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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金矿勘查过程中钻探的控制效果不佳，与坑道见矿情况偏差很大，甚至导致丢矿、漏矿情况的发生，这

就是庞绪成博士提出的“测不准”现象。文章就江沿金矿的“白眼”现象即钻孔不见矿问题进行了分析，

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金的矿化不均匀，代表性较差；另一方面是由于含金硫化物硬度

小，在钻探过程中容易磨碎而被泥浆带出钻孔，导致严重贫化造成的。因此，在勘查中应注意方法的选择

和工程的施工管理，慎用以钻代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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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沿金矿区位于吉林省通化市南西 １６ｋｍ，中
心地理坐标为东经１２５°５０′３０″，北纬４１°３６′００″，处于
吉南长白山系老岭山脉南西端。矿区内地表共发现

２４条金矿体，展示出良好的找矿潜力。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先后在该区投入 １２个钻探工程，工作量约
２１３２ｍ，在深部勘查过程中仅有 １孔见到金矿化，
这种未见矿钻孔称之为“白眼”现象，致使该区工作

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１　矿区概况
江沿金矿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中朝准地台

（Ⅰ），辽东台隆（Ⅱ），铁岭—靖宇台拱（Ⅲ），龙岗
断块（Ⅳ）与清河台穹（Ⅳ）衔接处，地层主要为新太
古界表壳岩，岩浆岩有华力西期苇沙河岩体、岔信子

岩体和渔营岩体，脉岩有闪长玢岩、长石斑岩、正长

斑岩。区域上金矿分布密集，大小金矿床（点）５０余
处。区内金矿体类型有蚀变岩型、破碎带蚀变带型

和低温岩浆热液脉型。

２　钻探效果

２．１　１号矿体“白眼”现象

１号矿体发育在长石斑岩中，为低温热液脉岩

型金矿，地表矿体长 ２６０ｍ，平均厚度 １０６ｍ，金平
均品位 １８１×１０－６，产状 １１５°∠６０°。通过旧坑调
查，深部矿体最高品位 ３３４４×１０－６，平均品位 ７９８
×１０－６，故在２８线、３２线施工了３个钻孔分别控制
矿体斜深８０ｍ、４０ｍ，金最高品位０３１×１０－６，都未
见到金矿体。

２．２　１８号矿体“测不准”现象

１８号矿体产在片麻岩中，为蚀变岩型金矿，矿
体长 １２０ｍ，平均厚度 １０４ｍ，平均品位 ３４０×
１０－６，产状２９０°∠７０°。早期在 ２３线施工了 １个钻
孔，矿化品位０３５×１０－６～０５８×１０－６，后期认为矿
体反倾，在相反的方向施工了两个钻孔，分别控制斜

深４０ｍ、１２０ｍ，前排孔穿矿 ０７０ｍ，品位 １３８×
１０－６，圈连矿体产状１１０°∠５０°，后排孔未见金矿化。

３　坑道效果
通过进一步工作和旧坑调查与总结，在物探成

果和矿化不均匀认识的指导下，先后对１号矿体、１８
号矿体进行了坑探工程施工，并取得了较好的地质

效果。

１号矿体目前深部由 ３层坑道控制，在不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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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都见到金矿体：ＰＤ１（４２３ｍ）控制矿体长 ７３ｍ，平
均厚度１０８ｍ，金最高品位３３４４×１０－６，平均品位
７９８×１０－６；ＰＤ３（３９８ｍ）控制矿体长 ５７ｍ，平均厚
度 １４３ｍ，金最高品位 １１２２０×１０－６，平均品位
２５２５×１０－６；ＰＤ７（３６１ｍ）控制矿体长８７ｍ，平均厚
度 １４４ｍ，金最高品位 ７３４８×１０－６，平均品位
１１９０×１０－６。该矿体平均厚度 １２５ｍ，平均品位
１２７３×１０－６，且在第三层坑道发现了分支矿体（厚
度０９１ｍ，金品位５４４×１０－６）。

１８号矿体深部由 ＰＤ６坑道控制，长 ８０ｍ，平均
厚度０９０ｍ，金品位 ０２１×１０－６～２２８×１０－６，平
均品位 １４７×１０－６，矿体走向 １５°～２５°，倾向北西
７５°至北东 ８５°，矿体品位、产状均有较大变化。该
坑道除 １８号矿体外，见到 ７个矿化点，前期钻孔所
见即是其中的一个，对于蚀变岩中的“满天星星”，

一个钻孔往往会误导施工方向。

４　原因分析

４．１　矿化不均匀

区内出现钻孔效果不佳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矿

化不均匀造成的。钻探岩芯取芯直径只有７５ｍｍ，取样
断面积很小，当矿化不均匀时，只有在钻孔无限多的情

况下才能有较强的代表性，这对于耗资巨大的钻探是

不切实际的，也必然导致取样的代表性差。以１号矿
体ＰＤ３坑道为例，坑道在矿体部位见到了施工的钻孔，
并且品位高达１１２２×１０－６，但是钻孔恰好是在矿化较
弱地段，造成了采样无矿的情况。

４．２　矿岩破碎

区内蚀变岩型金矿母岩为片麻岩，经构造作用

破坏后在一定的温度、压力条件下部分重结晶，岩石

较为破碎，载金矿物黄铁矿沿裂隙充填呈细脉状—

团块状。由于硬度的不同，在钻进过程中黄铁矿被

硬度较大的硅化片麻岩磨蚀，并被泥浆带走，而破碎

带蚀变岩型金矿由于本身硬度的原因，岩芯采取往

往不到位，造成样品中金的流失和贫化。

５　结论
钻探效果不佳是金矿勘查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

象，尤其是在对矿化不均匀的金矿体和以蚀变破碎

带、蚀变岩为容矿岩石的金矿勘查过程中，不能因一

孔之见就对矿床下结论，从而导致丢矿、漏矿；应该

注意探矿工程的施工方法及管理，尽可能以坑道作

为首选勘探手段，慎用“以钻代坑”，尽量减少和避

免“白眼”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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