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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谈矿产地质工作

矿产资源评价篇（9）

“矿产资源评价篇”共有8节，第一节资源评价工作的基本内容和第二节矿产资源宏观评价已全部刊登

在我刊!"#9年各期中。从本期开始，将陆续刊登第三节矿区勘查阶段及其评价，此节包括预查矿区评价、普

查矿区评价、详查矿区评价和勘探矿区评价。第一部分预查矿区评价将分!次刊登。

第三节 矿区勘查阶段及其评价

# 预查矿区评价

矿产预查工作是矿产勘查的起步工作。在策划开展矿产预查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找什么矿、到那儿去

找矿的问题。找什么矿的问题过去是由领导下达指令决定的，如要大炼钢铁，全民就上山找铁矿。现在找什

么矿主要由市场决定，市场不需要的矿产，勘查再多也无意义，并且将会造成资金积压。因此，到什么地方找

矿成为承担预查任务的主创人员十分纠结的问题。在茫茫大地上到那儿去找矿呢？几十年来的工作表明，

要在一个地区开展预查工作，该地区必须具备有利于某种矿种的成矿地质条件及其有关的成矿标志，否则预

查工作难以见效。例如要找铬铁矿，在一个没有超镁铁质岩体产出，也没超镁铁质岩生成的地质条件的地

区，怎么找矿？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在没有成矿地质条件及其有关的成矿标志的情况下也找不到矿。

!<! 预查地区选择应从多方位切入

预查地区选择必须实事求地依据当地地质构造特点，灵活地应用现代地质科学理论和／或各种物化探异

常，经过较为周全的科学论证后方可执行。由于预查工作是矿产勘查的初始工作，各种地质问题都不十分明

朗，工作条件也都不十分完备，因此切入的角度往往是多方位的。例如有的从群众报矿、区调中发现的矿化

点和古代采矿遗址切入，有的从区域成矿规律研究中所圈定的成矿远景区切入，也有从该区物、化探异常切

入。从历史上看，在!"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以群众报矿和古代采矿遗址如老洞、古炼场等做为切入点，到八

九十年代切入点逐渐过渡到物、化探异常，特别是以磁异常最为常见，本世纪以来由于经验的积累和综合研

究水平的提高，成矿远景区又受人青睐。但是，选择预查地区，不管从那一方面切入，预查主创人员都应起主

导作用，绝不能以行政命令行事，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口号去蛮干很可笑，试问地质成矿条件能创造吗？

而起主导作用的主创人员必须是熟悉某地区地质构造演化历史、谙知该地区以往的勘查资讯、了解工作地区

风土民情的地质人员。成功的经验表明，预查地区能否选准，选准后能否做出正确的评价就要看主创团队人

员的智慧与勇气，而这种智慧与勇气并非来自一时灵感，而是他们内在底蕴的发力，也就是在于他们平时对

区域地质资料积累和研究的程度，对近代矿床学与勘查学等理论了解与诠释的深度，以及对区域内自然条件

与社会经济等知情和掌握的广度。所以，预查阶段的选区是对地质人员素质的考核，同时也是发挥地质人员

聪明才智的绝好场所。

矿产预查工作是探索性的工作。它主要是对野外实际情况进行重点的地质路线调查，必要时采用有针

对性的物探、化探勘查手段和极少量的地表山地工程揭露，然后通过与类似或典型的己知矿床类型进行类

比，并从中对该预查地区做出判断与预测，以便提出普查工作的地区范围。显然，预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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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简明的，就是寻找可以进行普查工作的地区，然而，它所面临的地质情况通常是陌生的、局部的，具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同一预查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人员往往有着不同的见地，甚至同一部门或个人，在对预

