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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烃新方法在微细浸染型金矿床勘查评价中的应用

—
以陕西八卦庙特大型金矿床为例

吴烈善
,

韦龙明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
,

广西 桂林 541 004)

摘 要 : 有机质对金属元素的迁移
、

沉积
、

富集成矿有重要的作用
.

有机烃是有机质最终的裂解产物
,

具有很强的

挥发性和穿透性
.

研究发现八卦庙金矿床有机烃与矿体金品位呈正相关关系
,

矿体的矿化富集中心也是有机烃的浓

集中心
.

利用有机烃的这一特点可以进行隐伏金矿床的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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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过程中
,

人们发现在许多大油气田周边存

在着一些重要的金属矿床 (尤其是 bP
、

nZ
、

nA 等矿

床 )
,

在进行成矿流体包裹体鉴定和成分分析时也发

现其中包含有许多烷烃类物质
,

同时研究发现腐殖酸

和海洋生命物质对金属元素具有较强的吸收和吸附特

性
.

这些特征显示有机质与金属元素有一种内在的联

系
.

研究认为
,

许多金属矿床内部 (特别是 nA
、

Pb
、

Z n

矿床 )
,

含有较多 的有机络离子
,
如烷基 ( 一 C H 3

、

一 CH Z
)
、

氨基 ( 一 N H Z
)
、

亚氨基 ( 一 N H )
、

竣基

( 一 (芜叼 H ) 等
.

据 S w an son ( 1965) 等的资料
,

在

美国佛罗里达高夫海岸带中
,

富含腐殖酸的沉积层中

多金属元素含量要比不含腐殖酸的层段高十几倍到几

千倍
.

最近中科院地化所和南京大学地质系的实验研

究表明〔’ ,’ ]
,

未成熟腐殖酸和有机质可 以与溶液中

8 8 % 一 9 9 % 的 uA 结合在一起
,

这些有机质对贵金属

元素的迁移
、

沉积
、

富集成矿有重要作用
.

因此
,

研

究有机质与成矿的关系
,

利用有机气体寻找金属矿产

(特别是铅
、

锌
、

金等 ) 已成为当代地学的热点问题
.

本文所提的有机烃是指以有机状态保存在岩石或

土壤中的有机烃类气体
,

主要包括甲烷
、

乙烷
、

丙

烷
、

正丁烷
、

已丁烷
、

乙稀
、

丙稀等轻烷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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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机烃方法原理和研究基础

( 1) 有机质与金矿床空间及其成因关系密切
.

研

究表明川
,

许多金矿床 (体 ) 都与有机碳
,

尤其是干

酪根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
,

例如在扬子地块西北缘及

西南缘 的卡林 型金 矿
,

有机碳 含量 为 .0 05 % 一

8
.

73 %
,

秦岭地区的泥盆系铅锌矿床
,

以及马鞍桥
、

金龙山
、

拉尔玛
、

李坝等金矿床均富含有机质
.

据扬

子地块西北缘及西南缘的 7 个卡林型金矿床统计
,

矿

石中干酪根的含金量达 4 5
.

9 x 10
一 6 一 4 1 1

.

o X l o
一 6 ,

平均 187
.

48 X l o
“ 6

( 10 件样 )
,

表明干酪根是金的重

要载体
,

而且干酪根的热成熟演化 (反映热液作用强

度 ) 与金的成矿作用息息相关
.

( 2 ) 目前对有机质在金矿床中的作用特点有以下

几方面的认识
: ①有机质在沉积和早期成岩阶段生物

和非生物的降解作用可以使溶液中分散的金逐步富

集 ; ②有机质降解和分解的产物可以改变环境的物化

条件
,

有利于金的吸附或迁移 ; ③与有机质伴生的硫

酸盐还原细菌可以使金的络合物间接还原成单质金 ;

④有机质和金属离子的鳌合作用可以形成一系列的有

机络合物
.

( 3 ) 有机烃异常可指示含矿构造通道
,

继而进行

成矿预测
.

有机络合物是许多金属
、

贵金属元素迁移

的重要方式
.

在热液成矿过程中
,

金属元素除了以

lC
一 、

H以--3J
、

3戈
一

等化合物
、

络合物形式迁移外
,

另一重要迁移形式便是有机络合物和有机物对金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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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鳌合作用
.

