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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石尖金矿、桃花金矿地质尽职调查报告地质部分 

一、前言 

(一)目的任务 

本次地质尽职调查的目的是：检查验证铁石尖金矿区地质详查工作质量及评

审备案的、提交（未备案）的金资源储量的真实性、可靠性；优化铁石尖金矿采

选工程初步设计，评价采选工程各项技术指标、技术路线、经济指标的合理性、

可行性；检查验证桃花矿段金矿地质详查工作质量及提交（未备案）的金资源储

量的真实性、可靠性，审核检查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413 队 2020 年 12

月提交的《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桃花矿段金矿详查 2020年阶段性工作总结》

中完成实物工作量的真实性、准确性；评价铁石尖采矿权-桃花探矿权范围内金

矿资源潜力。具体任务如下： 

1、以 2016年 5月湖南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通过的《湖南省醴陵市

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金矿详查报告》（湖南省地勘局 413 队提交）为依据，用

地质路线踏勘、老隆刻槽取样、原钻孔岩矿芯取样、钻探验证等手段，客观验证

其野外工作质量及备案资源储量的可靠性、真实性，根据《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

类》（GB/T 17766-2020）标准，将原备案资源储量进行转换分类； 

2、测量铁石尖矿区 XJ1 老隆采空区范围，估算动用矿石量，可以回采矿石

量；  

3、以 2021 年 12 月湖南省地勘局四一三队提交的《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

区铁石尖矿段 V2 脉带金矿勘查阶段性成果报告》为依据，用地质路线踏勘、老

窿调查、原钻孔岩矿芯取样、钻探验证等手段，评价勘查方法与资源储量估算的

正确性、合理性，客观验证其野外工作质量及提交（未备案）的资源储量可靠性、

真实性，根据《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标准，将原提交的

估算资源储量进行转换分类； 

4、以湖南省地勘局四一三队 2020 年 12 月提交的《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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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桃花矿段金矿详查 2020 年阶段性工作总结》为依据，用山地工程实地核实、

工程点测量、原钻孔岩矿芯编录取样、原始资料检查等手段，检查核实桃花矿段

地质勘查工作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工作质量及提交的资源量的真实性、可靠

性。 

5、收集湘东北区域及铁石尖矿区相邻各金矿山最新勘查、科研成果，结合

铁石尖矿区、桃花矿区工作成果，分析评价铁石尖--桃花矿区金矿资源潜力； 

（二）完成工作量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一四队（以下简称我队）根据目的任务，首先

编制了《湖南省醴陵市铁石尖金矿采选项目尽职调查设计》，通过了甲方批准。

按照设计方案，2022 年 3 月 23 日我队技术人员进入矿区，开展路线地质踏勘、

重型山地工程实地抽检、钻探重新编录采样、坑探重新编录采样、验证钻探施工、

工程点测量等调查工作。具体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见表 1。 

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统计表      表 1 

工作 

项目 
单位 

完成工作量 
备  注 

铁石尖矿区 桃花矿段 合计 

路线地质踏勘 km 1.80  1.80   

钻孔重采样 件 11 22 33 老钻孔  

坑探重采样 件 17  17 位于 LL1老窿+110m中段  

坑探重编录 m 231.00  231.00 位于 LL1老窿+110m中段  

验证钻探施工 m 433.67  433.67  

验证钻孔编录 m 433.67  433.67  

原钻孔编录 m 320.00 287.07 607.07 老钻孔 

劈芯样 m 160.70 25.62 186.32 含验证孔采样 

刻槽样 m 14.80  14.80 位于 LL1老窿 

化学分析样 件 181 22 203  

工程点测量 点 10 13 23  

老窿调查 个 1 1 2 铁石尖 LL1，桃花 1号斜井 

钻孔实地核查 个 4 9 13  

槽探实地核查 条  3 3  

坑道测量 Km 0.17  0.17 铁石尖矿区 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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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业权概况 

小横江矿区位于醴陵市官庄金矿整装勘查区内，2014 年 3 月依据探矿权人

申请，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将原探矿权分立为“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

段金矿详查”（3.96km2）和“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桃花矿段金矿普查”

（14.83km2）两个探矿权，其对应位置关系如下图 1。 

 

