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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地球化学块体理论进行矿产资源评价的资源量预测工作中&大多是基于地球化学数据本身&虽考虑了除成矿物源

之外的如地层'构造等地质背景因素的影响&但仅限于定性阶段&多用于地球化学块体含矿性的分析及远景区的分级
'

在充分

研究地质背景因素的基础上&认为如地层'构造等富集因素与成矿物质基础是矿床形成的
)

个必要条件&因此&在资源量计算

的工作中&还应考虑富集因素的影响&据此建立了找矿概率
G

地球化学块体法&并将其应用于辽东硼资源量的定量评价中
'

结

果表明&辽东地区硼矿资源潜力较大并符合客观实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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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球化学块体理论是
+AAE

年由谢学锦院士提

出的新的矿产勘查与资源评价思想&其含义为&具有

某种或某些元素高含量的大岩块&能够为矿床的形

成提供物源$

Y5%

&

+AA+

%&通过地球化学块体分析矿

床形成的物质来源及其浓集轨迹&确定矿床的聚集

地点$远景区%&并对地球化学块体内的潜在资源量

进行预测
'

众所周知&矿床的形成应当具备
)

个必要条件"

一个是物质条件&即矿床的形成应当具有充分的物

质来源$翟裕生&

)**!

%(另一个是富集条件&是指在

具备物质条件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的活化'分异等富

集过程达到或超过边界品位才能成矿$娄德波等&

)*+*

%

'

目前&在应用地球化学块体理论进行矿产资

源评价工作中&满足物质条件这一要求&但对于富集

条件&虽考虑了成矿物质来源之外的诸如构造'地层

的地质环境的影响&但仅限于定性阶段&多用于块体

含矿性的分析及远景区的分级等
'

基于以上考虑&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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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了找矿概率
G

地球化学块体资源评价法&它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矿床的形成机制&并定量的分

析富集条件对地球化学块体内的潜在资源量的影

响
'

本文以辽东硼矿资源预测为例&探讨找矿概率
G

地球化学块体法的原理与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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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硼成矿带区域地质背景

DED

!

地层

图
+

!

辽东地区区域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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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宙陆核(

#

'

裂谷斜坡区(

$

'

裂谷中央凹陷区(

+'

构造区带范

围(

)'

早元古代里尔峪组(

!'

条痕状花岗岩
#'

主要硼矿床

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辽河群地层
'

其中&里尔

峪组自辽东至吉南呈东西向分布于辽吉裂谷内&其

底部发育有条痕状花岗岩&高家峪组和大石桥组'盖

县组广泛发育于辽吉裂谷区内&以分布广'厚度大为

特征
'

吕梁运动致使辽吉裂谷闭合&使辽河群地层发

生褶皱&岩石普遍遭受绿片岩相
G

角闪岩相的区域

变质作用$贺高品和叶慧文&

+AAF

%和强烈的混合岩

化 $张秋生&

+AFF

%作用
'

区内硼矿严格受里尔峪组

地层控制
'

DEF

!

构造

辽东硼成矿带位于中朝板块华北古陆之辽东古

元古代裂谷内$王翠芝等&

)**F.

&

)**FV

%

'

区内具有

独特的构造发育演化特征
'

吕梁期&裂谷发生强烈的

褶皱和抬升&形成了以东西向紧密线型褶皱构造为

主的构造形迹&由北向南依次为英落
G

草河口
G

太

平哨复向斜'虎皮峪
G

唐碧山
G

老红顶
G

红石砬子

复背斜'盖县
G

古楼子复向斜$王慧媛和彭晓蕾&

)**F

%$图
+

%

'

硼矿主要分布在虎皮峪
G

红石砬子复

背斜构造区&复背斜构造区的次级背$向%斜构造控

制着硼矿体的分布
'

