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矿测绘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2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隐伏矿床及其找矿方法 
 

李明 

辽宁省第九地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 

DOI:10.12238/gmsm.v4i2.1042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各行各业的生产,我国目前已经开始加快对各种矿床的寻找和

开采,但是在自然界中仍然存在了一大部分隐伏的矿床,本来就对这些隐伏矿床所产生的深部地质环境

展开了相关的分述了,其具体的地质构造以及状况的方法,希望给有关部门提供一点借鉴和启示,不断促

进我国隐伏找矿工作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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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的地质

学家都在研究有色金属隐伏矿床的勘探

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看看资料和丰

富的资料,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比如说华

南地区黑钨矿石英脉型和锡石硫化物型

隐伏矿床的找矿预测已经达到了世界

先进的水平,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地的环境,找到了

一大批使用意义比较大的铜铁矿等。 

1 现阶段所发现的隐伏矿床的

主要类型 

1.1第四纪覆盖区的隐伏矿床 

第四季隐伏矿场主要指的是埋藏于

时代比较新的疏松沉积物之下的矿场,

而这些沉积物大部分是现代冲坡积物,

现代湖相沉积物,草原沙丘,海滨沙丘,

现代冰渍物等,因此在找矿过程中,可以

针对这类隐伏矿藏的具体埋藏地点,通

过对周围环境进行分析来判断,该区域

内是否存在隐伏矿床,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找矿的效率。 

1.2基岩覆盖区的隐伏矿床 

基岩覆盖区的隐伏矿床主要指的是

产生于地面基岩并没有矿化,或者含矿

标志很少的岩石之下的矿床,岩石主要

是成岩固结的岩石类。因此在找矿的过

程中,可以通过地面岩石的基本特征以

及有没有矿化来判断该地区是否存在隐

伏矿床。 

1.3半隐伏矿床 

在矿床的地表岩石中,经常会出现

一种岩石外层矿化不明显,不确切的标

志,以及带队元素探测过程中出现异常

的情况,或者是老矿区深部或者附近发

现新矿床的现象,对于以上的各种情况,

一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很有可能存在

隐伏矿床,此类矿床的工业矿体主要是

盲矿体,因此,在对我国各类矿体的开采

过程中,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善后工作,一

定要对各种数据进行准确的记录,很有

可能在现有矿床的基础上出现一种新的

矿床。 

2 深部地质赋矿条件 

隐伏矿床大都存在于深部,弟弟埋

藏的深度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深的,因此

要对你负矿床实现精准的找矿工作,就

需要对深部的地质进行充分的分析分析

的主要内容,包括地质构造,岩石类型以

及中的微量元素含量等。 

2.1深部地质构造 

在我国湘南粤北一带,含有比较丰

富的有色金属矿区,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类型,首先是花岗闪长岩类有关的铜铅

而引起的重,磁异常,它的主要特点就是

矿床都存在于深度比较深的断裂重力梯

度带上,推断的东西向深度列旁侧有的

矿区,还向北东向深度列从附近通过。其

次就是矿区的附近都存在着一个比较低

缓的政治区域,自带异常,这个异常是可

以通过相应的检测仪器检测出来的,这

说明他的深部都有一个偏基性的岩浆库,

而岩浆库的规模 小,为20平方千米,有

的甚至达到上百平方千米。另外,矿区附

近显示的行词局部异常,主要是因为矿

床中的磁铁矿的含量不一,磁铁矿含量

比较高的地区,呈现出了比较高值的证

据,不辞一场而不含磁铁矿或只含部分

磁铁矿的矿区呈现的是负磁异常。而围

绕父子一场出现环状,局部的政策异常,

无论是正负,他的异常值相对来说都是

比较低的,因此在检测过程中需要对所

出现的各种异常数值都需要引起重视。

另一类就是与华岗眼泪有关的铅锌矿床

和引起的中磁异常,它的基本特征是首

先出现了重力负异常,这充分反映了该

地区花岗岩体低密度的主要特征,其次

就是该地区不存在正值的区域磁异常值

存在负值的异常。 后,由于花岗岩多数

都为负磁场区,所以围绕它的是成环状

分布的正值局部异常。 

这两类矿床的种磁场的特征反应

出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类型的岩石及其

成矿的专属性,第一类为深源岩浆,第

二类为浅源岩浆,针对不同的岩浆所出

现的隐伏矿床的类型是不同的,可以根

据他们的不同特点来判断该地矿区的

主要类型。 

2.2深部矿源层 

我国的有关专家研究了中国大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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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层成分分布与金属矿区之间存

