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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谈矿产地质工作

地质填图篇（!）

地质填图篇共有#!节，第一节矿产地质填图特点与意义及第二节地形图已在上期发表，本期内容为第

三节典型的地质剖面及第四节地质观察点，第五节地质界线连接及第六节地质环境与找矿将在下期发表。

第三节 典型的地质剖面

这里说的典型地质剖面是指矿区或探矿权登记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地质剖面。它要较全面地反映工作

地区的地层层序、构造形态、岩浆活动以及矿体产出分布的特点。在矿产地质勘查中，选定典型的地质剖面

是矿区地质填图实施之前必须进行的重要工作之一。虽然矿区地质填图总体上要按有关规范执行，但在具

体填图单元划分和确定上，却要依据野外实际地质情况而定，如在寻找矽卡岩型矿床的地质填图中，岩体单

元、超单元或侵入期、次以及岩相带的划分；沉积围岩的岩性组合或岩性段的确定；接触带上蚀变带或矿化带

的分带原则及其划分等等。这些填图单元的划分与确定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依据典型地质剖面的资料，并

经过一定综合研究后确定的，一旦上述填图单元确定后，将成为填图工作的统一标准，同时也是检查和衡量

填图质量的重要依据之一。虽然随着工作进展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加深，可能对已划定的填图单元有所增

加或减少，但总体的格局在典型剖面就已确立了。以往有些矿区在地质填图前，没有下功夫选择典型剖面，

而草率地确定了填图单元，以致该细分的没有细分；该重点突出的没有突出，填出的图毫无新意，有的#78万

的地质图几乎就是#7!"万的放大，从而失去了工作意义。有的矿区工作范围较大，需进行分组填图；有的矿

区因工作时间较长，不同填图组先后工作，在此往往由于填图单元的确定草率、不统一，造成各吹各的号、各

唱各的调，产生前后不一致、相互不衔接等不协调现象。因此，在矿区地质填图之前必须慎重确定填图单元，

认真研究典型剖面。

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通常应该注意剖面位置的选择、剖面的野外测制和剖面综合研究等5个环节。

（#）选好剖面位置 剖面选择前必须对矿区或探矿权登记范围进行认真全面踏勘，在这个过程中不但

要熟悉地形地势和地物标志，而且要了解工作地区的地质构造概况以及成矿的基本特点。只有在地形与地

质二个先决条件都胸有成竹的情况下，确定正确的剖面线位置才有保证。剖面位置应贯通工作区地质构造

和矿化产出分布的主体部位，将其最基本的特征反映出来。一般情况下，选定一条剖面位置即可，而在地质

构造和矿化类型较复杂的情况下，可考虑选择!条或多条剖面，分别而有侧重地反映不同内容。

（!）剖面野外测制 按规范要求，典型剖面的比例尺要比地质填图的比例尺大，大多少主要决定于工作

区地质构造与矿化类型的复杂程度。如在寻找沉积型铁矿、铝土矿时一般剖面比例尺比填图比例尺大一倍，

即填#7!"""地质图，测#7#"""的剖面。在寻找矽卡岩型或岩浆型有色金属矿床时，由于矿床类型的复杂

性，其剖面比例尺要比填图比例尺大几倍，通常填#7#"""地质图，测#78""甚至#7!8"比例尺的地质剖面。

在预查或普查阶段，典型剖面多以罗盘定方向，测绳量距离，但由于用盘罗定方向、量坡度时误差的积累，使

剖面线水平投影长度与在地形图上的剖面长度往往相差较大。为了消除这种误差，提高剖面精度，目前在野

外作业时常用913，每百米校正一次，效果相当好。在普查后期和详查阶段，典型剖面多采用仪器测量，事

先应将填图单元界线和工程位置予以标志，以供地形测量时标定。在测地质剖面过程中，不要将观察范围只

局限在剖面线经过的地方，而忽视其周围横向上的变化；在剖面分层中应重视细节的变化及与前后或上下的

对比，力求精细。有时因为工作不认真或怕麻烦，一带而过，简单从事，结果造成综合对比和划分上的困难。

在此还要特别强调，要勤打标本，尤其是在野外对无法一时定名或从未见过的岩石，一定要采集代表性标本

和测试样品，以便分析鉴定后统一命名，否则张三叫一种名称，李四也定一个学名，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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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综合整理分析 在剖面综合整理中首先要将剖面图整理出来。在编制剖面图中要注意"个问

题：一是剖面线投影问题。在野外测剖面时，由于地形或覆盖层影响，难以使剖面线自始至终保持固定方向，

往往要平移或改变方向，于是在编制剖面图时要将所测剖面投影到同一方向的剖面上。但是进行投影是有

条件的，在沉积岩出露地区，地层产状稳定，进行投影处理，以求剖面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而在岩体特别是小