中生代以来&亚洲大陆板块在西

太平洋板块的俯冲作用下&裂谷进入活化期&产生以

(-

向断裂为主的构造活动&切割了辽河群地层&代

表性的断裂有太平哨断裂'鸭绿江断裂等&同时伴随

着中酸性火山岩和花岗岩的侵入
'

虎皮峪
G

红石砬

子复背斜构造区被元古代及燕山期花岗岩分割成
#

个主要地段&分别为虎皮峪
G

哈达碑复式背斜区'五

道岭子
G

砖庙
G

杨木杆子
G

永甸隆褶带'翁泉沟'弟

兄山
G

教家隆褶带和大房身
G

黑沟岭
G

鸡冠山复式

背斜区
'

区内褶皱构造对地层的展布'分布及硼矿具

有间接或直接的控制作用
'

DEG

!

岩浆岩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岩石类型复杂&岩浆活动明

显受断裂构造控制
'

元古代岩浆岩大多呈东西向展

布且普遍遭受区域变质&规模小&数量多
'

中生代早

期岩浆岩侵入作用强烈&岩体广泛发育且规模大&多

为斑状二长花岗岩
'

中生代晚期侵入岩以花岗岩类

岩体为主&次为闪长岩&多呈北东向展布
'

其中&硼矿

与古元古代的条痕状花岗岩的关系最为密切$夏学

惠等&

)**"

%&目前已发现的
+**

余处硼矿&距离古元

古代的条痕状花岗岩均不超过
)**I'

)

!

辽东硼成矿带地球化学特征

FED

!

岩石硼元素含量特征及地球化学块体物源确定

岩石元素丰度可以揭示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块

体形成的原因及主要物质来源&为地球化学块体的

划分和推断解释提供更合理的依据$迟清华&

)**!

%

'

通过前人的研究发现"在地壳中硼元素的克拉克值

为
+!Z+*

G"

&辽东裂谷中硼元素岩石元素丰度为

"F'AFZ+*

G"

&辽东裂谷中下元古界硼元素岩石元素

丰度为
)FF'+AZ+*

G"

&其中里尔峪组硼元素岩石元

素丰度为
)F,!Z+*

G"

&这表明硼元素在辽东裂谷里

尔峪组强烈富集&其富集系数高达到
))+

倍$张秋

生&

+AFF

%

'

通过分析里尔峪组各岩层硼元素含量$表

+

%&可以看出主要的含硼岩石层位也是含矿层位其

硼含量均高达
+***Z+*

G"以上
'

由此可知&里尔峪

组不仅是区内硼矿床的物源层和赋矿层位&同时也

是形成区内硼地球化学块体的主要物质来源
'

另外&区内燕山期中酸性岩硼含量为
,',)*Z

+*

G"

&条痕状花岗岩的硼含量为
+*#AZ+*

G"

&可见

条痕状花岗岩也是区内地球化学块体形成的原因及

物质来源之一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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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

含硼岩系硼元素含量及富集系数

[.V&5+ :%I

U

%=404%6.6@3%63560/.04%63%599434560=%9V%/%6

5&5I56046V%/%6HV5./46

Q

/%3C=

岩石名称 硼矿层位 硼含量$

+*

G"

% 富集系数

斜长角闪岩
F#! F#'!

黑云变粒岩
E*, E*',

浅粒岩
+,"A +,"'A

电气变粒岩 含矿层
E*"E E*"'E

条痕状花岗岩
+*#A +*#'A

注"辽东裂谷含硼岩系硼元素含量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

化学勘查研究所分析
'

硼富集系数
\

里尔峪组各岩层中硼含量#华北

地台地壳硼元素丰度$

+*Z+*

G"

(迟清华&

)**!

%

'

FEF

!

区域硼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辽吉裂谷的硼元素地球化学场呈
-]

向高低

相间的规律性分布&结合区域地质背景分析可明显

发现&硼元素高背景区与虎皮峪
G

红石砬子复背斜

构造区的
#

个次级构造区相对应&而硼元素低背景

区则与分割
#

个次级构造区的吕梁期及燕山期花岗

岩分布区大致吻合
'

!

