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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找矿法是实现东坪金矿床
¹

大型规模的有效途径

李煌平 崔海林
( 中国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第八 支 队)

提 要 本文 阐述的 目标找矿法有两种含义
,

其一是分析典型金矿床的区域成矿背景
、

成矿条件确

立找矿 目标
—

寻找 的对象和区域 ; 其二是 以实 际
“
需要

”
为基准不受勘查阶段制约适宜选择方法

、

手段追踪 目标
,

掌握成 矿信息
,

找寻评价 目标体
。

文章指 出
,

东坪矿区 及外 围找寻
“
东坪式

”
金矿是 目

标
,

类 似 1 号脉群的含金地质 体即为 目标体
,

笔 者科 学的归纳了 目标 区 中的地
、

物
、

化
、

遥感等多元

信息划分出八处靶区
,

对其处 开展评价收到可喜地质效果
。

实践佐证
: 目标找矿法是 东坪金矿实现

超大型的有效途径
。

关键词 目标找矿法 东坪金矿 超大型 途径

东坪金矿的发现至今
,

历经了十年的勘查综合研究史
。

矿床的规模达特大型
。

它的发现不

仅掀起 了冀北金矿找矿的新高潮
,

促进了河北省黄金生产的迅猛发展
,

更重要的是
“

东坪式
”

金

矿床 的建立对填补金矿类型
,

丰富矿床学理论
、

指导找矿均具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

东坪金矿的扩大与发展
,

是地质勘查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硕果
,

是生产实践与科学研究实

施目标找矿的产物
。

东坪金矿规模有多大尚无法定论
,

根据 已获取的多元综合信息分析
,

找矿

的潜力仍然很大
,

目标找矿法将是扩大矿区远景实现东坪金矿床大型规模的有效途径
。

1 目标找矿法内涵

“

目标找矿法
”

就是把典型金矿床作为找矿的目标
,

通过充分 的分析研究典型矿床的区域

性资料掌握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

成矿条件
,

提取多类成矿信息
,

然后确定找矿方向
,

选择找矿靶

区 (即所找矿矿床类型的远景区 )
,

以远景区 内的成矿条件
,

控矿 因素 自然条件
,

实施适宜的方

法手段
,

开展对矿化特征
,

矿石组分
,

找矿标志等信息的调查
。

综上所述
:
目标找矿法的宗 旨就

是以
“

需要
”

二字为基准
。 1

.

强调找矿方面的
“

有 的放矢
” 。 2

.

倡导
,

找矿方法的有效性不受勘

¹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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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8 改回 日期
: 19 96

.

4
.

22



第十一卷 第二期 地 质找矿论丛

查阶段的网度制约实施随机性
。

它不同如资料的二次开发
,

更区别于成矿预测
。

具备经济
、

快

速
、

成功率高的特点
。

就找寻
“

东坪式
”

金矿而言
, “

东坪式
”

就是工作 目标
。

尚义一赤城深大断

裂带南水泉沟碱性杂岩体接触带就是找矿 目标的靶区
。

类似的 1 号脉群含金地质体的信息特

征即为找矿 目标主要依据
。

地勘单位据此先后找到 了黄土梁
、

后沟
、

中山 沟等一批大
、

中
、

小型

金矿
。

2 目标找矿法在东坪矿 区及外围的应用

2
.

1 找矿目标的建立与找矿靶区 的选择
“

东坪式
”

金矿床的建立 (矿床特征见表 1 )
。

实质上 已确为该区的找矿 目标
。

也就是说在水

泉沟碱性杂岩体的接触带上
,

继续寻找
“

东坪式
”

金矿床
。

所以
,

找矿 目标的建立与找矿靶区 的

选择已经简化
,

下步工作就是据综合信息选择适宜的方法手段来优选靶区
,

了解掌握综合信息

确立 目标体
。

2
.