当成矿热液上升到达一定构造空间

后
,

由于物理
、

化学等条件的改变
,

会使金属元素与

有机络离子 (包括 一 C 3H
、

一 CZH
、

一 N ZH
、 一 N H

、

一 O 0 0 H 等 ) 分离
,

这些有机络离子在生物细菌作

用和一定的温压下最终可转化为有机烃
.

断裂构造和岩石孔隙是有机烃运移的有利通道
,

甲烷 ( C氏 )
、

乙烷 ( q eH )
、

丙烷 (几氏 ) 等烃气

还是成矿热液的直接伴生组分 (有机包裹体为证 ),

从而构成了烃气异常源 ; 成矿作用越强烈
,

有机物裂

解越彻底
,

有机烃类含量越高
,

反过来说
,

有机烃浓

集中心也就指示了成矿中心所在
,

有机烃的晕中心也

就是矿床富集中心
.

(4) 有机烃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
,

能够形成隐伏

矿的地表气体晕
.

当前寻找难识别
、

隐伏大矿
、

富

矿
,

常规方法已很难奏效
,

必须研制一种
“

深穿透

力
”

的化探新方法
,

才能解决覆盖地区深部找矿难的

问题
.

烃类气体具有极低的沸点和极高的蒸汽压
,

因

而具有很强的挥发性与穿透能力
.

它们可以通过各种

裂隙
、

粒间孔隙等途径垂直向上迁移至地表
,

部分被

地表土壤以吸附相和碳酸盐包裹相等形式固定下来
,

从而在地表形成烃类异常
,

这是利用有机烃进行隐伏

矿床预测的基础
.

2 有机烃方法在八卦庙金矿床中的应用研究

2
.

1 八卦庙矿床地质特征

八卦庙矿床位于秦岭东段凤 (县 ) 一太 (白) 铅

锌金多金属矿田的北部
,

西距凤县约 40 k n l
.

矿床南

北以两条近东西走向的大断裂为界
,

北部为凤县 一 山

阳深大断裂
,

南部为两当 一镇安深断裂
.

矿区主断裂

F :
(呈 N WW 向 ) 位于金矿床北侧古道岭组与星红

铺组接触界面及其附近
.

另外在 lF 南侧发育了与之

平行的若干条断裂
,

它们构成矿区的脆 一 韧性剪切

带
.

矿区出露地层为中泥盆统古道岭组上岩段和上泥

盆统星红铺组下岩段
,

矿区外围还出露上泥盆统上部

九里坪组
.

古道岭组上岩段是一套中厚层灰岩
、

含碳

灰岩夹少量白云质千枚岩 ; 星红铺组岩性是铁白云质

粉砂质千枚岩夹条带状碳酸盐岩 ; 九里坪组地层主要

是碎屑岩与碳酸盐岩互层
.

金矿体主要呈层状
、

似层

状
,

少量呈透镜状
,

沿走向
、

倾向具有膨胀收缩
、

分

支复合
、

尖灭再现现象
.

矿体厚度一般几米一十几

米
,

矿体延长
、

延伸可达 400 一 s oo m 以上
.

金矿体

品位一般为 1
.

32 x i o
一 “ 一 15

.

i s x i o
一 6 ,

平均在 3 x

1 0
’ “ 一 5 x 1 0

` 6
左右

.

金矿石有 3 种类型
: ①强烈蚀

变褪色岩石 ; ②含金石英脉 ; ③含金铁白云石石英

脉
.

矿石结构为他形粒状
、

不规则胶状等 ; 矿石构造

以浸染状
、

细脉状
、

网脉状
、

团块状
、

条带状为主
.

金矿物主要为含银自然金
,

金矿物多呈显微金一明金

(0
.

0 7一 0
.

7
~ )

,

以粒间金为主
,

主要载金矿物为

石英
、

黄铁矿和磁黄铁矿
.

2
.

2 不同地质体的有机烃分布状况

有机烃在不同岩性以及含金量不同的岩石中也有

不同的变化趋势
.

从表 1可以看出岩石的有机烃含量

比地表土壤的有机烃高出 2一 60 倍
,

在同一类岩性中

矿石比围岩的有机烃含量高
,

蚀变褪色千枚岩比不褪

色千枚岩高
,

富矿的节理石英脉比顺层产出的石英脉

要高
,

在不同岩性中有机烃含量从高到低的顺序是
:

节理脉一顺层脉~ 石英脉 + 围岩 , 褪色千枚岩~ 深色

千枚岩~ 褪色含钙质条带千枚岩 (简称条带岩 ) , 含

钙质条带千枚岩` 土壤
,

这一变化趋势与岩石中金品

位变化趋势大体一致
,

这也说明岩石中金含量与有机

烃含量存在正相关关系
.