!

辽东硼矿矿床特征及找矿标志

辽东地区硼矿床均为沉积变质型硼矿床&硼矿

床赋存于古元古代里尔峪组的一套含硼变粒岩系

中
'

根据矿石矿物特征可将本区硼矿床分为
!

类"一

为硼镁石
G

遂安石型硼矿床&代表矿床为后仙峪(二

为磁铁矿
G

硼镁石型硼矿床&代表矿床为高台沟(三

为硼镁铁矿硼矿床&代表矿床为翁泉沟
'

GED

!

辽东地区硼矿矿床特征

辽东地区的硼矿严格受下元古界辽河群里尔峪

组控制&硼矿赋存于里尔峪组一段变粒岩的镁质碳

酸盐岩夹层中&通过区域矿床的统计分析发现&含矿

岩层的厚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硼矿的存在及规

模
'

硼矿层在遭受区域变质的同时&发生强烈褶皱变

形和变质热液的交代作用
'

从已知的硼矿体赋存部

位看&大多数矿体位于褶皱变形的转折端及其两翼&

特别是背斜构造的核部
'

硼矿床呈层状'似层状顺层

产出&存在分支'复合现象
'

硼矿与古元古代的条痕状花岗岩的关系最为密

切&辽东地区的条痕状花岗岩位于含矿地层的底部&

为变质成矿作用提供热源&目前已知的硼矿床距离

条痕状花岗岩均不超过
)**I'

辽东硼矿床的矿石

结构主要为变晶结构和交代结构&矿石构造以条带

状构造'块状构造和斑杂状构造为主
'

围岩蚀变主要

为蛇纹石化'金云母化'透闪石化和电气石化
'

其中

蛇纹石化与硼矿的关系最为密切
'

GEF

!

辽东地区硼矿找矿标志

辽东地区的硼矿均不同程度地含有硼镁铁矿'

磁铁矿&这就为磁法找矿提供了有利条件&一般在一

定磁场背景条件下的低缓异常或在中等强磁场的一

侧或两侧的弱磁异常中可能赋存硼矿
'

辽河群各岩组的密度较低&而里尔峪组密度较

高&因此可以利用重力作为间接找矿标志
'

辽东的大

中型硼矿均位于东西向大型重力高的线性梯度带

上&这与里尔峪组的分布一致&成矿有利部位多与东

西向'北东向断裂有关&重力表现为在重力梯级带扭

曲和舌状突出处
'

通过区内硼矿床与硼元素异常对比分析发现&

区内大中型硼矿均对应硼元素异常&且硼异常大小'

峰值大小与矿床规模呈正比
'

硼矿以赋存于镁质碳

酸盐岩中为特征&因此在次生晕中的钙#镁比可以作

为硼矿的指示标志
'

经统计分析&

:.O

#

^

Q

O

#

*'E

&

基本控制了区内大部分硼矿床&因此
:.O

#

^

Q

O

#

*'E

可以作为辽东地区找寻硼矿的指示标志
'

#

!

找矿概率
G

地球化学块体资源评价

工作方法

HED

!

地球化学块体资源评价工作方法

依据谢学锦院士提出的)地球化学块体成矿理

论模式谱系*&对研究区内的
+_)*

万区域化探硼原

始数据进行处理&利用
#CIZ#CI

窗口数据进行

地球化学块体圈定和内部结构剖分&开展辽东地区

硼地球化学块体的系统研究工作
'

通过分析&辽东地区硼地球化学块体下限确定

为
E,Z+*

G"

&选取的是元素分布直方图中累积频率

在
FÈ

处的数值&大致等于平均值加
+'E

倍标准差

$刘大文等&

)**)

%

'

为了更清楚地追踪辽东地区硼地

球化学块体的浓集特征&结合辽宁省硼元素的分布

特征&以
F*Z+*

G"

'

++AZ+*

G"

'

+,*Z+*

G"

'

)#!Z

+*

G"

'

!!*Z+*

G"为分级标准&顺次制定为
+

'

)

'

!

