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探要与地质研究相结合

吴 传 壁

勘查地球化学作为一个溶合了多种科学

的理论和技术的应用学科
,

在其发展和应用

上有着明显的独立性
。

它研究物质成分以及

控制其迁移
、

分散和富集的因素和规律
。

因

此
,

在勘查地球化学的理论 研 究
、

方 法 研

制
、

具体运用和成果解释方面
,

都与地质研

究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
。

化探并不只是

一种简单的找矿方法
,

它也负有直接对地质

现象和规律作调查研究的任务
。

在找矿难度

越来越大的形势下
,

为了提高普查工作的地

质
一
经济效果

,

在普查工作的基础理论研究
、

具体地质问题的解决和实际工作的配合上
,

把地质与化探有机地结合起来
,

具有很大的

实际意义
。

一
、

建立地质
一
地球化学找矿 模型

,

以

解决找隐伏矿的问题

由于找矿深度的加大和工作 难 度 的 提

高越来越多的化探工作者认识到
,

单凭异常

的规模
、

强度
、

形态和元素组合已不足以解

决复杂的找矿问题
,

需要深人研究异常形成

的地质作用过程
,

发展化探的理论和概念
。

同时
,

地质学
,

特别是矿床地质学的发展
,

也需要利用化探数据和地球化学理论来深化

和提高
。

例如
,

索姆森和奥沃斯特瑞特在分

别总结加拿大和美国的化探经验
,

展望八十

年代化探时都指出
:

今后应该详细研究各种

条件下原生和次生的元素分散过程
,

发展那

些控制元素和矿物空间分布的物理化学特性

的理论
,

建立地质
一地球化学模型

,

以 解 决

隐伏矿找矿问题
。

苏联的塔乌松和奥甫钦尼

科夫则指出
,

勘查地球化学在当代的任务
,

除了地球化学找矿之外
,

还有
:

研究矿体的

地球化学— 通过成矿元素和混人元素的分

布和含量
、

揭示成矿的地质环境
,

指示矿液

运移的通道和途径
,

查明矿体的内部结构和

形成机制等
;
提供矿床成因研究和预测的地

球化学依据 ; 提出整个地壳及个别地带和地

段曾发生过的各种地质作用的地球化学指示

标志等
。

这无疑也是矿床学和地质找矿所要

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

所有这些都需要地质与地球化学研究的

放的过程
,

摸清产生这股力的原因
,

从而使

地震可预报
、

可防范
。

他的这些见解加上不

懈努力为地震预报指明了方向
,

大大推动了

我国地震地质学的发展
。

李四光晚年对地热的开发利 用 极 为 重

视
,

他指出应大力开发利用无尽的地热资源
,

把煤和石油节约下来
,

他具体考察了京津地

区的地热开发工作
,

作了很多宝贵指示
。

二十年代初
,

李四光积极参与中国地质

学会的筹建工作
,

并为首任副会长
,

以后在

1 9 2 9
, 1 9 3 2~ 3 3一 1 9 3 9 , 1 9 4 5 , 1 9 4 9~ 5 1

,

1 9 5 3 ~ 7 1六任会长 (理事长 )
,

累计 在 职 2 6

年
,

是任期最长的卓越领导人
。

李四光从事地质工作五十多年如一日
,

为发展祖国地质事业而奋斗
。

他在前期的教

学和科学管理工作中
,

培养了大批人才
,

推

动了地质事业 的发展
。

他在构造地质
、

区域

地质
、

古生物地层
、

矿物学
、

冰川地质等方

面都有着深人的研究
,

并在地质学理论与应

用的研究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
,

是 中国地质

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

他后期作为新中国

地质事业的领导者
,

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

出了巨大贡献
,

他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标

史册
。



密切结合
。

当前
,

这类研究通常是提到建立

地质
一
地球化学找矿模型的高度来进 行 的

。

在次生作用研究中
,

对元素如何在表生作用

下从原生富集状态转变为次生异常尚不甚清

楚
,

在这之间存在一个
“

空白
” 。

从寻 找 隐

伏矿的任务出发
,

填补这一空白无疑是至关

重要的课题
。

这一 问题的解决
,

需要化探工

作者在已知矿床和区域上作大量研究工作
,

运用景观地球化学
、

地质学
、

物理化学的基

本手段
,

积累和分析系统的资料
,

然而在普查

工作中得到广大地质人员的协助和配合也是

非常重要的
。

例如
,

苏联一直很重视在分散

流和次生晕工作中研究次生异常的金属量与

原生矿化和原生晕的金属量的比例系数 K
,

要求在普查和勘探工作中挖掘一定数量有代

表性的浅井和探槽
,

研究元素含量在剖面上

的变化和求出当地的K值和平均值
,

并把这

一要求写人规范
。

这样做的结果
,

使苏联可

以在勘探区依据K 的平均值通过次生异常金

属量对原生矿化作定量预测
,

提高整个普查

工作的水平和可靠性
。

在原生成矿作用的研究中
,

由于成矿和

成晕是同一个地质作用
,

地球化学研究和地

质研究更是相辅相成
,

密不可分的
。

例如
,

`

西

方在研究斑岩铜矿化探问题时
,

把围岩蚀变

和地球化学异常结合成一体来探讨
,

蚀变是

成矿地球化学作用的宏观表现
,

异常是成矿

过程和机制的微观显示
,

这种研究在找矿和

地质问题研究上都收到了良好效果
。

矿床原

生晕的深入研究和新的找矿指示标志的提出

也要以成矿理论的研究为基础
。

例如巴尔苏

科夫通过热液自混合韵律模型探讨了原生晕

和矿床形成的控制因素
,

提出原生晕研究的

新方向 ; 通过研究某些元素在成矿作用中作

为还原剂起作用
,

改变了其载体矿物的发光

性
,

可利用这一性质提出新的找矿指示标志
。

因此他认为
, “
成矿理论的发展是应用 地 球

化学继续进步的基本前提
” 。

同时
,

化 探 工

作积累的大量资料
,

特别是关于矿床地球化

学异常模式的资料
,

是解决矿床成因和具体

找矿问题的重要依据
。

在当前十分注重矿床

成因模型 (式 ) 研究中
,

地球化学资料和研

究显然是完善该模型 (式 ) 的必要组成部分
。

奥甫钦尼科夫最近指 出
:

尽管矿床形成的地

质环境
、

矿床类型和形态千差万别
,

在控制

矿石沉淀的物理化学条件上却有着惊人的相

似性
,

即各种各样矿床的成因在地球化学上

具趋同性
。

因此
,

研究矿床成因模型的地球

化学方面
,

对于揭示成矿作用的本质是非常

必要的
。

他提出
,

在矿床成因模型的成矿地

质作用的产生深度
、

成矿地质作用类型
、

矿

液和矿质来源
、

成矿溶液特征
、

沉淀介质
、

沉淀机理
、

分带性
、

与围岩的相互作用
、

矿

石沉淀的物理化学环境等方面的研究中
,

都

应使用地球化学资料和应用地球化学的基本

原理
,

才能揭示成矿作用的本质
,

而不停留

在一般的描述和推断上
。

二
、

化探资料在解决地质问题中的作用

随着化探的发展
,

它的任务 已不仅仅限

于通过发现和评价异常来直接找矿
,

化探资

料内含着丰富的信息
,

可以解决地质普查勘

探中的许多实际向题
。

在区域性工作中
,

以分散流测量为基本

手段的区域化探扫面
,

不仅可划分找矿远景

区
,

而且可以对地球化学省
、

岩系 (体 ) 和

构造的成矿专属性
、

大型地质构造等得出系

统的概念
。

因此
,

博伊尔预料在不远的将来
,

世界大多数国家将会倡导按国家统一的网格

(例如按 5 平方公里 1 个样 )进行化探扫面
,

编制统一的图件
。

这类工作将为矿产勘查及

其它许多方面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料
。

区域性

基岩地球化学测量
,

在解决类似问题时可起

到更直接
、

更可靠的作用
,

而且可以解决一

般地质观察难以解决的问题
。

苏联的经验表

明
,

区域性基岩测量可以通过标准剖面和面

积性取样
,

统计不同时代地层和火成岩系的

元素近似丰度
,

为研究元素的迁移分布规律



提供依据
、

评价岩系和构造的含矿性
、

作哑地

层的划分和对比等等
。

博伊尔认为
,

这类测

量 (包括渗滤晕取样的岩石化学测量 ) 将会

受到更大的重视
。

他甚至主张动用钻探来扩

大这种测量的覆盖面积
,

以更好地从三维空

间上解决隐伏矿找矿问题
。

值得一提的是
,

气体和水化学测量在解决隐伏控矿构造和区

域构造上有很好的作用
。

例如
,

苏联在爱沙

尼亚的覆盖区
,

在 4
.

