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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地区1：20万金元素

不同尺度数据的地球化学特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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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长江中下游地区1：20万金元素不同尺度数据的地球化学特征响应的研究，认为长江中下游存在地

球化学巨省，这个地球化学巨省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提供源源不断的矿源。同时，讨论了低密度地球化学方法能够

用于全国或全球地球化学填图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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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开展全国1：20万区域化探普查以

来，我国已完成了600多万km2的化探普查工作，积

累了数以千万计的高质量区域化探扫面数据，取得

了宝贵的资料。这些资料在地质找矿，特别是在找

金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其潜在的价值尚未得

到充分发挥和利用，前人并未对这些数据是否与不

同尺度的地球化学特征响应有某种对应关系进行过

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横跨湖北、江西、安徽、江苏

省，是一个地质找矿工作历史悠久，各种方法利用程

度与综合研究工作程度较高的地区。该区有多个大

型铜、铁矿矿集区，大中型矿床聚集，主要矿产资源

储量(如铁、铜、硫、金等)在我国已探明的资源储量

中所占比重较大，是我国重要的成矿区带之一¨。J。

笔者希望通过此次研究，对全国1：20万区域化探

扫面数据的再一次利用起到示范作用。

1区域地球化学特征1
I’ f

1．1数据来源及说明

所用数据来源于全国1：20万区域化探普查中

的地球化学测量数据，由于所涉及的地区面积较大j

这些图幅的样品采集可能不是由一个单位完成的，

样品也不是由一个实验室在同一时间段内完成的，

因此数据存在一定的图幅误差。为了更好地利用和

评价这监数据，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对数据进行任何

处理，因此，图上有少数矿床(点)并未落在异常内，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数据的整体认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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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0万地球化学数据特征

对全区收集的l：20万区域地球化学数据进行

综合分析后发现，大部分元素的峰度和偏度都较大，

特别是成矿元素她、As、Au、Cu、Hg、Mn、Mo、Pb、Sb、
sn、w、zn的含量变化范围较大，且偏离正态条件，

说明本区地质构造背景复杂。浓集系数大于1．5的

指标有As、Au、Bi、Cd、Hg、Mo、Sb、Sn、Sr、W、CaO、

Na：O，表明这些指标在研究区内有明显的富集现

象；浓集系数在1．2～1．5的指标有Ag、Ba、Be、cu、

F、P、U、Zr、MgO，表明这些指标在研究区内明显偏

高，显示一定的富集趋势。另外，长江中下游以富集

CaO、Na，O和MgO为特征(表1)。

1．3 1：40万地球化学数据特征

1：40万地球化学数据是以4 km×4 km为网

格大小，10 km为搜索半径，用距离倒数的指数加权

平均进行插值，对1：20-万区域地球化学数据进行

网格化后得到的。从1：40万地球化学数据的参数

统计(表2)可知，大部分元素的峰度和偏度相对较

大，但与1：20万区域地球化学数据相比，元素的极

差偏小，峰度与偏度也相对较小。这主要由于在计

算过程中，某些高值数据被其他数据分摊了，但数据

的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成矿元素Ag、As、Au、cu、

Hg、Mn、Mo、Pb、Sb、Sn、W、Zn的含量变化范围较大，

且偏离正态条件。浓集系数大于1．5的指标有Au、

Cd、Mo、Sb、Sn、Sr、CaO；浓集系数在1．2—1．5的指

标有Ag、As、Ba、Bi、F、Hg、Pb、W、MgO、Na20，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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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研究区l：加万区域地球化学参数统计

堂堡 地 As’ Au B Ba Be Bi Cd Co Cr Cu F Hg

注：Au的含量单位为lO一，氧化物的含量单位为％，其他元素的含量单位为10一；浓集系数=平均值／背景值。表2、表3同。

表2研究区l：柏万区域地球化学参数统计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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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程度的富集趋势。