图 1     矿权分布图 

探矿权分立后按各自方案开展地质工作。铁石尖矿区于 2016 年 4 月提交了

《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金矿详查报告》，评审备案了金资源量

332+333+333 低金金属量 7609.68千克，矿石量 800031吨（332金金属量 2581.64

千克，矿石量 258970 吨；333 金金属量 4989.15 千克，矿石量 504722 吨；333

低资源量 38.90 千克，矿石量 36340 吨），其中 332 金金属量占总金资源量的

33.93%。矿床平均品位 9.51克/吨。2021年 12 月铁石尖矿区再次提交了《湖南

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 V2脉带金矿勘查阶段性成果报告》，提交（未备

案）新增金资源量（TD）金金属量 2382.29kg，矿石量 47826t，平均品位 49.82g/t。 

铁石尖探矿权详查地质工作完成后于 2021 年转变为采矿权，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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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300002021074110152292，面积 1.9317km2,有效期限 2021年 7月 21日至 2026

年 7月 21日，拐点坐标见表 2，桃花矿区于 2016 年转入详查阶段。 

铁尖石金矿采矿权拐点坐标表      表 2 

拐点坐标 
直角坐标（国家 2000坐标系） 

X Y 

1 3083598.92 38449326.91 

2 3083598.92 38448716.91 

3 3083198.92 38448716.91 

4 3083198.92 38448516.91 

5 3082998.92 38448516.91 

6 3082998.92 38448116.91 

7 3081598.91 38448116.91 

8 3081598.91 38448516.91 

9 3081798.92 38448516.91 

10 3081798.92 38449319.91 

准采标高 450米至-200米 

 

三、原地勘工作概况及资源量情况 

（一）地勘工作概况及资源量 

1、自然地理、交通及经济情况 

（1）自然地理及交通位置 

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位于醴陵市北西直线距离约 20km 处，属醴陵市官庄

镇管辖，有 20km 水泥公路连接官庄镇，官庄镇至枫林市乡方向 4km 处可接平汝

高速、沪昆高速，交通方便（见图 2 交通位置图）。详查区属低山区，最高海拔

铁石尖标高 569.90m，最低矿区西侧标高 110m，相对高差 460米。 

（2）水系 

区内有三条近东西向溪沟汇入勘查区西北方向的官庄水库，矿区西侧边界距

水库最短直线距离 0.5km。官庄水库属国家大（Ⅱ）型备用水库，总面积约 20km2，

库容 1.069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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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气候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3～6月为雨季，年降雨量 1500mm以上。年

平均气温 17.5℃，1 月平均气温 5.3℃，7 月平均气温 29.5℃，无霜期 280 天。 

（4）经济 

矿区人口稀少，多外出务工，经济以农、林、旅游业为主，经济较为落后。 

（5）电力通讯 

官庄镇建有一座十千伏变电站，供电情况良好；矿区没有有线网络，移动、

电信信号虽然覆盖整个矿区，但时断时续，通信条件不好。 

 

图 2       小横江矿区交通位置示意图 



 

6 

 

2、以往地质勘查工作 

2010 年之前，铁石尖、桃花矿区没有开展过规范的地质勘查工作，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至 2007年有过民采，矿区现有的老窿、坑道全是当年民采所为。LL1

老窿是 2001年～2007 年民采遗留采矿工程。 

铁石尖矿区 2010-2015 年开展了普查-详查地质工作，完成的主要地质工作

见表 3 

2010-2015年月完成实物工作量       表 3 

          工作量 

  项  目 
单 位 完成数量 备 注 

1/1000 勘探基线测量 条/ km 3.35  

工程点测量 点 52  

1/2000 地质测量 km2 3.96  

水工环测量 km2 3.96  

钻探 m 46/12846.

0 

 

槽探 m3 13条/1300  

老窿调查及编录 个/m 5/429.10  

刻槽取样 件 173  

岩芯样 件 945  

内检样 件 98  

外检样 件 40  

薄片鉴定 件 4  

组合样 件 2  

小体重样 件 30  

水质综合分析样 组   

采选冶实验样 组 1  

2016 年 5 月提交了《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金矿详查报告》，

于 2016 年 8 月评审备案并提交了资源量:（332+333+333 低）金金属量 7609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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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矿石量 800031吨，其中 332金金属量占总金资源量的 33.93%。矿床平均品