2 东坪式金矿床找矿综合信息归纳

东坪金矿床找矿信息量大
,

地质
、

物探
、

化探
、

遥感等均能在优选靶区和确立目标过程 中发

挥作用
。

2
.

2
.

1 地质信息

(1 )尚义一赤城东西向深大断裂的南部
,

水泉沟碱性杂岩体内外接触带及燕山期钾长花岗

岩株
、

脉岩分布区
。

(2) 桑干群涧沟河组及相当该地层
、

岩组变质岩分布区
。

(3 )与深大断裂和导岩断裂近平行的次级 N N W 向大断裂导矿
,

N N E 破碎带
,

N W 密集节

理带控矿
。

(4) 矿脉为石英脉或石英细脉
,

钾长石化
、

硅化蚀变构造带
。

石英脉边部有 肉红色一硅红色

粗粒伟晶结构钾长石产出
。

地表石英脉
,

黄铁绢英岩带以雁列式赋域于 N N E 向硅化
、

钾长石

化蚀变带中
。

(5) 矿石为贫硫化物组合
,

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
,

次为方铅矿
、

黄铜矿
、

镜铁矿
、

啼金矿
。

(6) 含金矿物主要为 自然金
、

金啼化物
、

金铅矿
,

自然金成色 96 5
.

5
。

(7 )脉状钾长石化岩
、

肉红色伴硅化岩石
,

其 中 A u 4 8
.

0 X 10 一 9 。

致密状钾长石
、

硅红色

A u3
.

9 X 1 0 一 9 。

前者为宏观找矿标志之一
。

(8 )成矿温度 2 6 0 一 2 8 0 ℃ ; 3 0 0一 3 2 4 ℃为高
、

中温
。

(9) 二期成矿
。

海西期 32 5M a 成岩伴随 A u 初步富集
:

燕山期岩体重熔一交代期后含金热

液改造成矿定位
,

矿石
3 9
A r
一 40 A u ,

年龄 1 57 一 1 77 M a 。

(1 0 )赋矿围岩为富硅质偏碱性岩类 (正长岩和石英二长岩 )岩类
。

51 0
:

57
.

02 写一 70 %
,

K
Z
O + N a o 妻1 0 %

,

K
Z
O ) N a Z

O
。

2
.

2
.

2 地化信息

(1) 处于 区域地化 A u 高背景区 ; 偏硷性杂岩体 A u 低背景
、

高方差
,

杂岩体 S r 、

B a 、

Bi
、

C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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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偏低
。

(2) 水系沉积物以金背景含量 A u 4 X 10
一 9

为异常下限
,

北西 向异常完整
。

流长 Z OO0 m
,

高

差 8 4 X 1 0 一 9 ,

伴 A s 、

S b
、

B i异常
。

(3 )次生晕最佳指示元 素 A s ,

次为 Pb
、

A s 、

S b
、

Bi
、

H g
、

A g
、

K
、

T e 。

A u 异常为 5 0 x 1 0 一 9

~

2 0 0 x 1 0 一 9 ,

条带型
,

伴 Pb
、

C u 、

S b
、

A s 、

H g 异常
。

(4 )原生晕
:
A u 规模次生晕 > 5一 10 倍原生晕> 3一 5 倍矿体

:

异常面积 A u
、

P b 大
,

A g
、

M o

小
,

有 C u 、

Z n
、

A s 、

T e 中等异常迭加 ;轴 向分带
:
〔H g ) A s 一C u 一

A u 一

Z n 一

S b
一

A g
一

Bi
一
B山纵 向分带

:

A u 一
Pb

一

Z n 一

Sb
一

C a 一

M。一

H g
一

T e ,

横向分带
:

内带
:
A u 一

A g
一

M。 ,

中带
:
C u 一

Z n 一

Sb
一

Bi
,

外带 P b
一

H g
一

A s 。

(5 )矿体标志
,

A u > 5 0 x 1 0 一 9 ,

矿化标志 A u > Zo x lo 一 , ,

Z n 、

C u 、

Pb
、

M o 、

A g
、

T e 增高
,

伴

生
、

叠加相交
。

(6 )隐覆矿体标志
:

头晕
:
A s 、

H g ; 矿晕
:
Ca 、

p b
、

A u 、

Z n 、

A g
、

Sb ; 尾晕
:

M o 、

B i
。

2. 累 3 地球物理信息

(1) 东西向重力异常中
,

向南凸的舌状低密度异常内
,

航磁△T 西侧为低负异常背景上的

中等强度磁异常中
。

磁场 50 一 1夕o
n T

,

规模 20 x 1sk m
。

(2 )稳低磁场
:

岩体场变化小 1 0 0 ~ 2 0 0 n T
,

片麻岩场变化大 1 0 0 ~ 3 0 0 0 n T
。

(3 )激 电 (中梯 )
,

石 英脉蚀 变带 刀51
.

0 % ~ 1. 5 %
,

对称异 常带 ; 细脉 蚀变 岩 刀sl
·

3 %一

6. 6 %
,

异常形态完整
,

有 强度 中心
。

电阻 中 (中梯 )北西 向蚀变高 阻带 外 > 3 0 0 o n
·

m 或 <

1 0 0 0 n
·

m 条形异常
。

(4 )y 能谱 K > 4
.

0 %条形
、

园形异常 T n 负异常
。

(5 )X 荧光 (Pb )矿化
:
X R > o

·

0 3
,

矿体 X R > O一4
。

2
·

2. 4 遥感地质解释

(1 )T M 卫片 6/ 5
、

5/ 7
、

4 /2 子区合成图象的桔红一桔黄色调异常
。

(2 )直径 3k m 的环形影象
。

(3 )N WW 深断裂与 N N E 大断裂线性影象相交
。

(4 )舌状低密度梯度异常环边的环形影象群
。

2
.

3 结合实际投入相应勘查方法手段
,

解决针对性问题

东坪式金矿床特征和找矿信息是多方面的
,

但其独特之处是成矿条件
,

控矿因素
,

矿石类

型及 A u 一T e 元素组合
。

我们结合部分找矿信息并以此为标准
,

制定勘查方案与相应手段
,

解

决针对性问题
。

2
.

3
.

1 开展大比例尺地质填图 (投人部分地表工程 )查清控矿岩性 (石英二长岩等 )的分布

范围及不同岩性相互关系
,

矿化部位
。

结合地化综合信息
,

了解不 同部位 A u 分配和元素组合

特征
。

掌握 了本区及外围成矿有利部位
。

确定了矿区东部正长~ 二长岩 中 N E 向断裂发育具有

A u 、

A g
、

T e 元素组合是最佳成矿段
。

为找矿目标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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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东坪式

”
金矿床主要地质特征一览表

T a ble 1 M a in g e o lo g ic a l fe a t u r es o f D o n g Pin g tyPe o f A u d e Po sit

矿矿床地质特征征
⋯

产于二长岩杂岩体 中金矿床床

赋赋矿围岩岩

⋯
正长岩 石英二 长岩 辉石 (”闪 )二长岩岩

矿矿脉类型型 石英薄脉 + 石英细脉 + 钾化 + 硅钾化蚀变带硅钾化蚀变矿体呈脉状
,

不规则状
,

产产

及及矿体形态态 状 3 0
0

~ 6 0
0

/ N W 4 0
o

~ 6 0
000

控控矿 熔矿矿 二长岩西部 的控 矿
、

容矿构造 为 N N E 或 N N W 向
,

单脉产状 N E
、

N W 向
,

东部 以 近近

构构造造 东西 向为主
。

总体产状 2 8 0
0

/ < 2 5
0

一 5 0
000

矿矿脉规模模 矿 脉延长几 百米 ~ 1 3 0 0 余米 (未到 边界 )
,

矿体长 十 ~ 数百 米
,

厚 0
.