岩体出露区，进行投影处理未必合适，因为投影后经常会出现“无中生有”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投

影，而是连续分段表示，标出各段走向，既明确又真实。二是地层、接触带等产状表示问题。现在很多人将野

外测量的产状直接往剖面上表示。这种做法不完全正确，只有当地层产状与剖面线方向垂直时或相差不大

于#$%时，可以直接标示，若大于#$%，则要经过换算，换算方法可见野外纪录本附页。

剖面综合整理不仅仅是将野外资料整理出来，形成一张剖面图，更主要的是在剖面综合分析研究基础

上，进行填图单元的划分与确定。填图单元划分一定要在围绕矿产寻找的主题上，特别要考虑成矿特点和赋

矿条件，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性质的地质填图。例如在区域地质填图中，对于沉积地层一般以沉积韵律或沉积

旋回将砂岩、页岩与灰岩划分为一个填图单元，而在矿区地质填图中，通常要将灰岩／砂岩与页岩分开，分别

作"个填图单元，因为在成矿作用与赋矿条件上，灰岩／砂岩与页岩往往起着不同的作用。当要寻找与岩浆

活动有关的矿床时，就要依据岩浆岩相带与成矿的时空关系来划分填图单元，而不是像区域地质填图那样将

岩体，特别是小岩体作为一个填图单元把它圈定起来即可。必须强调的是，在剖面综合研究过程中，一定要

配合岩矿鉴定与部分样品的测试工作 ，尤其是对矿化带及其接触围岩的岩、矿石鉴定工作要做好。若有条

件，填图人员应亲自看光、薄片，将野外与室内、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使地质填图工作建立在较高的技术起

点上，为该区的地质找矿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说到这儿不禁想起上世纪&$年代中期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位老乡拿着一块矿石标本到’#(队报矿，

说是在现今金川附近的地里找到的。当时队上技术负责宋叔和、陈鑫等人看后产生了"个疑问：! 这块矿

石标本含铜是无疑的，但其中的另一种古铜色矿物是什么呢？" 在该区普查时没有见过这类矿石，它与什

么岩性有关呢？当时的地质工作条件较差，各省还未建立起实验室，标本无专人鉴定，于是陈鑫翻阅了大量

的参考书，经过比照最后认定古铜色矿物是镍黄铁矿，这块标本则是铜镍矿石。同时宋叔和决定在北边有岩

体出露的地区开展地质填图工作，通过进一步工作，最后将这块铜镍矿石标本与出露不足$)!*+"的基性岩

联系起来，找到了我国最大的金川铜镍硫化物矿床。现在虽然技术进步了，测试条件也改善了，但一些人在

野外见到不认识或不太熟悉的岩、矿石却不认真思考，而是简单地采集几块标本，送到实验室，进行镜下薄片

鉴定或电子探针测定，然后将鉴定结果往剖面上一放了之。这样做的结果，往往由于缺乏综合研究而将个别

的或局部的脉岩、构造岩等误认为是填图单元的主要岩性，出现误差或错误，也失去了找到矿的机会。这些

活生生的事实告诫我们，在野外填图时一定要加强综合研究。

第四节 地质观察点

地质填图工作是通过一个一个的地质观察点来实现的。关于地质观察点的密度在地质规范中有明文规

定，如进行#,#$$$$的地质填图，其线距为#$$+，点距为#$+。但是在填图中观察点密度时，往往受地形、

地面覆盖程度与地质体稳定性等因素的限制。在出露较好的地区，可以按照规定标准执行，而在覆盖严重的

地区就很难做到，在地质构造简单且地层厚度稳定的情况下似乎可放大线距与点距，灵活一些。规范的规定

是为了保证地质填图质量而采用的一项措施和检查标准，它是基于“以一定规则的网点对不规则的形体进行

控制，使其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形体”的原理而制定的。因此，在填图中要理解规定的目的性及其原理，并根

据工作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应用，不要生搬硬套。事实上，按规定的要求，一定间距定一个地质观察点，其结

果未必能填出反映真实情况的地质图。

在矿区地质填图中，观察点的数量对保证填图质量固然很重要，若是没有足够的地质观察点控制，怎能

让人信服地质体的形态及其空间分布，然而，光有观察点数量而缺少质量也达不到填图的目的。所谓具有地

质意义的观察点，简单说就是指所规定的填图单元之间的界线，如构造不整合面、矿体与蚀变带分界线、地层

各单元间接触界面、岩体边界及其各个岩相带界线，以及具有成因意义的地质现象的观察点。寻找这些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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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分界部位不是一件伸手即得的事情，往往要用勤快的双腿和灵敏的头脑才能捕捉到。而一旦捕捉到，

