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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热泉子铜矿床物化探找矿效果

及综合找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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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海 孙德梅 白大明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 北京

  提 要 对小热泉子铜矿进行了一系列物探找矿方法的试验研究工作 其中包括 重力! 井

中充电激发极化法! 高精度磁测! 地2井方式激发极化法! 甚低频电磁法! 瞬变电磁法! 天然电磁

场测深! 可控源音频电磁法! 分布式被动源阵列电磁法及中间梯度激发极化法等∀ 仅钻孔原生晕

取得一定的地质效果∀

关键词 铜锌矿床 物化探 综合找矿模式 找矿效果

中图分类号 ° 1

 矿床地质特征

小热泉子铜 锌 矿处于哈萨克斯坦古洋板块之准噶尔微型板块与塔里木古陆板块对接

带北侧的哈尔里克2大南湖晚古生代陆缘弧带中∀矿区地层以下石炭统小热泉子组 ≤ ξ 及中

石炭统底坎尔组 ≤ δ 为主 前者为矿区的主要含矿层∀矿区内已知铜锌矿化 南北长约

东西宽约 1 ∀ 由 号! 号两个矿床 号矿点 号! 号矿化蚀变带组成∀

号矿床分布于矿区中部 是目前工作的主要对象 矿床规模已达中型 图 ∀ 含矿层

为下石炭统小热泉子组第一岩性段 岩性为火山凝灰岩及凝灰质碎屑沉积岩 矿床的矿石按

自然类型可分为氧化铜矿石! 次生富集带铜矿石和原生硫化物铜矿石∀ 氧化矿石矿物主要为

氯铜矿! 孔雀石和胆矾 褐铁矿! 黄钾铁矾 其次有硅孔雀石! 蓝铜矿 局部有自然铜∀ 非

金属矿物有石英! 绿泥石! 高岭土! 石膏及其它盐类矿物∀ 原生硫化物矿石中所见的金属矿

物为黄铜矿! 闪锌矿! 黄铁矿! 方铅矿! 毒砂! 磁黄铁矿! 黝铜矿! 斑铜矿! 辉铜矿! 磁铁

矿等∀ 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石英! 绿泥石! 碳酸盐! 绢云母! 萤石! 磷灰石! 石膏等 还有多

种稀散元素∀

小热泉子铜矿成矿作用复杂 加之矿区地形平坦 第四系覆盖及盐碱沉积广泛 致使许

多地质现象仅靠钻孔岩心观察∀ 不少专家! 学者和研究者到矿区考察或研究工作后 根据某

些地质现象 从不同侧面对矿床成因提出种种的认识 有的认为该矿床是与中酸性斑岩体或

潜火山斑岩体有关的斑岩型铜矿床 有的认为属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矿床 有的认为是火山

热液矿床∀ 随着普查工作的深入 地质现象的不断被揭露 在矿区工作时间较长的几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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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小热泉子铜矿区 号矿床地质图

据新疆地矿局 大队 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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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矿床的成因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如西安工程学院祁思敬教授认为该矿床的形成属火

山喷气沉积受改造矿床 成都理工学院徐新煌教授等认为小热泉子铜锌矿床为混合热液叠加

改造型层控矿床 新疆地矿局十一地质大队认为 火山热液 喷气 2沉积型叠加热液型�

我们根据矿床地质和地球化学! 地球物理特征及控矿因素的研究 认为该矿的形成经历了喷

气沉积2成岩成矿 混合热液叠加改造及表生氧化! 淋滤的次生富集等几个成矿期∀ 成矿物质

具多源性 但其主要来源是火山喷发∀这些特点与新疆阿舍勒式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矿床≈ 相