位 9.51 克/吨。 

2017年矿区对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 V2脉带金矿开展了补充

勘查地质工作。完成实物工作量见表 4。 

补充勘查实物工作量表    表 4 

          工作量 

  项  目 
单 位 完成数量 备 注 

工程点测量 点 16 定 测

10 钻探 m 3371.55  

钻探编录 m 3371.55  

岩芯样 件 307  

取样 m 367.19 劈芯 

2021 年铁石尖矿区再次提交了《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 V2脉

带金矿勘查阶段性成果报告》，新增金资源量 TD 金金属量 2382.29kg，矿石量

47826t，平均品位 49.82g/t。 

桃花矿段自 2011 年普查以来一直进行勘查工作，目前已经进入详查阶段，

具体工作量见表 5 

桃花矿段 2011-2020 年累计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汇总表    表 5 

工作手段 单 位 完成工作量 备  注 

1/1万地质草测 Km2 14.7   

1/1万地质修测 Km2 14.83   

1/5000地质简测 Km2 14.83   

1/5000地质修测 Km2 14.83 第一次 

1/5000地质修测 Km2 11.13 第二次 

1/2000地质简测 Km2 3.13   

1/2000数字化测图 Km2 3.13   

1/1000地质剖面测量 km 10.14 3条 

1：1000勘探线剖面测量 Km 15.12   

工程测量 点 171   

1/1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Km2 12   

1:5000土壤剖面测量 K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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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手段 单 位 完成工作量 备  注 

1:5000水工环地质测量 km
2
 8.83   

1:5000汞气测量 Km
2
 14.83   

钻探 m 16467.78   

槽探 M3 7846.14   

剥土 m 126.4   

坑探 m 676.40   

老窿（清理）调查 m 471   

基本分析样 件 5101 金 

组合分析 件 1   

薄片鉴定样 件 86   

岩芯样 件 17   

2020 年 12月湖南省地勘局 413队提交了《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桃花矿

段金矿详查 2020 年阶段性工作总结》，总结了从 2011 年 4 月首次登记普查探矿

权至 2020 年末开展的地质工作，初步圈出 26个金矿体，其中大部分为钻孔控制

的盲矿体。对其中 4 个金矿体进行了资源量估算，提交控制与推断的(332+333)

金资源量为：矿石量 353292t，金金属量 1944.44 千克，平均品位 5.50g/t。 

本次尽职调勘查主要依据为《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金矿详查

报告》、《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 V2 脉带金矿勘查阶段性成果报告》

及《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桃花矿段金矿详查 2020年阶段性工作总结》。 

3、矿区地质 

（1）地层 

小横江矿区包括铁石尖矿段和桃花矿段，出露地层为中元古界冷家溪群黄浒

洞组（Pt2h）和与小木坪组（Pt2x），在沟谷、山坡分布有零星第四系（Q）。冷家

溪群由一套具复理石和类复理石建造特征的深海—半深海浅变质碎屑岩组成。 

冷家溪群小木坪组（Pt2x）：仅在桃花矿区南西角芭蕉坡至沈家一带小范围

出露，未见顶。岩性为灰色、灰黄色板岩、绢云母板岩夹粉砂质板岩、条带状板

岩。单层呈薄-中层状，部分板岩中发育有水平纹层，与下伏黄浒洞组第三段（Pt2h
3）

整合接触，厚度＞200m。 

黄浒洞组（Pt2h）分为三段：第三岩性段 Pt2h
3），出露铁石尖矿区北东角,

桃花矿区巫家排至冬茅壁一线南西面，浅灰色，中厚层状，变质细粒石英杂砂岩、



 

9 

 