在的关系,主要得出了以下的结论,首

先在以中基性为主的火山岩浆地区所

产出的矿产类型大部分是金矿和钼矿,

其次,还有铁矿和孔矿以及铅锌矿和锰

矿,在粉砂-泥质基底岩为主要特征的

矿区所生产的矿产类型是锡矿,其次,

还会有乌矿和铜矿的产出。 后在砂纸

基地,严为主要特征的矿区所生产的矿

产类型为石英脉钨矿。由此可见,在不

同的地质环境中,所产出的矿产类型是

不同的,因此可以根据该地区具体的地

址环境以及颜色类型来分析该地所含

有隐伏矿藏的主要类型,然后根据所预

估的类型,制定出不同的找矿方案,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找矿位置确定的

精准性以及找矿的效率。 

2.3区域地球化学的特点 

但我国的湘南粤北一带有很多的金

属成矿区,根据该区域的土壤和重砂资

料以及结合该地区的具体构造演讲类型,

地层等特点,可以分析得出14个地球化

学异常,五种元素组合类型。 

地球化学大的分布受到不同岩浆的

影响,与深源岩浆有关的主要是以铜为

主的元素组合与浅缘原浆有关的,主要

是锌,钨元素的组合。而在我国云南东部,

桂林东部一带的金属元素矿区,地球化

学异常场还可以分为氧化环境,还原环

境和氧化还原过度环境十个带和25个区,

总体上可以归纳为异常,总体上受地层

岩浆岩和矿化的控制而异常的分区,主

要反映了矿田,矿床成矿的有利条件而

异常分区的元素组合大多反映出该矿床

元素组合和类型可以通过以上的各种异

常特征来分析该地区矿场的主要类型和

分布特征,并且还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对

该地区矿床的含量进行有效的分析。 

3 目前我国所掌握的隐伏矿床

的找矿方法 

通过上文的叙述,可以得到隐伏矿

床由于不同的地质环境和岩石类型会产

生不同的特点,可以在寻找隐伏矿床的

过程中,根据这些特点来判断隐伏矿藏

的具体结构以及具体类别,并且可以根

据相关的数据来确定隐伏矿床具体存在

的区域,提高找矿位置的精准度。 

3.1研究成矿规律,建立情况模型 

现阶段,综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找

矿的具体实例可以发现,但找矿过程中,

矿床的具体位置与周围环境之间是存在

密切联系的,因此,可以将这些经验不断

的进行融合,合发现具体的情况规律,从

而建立具体的成矿模型,通过大数据分

析技术,建立相应的平台,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简化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程序,降

低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提高找矿的效

率。比如说凹带中的矿藏含量与它的规

模是成正比的,而两类凹代的汇集相交

处是 有可能出现矿藏的部位,可以在

找矿过程中对于凹带进行具体的探测,

可以提高找矿的概率。 

3.2综合物,化探方法 

在我国西南隐伏矿床的寻找过程中,

运用到了次生晕,远生晕和单矿物中微

量元素含量等资料进行找矿,并且结合

到地质和物探成果,寻找隐伏矿体,并判

断了矿体的主要规模,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在我国西南地区已经确定,还有隐伏

矿床将近87个,通过近些年的不断验证

发现的金属矿区还在不断的增加。物探

方法还确定,我国老君山花岗岩北部附

近有饮饮辅导,花岗岩突起,经过具体的

找矿工作人员验证,该地区存在一座比

较大的硫化物型矿床。 

3.3对土壤中的汞气测量 

该方法通常运用在找矿效果不佳的

厚基基岩覆盖区域和后层运积物覆盖区

域通过相关的事件发现,通过该方法具

有很好的找矿效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已经对我国隐伏矿

床找矿技术展开了相关的分析,虽然我

国在隐伏矿床的找矿工作中已经取得了

很大的成就,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矿床,因

为地形环境比较复杂,需要更加精准和

先进的找矿技术和方法,目前所掌握的

技术不能满足该矿床的开采方法,仍需

要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促进我国隐伏矿

床找矿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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