2
.

3 地表探槽与坑道的有机烃分布状况

我们在八卦庙矿床金矿体最富大的 13 20 m 中段

DP I 坑 67 穿及其他地表相对应的 T苗 8 一 1 探槽分别

采样
,

以探讨有机烃含量在垂向上的变化规律
.

根据金和有机烃的测试数据 (表 2) 来看
,

无论

是地表还是坑道
,

有机烃的各项指标均与金含量呈正

相关关系
,

而且甲烷含量远大于其他烃类成分含量

(图 1
、

2 )
.

另外在 P D I 一 67 穿作为八卦庙金矿床矿

体最富厚大部位
,

其金的最大值为 27
.

50 x 10
一 6 ,

平

均含量达 4
.

80 x 10
一 “ ,

相对应的有机烃总量最大值

为 75 571
.

81 拜日掩
,

平均值为 22 32 4
.

70 拜日掩
.

T c6 8 一 1 探槽作为矿体的头部
,

其金最大值为 7
.

50
x 10

一 6 ,

平均含量为 1
.

l5 x 10
一 6 ,

有机烃总量的最

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 13 7 55
.

30 拜日吨 和 2 876 拜日

掩
,

这些均显示有机烃含量与金含量呈正相关关系
,

矿体富厚中心
,

也就是有机烃富集中心
,

从矿体富集

中心到地表矿体头部
,

有机烃和金含量在垂向上表现

为逐渐减弱的趋势
.

2
.

4 不同勘探线的有机烃含皿对比

我们又在代表矿体贫化尖灭部位的 1 320 m 中段

DP I 坑 88 穿进行采样
,

以探讨有机烃含量在横向上

的变化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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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八卦庙金矿床不同岩性金和有机烃含 , 对比表

Tab le 1 COn t e n st of go dl a n d o飞 an i c h帅眼 ar ob
n in id n飞 er n t n犯 ks of B娜笋 am i ao go dl d e p昭 i t

岩性 (样品数 )

褪色条带岩 ( 1)

深色条带岩 ( 1)

C l几 总量

0
.

0 15 11 3 0
.

4 0

q氏

14 5
.

6 0

5 1
.

8 3

几珑

5 6
.

00

2 3
.

60

q氏

1 69
.

8

8 3
.

6 2

1 67 3
.

4 5 0

0
.

0 4 3 4 5 7
.

7 0 7 l 3
.

l 9(j

最小值

土壤千枚岩 ( 5)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深色千枚岩 ( 1 2)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褪色千枚岩 ( 4)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石英脉十围岩 ( 6)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顺层石英脉 ( 6)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节理石英脉 (4) 最大值

平均值

巧 9
.

2 0

6 3 8
.

9 0

3 4 9 70

1 2 8
.

X()

4 2 2 7
.

0 0

13 4 7
.

7 8

16 2 5
.

X()

8 3 5 4
.

0 0

4 9 1 0
.

8 0

4 8 4 6 0

10 4 7 9
.

8 0

4 2 3 3
.

2 3

14 74
.

10

2 9 0 2 1
.

0()

184 3 0
.

0 2

7 9 5 4
.

0()

4 10 9 4
.

0 0

2 52 7 2
.

5 0

22
.

4 3

2 1 1
.

4 0

84
,

2 7

1 6
.

9 4

15
.

40

15 0
.

X()

59
.

44

q eH

13 0
.

4

7 6
.

2 2

5 9
.

3 0 3 1 8
.

34 2

2 9 8
.

9

16 9
.

2

2 0 0 5
.

5 0 0

9 3 7
,

763

只ù0
1、J尹O

。.

,

no了
,IQō乙ó̀J亡J,̀004032

,盆r、à气únU气j, J

0
.

0 15 1 1
.

4 3

1 64
.

10

3 2
.

5 6 32
.

10 2 2 8
.

0 7 0

5 0 8
.

80

15 8
.

7 8 64
.

6 1

4 6之

19 3

3 3 1
.

9

17 0
.

4

5 76 6
.

2 1 0

1 96 9
.

6 5 5

8 1
.

60 27
.

0 1 10 5
.

5 8 6
.