'

#

'

E

'

"

级子块体并逐级进行内部结构剖分
'

依据谢学锦$

+AAE

%地球化学理论&可将区内面

积大于
+***CI

)的硼地球化学区域定义为硼地球

化学块体&面积小于
+***CI

)而大于
+**CI

)的硼

地球化学区域定义为硼地球化学异常
'

区内可划分

硼地球化学块体
!

个'硼地球化学异常
)

个&其中地

球化学块体用
"

'

#

'

$

表示&地球化学异常用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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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辽东裂谷硼元素地球化学块体地球化学结构套合

W4

Q

') [154605/6.&=0/8308/5%9V%/%6

Q

5%315I43.&V&%3C46465.=05/6K4.%646

Q

来编写
'

如图
)

所示
'

为追索区内硼地球化学块体浓

集的趋势&依据前人的编码系统$刘大文等&

)**)

%&

对各级块体进行编码
'

例如砖庙矿区位于编号为
$

++)+H+

的子块体上&从图
)

看出&它是由
$

'

$

H+

'

$

+H+

'

$

++H)

'

$

++)H+

'

$

++)+H+

共
"

级子块体逐

步浓集而成的
'

通过建立地球化学谱系图&研究地球化学块体

的内部结构&追索块体内元素浓集的趋势&追踪特定

子块体&分析其物质来源和块体的成矿率
'

成矿率的确定一般选择区内研究程度最高的块

体或区域异常&假定该区内的所有矿产都已勘探&那

么这种矿产的已有探明储量与区块金属供应量之比

即为该重金属的成矿率
'

对于筛选出的有远景的靶

区&可利用成矿率$

6

3

%来大致定量计算预测靶区内

的远景储量
'

计算模型如下"

6

3

7

8

#

9

&

其中"

8

为子块体中已探明的硼矿储量&

9

为该子块

体内总的硼元素供应量
'

区域内块体或子块体的硼

元素供应量用如下公式计算"

9

7

,

:

;

:

!

:

!

V0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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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恒等"辽东地区硼找矿概率
G

地球化学块体资源评价

式中"

,

为地球化学块体面积(

!

为区内岩石的密度

$本文采用
)'FZ+*

!

C

Q

#

I

!

%(

!

V0

为区域内块体或子

块体内的硼元素含量均值(

;

为区内矿床的勘探深

度
'

本文采用
+***I

厚度来计算地球化学块体的

硼供应量$区内部分硼矿床勘探深度已近千米%

'

HEF

!

找矿概率
!

地球化学块体资源评价工作方法

如前所述&应用地球化学块体法获得的资源量

仅仅考虑了物质条件&从物源的角度估计的资源量&

只是基于地球化学数据本身而进行的&较少考虑成

矿物质来源之外的诸如构造'地层等地质背景环境

的影响
'

实际上&资源量的估算不仅取决于物质条件

还取决于富集条件&通过对每个远景区的富集条件

进行具体分析'量化&确定富集程度&对每个远景区

应用地球化学法获得的资源量进行修正&这样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提高了预测结果的可信度&得到相对

符合实际的资源量
'

本次采用找矿概率
G

地球化学

块体法进行资源量估算&是在原有的地球化学块体

成矿率的基础上&通过一个基于成矿富集条件分析

得到的找矿概率进行修正&在找矿概率的计算中&将

控矿因素和找矿标志都作为富集因素考虑进来&是

因为控矿因素本身就是成矿的富集因素
'

本次采用

特征分析的找矿概率作为找矿概率
G

地球化学块体

法的找矿概率
'

找矿概率
G

地球化学块体法资源量估算的公式

如下"

9

7":

,

:

;

:

!

:

!

V0

&

式中
"

为找矿概率(

,

为地球化学块体面积(

!

为区

内岩石的密度(

!