51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

开展水氦地球化学测量
,

不仅证实了物探资

料所查 明的断裂带
,

而且探明了基底中原先

不知道的一系列大型断裂构造
,

使人们对该

区地质构造的基本特征有了更确切的了解
;

在库页岛和堪察加半岛东侧的近海上
,

用安

装在船舷上的测汞仪进行了剖面性海面大气

汞测量
,

发现的异常区段与海底断裂构造相

对应
,

有些构造的西延部分与陆上的控矿构

造和火 山
一
地震活动构造相连接

。

在矿区和矿床的普查勘探中
,

化探资料

所能解决的地质问题就更具体和直接
。

在各

种方法中
,

尤以原生晕资料用处最大
。

如确

定侵蚀截面深度
、

判定矿体倾伏方向
、

预测

盲矿化等
。

三
、

地质与化探工作的配合问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
,

尽管化探是一门独

立的学科
,

在工作方法
、

研究思路
、

内容侧

重上与地质方法有许多相异之处
,

但它们却

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和共同之处
。

化探方法

和资料应成为地质人员手中强有力的武器
,

化探工作应与地质工作密切配合
。

根据国外

的一些资料
,

提出下述建议供参考
。

1
.

地质普查的早期工作对于正确 选 择

我矿远景区和远景地段
,

提高找矿效果和经

济效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主要措施之一
,

就是部署超前的化探扫面工作
,

使普查勘探

工程的部署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地球化学依据

之上
。

2
.

在地质队伍中广泛推广使用地 球 化

学方法
。

化探工作要充分发挥它在地质普查

中的作用
,

不仅物化探管理部门要抓
,

地质

矿产管理部门也应给予足够的关心和采取必

要 的措施
。

当前
,

极需在地质队
,

特别是勘

探队中推广和应用化探方法
,

以适应新的找

矿形势的需要
。

3
.

在地质普查勘探中
,

宜规定明 确 的

化探工作任务
、

内容和要求
,

并作为地质报

告的内容之一评审上报
。

有两个具体问题值

得注意
:

一是通过探矿工程取得最充分的找

矿信息
,

宜规定所有工程都要进行符合要求

的地球化学取样
。

这不仅对工业矿化是必要

的
,

就是对分散矿化带也是必要的
,

因为对

后者作系统的地球化学研究
,

可以完善现有

的剔除分散矿化带的地球化学准则
,

为今后

更好地评价异常
,

提高经济效果打下基础
。

二是要加强异常验证
,

把它与验证地质推论

摆到同样的位置上
。

4
.

要加强地质人 员化探知识的 培 养
。

国外许多著名的化探专家指出
:

在矿产普查

工作中
,

必须有地球化学人 员
,

也必须有野

外地质人 员
,

这两类人员应在一起工作
;
化

探工作不是一种简单的找矿技术
,

所以化探

人员应具备全面的地质知识和良好的地球化

学基础
,

接受过岩石
、

矿物
、

矿床和化学分

析方面的训练
。

因此
,

在地质院校中培养化

探人 员应是一个主要途径
,

此外
,

对有扎实

的地质专业知识和丰富找矿经验的地质人 员

进行化探知识的培训
,

也是一项有效措施
。

霍克斯建议通过四个途径培养化探人员
,

其

中就有在工业单位进行室内培训
,

通过顾问

向在职人员传授化探知识和在实践中锻炼
。

西方的一些大矿业公司制定了应用地球化学

的教学计划
,

聘请专家讲课
。

从我国的情况

看
,

为了在地质队伍 中推广化探或应用地球

化学方法
,

组织地质人员化探学习班是一个

可行的办法
。

(地矿部情报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