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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桂林工学院隐伏矿床预测研究所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承担的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科技
攻关项目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武警黄金指挥部、山东招金集团、内蒙古自治区有色地质勘查局、广
西黄金局等布置的多个科研项目的综合研究成果。
项目研究时间为2002～2007年，主要工作内容是：（1）在各种不同景观区采用以地电化学为主的多种
方法集成技术寻找隐伏金矿可行性试验研究；（2）各方法寻找隐伏金矿技术条件选择性试验研究及
建立方法找矿综合模式；（3）在上述找矿可行性试验研究工作基础上，开展地电化学集成技术的深
部找矿预测。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在澳大利亚Challeng-er金矿和Kalkaroo铜金矿，我国的新疆哈巴河赛都金
矿、新疆哈密金矿、山东尹格庄金矿、安徽五河金矿、东北大兴安岭虎拉林金矿、吉林延边杜荒岭金
矿、内蒙古巴彦哈尔金矿、内蒙古四子王旗金矿、广西高龙金矿、广西南乡金矿等10余个矿区分别开
展了以地电化学提取测量为主的三种方法为一体的集成技术找矿试验研究，这三种方法为：（1）地
电提取测量法；（2）土壤离子电导率测量法；（3）土壤吸附相态汞测量法。
共完成测试剖面528条，采集地电提取样品13565件，采集土壤样品13949个。
对所采集的全部样品做了离子电导率、热释汞测试分析，对地电提取样品全部做了金元素分析，部分
样品做了Hg、As、Sb、Cu、Pb、Zn等元素分析。
通过研究获得了以下主要成果：（1）掌握了各研究区的地电化学集成技术各参数背景特征，获得了
不同景观区已知埋深100～400m不等的隐伏金矿上地电化学集成技术异常特征，并对已知隐伏金矿体
上所测得的异常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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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电化学集成技术寻找隐伏金矿的研究及找矿预测(精装)》系统地论述了金的地球化学特点，地电
化学集成技术基本原理、工作方法及特点，对地电化学集成技术条件进行了系统研究，介绍了在国内
外7种不同类型厚层覆盖区开展的电化学集成技术找矿可行性试验研究，及在国内外17个矿区外围及深
部开展的找矿预测研究，以及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找矿效果。

《地电化学集成技术寻找隐伏金矿的研究及找矿预测(精装)》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证严密、条理
清晰，可供找矿勘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地球科学领域和相关学科的科研、生产人员及大专院校
有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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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先熔55岁，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桂林市拔
尖人才。
现任有色及贵金属隐伏矿床勘查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广西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重点实验
室主任，桂林理工大学隐伏矿床预测研究所所长，IGCP-514国际对比计划委员会委员。
三十余年来一直从事地质、地球化学、地球电化学勘查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承担了20余个地质科研项
目的研究工作，其中国际合作项目4个，国家科技攻关项目6个,部级项目10个，省级项目9个。
先后获得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个、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3个，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4个。
出版学术专著3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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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金在内、外生环境下的存在形式、运移与沉淀机理，不仅是地球化学所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
而且也是勘查地球化学所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
因为勘查地球化学工作者找矿所研究和利用的是地球化学异常，而异常的形成是金的分散、迁移与富
积的直接结果。
在一定的环境下对欲寻找金矿床中金的特性、存在形式、分散和富积方式的了解是金矿勘查能否取得
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地球化学更关注的是金的内生迁移与沉淀机理，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金矿床的成因。
与地球化学所不同的是，勘查地球化学更关注的是金由内生向表生转化的机制和金的表生地球化学行
为，因为勘查地球化学工作者所研究和利用的大部分都是表生介质，而且随着勘查工作逐渐向隐伏区
推进，这种对金的表生行为的研究就显得更重要。
而表生环境又最为复杂，金从内生环境迁移进入表生环境后经历了各种复杂的表生作用，使其发生了
重新分布和分配、富集与分散。
这种复杂的过程给勘查地球化学工作者对异常的有效发现和解释推断带来很大困难。
而对金各种存在形式在不同表生景观条件下的活动性，物理、化学和生物行为，各种存在形式的比例
与彼此之间的消长关系，以及迁移机制的了解对寻找隐伏矿为目的的地球化学勘查样品采集，分析方
法的选择，数据的解释推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1 金的内生存在形式、迁移与沉淀对于金的内生迁移理论虽然研究和发表的文章很多，但依然还是停
留在假说或根据少量实验室的模拟数据进行的理论推测。
对金的内生行为的研究其实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的来源；二是金的迁移与沉淀。
地球化学对金的迁移与沉淀的研究，要多于对金来源的研究，勘查地球化学在过去同样也是重视对迁
移与沉淀的研究，只不过侧重点不同，地球化学研究侧重的是成矿前和成矿过程中金的迁移和沉淀机
理，而勘查地球化学研究侧重的是成矿过程中和成矿后金的分散与迁移。
因为地球化学是要用地球化学理论解释矿床的成因问题，而勘查地球化学更关心的是矿床形成过程和
形成后的再分散所形成的异常进行找矿。
不论是地球化学还是勘查地球化学都对金的来源给予较少的关注。
而实质上金的来源可能对找矿或者寻找巨型金矿更具有意义。
（1993）指出：“巨型矿床所在地点巨大供应的金是形成巨型矿床的最基本要求。
”近些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显得重要。
因为迁移与沉淀都是找矿过程和环境，而物质来源才是能否形成大矿和特大矿的本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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