6 4 19 3 8
.

5
.

7 9 3

10 19
.

0()

5 3 8
.

30

2 9 9
.

4 0

1 5 8
.

9 0

103 0
.

0 692 0

38 9
.

1

1 15 2 2

7 4 8

0 4 0

000589一400620

5 3 5
.

4 5 6 60 3
.

14 5

0
.

1 62 2 3
.

17 12
.

8 1 3 1
.

6 2 3 1
.

2 2 59 2
.

0 2 5

2 8
.

80()

6
.

1 75

13 8 1
.

30 5 6 2
.

10

2 9 5
.

9 4

巧 6 8
.

0 0 巧6 9 0 0 1 5 89 9
.

3 1 0

5 8 7 9 8 7 5 4
.

10 6 8 4 6
.

6 6 9
790一204

0
.

04 6 2 0 5
.

10 76
.

00 14 9
.

5 0 2 15 5
,

6 93

4
.

600

2
.

1 14

3 8 9 3
.

0 0 1 l 7 0
.

0() 3 7 06
.

0 0 2 5 5 1
.

0() 4 0 8 4 5
.

9 10

2 4 4 9
.

8 5 77 6
.

4 2 2 2 4 6
.

9 5 15 6 3
.

7 5 2 5 8 0 6
.

2
.

690

2 8
.

80()

12
.

8 30

1 1 7 2
.

(X) 6 10
.

(X) 18 1 9
.

0 0 l 8 6 7
.

0() 13 8 15
.

204

88 0

5 5 04
.

0 0 l 7 6 6
.

0() 4 6 9 5
.

0 0 3 1 6 1
.

0 0 5 6 9 3 5
.

7 10

3 477 2 5 1270
.

5 0 3 2 3 8
.

7 5 2 3 2 7
.

0() 3 6 1 44
.

13 5

uA 含量单位为 10
一 6 ,

其他为 科日吨
.

T曲 le Z

表 2 八卦庙金矿床不同勘探线金
、

有机烃含t 表

〔劝n t e o st of gO Id a ll d o飞 a n ic h yl 扮

~ bo
n in r o c ks f妇阴 l l id 月短比 n t 户招 iit 姗 of 确卿am俪 go ld d e p 昭 i t

样号 (样品数 ) C践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0
.

0 15 4 5 7
.

7

q 践

5 1
.

8 3

几氏

2 3
.

6

P D I 一 8 8 穿 ( 5 ) 3
.

8 9 1 04 8 0

2 8 5 7
.

3

13 8 1 39()

3 77
.

1 1 19

q 氏

8 3
.

6 2

1 109
.

1

3 40

几eH

7 6
.

2 2

7 60
.

9

2 4 8
.

60

J

急量

7 1 3
.

19

14 3 74
.

7 5

4 02 3
.

8 2

0
.

10 1 2 8
.

0 6
.

6 5 7 9 20 6
.

5 3 7 5
.

8 6 1 2 2 7 0 0

T苗 8 一 1 ( 18 ) 7
.

5 0 7 9 5 4
.

0

1 6 2 6
.

9

1 1 72 0

2 2 5
.

5

6 1 0
.

0

1 3 9
.

1

1 8 19
.

0

40 5
.

2

1 8 67
.

0 0 1 37 5 5
.

3 0

40 3
.

6 0 28 7 6
.

X()

0
.

0 4 6 8 7 2
.

2 2 7
.

0 1 105 5 86
.

64 13 2 9 2 7

P【〕1 一 6 7 穿 ( 1 8 ) 2 7
.

5 0

4
.

8 0

7 5 2 0 7
.

0

8 1 6

55 04
.

0

17 16
.

5

1 7 6 6
.

0 4 69 5
.

0 3 16 1
.

0 0 7 55 7 1
.

8 1

1 7 1 95
.

5 5 6 6
.

3 3 1 17
.

0 10 7 9
.

0 0 2 2 3 2 4
.

70

uA 含量单位为 10
一 6 ,

其他为叫掩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无论是 P D I 一 67 穿还是 DP I 一

88 穿有机烃的含量也同样与金呈正相关关系
.

甲烷含

量也远远大于其他烃类成分含量 (图 3 ) ;有机烃总含

量与金含量仍然呈正相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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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八卦庙金矿床不同岩性金和有机烃含 , 对比表

Tab le 1 COn t e n st of go dl a n d o飞 an i c h帅眼 ar ob
n in id n飞 er n t n犯 ks of B娜笋 am i ao go dl d e p昭 i t

岩性 (样品数 )

褪色条带岩 ( 1)

深色条带岩 ( 1)

C l几 总量

0
.