24 ~ 36 米
,

平平

均均均厚 1~ 8 米
。。

围围岩蚀 变变 钾 化
、

硅化
、

绢云母化
、

高岭土化
、

碳酸盐化
、

重晶石化化

成成 矿时代代 海 西期重熔一交代形成含矿硷性流体
,

燕山期继承性叠加成矿矿

金金 属矿物物 黄 铁矿
、

方铅 矿
、

黄铜矿
、

自然 金
、

啼金矿
、

自然韧
、

闪锌 矿
、

铜兰
、

孔雀石
、

白铅 矿
、

铅铅

矾矾矾
、

赤铁矿
、

镜铁矿
、

磁铁矿
、

金属含量 30 度度

脉脉石矿物物 石英
、

钾长石
、

绢云母
、

绿帘石
、

重晶石石

结结 构
、

构造造 自形
、

半 自形 粒状 结构
、

交代残余结构
、

骸晶结构
、

交代网脉状结构构

浸浸浸染状构造
、

网脉状构造
、

细 脉状
、

团块状
、

条带状
、

晶洞状构造造

成成矿阶段段 1
.

乳白色 石英一钾长石 阶段 2
.

石英一黄铁 矿阶段 3
.

灰色石英一钾长石多金金

属属属阶段 4
.

黄铁矿一石英阶段 5
.

碳酸盐一重晶石 阶段段

成成成矿温度
:

石英脉
:
2 8 0 一 4 0 0 ℃ 金属硫化物

: 1 6 0 ~ 190 ℃℃

金金 的性状状 粒度 一般 0
.

0 37 ~ 0
.

3 m m
,

最 大 sm m
,

有 裂 隙金
,

包体金 和 少量 晶 隙金
,

金 成色色

99999 3 4
.

8 ~ 9 7 8
.

3
,

A u
/ A g 2

.

9 8一 7
.

9 111

硫硫同位素素 一 1 3
.

6 8 %
。
~ 3

.

8 0 %
。
平均一 9

.

9 6 %
。。

(((a34 s )))))

铅铅 同位素特征征
2 0 6Pb /

20 4Pb 1 7
.

3 0 3 ~ 1 7
.

7 3 3 “o8P b /
Zo 4Pb 3 7

.

26 0一3 7
.

5 3 555

22222 0 7 P b /
Zo 4 Pb 1 5

.

4 6 0 ~ 1 5
.

4 7 111

氧氧同位素特征征 台‘80 %
。+ 6

.

7 9 ~ 1 2
.

000

氢氢同位素特征征 古D H Z o

一 7 5一一 9 5 %
。。

成成矿温度度 共分四个阶段
,

成 矿温度 24 0一32 4 ℃℃

矿矿液 PHHH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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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2 鉴于 区 内地形条件和大面积第四系覆盖
,

矿脉不易识别等特点
,

采用次生晕以 金找

金
,

第一期 1 : 1 万 km
Z ,

扫面发现 15 处异常
,

达到了狭缩找矿 目标区
,

指示赋矿地段的目的
。

2
.

3
.

3 用原生晕有针对性的对地表
、

坑道
、

钻孔取样进行多元素分析
,

根据元 素组合特征
,

元素分带系数判别 目标体盲矿体或其可能产出的部位
。

以及矿脉 (体 )的剥蚀程度
。

根据在 I

号脉所总结 出的找矿指标
,

A u > 50 X 1 0 一 ”

为矿体标志
,

> 10 米 1 0 一 g

为矿化标志
。

指出了东坪南

山和矿区东部成矿可能性
。

2
.

3
.

4 本区硷性流体成矿
,

钾化与金成矿密切相关
,

适施
“下”能谱找矿

,

利用 k 和 K / T h 与

A u 在本 区相关性
,

圈定了七处钾异常带
,

其 中 4 号异常坑道验证见厚大矿体
。

2
.

3
.

