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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深部矿体定位预测

) ) ) 以山东夏甸金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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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夏甸金矿位于胶东招平断裂带中段 ∀该地区不同时代多种典型构造动力机制交互叠置 构造岩复

杂多样 岩浆活动发育 矿产丰富 ∀运用复合成矿系统思想对该地区进行矿体定位预测 取得了初步成效 复

合成矿系统的思想是翟裕生 根据大宝山 !铜官山等成矿实例提出 并认为不同时代成矿系列间的叠加

复合是造成多成因矿床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多构造旋回区 这种成矿系列复合现象有更多的表现 可以作为

区域成矿分析和成矿预测的一个重要思路 ∀将复合成矿系统定义为 在一定的成矿区带中 在不同地质时期

形成的成矿系列间存在着复合关系 较晚生成的往往重叠复合在较早生成的成矿系列之上 或对早期的成矿

系列加以继承或改造 造成复杂的成矿现象 翟裕生等 ∀后来有许多学者 陈毓川

李思田 翟裕生 於崇文 在大厂 !白牛厂 !白云鄂博等地运用复合成矿系统进行更深入性地

研究 ∀复合成矿系统的基本思想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关联性 !深入性和综合性 ∀关联性是指不同学科的结

合 如可从岩石剩磁矢量角度进行成矿预测 夏甸金矿位于两侧地质体剩磁方向相垂直的位置 ∀深入性是

加大对成矿条件的研究力度 如在成矿热源中除岩浆热外 还可考究放射性热能对金矿床的控制和预测 ∀综

合性主要是指全方位进行成矿预测 建立矿体深部预测标志系统 即背景标志 构造应力场 !地球化学场和地

球物理场 模式标志 包括脉岩 !蚀变 !标型矿物等 和定位标志 ∀

山东夏甸金矿的定位标志主要包括 ≠ 控矿构造层次 夏甸金矿标高位于 ∗ 介于表部与

浅部控矿构造层次之间 主要鉴别标志是在该高度段零星出露韧性糜棱岩 矿带 矿田 矿床 矿体分级定

位清楚 ≈ 原生晕分带 该矿包括头 !主 !尾三晕的整个矿体长度为 加上地表 ∗ 矿化

区 共为 按此长度规律下推 ∗ 为矿化区 则 ∗ 高度段应为深部第二个大

的隐伏矿体部位 … 断面变化规律 从 ∗ 为矿体产状变缓处 矿化明显减弱 而 ∗ 矿体

产状陡倾 矿化好 ∗ 矿体产状又明显变缓 ∀推测 ∗ 为断面产状变缓处 而

∗ 高度段应出现陡倾的隐伏矿段 矿体等距性 夏甸金矿由多个小矿体按等间距排列组成 ∀

标高 ∗ 之间构成第一成矿段 标高 ∗ 之间构成第二成矿段 标高

∗ 之间构成第三成矿段 以此类推 标高 ∗ 之间应有第四成矿段 矿

体侧伏规律 从 ∗ 矿体具明显侧伏规律 矿脉总体向 ∞向侧伏 侧伏角 β ∀按此侧伏产状

矿体在顶部延长方向以 线 ∗ 线为主 在 ∗ 标高之间向 ∞向平移 从 线至

线 ∀

按上述定位规律 将深部隐伏矿体横向定位在 ∗ 标高之间 矿体侧伏将矿体纵向定位在

线 ∗ 线之间 ∀经施工和钻探验证 已探明黄金储量 深部隐伏矿量 使原中型夏甸

金矿一跃变为大型金矿山 可新增利税 亿元 延长矿山服务年限 年 ∀近期在山东招远 平度断裂两侧上

庄和 ∂ 支脉等地的找矿工作已有突破性进展 ∀现在夏甸金矿及其外围已作为产 !学 !研联合基地 以期探

明更多金矿储量并检验和充实复合成矿系统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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