0 15 11 3 0
.

4 0

q氏

14 5
.

6 0

5 1
.

8 3

几珑

5 6
.

00

2 3
.

60

q氏

1 69
.

8

8 3
.

6 2

1 67 3
.

4 5 0

0
.

0 4 3 4 5 7
.

7 0 7 l 3
.

l 9(j

最小值

土壤千枚岩 ( 5)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深色千枚岩 ( 1 2)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褪色千枚岩 ( 4)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石英脉十围岩 ( 6)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顺层石英脉 ( 6)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节理石英脉 (4) 最大值

平均值

巧 9
.

2 0

6 3 8
.

9 0

3 4 9 70

1 2 8
.

X()

4 2 2 7
.

0 0

13 4 7
.

7 8

16 2 5
.

X()

8 3 5 4
.

0 0

4 9 1 0
.

8 0

4 8 4 6 0

10 4 7 9
.

8 0

4 2 3 3
.

2 3

14 74
.

10

2 9 0 2 1
.

0()

184 3 0
.

0 2

7 9 5 4
.

0()

4 10 9 4
.

0 0

2 52 7 2
.

5 0

22
.

4 3

2 1 1
.

4 0

84
,

2 7

1 6
.

9 4

15
.

40

15 0
.

X()

59
.

44

q eH

13 0
.

4

7 6
.

2 2

5 9
.

3 0 3 1 8
.

34 2

2 9 8
.

9

16 9
.

2

2 0 0 5
.

5 0 0

9 3 7
,

763

只ù0
1、J尹O

。.

,

no了
,IQō乙ó̀J亡J,̀004032

,盆r、à气únU气j, J

0
.

0 15 1 1
.

4 3

1 64
.

10

3 2
.

5 6 32
.

10 2 2 8
.

0 7 0

5 0 8
.

80

15 8
.

7 8 64
.

6 1

4 6之

19 3

3 3 1
.

9

17 0
.

4

5 76 6
.

2 1 0

1 96 9
.

6 5 5

8 1
.

60 27
.

0 1 10 5
.

5 8 6
.

6 4 19 3 8
.

5
.

7 9 3

10 19
.

0()

5 3 8
.

30

2 9 9
.

4 0

1 5 8
.

9 0

103 0
.

0 692 0

38 9
.

1

1 15 2 2

7 4 8

0 4 0

000589一400620

5 3 5
.

4 5 6 60 3
.

14 5

0
.

1 62 2 3
.

17 12
.

8 1 3 1
.

6 2 3 1
.

2 2 59 2
.

0 2 5

2 8
.

80()

6
.

1 75

13 8 1
.

30 5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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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5
.

9 4

巧 6 8
.

0 0 巧6 9 0 0 1 5 89 9
.

3 1 0

5 8 7 9 8 7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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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9
790一204

0
.

04 6 2 0 5
.

10 76
.

00 14 9
.

5 0 2 15 5
,

6 93

4
.

600

2
.

1 14

3 8 9 3
.

0 0 1 l 7 0
.

0() 3 7 06
.

0 0 2 5 5 1
.

0() 4 0 8 4 5
.

9 10

2 4 4 9
.

8 5 77 6
.

4 2 2 2 4 6
.

9 5 15 6 3
.

7 5 2 5 8 0 6
.

2
.

690

2 8
.

80()

12
.

8 30

1 1 7 2
.

(X) 6 10
.

(X) 18 1 9
.

0 0 l 8 6 7
.

0() 13 8 15
.

204

88 0

5 5 04
.

0 0 l 7 6 6
.

0() 4 6 9 5
.

0 0 3 1 6 1
.

0 0 5 6 9 3 5
.

7 10

3 477 2 5 1270
.

5 0 3 2 3 8
.

7 5 2 3 2 7
.

0() 3 6 1 44
.

13 5

uA 含量单位为 10
一 6 ,

其他为 科日吨
.

T曲 le Z

表 2 八卦庙金矿床不同勘探线金
、

有机烃含t 表

〔劝n t e o st of gO Id a ll d o飞 a n ic h yl 扮

~ bo
n in r o c ks f妇阴 l l id 月短比 n t 户招 iit 姗 of 确卿am俪 go ld d e p 昭 i t

样号 (样品数 ) C践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0
.