查矿区做出某种评价后，经过一段思考或受某种资讯启发后可能又会产生另一种思路，做出不同的评价。预

查工作的目的虽然简明但定夺较难。因而，一个预查地区经常是反复多次的工作，“几上几下”，极少有一锤

定音的情况，至于最后选择哪个地区，则要看主创人员认真对待的程度及其智慧和勇气了。

!!" 成矿条件与成矿标志俩俱备是评判成矿远景区的标准

在预查地区选择中，若将前人圈定的成矿远景区作为切入点时，一定要认真研判前人对远景区圈定的依

据。因为在"#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许多发包单位或上级机关在发布任务书时，都要求工作单位工作后，提供

一定数量的后备勘查基地或远景区。有的工作内容未必都能涉及到这方面内容，但为了应对上级的要求，也

只能照章办事，造成提出的远景区或后备勘查基地良莠不齐的现象。从预查工作角度看前人给出的远景区，

首先看重的是比例尺较大而面积较小的远景区，对于那些在小比例尺地质图上圈出数千乃至数万平方公里

的大面积远景区，大可不必过于看重。在内容上要重视如下"种思想指导下圈定的远景区：一是依据区域内

不同矿种成矿作用的普遍规律及其产出分布特点圈定的；另一种是依据该地区地质构造演化特点及其相关

的成矿理论／理念圈定的。因为它们都将各矿种的成矿条件作为远景区圈定的前提，这对预查工作有着指导

意义。例如，某地区前人依据区域地质演化和区域成矿规律认为中生代是该区岩浆活动的高峰期，而碳酸盐

岩地层中有大量小侵入体产出，这样的地区是矽卡岩型矿床产出的有利地区，于是圈定出若干不同级次的成

矿远景区。在后来的预查中就可直接对这些成矿远景区进行预查工作。然而，有了有利成矿条件，不一定都

能形成矿床。例如矽卡岩型矿床是产出在中酸性侵入小岩体与碳酸盐岩接触带上，但在中酸性侵入小岩体

与碳酸盐岩的接触带上未必都有矽卡岩或矽卡岩型矿床产出；沉积型铝土矿产出在中奥陶统马家沟组风化

面上，但在中奥陶统马家沟组风化面上不见得都有铝土矿产出。因此，在预查工作中对于有利成矿条件不但

要认真地进行路线地质工作，而且还应该有辩证的认识，切不可盲从。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利的成矿地

质条件仅仅是前提，若是没有成矿标志线索，就不可能有或很难有成矿的事实。

我们在成矿远景区进行预查工作时，不仅仅只对有关的成矿地质条件进行工作，更主要的是在这基础上

全力去寻找、发现各种矿化现象，即使这些现象只是零星个别的，也要透过这些蛛丝马迹，去做综合性的分析

与判断，以求取得最佳效果。若具备有利成矿条件，一时还找不到有效的找矿标志时，就应该考虑采取更积

极的办法，如在有利部位开展物、化探工作，或进行少量地表剥土、槽探揭露，以便进一步了解其矿化情况，为

评价做充分准备。

!!# 历代县志精读和现场清理是评价“古矿硐”的主要方法

古采坑和古炼场曾作为矿产地质预查工作中重要切入点，并且在中国地质找矿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主要原因是古采坑和古炼场是诸多找矿标志中最直观的标志，且中国古采坑和古炼场的数量十分可观，据

上世纪中叶初步统计全国约有"#多万处。这种状况与我国国情有密切关系。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采矿的记载，创造了铜器时代辉煌的文明史，在之后的上千年不断的开发，给后人留

下了无数的遗址如古采坑、老矿洞、古炼场、古矿渣场等。这些古代采矿的遗跡向后人表明此处有过矿产产

出。因此，当"#世纪$#年代我国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在全国起步时，这些古代采矿遗址就成为人们嘱目的找