砂质粉砂岩与板岩、条带板岩、粉砂质板岩，厚度＞200m。第二岩性段（Pt2h
2），

出露铁石尖、桃花矿区中部，深灰色板岩夹砂质板岩及变质细砂岩。上部为含粗

砂质板岩，粉砂质板岩，中部为灰绿色板岩夹含粉砂质铁质板岩，下部为条带状

含粉砂质板岩，条带为石英粉砂与绢云母等粘土矿物相间组成，条带宽约 2～8mm，

岩石中含团粒状同生黄铁矿，厚约 400～600m，该层构造破碎带发育，为矿区主

要含矿层位。铁石尖主矿体 V3-1、V4-1均赋存于该地层中。第一岩性段（Pt2h
1），

出露矿区南西角，上部为深灰绿色—灰黑色含疑灰、含硅酸盐浊积岩。下部为黄

绿色含疑灰质砂岩，再向下为黄褐色、灰色含疑灰质夹青灰色板岩，厚度＞150m。 

第四系（Ｑ）：第四系主要为粘土、亚粘土和风化的岩石碎块，多以冲积物

的形式分布于溪沟两侧，少为残坡积物零星分布于山间谷地和山坡平缓处。 

（2）构造 

区内出露的中元古界冷家溪群经历了自武陵运动以来多期次、多形式、多级

次的构造运动。多期形成的褶皱、断裂相互叠加、切割，形成了以断裂、褶皱构

造均较发育的复杂的（棋盘格式）构造形迹。矿区总体构造骨架为一同斜倒转复

式背斜，主体构造线为北东向。多期次叠加褶皱发育，断裂纵横交错，断裂构造

与褶皱紧密伴生。按断裂展布方向主要可分为近南北向、北西向、北东向及近东

西向。通过对不同方向断裂含矿性的评价发现，以近南北向、北西向断裂与成矿

关系最为密切，其中近南北向构造 F1、F2、F3、F4、F9 与矿化关系密切，北东

向次之，早期近东西向构造所致矿化作用的发生与发展可能为后期成矿提供了重

要条件。 

根据区内断裂与矿体的关系分析：北东向及近南北向（走向 340°～20°之

间）构造切割黄浒洞组有利部位常有金矿化，二者为控矿（导矿+容矿）构造。

层间剥离构造带、顺层剪切带或走向断裂为主要容矿构造。值得注意的是北西向

切层断裂往往控制了短而富的金矿体，同时在几组不同方向构造交汇部位常有很

强的金矿化。区内金矿体总体由北东向、近南北向及配套的北西向构造和冷家溪

群黄浒洞组层间剥离带联合挟持与控制。 

（3）岩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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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岩脉产出，有花岗闪长岩脉、辉绿岩脉、斜闪煌岩脉。斜闪煌岩为隐伏岩

脉，仅在钻孔中见到。 

（4）区域变质作用 

为一套低绿片岩相矿物组合，原岩为砂岩、粉砂岩、泥岩，变质后形成变质

砂岩和板岩，变质程度较浅。 

（5）围岩蚀变 

有硅化、黄铁矿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毒砂等，地表矿脉带

中具较强褐铁矿化，部分围岩具褪色现象。蚀变强度由金矿体向外逐渐变弱，与

正常围岩无明显界限。金矿化与黄铁矿化、毒砂化、硅化关系较为密切。 

4、矿体地质 

（1）矿脉地质特征 

铁石尖矿区： 

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已发现金矿脉 5条，编号分别为①、②、③、④、⑤，

矿脉均分布于南北向断裂破碎带中，走向南北或近南北，倾向东，倾角 40°～

70°，矿脉长 300m～1200m，厚度 0.5～18m，主要赋存于黄浒洞组第二岩性段

（Pt2h2），各矿脉地质特征见表 6。 

铁石尖矿段矿脉特征一览表      表 6 

矿脉编号 

长度(m) 
平均厚度

（m） 

产状 

地质特征 
走向长度 倾向延伸 倾向(°) 倾角(°) 

① 980 200 2 90 49 

主要由破碎粉砂质板岩，石英

脉，构造角砾岩及少量断层泥

组成，具黄铁矿化、硅化、绿

泥石化，地表褐铁矿化（受

F1断裂控制） 

② 320 160 3.5 90 50 

主要由破碎粉砂质板岩，石英

脉，构造角砾岩及少量断层泥

组成，具黄铁矿化、硅化、弱

硅酸盐化、地表褐铁矿化（受

F2断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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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1600 500 5.5 90 45 