V0

为区域内块体或子块体内的硼元

素含量均值(

;

为区内矿床的勘探深度
'

根据辽东硼矿资源现状&通过特征分析方法确

定找矿概率
"

&其原理如下"通过对工作区内的各个

模型区按照选取的富集因素构置变量表&其中令

<

.

=

为第
=

个模型区第
.

个变量$富集因素%值
'

对上

述变量表使用乘积矩阵矢量长度法求得
(

.

&

(

.

是变

量
>

.

的权重
'

令"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则
?

=

为第
=

个模型区的成矿关联度&将其推广到预

测区&得到各个预测区的成矿关联度
?

=

&其含义为

各预测区成矿富集条件的好坏
'

由于
?

=

的数值变化

较大&为便于应用&需要将其变换到,

*

&

+

-之间&即找

矿概率
'

本文通过构置函数$令
?

值最大时
"

为
+

&

?

值最小时
"

为
*

&解得
(

'

A

%"

"

=

7

(

@

A

:

?

=

&

进行成矿关联度与找矿概率的转换
'

E

!

辽东地区硼地球化学块体特征

辽东地区所含硼地球化学块体$图
)

%共有
!

个&其编号为"

"

号'

#

号'

$

号
'

现对
!

个硼地球化

学块体分别论述如下"

"

号地球化学块体
'

"

号地球化学块体位于翁

泉沟
G

弟兄山
G

教家隆褶带&块体呈
-]

向分布&

"

号地球化学块体是区内最大的地球化学块体&块

体面积达
!F#"'+!CI

)

&具有
"

层块体结构&通过分

析该块体结构及硼元素的浓集特征&得出块体的浓

集中心主要为翁泉沟大型浓集中心及若干离散的小

浓集中心
'

块体内已知的矿床主要有翁泉沟特大型

硼矿'弟兄山
G

四门子中型矿和
!

处矿化点
'

块体内广泛出露元古代辽河群地层&块体北部

见有新太古代齐大山片麻杂岩'白垩系小岭组火山

岩等地层
'

古元古代条痕状花岗岩呈
-]

走向分布

于块体南部&燕山期花岗岩呈
(-

向从块体东部边

缘通过
'

该块体的形成与区内含硼岩系'硼矿的分布和

条痕状花岗岩有密切关系
'

区内断裂构造多为
(]

向及
(-

向小断裂
'

#

号地球化学块体
'

#

号地球化学块体位于虎

皮峪
G

哈达碑复式背斜区&呈
(]

走向的不规则

状&面积为
!+,"'E!CI

)

&具有
"

层套合结构&且硼

元素浓集中心明显&具有
E

个浓集中心
'

该地球化学

块体已知有后仙峪大型矿床
+

处&冯家堡子'张虎沟

小型矿床
)

处及若干矿点&位于虎皮峪
G

哈达碑复

式背斜南翼的次级背斜构造中
'

该地球化学块体内广泛出露下元古界辽河群地

层&其中硼矿的主要矿源层是里尔峪组&吕梁运动的

东西向褶皱作用&产生了混合岩化作用和区域变质&

矿源层的硼使进一步活化&所形成的含矿热液于塑

变条件下&在褶皱构造的有利部位富集
'

通过矿床的

分布情况看&区内硼矿严格受里尔峪组地层控制且

表
F

!

远景区优选要素组合

[.V&5) W.30%/.==%34.04%6%9%

U

04I.&&

>

=5&53046

Q

0/.30=

要素类别 要素说明

地层 处于里尔峪组且厚度大于
E*I

构造 褶皱变形的转折端及两翼&背斜构造的核部

岩浆岩 条痕状花岗岩及附近

航磁 中等强度磁异常或一定磁场强度背景下的低缓异常

重力 重力高的线性梯度带或重力梯级带扭曲和舌状突出处

化探 远景区内
a

元素异常极值点&

:.O

#

^

Q

O

#

*'E

矿化 矿点'矿化点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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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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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硼地球化学块体谱系

W4

Q

'! [159.I4&

>

0/55%9(%'!V%/%6

Q

5%315I43.&V&%3C460155.=05/6K4.%646

Q

表
G

!

