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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安徽凤阳大王府+江山铅锌金矿为例#通过开展系统的浅钻地球化学测量试验研究#进一步探讨浅

覆盖区浅钻地球化学测量最佳采样密度,实际采样平均密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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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绘制单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图#经过对比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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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布孔#能够反映类似大王府+江山铅锌金矿中型矿床类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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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青海等地区浅覆盖区开展的浅钻地球

化学测量方法技术研究#总结了浅覆盖区地球化学

特征#对浅钻地球化学测量找矿工作具有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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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区域化探工作始于
"$

世纪
<$

年代

末#但浅钻取样技术方法研究工作始于
"$$=

年#起

步较晚,

"$$=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启动了(应用机

动浅钻的地球化学勘查方法技术研究*项目$

CB;

%

#分

别选取了内蒙古东部实验区&中低温次火山岩热液

型大型脉状银铅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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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徽庐江试验区,该项

目在安徽省选取了沉积 叠加改造型矿床龙桥铁矿

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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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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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浅钻取样地

球化学勘查方法技术研究#认为残积层作为浅钻化

探测量的采样部位#残积土作为采样介质是合理可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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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江中下游浅覆盖
#G"C

万基础

地质调查修测*项目$

#$

%选择巢湖市夏阁镇作为示范

区&采样密度
!

孔"
QH

"

'#开展了浅钻取样地球化学

方法技术研究#认为残积层样品与下伏基岩样品元

素含量相近#能反映真实的地球化学信息,此外#

安徽省地质调查院承担的(长江中下游安庆+盱眙

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二级项目(安徽定远范岗+凤

阳大庙地区矿产地质调查*子项目#对安徽省东北

部凤阳浅覆盖区开展浅钻地球化学测量&采样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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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信息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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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对浅钻地

球化学测量采样层位进行了大量研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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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采

集残积层能够更好地反映矿体特征#但对采样密度

对比研究较少#仅在内蒙古花敖包特银铅锌矿进行

不同采样密度试验#认为采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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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QH

" 的测量

效果明显优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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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浅钻地球化学测量普

查阶段适宜的采样密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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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布孔.

查证阶段适宜的最小采样密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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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

布孔,

安徽凤阳大王府+江山铅锌金矿是根据物探

异常在皖东浅覆盖区发现的隐伏矿床$

#!

%

#前人研究

多以大型典型矿产地为研究对象#但皖东浅覆盖区

目前已发现的矿床多为中小型矿#在该区开展浅钻

地球化学测量采样密度研究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本文结合(浅覆盖区地球化学勘查方法技术研究*

项目成果#探讨浅钻取样在浅覆盖区地球化学普查

阶段中最佳&即经济)快速和有效'的采样密度#为

今后皖东浅覆盖区浅钻地球化学测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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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蚌埠复背斜南翼中段#处于霸王

城+亮岗
--&

向断裂带与毛山+亮岗
-&

向断裂

带交汇处#官沟+下纪家断裂带南段&图
#

',区域

上该区位于
-\

向构造岩浆岩活动带和李楼+总

铺隐伏岩体集中区#地层主要为新太古界+古元古

界五河群和中元古界凤阳群$

#C

%

,五河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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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亚

群!下五河亚群由下至上分为西?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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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子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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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山李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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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五河亚群分

为小张庄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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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家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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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群

由下至上分为白云山组&

DR

"

@

')青石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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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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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庄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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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山李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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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里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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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闪长

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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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府铅锌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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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铅锌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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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推

测地质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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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推测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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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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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铅锌矿

位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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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府+江山矿区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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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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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府铅锌矿

大王府铅锌矿位于凤阳县大王府乡南东
#QH

处#蚌埠复背斜中东段南东翼#地表为峰山李岩组

&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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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为庄子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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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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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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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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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钻揭露浅覆盖区下伏地

层为新太古界五河岩群峰山李岩组&

'8

%9

$

'#岩性

为黑云斜长片麻岩)角闪斜长片麻岩)斜长片麻岩

夹白云石大理岩)白云质大理岩及少量榴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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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主要为
&\

向和
--&

向#

&\

向断裂为早期

构造蚀变岩带#由蚀变岩)黄铁绢英岩)角闪斜长片

麻岩)黑云斜长片麻岩组成#见方铅矿)闪锌矿等金

属硫化物.

--&

向霸王城+亮岗断裂带由一系列平

行断裂面组成#早期为韧性变形#后期为脆性变形#

地层受到强烈挤压)搓碎后产生糜棱岩化以及碎

斑)碎裂)角砾组合的构造岩带#其内硅化)黄铁矿

化)铅锌矿化)碳酸盐化等热液蚀变强烈#矿体均在

该组断裂带内#为控矿构造,矿床以脉状 非整合型

矿体为主#成因为构造裂隙充填交代式中低温热液

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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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铅锌金矿

江山铅锌金矿位于大王府铅锌矿东侧&图
#

'#

由五河群峰山李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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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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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庄子里组&

'8

%

Q

'组

成#已控制的矿体中#含矿围岩以五河群庄子里岩

组&

'8

%

Q

'大理岩)角闪斜长片麻岩为主$

#=

%

,已有矿

区资料显示#矿体沿层间破碎带产出#矿石为矿化

的碎裂岩和糜棱岩#具明显的层控特征,早期五河

群海相火山岩为矿区提供成矿物质#是矿源层,江

山矿区以层状 整合型矿体为主#且层状矿体规模大

于脉状矿体规模#成矿类型属于胶东焦家式金

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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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覆盖层特征