比 既有许多相似之处 又有差别∀ 因此 我们认为小热泉子铜 锌 矿床可能为火山 喷

气 热液沉积矿床∀

 矿区岩 矿 石的物性特征

211 密度特征

表 1  新疆小热泉子铜矿区地表岩 矿 石

密度 103
κγ μ

3 一览表

Ταβλε 1 Δ ενσιτιεσ οφ ροχκσ ορεσ φρομ τηε συρφαχε οφ τηε

Ξιαορεθυανζι χοπππερ ορε διστριχτ Ξινϕιανγ

岩  性 样品数 变化范围 均值

氧化矿石 1 ∗ 1 1
砂岩! 细砂岩! 粉砂岩 1 ∗ 1 1

凝灰质砂岩! 粉砂岩! 硅化

凝灰砂岩! 粉砂岩
1 ∗ 1 1

晶屑! 岩屑凝灰岩 1 ∗ 1 1
硅质岩 1 ∗ 1 1

安山 玢 岩 1 ∗ 1 1
石英钠长斑岩! 石英斑岩 1 ∗ 1 1

闪长玢岩! 闪长岩! 蚀变闪长岩 1 ∗ 1 1
细晶闪长岩! 辉长闪长玢岩 1 ∗ 1 1

花岗岩 1 1

  注 据新疆物探队资料整理统计

表 2 新疆小热泉子铜矿区钻孔中岩 矿 石

密度 103
κγ μ

3 测定统计表

Ταβλε 2 Στατιστιχσ οφ δενσιτιεσ οφ ροχκσ ορεσ φρομ δριλλ

ηολεσ οφ τηε Ξιαορεθυανζι χοππερ ορε διστριχτ Ξινϕιανγ

岩  性 样品数 变化范围 均值

矿石 1 ∗ 1 1
矿化岩石 1 ∗ 1 1

凝灰质砂岩! 粉砂岩

硅化! 角砾凝灰岩 晶屑!
岩屑凝灰岩 粉砂岩

1 ∗ 1 1

蚀变碱长流纹斑岩 1 ∗ 1 1

根据本组测定的密度结果和收集

新疆物化探队的资料 分别对地表!钻

孔的不同岩性分类 统计了矿区地表

及钻孔岩 矿 石的密度参数值 见

表 表 ∀

由表 ! 表 可见 小热泉子矿

区 矿石的密度平均值为 1 ≅

矿化岩石的密度平均值为

1 ≅ 各类岩石 围岩 的

密度平均值为 1 ≅ ∀所以

在矿区的矿石! 矿化岩石与围岩的密

度差可达 1 ∗ 1 ≅ 当

矿体和矿化岩石具一定规模时可引起

明显的重力异常∀

212 磁性特征

对 矿 区 的 ! !

孔采集的岩矿石标本进行高

精度磁性测定 统计结果见表 ∀

据表 可见 在小热泉子矿区 各

类岩石 围岩 的磁性微弱 仅能引

起平稳的正常场背景值 而矿石和矿

化岩石的磁性较强 可引起弱的局部

磁异常 给高精度磁测提供了有利的

矿  床  地  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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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前提条件∀
表 3 新疆小热泉子铜矿区 ΖΚ701! ΖΚ1104! ΖΚ1201 孔岩 矿 石磁性 密度统计表

Ταβλε 3 Μαγνετισμ ανδ δενσιτιεσ οφ ροχκσ ορεσ φρομ ΖΚ701 ΖΚ1104 ανδ ΖΚ1201 δριλληολεσ οφ