5 根据本区矿脉 (体 )与赋矿围岩
,

二者矿物组分有别所导致的电性差异
,

投人 了电阻

率法
,

捕获 6 处高阻异常
。

实践佐证高阻带或其边部是有利成矿部位
。

2
.

3
.

6 对上述各类信息
,

进行归纳
、

分析
,

不但发现了 70 # 脉群
,

同时划出了九个最佳成矿

区段
,

掌握了大量综合信息
,

见表二
。

坑道
、

钻探验证
,

于矿区东段已找到工业矿脉 (群 )
,

前景颇

佳
,

可能成为本区第二个规模较大的工业矿脉 (体 )群带
。

T a ble Z

靶区 编号及范围

I 一l

西坪一庙沟

一 带面积 K m Z

表 2
“

东坪式
”
金矿找矿综合信息

T h e in te g r a l in fo r m a tio n o f o r e 一se a r eh in g fo r D o n g Pin g tyPe o f A u d e Po s it

主要找矿信息

1
.

岩相
:

中细粒硷 性正长岩
、

石英二长岩分布 区
。

2
.

靶 区东 部的南 坪沟西部
、

卫片有 一 SN 向线 型控矿构 造影象
,

区 内为 N E
、

N W 断裂

交汇处
。

3
.

地表 已发现含金地质体
,

品位最高 A u
36

.

76 X 1 0 一 “

4
.

区 内有 A u 一
7

、

A u 一
8 次生晕 异常

。

轴 向与控矿断裂构造 一致
,

异常强度 10 X 10
一 9

一 30

只 1 0 一9

5
,

区 内有两个 K 异 常带
。

西带与 已知矿化点和 A u 一
8 吻合 K 值 > 6 %

。

6
.

卫片解释发现 7 处蚀 变异常区段

I 一 2

东坪一西 坪区

间面积 0
.

SK m Z

1
.

石英二长岩分布 区
、

局部金 矿化达 A u ~ 1
.

7 火 1 0 一 “一 4
.

0 火 1 0 一 “

2
.

E W
、

N E
、

NW 三组断裂交合 区
。

N E 裂隙最 为发育
。

3
.

次生晕异 常
,

强度高 A u
> 5 0 又 1 0 一 9

4
.

有两个 K 异常带呈 N E 分布 K 值 > 6 %
,

并为
‘

,X
”
荧光 复合

。

5
.

卫 片解译蚀变带位于断裂交汇处 的 N E 侧
,

与次生晕异常复合
。

1
.

位 于 1 号脉群东部
,

岩性
、

控矿构造与 l 号相 同
。

钾化较强
。

2
.

地表及钻孔均见有含金地质体
,

品位最高 31
.

28 X IO一 “

3
.

二个次生晕异常
,

面积较大强度高 A u
为 2 0 X 1 0 一 9 ,

2 0 X 1 0 一 ,

~ 1 0 0 X 1 0 一
9

4
.

K 异 常出现 I 号脉东延部分
,

K 值> 6 %高值带长达 500 余米
,

最高值> 7
.

7 %
。

5
.

X 荧光 4 号异 常与次 生晕 异常
,

K 异常吻合
。

6
.

有四条高阻带
,

北带最佳电阻率强度 > 3 0 0 On
·

m
,

中部有 3 条高阻带
。

矿区 1 号脉东

部面积 0
.

8 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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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一444 1
.

岩性为石英 二长岩和硷性正长岩
,

发现多处金矿化点点

矿矿 区东部夭湾湾 2
.

发育有 E W 断裂构造带
,

EN
、

N W 断裂 区内交汇
。。

一一带 1
.

ZK m ZZZ 3
.

南部有燕 山期钾长花岗岩分布
。。

44444
.

K 异常呈 E W 向
,

K 值达 1 0
.

1写
。。

55555
.

有次生晕 异常常

III 一 555 1
.

杂岩体内有石英脉
、

矿化较 差
。。

照照 山凹 一带带 2
.

K 异常呈 N W 向
,

规模较大
。。

000
.