主要由构造角砾岩，破碎粉砂

质板岩，石英脉及少量断层泥

组成，具黄铁矿化、硅化、褪

色化、绿泥石化，地表褐铁矿

化（受 F3断裂控制） 

④ 700 470 3.9 90 60 

主要由构造角砾岩，破碎（含）

粉砂质板岩及石英脉组成，具

黄铁矿化、硅化、褪色化，地

表褐铁矿化（受 F9断裂控制） 

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金矿共圈出矿体 30 个，南北向断裂构造控制矿体的

编号为 V1-1、V2、V3-1、V4-1、V4-2、V4-3、V5-1等 7个矿体，盲矿体 23个，编号为 M1、

M2、M3-1、M8、M9、M10、M12、M14、M15、M17、M19、M20、M21、M22、M23、M24、

M26、M28、M29、M32、M39、M40、M41。规模较大者产于近南北向金矿脉中，盲

矿体产于北西向劈理带和近南北向断裂的派生的北西向断裂中，矿体主要由含金

蚀变破碎板岩、含金构造角砾岩及含金石英脉组成。各矿体地质特征见表 7。 

铁石尖矿段主要矿体地质特征一览表  表 7   

矿 体

编号 

矿体位置 控制斜

深（m） 

走向控制

长度（m） 

产状(°) 厚度（m） 品位（g/t） 
矿石类型 

矿体

形态 勘探线 倾向 倾角 一般 平均 一般 平均 

V1-1 105 80 40 东 56 0.68-1.10 0.89 2.38-7.28 5.41 石英脉 脉状 

V2 219-203 80 320 东 50 0.56-1.10 0.7 2.28-12.18 3.66 
蚀变破碎板岩 

脉状 

夹石英脉 

V3-1 219-204 500 520 东 49 0.21-3.81 1.04 0.99-47.01 9.99 
蚀变破碎板岩 

脉状 

夹石英脉 

V4-1 215-211 80 80 东 39 0.71-1.05 0.9 1.13-20.1 11 
蚀变破碎板岩 

脉状 

夹石英脉 

V4-2 211-208 470 450 东 52 0.36-6.56 1.47 0.81-27.72 8.45 
蚀变破碎板岩 

脉状 

夹石英脉 

V4-3 212 115 40 东 73 0.47-0.72 0.59 4.27-6.51 5.15 
蚀变破碎板岩 

脉状 

夹石英脉 

V5-1 224-232 40 130 东 63 1.00~1.20 1.1 1.24~7.43 6.4 蚀变破碎板岩 脉状 

 

V1-1矿体位于 105 线，走向长 80m，最大控制斜深约 40m，控制标高 47.7m 至

-2.58m，矿体呈脉状，走向近南北，倾向东，倾角 56°。由含金蚀变破碎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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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金石英脉及含金构造角砾岩组成，以含金石英脉为主。石英脉呈细脉状、蠕虫

状或透镜状穿插于断裂破碎带中，脉宽一般 1～3cm，单工程金品位 2.38～

7.28g/t，矿体平均品位 5.41g/t，品位变化系数 92.65%，属品位均匀矿体，矿

体厚度 0．68～1.10m，平均厚度 0.89m，厚度变化系数 143.15%，属厚度不稳定

矿体。 

V2矿体；主要分布在 219～203勘探线，严格受 F2控制。控制走向长度 320m，

控制斜长 160m，平均厚度 0.69m，倾向东，倾角 50°左右，金平均品位 3.66 g/t。

矿体主要产于冷家系群黄浒洞组第二岩段含角砾板岩中，烟灰色石英脉发较育，

石英脉与角砾边缘见黄铁矿细脉，具硅化，顶底板硫化物较强。 

V3-1矿体位于 219～204 线之间，走向长 520m，最大控制斜深约 500m，工程

控制标高 190.0m 至-131.85m，矿体呈脉状，形态规则，走向近南北，倾向东，

倾角 49°。由含金蚀变破碎板岩、含金石英脉及含金构造角砾岩组成，以含金

蚀变破碎板岩为主。石英脉呈细脉状、蠕虫状或透镜状穿插于断裂破碎带中，脉

宽一般 1～5cm，矿体沿走向及倾向厚度、品位均较稳定。单工程金品位 0.99～

47.01g/t，矿体平均品位 9.99g/t ,品位变化系数 129.58%，矿体厚度 0.21～

3.81m，平均厚度 1.04m，厚度变化系数 85.14%，属品位较均匀、厚度较稳定矿

体。 

V4-1矿体位于 211～215 线之间，走向长 80m，最大控制斜深约 80m，工程控

制标高 107.11m 至 67.01m，矿体呈脉状，走向近南北，倾向东，倾角 39°。由

含金蚀变破碎板岩、含金石英脉及含金构造角砾岩组成，以含金蚀变破碎板岩为

主。石英脉呈细脉状、蠕虫状或透镜状穿插于断裂破碎带中，脉宽一般 1～3cm。

单工程金品位 1.13～20.1g/t，矿体平均品位 11.00g/t，品位变化系数 125.41%，

矿体厚度 0.71～1.05m，平均厚度 0.90m，厚度变化系数 125.29%，属品位较均

匀、厚度较稳定矿体。 

V4-2矿体位于 208～211 线之间，走向长 450m，最大控制斜深约 470m，工程

控制标高 243.5m至-146.5m，矿体呈脉状，形态规则，走向近南北，倾向东，倾

角 52°。由含金蚀变破碎板岩、含金石英脉及含金构造角砾岩组成，以含金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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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破碎板岩为主。石英脉呈细脉状、蠕虫状或透镜状穿插于断裂破碎带中，脉宽

