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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气测量法是地球内部深穿透勘探方法之一，于上世纪80年代初由瑞典科学家提出，理论基础是地球内部普遍存在地气

流，这些呈微气泡形式垂直上升的地气流在从地下深部向地表迁移的过程中，吸附矿体（或矿化带）及围岩的纳米级微粒并

携带至地壳浅部或地表，引起特定元素的异常，根据异常元素的含量及种类，可以判断是否有隐伏矿体，推测隐伏矿体的种

类及成因，而且，根据异常程度的不同，可估计矿体品位的差异。地气测量法除了用于探测隐伏矿体以外，对隐伏断裂、石

油、天然气、岩石类型、地质体的埋深等也有较好的指示作用（伍宗华等，1996；杨菁菁等，2000；郭伟等，2007）。二十

多年来，我国许多地质学家（伍宗华等，1996；童纯菡等，1999；王学求等，1995；刘应汉等；1995；武强等，2003）对地

气测量开展了较多的研究工作，对地气法的采样、分析等方面加以了改进，进一步验证了地气测量法的可行性，使其愈加成

熟，地气测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气候、水分、土壤pH值与Eh值等影响，但总体具有探测深度大、信息量丰富、应用范

围广泛等优点（曹建劲，2001；2009）。 

云、贵、川、桂四省广泛分布的晚古生代峨眉山玄武岩，是现今国际学术界较为认同的峨眉地幔热柱成因的大火成岩省

（胡瑞忠等，2005）。在贵州西部出露于兴义—安顺—清镇—毕节一带的玄武岩，岩石组合有拉斑玄武岩、斜玄武岩、玻璃

质玄武岩、玄武质火山碎屑岩等。地幔柱的成矿作用使该地区成为重要的成矿区，就矿床成因类型来说，有火山热液型矿床、

风化淋滤型矿床和沉积矿床等（王富东等，2009）；就矿床种类来说，有铜矿、铅锌矿、铁矿和铝土矿（刘平，2010）等。 

丙坝铜矿床位于贵州省西部，安顺市关岭县岗乌镇丙坝村北西方向数公里，仅有小路到达矿区，交通十分不便，地质勘

探工作开展较少，还未有较大规模的开采。矿区分布在峨眉山大火成岩省范围内，位于扬子地台西南缘与华南褶皱系的交接

带及黔北台隆和黔南台陷之间（王富东等，2009；黄艳，2006）。该矿床的物质来源与地幔柱有关。除铜矿外，矿区周边还

分布有煤矿和铁矿。 

据黄艳（2006）、王富东等（2009）的资料，关岭丙坝铜矿床出露有茅口组、峨眉山玄武岩组和龙潭组。茅口组灰岩主

要是灰白色石灰岩，隐晶质，致密块状构造，含有少量铁锰氧化物，是矿区的主要岩石类型之一；峨眉山玄武岩组主要为绿

色隐晶质致密块状玄武岩，见少量杏仁状和气孔状玄武岩；龙潭组主要为砂岩、粉砂岩、炭质页岩等，含有较多的煤。矿体

主要赋存于峨眉山玄武

岩组底部与下覆茅口组

灰岩之间的不整合接触

面上，属于与玄武岩有关

的风化淋滤型铜矿，矿石

矿物主要为黄铜矿、斑铜

矿、辉铜矿、蓝铜矿，少

量孔雀石和自然铜等。 

隐伏矿体的产状受

不整合接触面控制，顺层

产出，透镜状，呈东西走

向（图 1）。笔者采用地

气测量法的动态方法采样

（王学求等，1995），用 GPS 定位。在垂直岩层的南北走向上布置 5 条测线，相邻测线之间相隔 200m，测线上每个相邻点

之间间隔 20 m，每个点分别采集 3 次，保证每个点搜集的气体总体积为 18 L，超纯水 15 ml，最后通过 ICP-MS、ICP-OES

和 AFC 对采集的水样进行 Cu、Fe、Ti、As、Ni、Zn、Sb、Ag、Hg、Nb 这 10 种元素的测试，现列出部分元素及空白样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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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岭丙坝铜矿床剖面图（据王富东等，2009） 

 

 
 

 

 
 

 
 

 

mailto:eescjj@mail.sysu.edu.cn,Tel


642                                          矿   床   地   质                                     2010 年 

 

量图（图 2）。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3 点规律，即： 

（1）四种元素的含量变化趋势总体较为一致，均出现正异常，Cu、Sb 和 Fe 大部分异常明显，Zn 在编号 7、31、32、

43 样品中异常明显，尤其是在编号 32 的样品中。 

（2）Fe 的含量变化相对较小，总体趋势较稳定，Cu、Sb 和 Zn 变化幅度较大。 

（3）在编号 30～40 的样品中，Cu、Sb 和 Zn 均出现极高值，Fe 出现次高值；在编号 5～17 的样品中，除 Fe 出现极高

值以外，均出现次高值。 

从上述 3 点规律可得出以下结论，即： 

（1）Cu 表现出正异常，Zn、Sb、Fe 这三种亲铜成矿元素也表现正异常，尤其在编号 30～35 的样品中，Zn 的含量超

过平均含量一个数量级，所以研究区存在 Cu 及其相关元素的富集，可基本确定有矿体的存在。 

（2）Fe 与 Cu 有较明显伴生关系且含量较高，结合矿区矿石矿物类型推测，高含量的 Fe 可能主要来源于黄铁矿，较稳

定的总体变化趋势指示黄铁矿存在较普遍。 

（3）在 Cu 出现极高值或次高值的样品中，亲铜成矿元素 Zn、Sb、Fe 也出现极高值或次高值，表现出强相关性，结合

结论（1），进一步确定矿体的存在。 

 

 

图 2  部分地气样及空白样元素含量图 
（注：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物化探研究所测试中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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