辽东硼地球化学块体
I

级子块体特征

[.V&5! :1./.305/4=043=%9

Q

5%315I43.&E=8VHV&%3C=465.=05/6K4.%646

Q

块体编号 块体面积$

CI

)

% 金属量$万
0

% 矿产地 找矿概率 成矿率 预测资源量$万
0

% 远景区分级

"

+++H+ ,,'! A#EA'*# +

特大
+

中型
+'***

"

++)H+ !'"F #,)'#F *',*, )*'*!#

#

"

+)+H+ +,'F, )E"E'E! *'EF, A*'!*!

$

"

)++H+ "')) "*)'") *'),F +*'*#A

"

)++H) )'!# )!"'+A *'),F !'A!F

"

)+)H+ )',, )F)')) *',*, ++'A""

#

+++H+ ",'E FEE)'AF +

大型
)

小型
+'*** E+!'+,A

"

#

+++H) !*'" !)!*',E +'*** +A!'F#E

#

++)H+ !F'#E !,*#'), *'*** *'***

#

++)H) ))'E" )!*"'+! *'*** *'***

#

++)H! +!'F" +!A*'!) *'*** *'***

$

+++H+ +,+')! )+)#*'EE #

中型
F

小型
+'*** +),#'#!!

"

$

+++H) EE'EF F*A)'EF +

中型
+'*** #FE'EEE

"

$

+++H# ))'E, )#A"'#, !

小型
*'F"A +!*'+)F

#

$

+++HE ) )A,'+ +

小型
*',+F +)',A,

$

++)H+ +A'#E !*,F')F !

大型
+'*** *'*"

$

++)H) !'A #FF'!F +

中型
+

小型
*'F", )E'!A)

$

++!H+ +"'A) +FF+'F +

小型
*'F"A AF'*FF

#

$

!++H+ )'*! !+F'#! +

小型
*'FE! +"'!*#

++++H+ +A'*! !*+A'F! *',*E +),'"F"

$

)+++H+ ,,'*" +*,FA'*, *',)) #",'#!F

$

)++)H+ +"'F, )E,#',# *'FE! +!+'F)F

#

注"由于
"

+++H+

远景区已知矿床为翁泉沟硼铁矿&具有特殊性&故选用
$

++)H+

远景区作为模型区计算成矿率&并未计算
$

++)H+

及
"

+++H+

两

个远景区资源量
'

距离条痕状花岗岩不超过
)**I'

该块体内断裂构

造不发育
'

在块体南北两侧见有受断裂控制的呈

(-

走向燕山期花岗岩
'

$

号地球化学块体
'

$

号地球化学块体位于五

道岭子
G

砖庙
G

杨木杆子
G

永甸隆褶带&呈一整体

具有
(-

走向'局部又具
(]

走向的不规则状&是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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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恒等"辽东地区硼找矿概率
G

地球化学块体资源评价

由于中生代以来&亚洲大陆板块在西太平洋板块的

俯冲作用下&对基底
-]

向构造形迹的强烈改造而

形成的
'

$

号地球化学块体面积为
)E,F')FCI

)

&具

六层套合结构&是工作区内块体结构最复杂'浓集中

心最多的地球化学块体
'

$

号地球化学块体内已知

有砖庙'花园沟'五道岭等大型矿产地
#

处'中小型

矿
+"

处'矿点数十处&主要分布于块体内的砖庙
G

杨木杆子复式背斜区
'

该块体内出露地层基本为古元古代地层及古元

古代条痕状花岗岩
'

古元古代条痕状花岗岩多呈

(]

向分布于区内褶皱构造的核部&区内硼矿受古

元古代条痕状花岗岩外侧的里尔峪组地层严格控

制
'

燕山期花岗岩呈
(-

向沿太平哨断裂和鸭绿江

断裂分布&位于块体
-2

和
](

两侧边缘
'

块体内构

造以褶皱为主&主要有泡子沿
G

杨木杆子背斜'砖庙

沟背斜'小荒沟背斜'杨木杆子
G

和平向斜'白菜地

背斜及大西岔向斜等
'

区内背$向%斜构造是硼矿赋

存的有利部位
'

"

!

