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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三十年来
,

德国
、

前苏联
、

瑞典
、

加拿 很多
。

M F E 与气胶不同
。

有人认为金属微粒

大
、

捷克及美国等一些研究人员先后都发现 由地下进人地表后成为气胶形式
,

因而收集

金属元素能由地下深处向上运移并穿越上覆 并分析气胶有可能查出这种金属并进而解决

的地质构造
、

雪
、

冰
、

水和建筑物而进入地表 找矿和地质问题
。

然而
,

在 70 年代如加拿大

土壤和大气中
,

其运移距离可达千米以上
,

在 的 cS int er x
公司等就曾致力于气胶的检测

,

土壤和大气中它们的浓度具有日变的特点
。

成效并不显著
。

实验表明
,

使用孔隙为 0
.

1 至

这种现象在理论上虽然还没有得到 阐明
,

但 0
.

4 微米的薄膜过滤器去阻挡气胶物质以检

用于深部找矿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

目前对此 测 出金属滞留物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
,

这无

种方法的常见称呼是 M F E
。

这是英文缩写 疑支持了金属粒子并不赋存在气胶中
,

而是

词
,

它的含义有两种
,

一种是
“

元素的活动形 呈
“

分子
”
形式的说法

。

因为金属分子是能够

式
”
(M o ib l e for m s

of
e l e m en st )

,

另一种则是 穿透上述的薄膜过滤器而不被阻挡住的
。

不
“

元素的分子形式
”
(M o l e e u l a r f o r m o f e le

一

仅如此
,

试验表明
,

M F E 还能穿透水层等介

m en st )
。

前一种强调元素的活动能力而后一 质
。

但是
,

瑞典的 M al m vq ist
.

所研制的地气法

种则强调元素颗粒的微小
。

却正是使用了类似的薄膜捕集器而收到效

早在 70 年代德国 L alL t er b ac h 就发现来 果
。

这或许是 由于他将捕集器放置地内的时

源于深断裂构造的牡可穿越数公里厚的沉积 间很 长
,

当绝大部分的 M F E 自然上升穿过

覆盖物而使地表社含量增加
。

同期前苏联 了薄膜时也许总会有小量留在薄膜上
,

随着

R ys
、
研制了金属偏提取法 (C H IM )

。

加拿大 时间的增长
,

所累积的金属便可达到被检出

和前苏联均发表文章论述了在永冻区雪层下
`

的水平
。

不过这种
“

被动式
”

的捕集方法工效

面捕获金属的结果
。

80 年代 L u k as h ve 发现 似嫌太低 (每个取样器在地 内放置时间约两

长期地将人工吸附剂暴露在土壤层中将导致 个月 )
。

我国成都理工学院的童纯菌也在进行

某些金属元素的富集
。

瑞典 M al m vq ist 等使 类似的研究工作
。

用薄膜进行 了同样的试验并用于矿产勘查
。

L u k as h ve 1 9 9 3 年在北京介绍了这种
“

被

捷克 K cr m a r
在最近 10 年对方法技术做了 动式

”

方法技术
。

他使用的人工吸附剂是多磷

较大的改进
,

使用主动抽气方式捕集到金属 酸盐纤维素
、

沸石或离子交换树脂等
。

他将吸

元素分子形式的浓度
,

前苏联 A h m a n
等人 附剂放在硫化物含金石英脉矿上方的土壤和

也声称获得与 K cr m ar 相类似的方法技术与 水中达 3个月
。

获得金的含量是背景的 30 一

成果
。

40 倍
。

并在结晶地盾上覆约 2 00 米沉积物的

至今为止
,

M F E 方法在机制上还是不很 上方埋入吸附剂长达 3一 12 月
,

查 出了与磁

清楚的
。

对
“
元素的分子形式

”

的说法也只是 铁矿有关的 iN
、

C r
含量异常以及与硫化物

个假设
。

它强调活动的金属元素具有极微小 矿有关的 Z n 、

C u
异常

。

同时还检测出 C 0
2

和

的粒子
,

它的大小是亚微米级或者是不可过 H e
的异常

。

滤 出的
。

由于颗粒极小
,

它的活动能力便增强 与上述被动式的捕集方法不同
,

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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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是
“