SK m ZZZ 3
.

X 荧光异常较大强度高
。。

lll 一 lll 1
.

石英二 长岩
、

地表发现多处 矿化点
。。

777 0 # 西部部 2
.

分布有原生晕异常和次生晕异常
,

具有理想的成矿元素组合特征
。。

33333
.

K 异常 N W 向分布布

44444
.

X 荧光与次生晕异常吻合合

lll 一 222 1
.

石英二长岩 出露 区
,

N S 与 N W 断裂发育
,

见有少 量矿化体
。。

东东 坪村一马杖 子子 2
.

次生晕异常
,

强度 > 20 X IO一 ,
与 K 值异常复合

。。

000
.

8 5K m 22222

lll 一333 1
.

具有类似 3 号脉岩石
,

构造特点
。。

333 号脉 N E 部部 2
.

有 3 个次生晕异常带呈 E W 分布
。。

000
.

6K m ZZZ 3
.

附近有高阻异常和 K 异常
。。

尸尸尸尸

lll 一444 1
.

石英二 长岩有部分金 矿化体
。。

222 号脉 N E 部部 2
.

分布有 A u 一

n 和 K 异常
。。

000
.

4K m ZZZZZ

上述事实表明
,

在东坪矿区及外围
,

实施 目标找矿法找矿效果是 良好 的
,

如矿床能不断加

以发展完善
,

将是实现东坪金矿超大型 矿床规模有效途径
。

3 结束语

具体说来
,

目标找矿过程就是首先以各类金矿床典型特征为标准
,

以分析研究区域成矿背

景基础指出找矿方向
,

再以成矿地质条件
,

成矿规模为依据
,

确立找矿 目标区发展找矿
。

最后以

地质
、

地球物理化学等综合信息预测 目标体进行地质勘查
。

是由认识到实践再认识
一

再实践过

程
,

采取相应手段实现找矿 目的有的放矢过程
。

它容科学研究与地质勘查于一体
,

是寻找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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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找矿法是实现东坪金矿床 大型规模的有效途径

矿床的有效手段
。

实施中要注意如下问题
:

(1) 要有一支事业心强
,

技术素质高的找矿队伍
,

在找矿过程中要找矿与科研相结合
,

认真

总结找矿信息即时反馈
。

(2 )目标找矿既定 目标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

它是通过每个子 目标的逐渐实现
,

从而达到最

终的找矿 目标
。

工作中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
。

因此
,

要有方法
、

手段的灵活性和坚持不懈

的精神
。

(3 )类似东坪矿区的 目标区
,

不存在选区

(4 )子 目标系指在整个找矿中某一方面
,

某一手肆笋实现的 目的要分析研究矿床特征
,

收

集综合找矿信息
,

确立找矿 目标体
,

发挥指导找矿作用
。

(5 )目标找矿法找矿不一定一次到位
,

在充分肯定某地区具备所要找寻的类型矿床成矿条

件后
,

方能建立靶区
,

可视靶区 的具体情况分步进行
。

通过一定程度的工作每步工作的实现逐

步确立目标体
,

最终实现找矿目的
。

(6) 各种找矿手段
,

切忌一拥而上 ; 不能受勘查阶段所限
,

强调手段的有效性和诸方法的密

切结合
。

(7) 东坪矿区的下步找矿
,

主要是控矿条件研究和成矿规律的总结
。

实践证明该阶段地球

物理化学信息找矿效果最为理想
,

尤其是对地质原生晕的结合使用应该加强力度
。

(8 )东坪矿区划分九个找矿 目标区
,

根据 目标区 内找矿信息
,

制定最佳找矿方案
,

扩大信息

量
,

使矿 区有新突破
。

(9) 对信息比较集中的区段
,

应该投人适量工作验证
。

勇于探索
,

大胆实践是 目标找矿的重

要核心
。

本文承蒙黄金八支队冯克武高级工程师指导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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