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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谈矿产地质工作

样品采集篇（8）

样品采集篇共有8节，第一节矿产地质样品采集工作的任务与意义（上、下）、第二节矿产预查阶段的采

样工作（上、下）和第三节矿产普查阶段的采样工作（上），已在本刊前$期刊登，本期刊登第三节矿产普查阶

段的采样工作（下）。

第三节 矿产普查阶段的采样工作（下）

7 浅井中采样及其主要方法

在覆盖较厚的地区，当探槽无法达到揭露、追索矿化体之目的时，这时则要实施浅井工程。浅井有方形、

圆形!种，后者亦称小圆井。方形井边长#9$!!9$(，井深一般不超过!"(；小圆井直径一般为#9"(，深

不超过$(，否则支护、排水、倒渣等都较困难。浅井布置要考虑地形因素，不能布置在悬崖陡壁上，最好在

较平坦地方，还要考虑水文地质条件，潜水面太浅或涌水量过大的地方也不宜布置，而且浅井或小圆井深度

应有所控制，以便保证施工和采样的安全。过去曾有某单位的地质工作者在野外工作后，认为该地区找矿潜

力很大，唯地表覆盖较厚，于是向上级单位提议：“在某矿区某某地施工一口浅井，深#""(”，从而引起了一

场笑话。因为浅井打不了#""(，打#""(就不是浅井了。浅井采样方法主要有以下6种。

（#）刻槽法采样

适用于大多数固体矿产，是目前在浅井中最常用的采样方法。采样通常是在一个侧壁上进行的，当矿化

不均匀时，可在对称的两个侧壁上采样，然后合并为一个样。采样的布置原则和每个样品的采样长度及其断

面规格，与探槽中刻槽法采样的规格基本相同。但是，选择采样位置应尽量布置在接近浅井底部的地方，这

样便于采样工操作。否则，采样工就要站在梯子上采样，既不安全（凿下的岩、矿石碎块满天飞舞），也不易收

集，并且经常被污染或混入它物，样品质量难以保证。

采样完成后应立即着手编录工作，并以浅井素描展开图的形式反映所揭露的地质情况与采样位置。浅

井素描展开图的比例尺一般为#:#"!#:$"，要四面展开，以便了解其地质特征，特别是产状变化。编录时，

首先，将测绳沿浅井两个侧面交接部位放下，直至底部，作为测量的固定横坐标，以钢卷尺垂直横坐标作为移

动的纵坐标，测定浅井形状、每个侧壁上地质界线的特征点以及采样位置和长度的纵、横坐标数据；然后，依

据获得的数据，在图纸上画出浅井相邻两个侧壁的素描展开图。两壁测量后，在对称的两个侧壁交接部位再

放下测绳，用同样方法测量其他两个侧壁。在四壁素描展开图上，采样长度与位置要按实际反映，以黑白相

间的间断线表示，每节代表一个样品，不许用代号与其他花纹表示。浅井每个侧壁的方位都要标注在展开图

上方。值得注意的是，浅井施工中地质人员要密切与施工人员配合，基本上要做到随着工程进展，近乎同步

地进行采样与编录。因为浅井施工中往往要及时支护，当支护木板安装上以后，采样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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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编制的元素浓度图中异常十分分散。后来通过复查发现，由于该区地势起伏较大，采样层位在不同

地方深度变化较大，因此采样工虽然严格的按一定深度采样，但所采的样品不是在同一层位上，甚至有的已

在有机层中。这则教训告诫我们，在采样中不能只考虑采样深度，更要注意采样层位的标志；只有在同一采

样层位上采样，获得的数据与资料才有可比性，才能在地质找矿中发挥作用。

在地球化学土壤测量中采样工作量是比较大的，为了有序开展工作，通常是按测网布置的顺序进行。在

每个采样点采样的对象主要为砂质土、细砂土、粉砂土和黏土等。每个样品质量约!""!!#"$，对于金、汞、

铂等稀有、贵金属元素样品，其质量要增加到%""$。样品采集后应及时登记、编号和做简要的记录和描述。

从野外采集的原始样品不要束之高阁，要及时处理。首先必须把它们凉干、晒干或低温烘干，切忌用高温烘

干。干燥过程中样品如有结块，应用木板敲打，把结块粉碎。样品干燥最好置于室内，尽量不要在室外，特别

是在风沙季节，一阵狂风可能带来其他组分将样品污染。过去曾有一个化探小分队，在矿山外围开展地球化

学土壤测量工作，样品采回后在矿山招待所的操场上打开、晒干，突然刮起一阵西北风，将所有样品蒙上一层

尘土，当时还不在意，但分析化验结果出来后，某些元素含量系统性偏高，后经多方探究，终于归结于那阵西

北风，将选场的尾矿尘刮进来，污染了所有样品，于是只好返工。干燥后的样品要过筛，一般野外初始过筛是

用&"目筛孔，但在对一些稀有、贵金属矿产寻找时往往要进行粒度试验，确定最佳的粒度的方案，并按试验

结果采用相应孔目的筛子将样品过筛。过筛处理后送往实验室分析化验的样品重量不少于&"$，稀有、贵金

属样品的质量要加大。过筛后样品质量若超过&"$，应按四分法进行缩分，直至合乎规定的重量为止。样品

在运往实验室前要对其数量进行核对，在运往实验室途中也要加强管理，防止丢失和意外。过去曾有一个小

分队从工区将样品用马车运往县城实验室，途中突然下了一阵雷雨，马车上无篷布，又无处躲雨，样品被雨水

淋的面目全非，一年辛苦付之东流！

& 岩、矿石电性测定标本的采集

在普查工作的后期，往往需要对深部地质构造及其矿化特征做大致的了解。这其中除了施工个别普查

钻孔外，还要经常开展深部地球物理探测工作。过去以电测深、激发极化等深部探测为主，近年来，大地电磁

法得到广泛地应用，并取得很好的效果。大地电磁法探测及其地质解释是建立在岩、矿石电阻率的差异性基

础上，因而岩、矿石标本采集及其电阻率测定是大地电磁法探测及其地质解释的前提，也是普查工作中重要

任务之一。

大地电滋法所测定的岩、矿石样品必须是新鲜的，应在未风化的露头上采样。样品应包括该区各类主要

岩性，特别是分布面积较广的岩、矿石，应有足够的数量，这样所测的数据才具有代表性。测定标本的几何形

态没有严格的规定，但是标本不能太小，特别是宽度应大于电极距’(的排列长度，否则标本就无法测定。

标本采集后应及时测定，因为岩、矿石标本的含水性及其程度对其电阻率有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当地下水矿

化度较高时。如果采集来的岩、矿石标本存放时间较长，标本中原始水分就已蒸发散失尽了，这时所测的电

阻率不能代表野外岩、矿石真实的电阻率。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有人将标本带回室内，然后在水中长时间浸

泡，使岩、矿石标本的湿度近似于野外原始状态，以此来弥补标本中水分散失的缺陷。但是在室内渗泡标本

用的水大多是自来水，而野外岩石中的水多为含一定矿化度的地下水，两者本身在电性上就有差异，因而通

过渗泡能否将标本还原至原始状态确是值得商榷的，除非渗泡标本用的水是从野外实地提取带回来的。因

此，标本测定要及时进行，最好在现场测定，才能保证电阻率测定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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