矿标志，有的经过一番工作后，便在原有基础上发现了新的矿床，例如甘肃白银厂、云南个旧、湖北大冶等矿

床都属于这种范例。

在对古代采矿遗址评价工作时，我们必须对古人采矿活动的情况有所认识。古人由于时代局限，其所需

求的矿种比较单调，主要是金、银、铜、铁、锡以及一些生活、医药和建筑材料类等矿产，如岩盐、卤水、朱砂、石

灰岩等，并且开采的多是浅部出露的富矿，深度一般在十米内，否则在当时条件下无法提取和炼制。同时由

于交通运输能力有限，冶炼场一般都位于矿石开采场附近。针对这些特点，我们在对古代采矿遗址评价中一

定要注重调查研究。首先要查阅和研究历史文献，如县志以及有关民间传说，知道它的来龙去脉。许多古代

采矿遗址有的是经过短暂开发就中止，有的经过几个朝代开采，如湖北大冶地区，在三国孙权时期就在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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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制剑，后经宋、明两朝开发，清末洋务运动又掀起开采铁矿的热潮。古代采矿遗址在历史上之所以中止或

延续都是有原因的，矿产资源是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些资料在历代县志中都有所记载。我们必须全面、系统

而耐心地研读这些历史文献，辅以民间调查，才能从中获得重要线索。在古代采矿遗址评价工作中，另一项

重要工作是清理现场，特别是古采场和老矿洞的清理。这是一项危险性较大的工作，但又是必不可少的工

作。古采场和老矿洞的清理最主要目的在于搞清矿（化）体产状和矿石主要组分。这样的地区往往分布着千

疮百孔、杂乱无章的老矿洞与废石堆，要在地表了解地质体产状是很困难的，只有清理了老矿洞才能对岩层

与矿体的产状有所了解，同时通过老矿洞采样才能真实了解其物质组分。因为依据废石、炉渣、炼炉以及县

志记载的只是反映当时古人从矿石中所提取走的组分，如在湖南、江西一带的老矿洞，当时开采的目的几乎

都是从矿石中提取银，用于制造货币。若是考古工作者，问题到此就可打上句号了，但作为矿产勘查者必须

追踪并追寻银从何处来的，即银的赋存状态及其与矿石关系的问题。很多地方结合县志追踪结果表明，银最

主要是来自矿石中的方铅矿（银在方铅矿中以类质同象形式存在）。古人是用铅锌矿富矿石冶炼银金属，而

矿石中铅、锌、铜等其他组分由于当时需求与技术原因便作为废石或炉渣被抛弃了。据此重要线索，在我国

南方发现了许多大型铅锌矿床或多金属矿床。总之，通过老矿洞调查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经验是，认真研