1．4 l：1帅万地球化学数据特征

1：100万地球化学数据以10 km x 10 km为网

格大小，25 km为搜索半径，对1：20万区域地球化

学数据进行网格化后得到。从1：100万地球化学

数据的参数统计(表3)可看出，大部分元素的峰度

和偏度都较大，但与1：20万区域地球化学数据相

比，元素的极差偏小，峰度与偏度也相对较小，这也

是由于计算过程造成的。成矿元素Ag、As、Au、Cu、

Hg、Mn、Mo、Pb、Sb、Sn、W、Zn的含量变化范围较大，

且偏离正态条件。浓集系数大于1．5的指标有Au、

Cd、Sb、Sn、Sr、CaO、Na20；浓集系数在1．2—1．5的

指标有Ag、As、Ba、Bi、F、Hg、Pb、U、W、MgO，显示了

不同程度的富集趋势。

表3研究区l：100万区域地球化学参数统计

指标 Ag As Au B Ba Be Bi Cd Co Cr Cu F Hg

最小值 22．3 O．72 O．28 0．7 133．5 0．55 0．054 33．3 2．8 5．4 2．8 149 9．7

最大值 1380．6 93．54 268．88 369．4 4868．3 33．46 30．278 9394．2 40．07 206．7 221．8 10312 2949．3

平均值 112．5 10．3 2．26 54．5 600 2．33 0．51 258 12．2 53．4 22．4 504 84．8

标准差 75．1 7．2 6．0 31．4 338 1．19 O．78 44l 4．1 22．9 14．2 441 99．8

峰度 4．8 2．9 33．1 0．6 3．5 8．8 20．8 9．9 0．4 0．3 4．8 11．1 14．6

偏度 43．O 17．7 1349．7 3．3 23．5 167．2 687．8 147 0．9 1．0 44．5 ·175．9 338．1

背景值89．6 8．1 1．45 52．2 469 1．99 O．35 129 12．1 61．7 19．2 400 63．2

浓集系数 1．26 1．27 1．56 1．04 1．28 1．17 1．46 2．00 1．Ol 0．87 1．17 1．26 1．34

指标 La u Mn blo Nb Ni P Pb Sb Sn Sr Th Ti

2不同尺度地球化学数据特征响应

分另0以2 km×2 km、4 km x4 km、10 km×10

km、16 km×16 km、25 km×25 km为网格大小，对应

的以5、10、25、40、62．5 km为搜索半径绘制金元素

地球化学异常图，异常下限均取2．5×10一。

图1中金的地球化学异常分散，异常面积较小，

但基本上能看出具有成矿成带的趋势，有鄂东南成

矿带、九江一瑞昌成矿带、铜陵成矿带等，大多表现

为局部异常，是单个矿床(矿田)或由小数矿床组成

的局部成矿域的地球化学特征响应。

图2中金的地球化学异常已成片出现，已知矿

床大多在异常中，在大冶～阳新、武穴、铜陵一安庆、

景德镇一黄山、绍兴一杭州一苏州、广德庙西、芜

湖一马鞍山一南京、南昌一进贤等地区已形成了一

定规模的地球化学异常区带，在这一区带内，金的含

量较高，地球化学套合关系清楚，说明内部可能存在

大型或超大型矿床。

图3中金的地球化学异常与图2相比，异常区

域更集中，异常范围更大，地球化学套合关系明显，

已知矿床大多在异常中。在江西与安徽之间出现了

一个很大的圆形构造，位于景德镇一黄山一绩溪一

宁国一铜陵一安庆一景德镇一带，面积达35 500

km2，属于地球化学巨省。在这个地球化学巨省内，

有9 024个样品数据，其中金含量最大值7 729．6×

lO一，最小值0．02×10一，平均值5．3×10一，资源

总量25 557 t，说明该地球化学巨省中金含量较高，

浓集特征显著。在绍兴一杭州一湖州一苏州一常州

一带，也出现了一个地球化学巨省，面积达20 000

km2，有2 338个样品数据，金含量最大值为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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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长江中下游1：20万金的地球化学异常

图2长江中下游1：40万金的地球化学异常

图3长江中下游1：100万金的地球化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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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一，最小值0．1×10一，平均值4．6×10，资源总