找矿概率
G

地球化学块体资源评价

JED

!

远景区的圈定

通过对已知的大中小矿床与各级硼地球化学块

体的对应关系分析可以知道&

E

级地球化学块体已

经控制了已知的
!E

处大中小矿床中的
)A

处$

+

处

大型
E

处小型除外%&可见
E

级地球化学块体已经基

本控制了硼矿的分布&故选用
E

级地球化学块体作

为预测远景区进行资源量的估算
'

JEF

!

远景区的优选及找矿概率的计算

在圈定远景区的基础上采用特征分析的方法来

计算成矿关联度及找矿概率&计算成矿关联度选择

的预测要素如表
)

所示
'

直接用全部的
E

级地球化学块体进行资源量估

算显然是不科学的&由本文
)'+

节可知&并不是所有

的地球化学块体均为矿致成因的&它还可能是里尔

峪组地层或条痕状花岗岩成因的
'

因此&需要对远景

区进行筛选和分级&本文通过分析成矿物质来源'成

矿有利的控矿与富集条件两方面&对远景区进行筛

选和分级
'

利用地球化学谱系图$图
!

%结合地球化学套合

图$图
)

%&分析主成矿路径的同时追踪特定子块体&

分析其物质来源&从物质来源方面来确定区域找矿

方向
'

利用找矿概率确定远景区内对成矿有利的控矿

与富集条件的好坏&并根据成矿概率的大小结合远

景区的找矿潜力对远景区进行分级
'

结合上述两种方法对远景区进行分级及筛选&

共圈定
A

个含矿远景区&分为
"

'

#

'

$

共
!

级&根据

找矿概率
G

地球化学块体资源量估算公式&计算辽

东地区硼矿资源量&如表
!

所示
'

,

!

结论

通过在辽东硼矿矿产资源评价工作中使用找矿

概率
G

地球化学块体法&可以看出"$

+

%在地球化学

块体法评价资源量的基础上&考虑了各种富集因素

的影响&使估算的资源量较好地符合了客观实际&具

有更高的可信度
'

$

)

%通过对辽东硼矿的预测评价&

共估算辽东地区硼资源量
)A+!

万
0

$扣除已探明资

源量%&说明该地区找矿潜力依然巨大
'

%$:$)$1*$&

:14

&

b'N'

&

)**!'[15=4

Q

64943.635%95&5I560.V86@.635=%9

/%3C=46015=08@

>

%9

Q

5%315I43.&V&%3C='B$"

C

+

4

0.-(#

(/DB$"-+$E.-(#'>

C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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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

46

:1465=5J401-6

Q

&4=1.V=0/.30

%

'

Y5%

&

a'X'

&

+AA+'2%8/35/%3C=.6@015

Q

565=4=%9I50.&&43

I465/.&@5

U

%=40='B#"A(#9$-*"/.-0(/DE$*(##"

%

$/

4

&

#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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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N5

&

?'L'

&

P5

&

N']'

&

+AAF'[J%0

>U

5=%9-./&

>

L/%05/%c%43

I50.I%/

U

14=I .6@40=0530%643=4

Q

64943.635465.=05/6

K4.%646

Q

.6@=%8015/674&46./5.='F-*(G$*)"#"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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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

46:1465=5J401-6

Q

&4=1.V=0/.30

%

'

K48

&

Y']'

&

S45

&

S'7'

&

P.6

&

?'2'

&

50.&'

&

)**)'[15.

UU

&43.H

04%6%9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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