τηε Ξιαορεθυανζι χοππερ ορε διστριχτ Ξινϕιανγ

岩  性 样品数
磁化率 Π ≥ 剩磁 密度

变化范围 均值 变化范围 均值 变化范围 均值

矿石 1 ∗ 1 1 1 ∗ 1 1 1 ∗ 1 1

矿化岩石 1 ∗ 1 1 1 ∗ 1 1 1 ∗ 1 1

硅化! 角砾凝灰岩 细火山灰凝灰岩 1 ∗ 1 1 1 ∗ 1 1 1 ∗ 1 1

蚀变斑岩 1 ∗ 1 1 1 ∗ 1 1 1 ∗ 1 1

  注 岩 矿 石磁性由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古地磁实验室测定 测定者 侯国良

213 电性特征及地电条件分析

对矿区部分钻孔岩心分段取样进行极化率测定 见表 ∀

表 4 小热泉子铜矿区钻孔岩心极化率测定结果统计

Ταβλε 4 Πολαριζαβιλιτιεσ οφ χορεσ φρομ δριλληολεσ οφ

τηε Ξιαορεθυανζι χοππερ ορε διστριχτ

岩 矿 石名称
测定

块数

极化率值 Γ

变化范围 平均值

浸染状! 细脉状! 团块状铜锌矿石 1 ∗ 1 1

星点状硫化物凝灰岩 矿化岩石 1 ∗ 1 1

褐铁矿化! 绿泥石化含铜锌凝灰岩

矿化岩石
1 ∗ 1 1

含碳沉凝灰岩 1 ∗ 1 1

沉凝灰岩 1 ∗ 1 1

蚀变碱长流纹斑岩 1 ∗ 1 1

由表 可知 含铜锌矿石具有较

高的极化率 极化率平均值为 1

而围岩的极化率值 它们之间存

在明显的差异∀ 碳化的岩石 极化率

值偏高 但碳化在矿区并不发育∀ 因

此 充分利用极化率这个参数 在矿

区开展电法工作 有可能取得好的找

矿效果∀

根据地2井激发极化法和激发

极 化法测井工作 了解了矿区岩

矿 石的电阻率和极化率的变化特

征∀ 矿石! 矿化岩石一般为低阻! 高极化 一般视电阻率 Θ 8 1 视极化率 Γ 值

一般均在 以上 围岩的视电阻率值一般均在 8 1 以上 视极化率小于 ∀因此 极

化率值仍显示出较好的找矿效果 一般视极化率值 Γ 均有矿化显示 且随 Γ 值的增

高 矿体的品位愈高 而电阻率的影响因素较多 变化比较复杂∀

矿区所属的吐哈盆地及其南缘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为我国著名的高温! 干旱荒漠区

年降水量仅 1 ∗ 1 而蒸发量为降水量的 倍以上∀此外 由于夏季酷暑! 冬季严寒

四季多风沙 致使毛细作用很强 在地表形成高阻与低阻的 / 双层0 结构∀ 上层为 1 ∗ 的

风成沙 使得供电电极 和测量电极 的接地电阻很大 一般约 ∗ 8 局部可达

∗ 8 ∀ 下层为 1 ∗ 厚的盐碱层 电阻率较低 形成地面直流电法的 / 屏敝层0∀ 因此

这种地表地层的 / 双层0 结构 大大影响了常规直流电法在地表的测量效果∀

 几种主要物探方法的找矿效果

在小热泉子铜 锌 矿区开展了多种找矿方法的试验 虽然有的方法在其他类似矿床上

取得了好的效果≈ ∗ 而在本矿区由于地质! 地球物理条件的差异 仅有以下 种物探方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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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明显的找矿效果∀

311 高精度重力测量

在区域地质图上 矿区处于阿奇克库都克以北断裂的转折部位 其区域重力场表现为重

力梯级带的转向或弯曲处∀ 在矿区通过高精度重力测量结果获得极其明显的剩余重力异常

图 异常范围近 幅值达 1 ≅ 分布在矿区的主要含矿层下石炭统小热

泉子组的第一岩性段∀ 在 号矿床的剩余重力异常区已打 余个钻孔 孔孔见矿 有的见矿

厚达 以上 或者全孔矿化及多层矿体∀ 根据对重力异常进行正! 反演计算结果表明 已

有钻孔控制的矿体! 矿化岩石是引起该重力异常的主要因素 同时还有剩余异常 推测在深

部或已有钻孔的旁侧还存在较大规模的矿体和矿化体 有待进一步验证∀

图  小热泉子铜矿 号矿床剩余重力异常及充电激发极化法极化率异常等值线平面图

) 剩余重力异常等值线 ) 极化率异常等值线 ) 已完工钻工 ) 设计钻孔

ƒ ≤ ∏ ∏ √

÷ ∏

) ≤ ∏ ∏ √ ) ≤ ∏

) ≤ ) ⁄

312 井中充电激发极化法

由于小热泉子矿区地处干旱戈壁区 气候干燥 无水系! 无植被 地表岩石强烈风化 多

矿  床  地  质 年

 
 

 

 
 

 
 

 



为砂质层 盐碱壳覆盖广泛∀ 在本区开展直流电法 如视电阻率法! 直流激发极化法等 不

仅接地条件极差 供电困难 而且由于电极极化效应致使电场产生畸变也影响观测效果∀ 总

之 地面直流电法的应用效果均不太好∀ 为此 我们在矿区开展了井中充电激发极化法的试

验 测量结果显示出高极化率异常和低电阻率异常与矿体! 矿化岩石关系密切 且极化率异

常与金属硫化物的富集程度呈正相关 图 ∀ 如在 ! 孔附近的高极化率异常

均由多层硫化物富矿体! 矿体和矿化岩石引起∀ 在 号矿床的北部出现规模大! 强度高的极

化率异常带 经几个钻孔验证 孔孔见矿∀ 这些都说明 井中充电激发极化法减弱了风沙层!

