

分散流取样点位盆地球化学异常图

F ig
.

3
.

戏
a g ra m fo r th e loca tion of sa m Plin g riv e r 一加d sed im en ts an d g e oC h e

ml ca l a n o r n
曲es

.

按照 E
一 习凡

l、
‘
(其中 K 为浓集克拉克值

, n 为元素数) 的计算公式
,

能把衬度较高的那些

元素的浓集效应集中地最大限度地表达出来 (计算结果另述 )
。

综上所述
,

野外获取资料方式的变更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地球化学数据的加工与表达

方法
,

显然
,

地球化学谱
、

基本统计参数对比以及成矿 (晕)能计算方法在形成上述认识过程中

发挥了各 自的效能
。

超前地球化学调研第二阶段的野外工作于 87 年 6 至 7 月间在业 已发现 的主要异常地段

内进行
。

每条异常检查剖面均布置在分散流异常中心部位
。

一般用 2 一 3 条剖面控制
。

图 3

标明了 L
,

异常中的 Iv 号剖面位置
,

其地球化学响应见图 4
。

本文将以该剖面为例
,

说明第一

阶段化探调研的效果
。

目前该剖面岩石样品由天津地质研究院化验室分析了 A u ,

A g
,

As
,

sb 以及 由冶金部物探

公司化验室用 5 5 一IllA 型中阶梯光栅光电直读光谱仪分析 了 p b
,

z n ,

C o ,

N i
,

V
,
C r ,

M n ,
C d

,

C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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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丸, p 甲

匕夕‘
/ \ /

’

\ 、_
/ 老

9

.0.竺逻
p m

L 月 PP b

尹尹
j

一 ~ 一
’

人 u 2
.

2 2

一
、、尸尸

-

一、
.

. , . 乌 . ~ ,
‘

.

L g p P m
5 b 4

.

7 P P m

L g p p m
A s 5 6 1 P p m

L g p P口 F b ) 10 0 0 p p m

L g p P rn
, .

、、
一

。

A g 9
.

6 7 p p m

一 ’

叮
g p

;
m

\/ \/
1 . 夕~ ~ ~ 曰口. 、 J内

c ‘ 2 ,
·

犷
p p m

/

绢云英千枚岩 炭质绢云 结晶灰 岩 揭铁矿化 断层

英千枚岩

图 4

F 19
.

4

w 号地球化学剖面图
,

N o
.

IV g e oc h e 幻n le al se e tio n

Ti
,

B e

等元素
。

在接近分散流

浓集中心部位
,

A u 的岩石地球

化 学 异 常 值 达 到 2 2 20 P P b
、

A g g
J

6 7 PPM
、

H g o
.

1 8 PPM
、

S b 4
.

7 PPM
、

A s 5 6 ) PPM
、

C u 9 7 3P PM
、

Pb > 1 0 0 0 P PM
、

Z n > 1 0 0 0 PPM
、

Cd 2 1
.

2PPM
、

并且 在接近异 常峰值前 的一

侧
,

A u 、

A g
、

C d
、

p b
、

z n
都程

度不同地呈现 了负异常
。

该件

岩石样品野外定名为炭质绢云

千枚岩
,

并见有石英脉和褐铁

矿化
,

其岩层倾角为 80
。 。

该

样品地质部位处于泥盆系危关

群下部 与中部岩 层的转换 部

位
,

其东西向压性断裂将该异

常分 割 为两部 分
,

即 及一 ,

与

及 _ , 。

几一 ,

异 常 平 均 值 为

Zsp p b
,

峰 值 s o pp b
,

面 积 为

2
.

75 平方公里
,

及一 2

异常平均

值为 18 p p b
,

峰值为 4 0p p b
,

面

积 为 1
.

23 平 方 公 里
。

显 然

L
Z一 1

异常是着重检查的部分
。

该异常检查剖面证 实了 L
Z

分

散流异常为矿至异常
,

从而为

该 区 寻找岩金 提供 了重 要线

索
。

超前地球化学调研成果不

仅能提供上述找矿线索
,

并且

在拟定未知区的勘查规划中也

能发挥有力的作用
。

在第一阶

段期 间
,

曾就包含平武地 区的

分散流扫面计划提 出建议
,

在第二 阶段期 间
,

针对 L
:

异常所进行的检查结果
,

又提 出了 12

K 饥
,

(l/ 万 ) 地质填图与次生晕扫面以及 2
.

25 K 执
,

(1 / 5 千 ) 激电与化探晕的详查范围
。

并认

为沿 I、剖面线应布置适量槽探工程
,

以待条件具备
,

可考虑施用浅钻和浅井工程
。

所以
,

超前

地球化学调研的成果是多方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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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结论

超前地球化学调研采用了与正规生产性地球化学测量不尽相同的工作方法
,

其主要特点

可以概括为
:

1
.

用人少
、

时间短
、

效果显著
,

适用于研究院
、

所的快速侦察
。

2
.

对大面积范围施以选择性 的控制
。

3
.

采用低密度或甚低密度的混合介质测量
。

4
.

非网格为主的布点方式及其相应的数据处理方法
。

5
.

其各阶段均可为正规生产性地球化学测量提供超前性的服务
。

尽管四川省平武西部地区超前地球化学调研工作正处于第二阶段
,

但取得的效果表明
,

该

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必将对那些难通行的欠开发地区含矿远景的经济
、

快速
、

定量及有效评价发

挥特殊的功效
,

值得进一步研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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