凤阳大王府+江山铅锌金矿位于淮河南岸+

凤阳山风化残丘平原#地势北高南低#最高点为中

北部江山#鹿塘水库位于研究区东南部#濠河流经

研究区西部,区内大部分地区被为冲洪积物覆盖#

部分地段有基岩出露#覆盖厚度
#$

"

!$H

#个别地

段厚度
&

!CH

&图
"

'#覆盖物主要成分为黏质砂土)

砂土)砂)砾石)卵石等,根据本次浅钻结果统计#

该区平均覆盖厚度为
"#5;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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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方法及实验分析

<$!

!

采样方法

在研究区布置
""5CQH

"的面积性浅钻地球化

<##

地质制版
!$

9Z##

$

&

$

倪超
$

华东地质
$

"$"#

年
$

"

期
!

C

校样
!

排版!倪超
!

时间
!

"$"#

"

C

"

%#



华
!!

东
!!

地
!!

质
"$"#

年

#:

大王府铅锌矿.

":

江山铅锌金矿.浅钻采样孔.

!:

人工挖

掘点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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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府+江山铅锌金矿覆盖厚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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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测量普查试验工作#按
"C$H]"C$H

网度布设

测点#共计实施
%!;

个浅钻点&图
"

'#其中浅钻采样

孔
%!#

个#人工挖掘点
C

个,通过变钻机类型试验

和变孔径试验确定使用
.P1B#

型钻机和
2

<C

孔径

钻具#采用钻机与孔径较为经济)高效,取样层位

试验对比表明#表层样品的代表性较差#残积层样

品和基岩具有承继性#反映的地球化学信息能代表

基岩特征,本次采集残积层样品讨论各元素异常

特征#采用浅钻岩心
#

"

"

劈心法取样#若岩心较破

碎#呈小岩块)岩屑)岩粉#用连续捡块法取样#采集

全粒级样品#采样长度根据所需重量作适当调整,

浅钻土壤样品采集后晾晒#防止霉变#干燥后揉搓

样品避免结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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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分析

样品加工处理严格按照/

9Z

"

)$$##

+

"$#C

地

球化学普查规范&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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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执行,项目分

析测试在安徽省地质实验研究所完成#分析测试样

品总计
#;%C

件,测试
'

K

)

DS

)

ZJ

)

*M

)

'M

)

'U

)

(S

)

+

K

)

\

)

63

)

*@

)

-I

)

(J

)

V

)

^

)

0I

)

D

)

WS

)

(8

)

)?

)

)I

)

Y

)

1

)

Z8

)

[

"

/

)

-7

"

/

)

*7/

等
"!

个元素及氧化物含

量,本次样品测试分析质量监控指标达到或优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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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化学普查规范&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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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保证了后期数据处理及异常图件的真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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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密度对比方法

%$!

!

不同密度成图方法

C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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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稀方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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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QH

"在原始点位平均
#;

孔"
QH

"的基

础上#采用均匀抽稀成图对比方法#结合成图效果

及对应的地质体信息的反映情况&下同'#删除由上

至下偶数行点位#保留奇数行点位和数据,

&

"

'

!

孔"
QH

" 在
=

孔"
QH

" 点位分布基础上对

每一行进行处理#从左至右删除偶数点位#逐行进

行相同处理,

&

%

'

"

孔"
QH

" 在
!

孔"
QH

" 点位分布基础上进

行抽稀#由上至下对偶数行和奇数行分别进行不同

处理#偶数行从左至右删除偶数点位#奇数行从左

至右删除奇数行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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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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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

.N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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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探专业版'均采用
"C$H]"C$H

离散数据网

格化#搜索半径为
#$$$H

,

"

孔"
QH

"采用
C$$H]

C$$H

网格化&同上'#搜索半径为
#C$$H

,

C5#5%

!

地球化学特征值统计

单元素异常圈定采用残积层样品分析数据#特

征值参数统计采用迭代剔除&

Pq%(

循环剔除'后

的算术平均值#其中异常下限值
)gPh"(

,本次

试验对不同采样密度的地球化学特征值分别统计

&表
#

'#再根据不同密度的异常下限实际采用值分

别成图,

C5#5!

!

成图方法

根据设计网度施工#实际平均采样密度为

#C5!

孔"
QH

"

#按平均
#;

孔"
QH

"原始密度测算#在

此基础上抽稀成不同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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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Q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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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孔"
QH

"

'进行成图对比研究,直接用异常下限值

#

)

"

)

!

倍勾绘异常外中内带#最终确定大王府+江山

铅锌金矿
#GC

万浅钻地球化学测量最佳采样密度,

%$"

!

地球化学参数对比

对大王府+江山矿床对应较好的同一矿致异

常进行地球化学参数统计&表
"

'#对不同密度下

'

K

)

'M

)

DS

异常的面积)异常强度)异常分带)异常

对矿体的反映情况等定量指标进行统计#讨论最适

宜的采样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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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县大王府"江山铅锌金矿各采样密度特征值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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