盐碱壳盖层对直流电法的影响 充分发挥了激发极化法寻找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的独特作用∀

313 高精度磁法

在区域磁场中 小热泉子铜矿区处于低缓正! 负磁场的交接部位 且大部分处于负磁场

中∀ 根据矿区 高精度磁测工作成果 可将磁异常分为 类 第一类异常是在主要含矿

层下石炭小热泉子组第一岩性段出现的弱磁异常 其强度值在 × 左右 磁异常的分布范

围与剩余重力异常基本一致 这类磁异常主要是由铜锌矿体和矿化岩石中的磁黄铁矿! 磁性

矿物富集引起 第二类异常是属于平稳的正常背景场 磁异常强度值 × 主要出现在下

石炭统小热泉子组没有矿化的火山凝灰岩! 凝灰质砂岩分布区 第三类异常是属于异常强度

值 × 的高磁异常带 主要出现在中石炭统底坎尔地层! 断裂构造带及岩浆岩分布地段∀

据此可以看出 在小热泉子矿区采用高精度磁测 不但可以划分地层界线! 区分岩性段! 识

别构造蚀变带! 圈定岩体! 进行地质填图外 还可配合重力资料的解释 用于直接找矿∀

 综合找矿模式

小热泉子铜 锌 矿床位于觉罗塔格2大南湖晚古生代岛弧带 为古陆边缘构造岩浆

活动带∀ 矿床与火山机构! 火山洼地有密切联系∀ 矿床产于下石炭统小热泉子组 火山凝灰

岩是重要的赋矿岩石∀

矿床围岩蚀变较强烈 与矿有关的主要是绿泥石化! 硅化! 褐铁矿化! 黄钾铁矾化

及碳酸盐化∀ 蚀变分带从外向内为绿泥石化ψ 红化 硅化! 褐铁矿化 ψ 黄化 黄钾铁矾

化 ψ 绿化 氯铜矿! 孔雀石 ψ 黑化 黑铜矿及铁铜矾类矿物 ∀ 根据这种蚀变分带规律

有利于发现和追索矿体∀

区域重力场的梯度带! 航磁的低值带以及铜含量高背景区中的 ≤∏! ! ° ! ≤ 组

合异常是寻找该矿的重要区域物化探异常标志∀

高极化率 Γ ! 低阻 Θ 8 1 的电异常和明显的甚低频电磁异常的组

合异常 是追踪构造破碎带及地表氧化矿的物探异常标志∀

激发极化法测井! 地2井方式激电测量! 天然电磁场测深! 瞬变电磁法和分布式阵列

电磁法异常对物探资料的综合解释! 预测隐伏矿体和解决有关的地质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高重力异常 ∃ γ 剩 ≅ ! 弱磁异常 ∃Τ ∗ × 以及明显的井中

充电激发极化法异常 视极化率 Γ ! 视电阻率 Θ 8 1 是发现和圈定深部原生硫

化矿体的直接标志和重要的找矿线索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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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小热泉子铜矿 号矿床综合找矿模式图

) 下石炭统小热泉子组 ) 矿化体 ) 矿体

ƒ 2 ÷ ∏

) ≤ ∏ ÷ ∏ 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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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ΦΦΕΧΤΣ ΟΦ Γ ΕΟΠΗΨΣΙΧΑΛ ΑΝΔ Γ ΕΟΧΗΕΜΙΧΑΛ ΕΞΠΛΟΡ Α−

ΤΙΟΝ ΙΝ ΤΗΕ ΞΙΑΟΡ ΕΘΥΑΝΖΙ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ΑΝΔ

ΤΗΕ ΙΝΤΕΓ Ρ ΑΤΕΔ ΟΡ Ε −ΠΡ ΟΣΠΕΧΤΙΝΓ ΜΟΔΕΛ

∏ ∏ ≥∏ ⁄ ⁄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ΜινεραλΔ εποσιτσ Χηινεσε Αχαδ εμ ψ οφ Γεολογ ιχαλΣχιενχεσ Βειϕινγ  

Κεψ ωορδσ ¬

2 2

Αβστραχτ

× ÷ ∏ 2 √ 2 2

2 2

∏ ∏ √ / 2 2 2

0 ° 2 √ 2

∏ × ∏ ∏ ∏ ≤ ∏

÷ ∏ ƒ × 2 ÷ ∏

∏ × √ 2

∏ √

√ √ ∏ ≤∏ ° ≤

∏ ∏ ∏ 2

√

√ ∏ √ ∏ 2

2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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