量1 300 t。这两个地球化学巨省内，金的含量都较

高，地球化学套合关系非常清楚，浓集特征显著。在

黄石一大冶和瑞昌、南昌一进贤等地区已形成一定

规模的地球化学异常区带，区带内金含量也较高，地

球化学套合关系清楚，其中南昌一进贤地区异常面

积达5 000 km2，有1 171个样品数据，金含量最大值

为52 x10，最小值0．4×10一，平均值5．3×10一，

资源总量2 000 t；黄石一大冶地区异常面积达1 200

km2，有300个样品数据，金含量最大值为150×

10一，最小值0．2×10一，平均值3．9 x10一，资源总

量600 t；瑞昌地区异常面积达2 500 km2，有530个

样品数据，金含量最大值为330×10，最小值0．2

X10一，平均值4．5×10一，资源总量1 600 t。

图4与图3相比，金的地球化学异常更趋统一，

异常区域更集中，块体范围较大。绩溪和芜湖一马

鞍山一南京合并为一个地球化学巨省，面积达到了
35 500 km2，有11 162个样品数据，其中金含量最大

值为7 729．6×10～，最小值为0．02×10～，平均值

为4．7×10一，资源总量28 000 t，地球化学套合关

系较清楚。绍兴一常州一带的地球化学巨省面积达
19 000 km2，有4 081个样品数据，其中金含量最大

值为904×10一，最小值0．1×10一，平均值4．1×

10一，资源总量10 400 t。南昌一进贤地区异常面积

达5 300 km2，有1 216个样品数据，其中金含量最大

值为52×10一，最小值0．4×10一，平均值2．9 x

10，资源总量2 100 t。黄石一大冶地区异常面积

达1500km2，有367个样品数据，其中金含量最大

图4长江中下游1：256万金的地球化学异常

图5长江中下游1：625万金的地球化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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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150×10一，最小为0．2×10一，平均值3．6×

10一，资源总量720 t。瑞昌地区异常面积达3 000

km2，有600个样品数据，其中金含量最大值为330

×10一，最小为O．2×10一，平均值4．1×10～，资源

总量l 600 t。

在图5中，长江中下游地区金的地球化学异常

连成一片，成为一个特大的地球化学异常区，面积达
95 300 km2，有17 841个样品数据，其中金含量最大

值为7 729．6×10一，最小值0．02×10一，平均值为

4．1×10一，资源总量52 500 t，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

存在一个金的地球化学域，且内部的地球化学模式

表现出明显的套合关系，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具有

源源不断的矿源，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大型、超

大型及特大型矿床的重要成矿条件。黄石一大冶和

瑞昌地区异常合二为一，面积达3 600 km2，有727

个样品数据，其中金含量最大值为250×10一，最小

值0．2×10一，平均值3．7×10一，资源总量l 800 t。

南昌一进贤地区异常面积达4 600 km2，有1 087个

样品数据，其中金含量最大值为52×10一，最小值

0．5×10一，平均值2．9×10一，资源总量l 800 t。

从l：20万～l：625万金的地球化学异常图

中可以看出，金的异常区域逐渐变大，反映异常变化

从细节走向全局，从地球化学异常到地球化学巨省，

但金的地球化学特征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3结论与讨论

(1)以研究区1：20万区域化探数据为基础计

算的l：40万、1：100万数据，保持了原尺度数据

的总体格局和地球化学特征。

(2)从l：20万～1：625万地球化学异常图所

示的金异常范围看，金异常变化逐渐从细节走向全

局，从地球化学异常到地球化学巨省，但金的地球化

学特征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3)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一个约11万km2的

地球化学巨省，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矿源，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很多大型、超大型及

特大型矿床。

(4)不同尺度的地球化学异常图反映了金在同

一地区不同的变化趋势，小比例尺反映全局，大比例

尺显示细节。用l：20万数据制作的1：625万地

球化学异常图能够反映全局的地球化学信息，因此，

用低密度数据进行系统追踪以寻找潜在的大型、超

大型矿床，无疑是一种好的方法，也是一条高效率、

低成本的可行途径，从而也证明，用低密度进行全国

地球化学填图或者全球地球化学填图是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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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 study of the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response of different scales of gold element data from 1：200000 geo-

chemical survey in the middle-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re exists a gi趴t geochemical province in the

middle—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which has continuously provided ore sources for the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r areaS．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low-density geochemical method to whole China or the whole world is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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