0 15 4 5 7
.

7

q 践

5 1
.

8 3

几氏

2 3
.

6

P D I 一 8 8 穿 ( 5 ) 3
.

8 9 1 04 8 0

2 8 5 7
.

3

13 8 1 39()

3 77
.

1 1 19

q 氏

8 3
.

6 2

1 109
.

1

3 40

几eH

7 6
.

2 2

7 60
.

9

2 4 8
.

60

J

急量

7 1 3
.

19

14 3 74
.

7 5

4 02 3
.

8 2

0
.

10 1 2 8
.

0 6
.

6 5 7 9 20 6
.

5 3 7 5
.

8 6 1 2 2 7 0 0

T苗 8 一 1 ( 18 ) 7
.

5 0 7 9 5 4
.

0

1 6 2 6
.

9

1 1 72 0

2 2 5
.

5

6 1 0
.

0

1 3 9
.

1

1 8 19
.

0

40 5
.

2

1 8 67
.

0 0 1 37 5 5
.

3 0

40 3
.

6 0 28 7 6
.

X()

0
.

0 4 6 8 7 2
.

2 2 7
.

0 1 105 5 86
.

64 13 2 9 2 7

P【〕1 一 6 7 穿 ( 1 8 ) 2 7
.

5 0

4
.

8 0

7 5 2 0 7
.

0

8 1 6

55 04
.

0

17 16
.

5

1 7 6 6
.

0 4 69 5
.

0 3 16 1
.

0 0 7 55 7 1
.

8 1

1 7 1 95
.

5 5 6 6
.

3 3 1 17
.

0 10 7 9
.

0 0 2 2 3 2 4
.

70

uA 含量单位为 10
一 6 ,

其他为叫掩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无论是 P D I 一 67 穿还是 DP I 一

88 穿有机烃的含量也同样与金呈正相关关系
.

甲烷含

量也远远大于其他烃类成分含量 (图 3 ) ;有机烃总含

量与金含量仍然呈正相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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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穿金含量和有机烃含量明显 比 88 穿的要高
.

6 7 穿金含量 0
.

04 6 x 1 0
一 6 一 2 7

.

5 x 10
一 6 ,

平均值 4
.

8 0

X 10
一 “ ;有机烃 1 3 2 9

.

2 7 一 7 5 5 7 1
.

5 1 拜lL k g
,

平均值

2 2 3 2 4
.

7 0拜IJ 掩
.

而 8 8 穿金含量 0
.

015 X 10
一 “ 一 3

.

89

x 1 0
一 6 ,

平 均值 1
.

3 2 x 1 0
一 6 ; 有 机烃 7 1 3

.

1 9 一

1 4 3 7 4
.

3 5 拼L/ k g
,

平均值 4 02 3
.

8 2 拜日掩
.

表明从矿体

富厚中心部位到矿体贫化尖灭部位
,

有机烃含量总体

上与金含量变化一致
,

都表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
,

_

即越

靠近主矿体
,

有机烃含量越高
,

矿体中心即是有机烃的

富集中心
.

( 2 )从矿体富厚中心到矿体边部
,

有机烃含量都呈

现减弱的变化趋势
,

说明有机烃的含量变化和矿体金

含量变化相一致
,

对于金矿体的贫富具有明显的指示

意义
.

在实际应用中
,

如果地表露头或探槽的石英脉有

机烃含量达到一定规模
,

即便分析金品位不太高
,

在走

向上或倾向上也可能有金矿体的出现
,

利用这一规律

可以预测寻找隐伏金矿床 (体 )
.

3 结 论

( 1) 在露头良好的地区
,

或已经有 (探槽 )工程控制

的找矿靶区
,

开展八卦庙金矿找矿预测
,

可以直接进行

石英脉的有机烃测试
,

这样将获得更加直接
、

有效的找

矿信息
,

成矿预测更加准确
.

根据我们已经取得的经

验
,

当石英脉有机烃含量高达几万 拜日kg 时
,

金矿床

规模可以达大型一特大型 (如八卦庙超大型金矿床的

有机烃最高含量 7 万多 拌日kg ;) 当有机烃含量在

10 00 0 拌日k g 左右时
,

金矿规模可能达中小型以上 ;如

果岩石中的有机烃含量仅有几百 拌日吨
,

则基本无金

矿化或金矿不成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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