读了历代县志等有关资料和对老矿洞进行了重点清理，并做了详细编录和采样工作。

!!" 评价“新矿硐”一定要放大眼光

提起老矿洞不能不提“新矿洞”，所谓新矿洞就是"#世纪$#年代《资源法》公布以来被采矿权所有者遗

弃的采坑、矿井。这些采坑、矿井被遗弃的原因很复杂，问当事人也末必能获得真情，因此，在预查中要下点

气力，才能了解到遗弃的原因。若是因为资源问题而停产遗弃，参加预查工作的团队一定要放大眼光，不要

拘泥于对原有采矿对象的寻找及其储量规模的扩大，要考虑“新矿洞”是否有其他矿种存在。因为，当今采矿

权所有者只能对他登记的开采矿种可以行使采矿权利，对其他共生矿无权开发。这就为我们开展预查工作

留下了十分大的扩展空间。

现在不少单位在这项工作中取得了进展，不但发现了原有采矿对象的新矿体，而且还发现了与其共、伴

生矿，如在采煤废井中发现了铝土矿；在煤层下盘找到了稀有金属含矿层；在铁矿下部发现了铜矿等等。预

查工作的成功，主要是在调查矿井抛弃原因的基础上，一方面精细研究了该地区的区域成矿的特点，并与废

弃的“新矿洞”的地质剖面进行全面的对比研究，从中找出异同之处，另一方面要敢于对“新矿洞”中原矿体

赋存部位之外的其他可能赋矿部位或层位开展地质工作，并系统地进行采样，这样才能全面掌握资料，对其

做出正确评价，使废弃的“新矿洞”枯木逢春，成为新的矿产地，取得预期效果。

!!# 磁异常的工作与评价

在预查工作中，物、化探异常检查与评价是其主要的工作内容，其中主要是航空磁法测量／勘查的异常

（简称航磁异常，下同）、地面磁法测量／勘查的异常（简称地磁异常，下同）、土壤异常和水系沉积物异常的检

查与评价。

（%）不可忽视磁异常与成矿、成岩的关系

磁异常是由地质体中磁性矿物含量相对集中而引起的。磁性矿物主要为磁铁矿，其次有磁赤铁矿、赤磁

铁矿、磁黃铁矿以及其他铁磁性矿物。在自然界中，这些磁性矿物将以不同方式和含量赋存在花岗岩类岩

石、镁铁质和超镁铁质岩石、变质岩以及各类交代岩中；当这些铁磁性矿物大量集中时，可构成磁铁矿石以及

磁铁矿体。显而易见，由这些含铁磁性矿物存在而引起的磁异常，不论是与矿体有关的异常，还是与岩石有

关的磁异常，与成矿都有这样或那样关系，所以磁异常检查就成为预查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航磁异常要经过斜磁化处理

磁异常以其测定方式不同可分地面测量磁异常和航空测量磁异常。航空磁测具有视域广、速度快的特

点，在上世纪是预查工作重要切入点之一，但是，在许多地方都出现航磁图上磁异常点／中心与地面磁异常位

置不对应，或航磁异常相应位置上没有地磁异常的现象。于是有的就将其否定，有的就将其搁置，再不过问。

后来经过研究，表明航磁测量中由于斜磁化原因，其异常点／中心会发生偏移，因此在航磁异常检查之前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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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进行处理，确定准确位置后方可运作。过去由于斜磁化处理是用手算，比较繁杂，经常滞后，而地质人员

对物探技术认识有限，经常是按航测图上标注的异常点／中心位置进行寻找，因而出现了误判。如今计算机

普及，这个问题已不成问题了，但在预查中仍然要了解一下斜磁化问题的处理情况，不要重蹈覆辙。

（!）地质与物探专业组合可保证磁异常检查的效果

航磁异常检查过去多是由物探队或地质队各自单独组织人员执行，其结果不十分理想。由物探队单独

组织物探人员用物探方法进行航磁异常检查，往往是异常点／中心准确找到了，而在地质解释上无从下手，不

尽人意；而由地质队单独组织地质人员用地质方法检查航磁异常，由于缺少手段，有的连异常点／中心都找不

到，只是按航磁图标注的位置，看看地表地质体的出露情况，也无能为力。

"#世纪后期，各地吸取了教训，大多采取地质、物探混合组队进行检查，其效果大有改观。但是地质与

物探毕竟是不同的"个专业，在工作方法与问题思考角度上各自出发点不同，难免会产生矛盾与争议。因

此，在组织方式解决后仍要着力于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和争议，若处理得当往往能形成一股合力，将预查工作

向前推进。许多成功经验表明，在两个专业共同工作中，首先，各自专业要发挥各自的优势，然后在此基础上

相互取彼之长，补己之短，最后兼收并蓄，才能做出较为客观、合理的评价结论。也就是讲物，探人员在工作

中要依靠它技术方法优势，准确地找到异常点位置，并依据地面磁测剖面资料，简单地反演磁性体特征，推断

其形态、埋深及产状等要素，而地质人员在工作中要依据区域地质和区域成矿规律，分析磁异常产生的可能

原因，并对异常点周围岩石进行系统采样，研究岩石磁性，阐明岩石中磁性矿物种类、数量及其产出分布情

况，并在物探人员协助下测定磁性参数。然后在相互交流中，物探人员可依据地质对岩石物性研究的成果，

修正磁剖面推断的结果，而地质人员也可依据区域成矿特点，完善和充实物探推断的磁性体可能产出的特

点，从而，对磁异常产生给予初步定性和评价。近几年来，许多单位采用这种工作模式，在预查工作中取得一

定成效。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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