主动式
”
的捕集

,

即使用气泵将含

M F E 的气体抽入到酸或碱溶液并溶解在其

中
。

它的优点是取样快
,

大约 2 分钟即可完

成
。

这样的溶液还便于随后的测定 (可用原子

吸收等方法 )
。

为确保获得真正的 M F E 而不

受气胶的影响
,

被测气体在进入吸收液以前

需通过气胶过滤器
。

抽气通过吸收液的速率

是每分钟 10 升
,

抽气总量为 20 ~ 40 升
。

地矿

部物化探所的伍宗华等也从事此项研究
。

上述主动式取样属于化学方法
,

还有一

种主动式的物理方法
。

它根据静电吸尘原理
,

用气泵将含 M F E 的气体吸入并通过一个石

墨管
。

在石墨管中央装置有一根金属丝并通

以数千伏的直流高压 (石墨管上接负极 )
。

这

样可使 M F E 吸附在石墨管的内壁上
。

如适

当地设计石墨管的内外形尺寸
,

便可直接将

它装在原子吸收仪上对 M F E 进行高灵敏度

的检测
。

同前
,

使用薄膜的气胶过滤器作为前

置处理仍属必要
。

据了解伍宗华等也已研制

成功此类取样器
。

此法的成功可使 M F E 检

测的整个过程在工效上有很大的飞跃
。

试验表明
,

在土壤内抽气和在地面上 2

米高度范围内抽气
,

所探测 出的金属含量是

一样的
,

因此常在地面上 50 厘米高的范围内

抽气取样
。

吸收液放在聚乙烯管子内运往实

验室
。

为减小溶器同吸收液的可能作用
,

这种

管子应尽量小些
,

例如 10 毫升
。

用蒸馏水充

分冲洗塑料管可减小重金属在管壁上的吸

附
。

测量的质量应使用密码样进行监控
。

通

常可以每 10 个常规测量插入 1个密码样
。

M F E 测量在过去是离散型的工作方式
,

即在某个取样点上完成整个抽气过程后再移

到下一个取样点去
。

现 已发展到连续型工作

方式
,

即在行进中 (步行
、

车载或船载 )连续抽

气
。

采样长度约为 5一 50 米
,

通常为 20 米
。

特

殊情况下每个点也可覆盖数百米的距离
。

吸收液的分析测定使用原子吸收及离子

电极分别测定铜
、

锌
、

镍和氟
、

氯
、

滨等两类元

素
。

需在野外即时取得结果的则用比色法
。

与

2 8

地气法相 比
,

这些分析万法是很低廉的
。

一 些专家认为反映地质构造或矿床的

M F E 异常相对于背景变化
,

其含量是明显地

高
。

虽然 M F E 的观测随时间会有变化
,

但不

会掩盖上述的异常
,

尤其是那些反映地质构

造且呈线形延伸的异常
。

尽管如此
,

重复测量

以评价 M F E 方法的重现性仍属必要
。

这种

工作量一般占总工作量百分之十以下
。

M F E 测量的方法研究虽然 已有一段时

间
,

在欧洲此项测量所累积的工作量也近 1

万件样品
,

然而同其它地球化学方法技术相

比
,

本方法技术还不够成熟
,

有一些重要问题

并没有弄清楚
。

例如
,

M F E 强度同深处地质

构造和矿床的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
为

什么在一些已开采空了的矿床上方仍有很好

的 M F E 异常显示
;
地质构造越新

、

形成的深

度越大
,

M F E 显示则越好的现象如何解释以

及 M F E 为何能穿透厚层岩石
、

水体
、

冰层
,

它的日变
、

年变与大气中的温度
、

压力和降雨

量有无关系等等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的
。

(地矿部物化探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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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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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

含铜量 12 万吨以上 )
、

江西德兴铜矿的表外

矿 (品位 0
.

27 %
,

计有铜量 90 万吨 )
、

中条山

铜矿峪铜矿上部氧化矿 (矿石 2 0 0 0 万吨
,

品

位 0
.

7%
,

含铜量 14 万吨 )
、

西藏玉龙 (保有

储量 6 50 万 吨
,

其中氧化矿 270 万吨
,

品位

2
.

5 3%
;
硫化矿 3 8 0 万 吨

,

品位 0
.

6 5肠 )
、

内

蒙乌奴格吐山 (保有储量 1 26 万吨
,

原矿含铜

0
.

4 6%
,

矿石含钙
、

镁较低 ) 以及滇中几个中

型氧化铜矿 (大姚大村
、

凹地宜
、

禄丰大美厂
、

小新厂 )等
。

大力推 广应用 SX
一

EW 工艺
,

充分利用

我国的贫铜资源
,

必将促进我国铜工业的发

展
,

在一定程度上将会缓解我国目前铜年年

供不应求的局面
。

(地矿部信息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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