就应继续追索下去，以便掌握不同填图单元外部空间变化情况，同时在填图单元内部还要进行垂直穿越，布

置适量观察点，控制填图单元内部的细节变化。这样既可达到规范的要求，又可做到地质观察点在数量与质

量上的统一，将矿区地质构造面貌反映出来。

在矿区地质填图中，矿体露头或矿化现象与标志是重点之一，而它们并不总是十分明显、直观的，通常是

断断续续，或明或暗地出现，特别是在寻找与岩浆活动有关的内生矿产时，很难被发现，容易被忽视或遗漏。

因此，在地质填图中应认真观察，即使有的矿体露头或矿化现象规模极小、分布分散，也不要放过。要做到这

一点，最简单方法就是每见一处矿体露头或矿化现象与标志，都要进行地质观察、定点，将其产出位置与分布

范围如实地圈定出来，并反映在地质图上。若其面积太小，在相应地质图上不足!""时，亦可有限夸大表

示之。以便在室内综合整理中通过这些与成矿有关的蛛丝马迹，结合工作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征进行分析，进

而阐明该区成矿作用的分布规律，为进一步找矿指出方向。

地质观察点的工作是矿区地质填图中的基础性工作，其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方面：

（!）观察点定位、编号 过去是靠罗盘对着地形或地物标志交汇来确定地质观察点的地理位置，只有在

详查或勘探阶段才使用仪器测定。现在普遍采用$%&仪器，可直接确定地质观察点的坐标，比以前用罗盘

或经纬仪定位简便、准确，大大提高了填图的质量与速度。在使用$%&时应注意地形图上高程系统要与

$%&高程系统保持一致，此外，$%&的高程数据往往受外界因素影响，仅供参考。当观察点定位后，应在野

外将其编号标注在图的右侧。观测点编号要统一、简要。

（’）观察点观察 观察地质特征要细致，对不同地质体如沉积地层、岩体、矿化现象等要有所侧重；观察

的内容应尽量全面周到，特别是对一些细微的特征要认真观察，因为细微的特征往往能反映出成因的重要信

息，但它又很容易被人忽视而遗漏。观察范围要扩大到观察点的周边，不要仅局限在观察点上，以便阐述其

纵横变化。

（(）地质体产状测量 包括倾向与倾角。由于近年来的高校野外教学实习减少，使学生对产状测量十

分生疏。实际上很简单，首先找出层面，然后面对层面，将罗盘的“)”对着自己，这时罗盘的北针指向就是岩

层的倾向，口诀为“北朝自己量北针”。测完倾向后把罗盘旋转*+,，将罗盘长边贴在岩层面上，调整罗盘中

长水泡使它居中，这时方向盘所指的度数就是岩层倾角。

（#）观察点记录 这是观察点工作的综合，并将地质观察点位置、地质特征、地质体的产状等简明扼要地

记录在野外记录本中。对特殊的地质现象应拍照或现场素描，拍照时用小尺子或笔、硬币放在对象旁边，以

示比例尺；素描可附在野外记录本中，但要定好比例尺，并注明方向。要记录采集的样品与标本的位置、岩性

特征及样品和标本的用途。拍摄的照片也要编号，并做简要说明和记录，以便查找。

这#个方面的工作都必须在野外现场完成后方能进入下一个地质观察点工作。否则就会因为某一个方

面工作的不完整或者不到位而发生错误。曾有人在某矿区地质填图中不做现场记录，而将地质观测点的

$%&数据以及所见到的地质现象通过现场口述的方式用录音机录下，地质现象用照相机或录相机拍下，试

图回到室内再进行投点、笔录和圈定地质界线，这种工作方法创意不错，工作效率也高，但由于野外录相和录

音资料极易搞混，回到室内后发觉这些先进的影像资料衔接不上，根本无法反映野外实况，特别是不能判断

地质界线定在哪里，导致无法填图，最终前功尽弃，只好重新返工。因此，在地质填图中应该在野外现场实施

的工作就在野外完成，要在室内综合整理中完成的就在室内做好，不要无故地混淆与更动野外与室内工作的

内涵。地质工作老前辈黄汲清院士在他的地质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的榜样，他在野外地质填图中身体

力行，深追考研，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他的野外笔记本字迹清楚、整洁，图文并茂，似如印刷版面。数十年

后人们看他对每个地质观察点的野外记录，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真令人佩服。这样的野外记录本是黄汲清先

生深厚的野外工作基本功和崇高的敬业精神的体现，应为后人学习的范本，遗撼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

命中，黄汲清院士的大部分野外记录被军代表以战备疏散为名，一把火烧光了！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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