一般 1～5cm。单工程金品位 0.81～27.72g/t，矿体平均品位 8.45g/t,品位变化

系数 89.45%，矿体厚度 0.36～6.56m，平均厚度 1.47m，厚度变化系数 144.15%，

属品位均匀、厚度不稳定矿体。 

V4-3 矿体位于 212 线，走向长 40m，最大控制斜深约 115m，工程控制标高

299.62m至 191.0m，矿体呈脉状，形态规则，走向近南北，倾向东，倾角 73°。

由含金蚀变破碎板岩、含金石英脉及含金构造角砾岩组成，以含金蚀变破碎板岩

为主。石英脉呈细脉状、蠕虫状或透镜状穿插于断裂破碎带中，脉宽一般 1～5cm。

单工程金品位 4.27～6.51g/t，矿体平均品位 5.15g/t,品位变化系数 101.43%，

矿体厚度 0.47～0.72m，平均厚度 0.59m，厚度变化系数 64.8%，属品位较均匀、

厚度稳定矿体。 

V5-1矿体位于 224～232线之间，走向长 130m，最大控制斜深约 40m，工程控

制标高 263.97m 至 248.0m，矿体呈脉状，整体切层。由含金蚀变破碎板岩、含

金石英脉及含金构造角砾岩组成，以含金蚀变破碎板岩为主。石英脉呈细脉状、

蠕虫状或透镜状穿插于断裂破碎带中，脉宽一般 1～3cm。单工程金品位 1.24～

7.43g/t，矿体平均品位 6.40g/t，品位变化系数 89.87%，矿体厚度 1.00～1.20m，

平均厚度 1.10m，厚度变化系数 128.09%，属品位均匀、厚度较稳定矿体。 

北西向劈理带控制以及近南北向断裂派生的北西向断裂控制的盲矿体，主要

矿体为 M12。 

M12 矿体：主要分布在 211 勘探线，倾向长 80m，产状平缓，产于冷家系群

黄浒洞组第二岩段粉砂质板岩中，由 ZK21107、ZK21101、ZK20701三个工程控制。

由青灰色粉砂质板岩与石英细脉组成，岩石具硅化，黄铁矿化，石英脉呈烟灰色，

具绿泥石化，局部见细粒黄铁矿分布，少量毒砂。其它矿体主要特征见表 8。 

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盲矿体特征一览表      表 8  

矿体编号 矿体厚度(m) 矿体品位（g/t） 推断金金属量（kg） 倾向/倾角（°） 矿体形态 

M1 1.5 2.06 5.86 65∠25 顺层透镜状 

M2 1.5 10.1 153.09 70∠25 顺层脉状 

M3-1 1.32 7.86 16.70 70∠25 顺层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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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编号 矿体厚度(m) 矿体品位（g/t） 推断金金属量（kg） 倾向/倾角（°） 矿体形态 

M8 0.73 3.48 4.09 70∠25 顺层透镜状 

M9 0.77 7.5 7.36 70∠25 顺层透镜状 

M10 1.13 4.24 6.12 70∠25 顺层透镜状 

M12 1.72 80.50 2426.9 70∠28 顺层透镜状 

M14 3.1 12.74 57.29 59∠23 顺层透镜状 

M15 1.47 19.2 41 59∠23 顺层透镜状 

M17 1.08 44.8 85.57 59∠26 顺层透镜状 

M19 0.97 2.54 4.66 70∠28 顺层透镜状 

M20 2.12 4.2 16.83 70∠28 顺层透镜状 

M21 1.06 2.05 4.11 70∠28 顺层透镜状 

M22 1.85 5.76 19.85 70∠34 顺层透镜状 

M23 0.99 4.63 8.58 70∠34 顺层透镜状 

M24 1.12 2.8 5.84 70∠34 顺层透镜状 

M26 4.5 8.88 69.91 70∠28 顺层透镜状 

M28 1.41 10.32 25.48 70∠28 顺层透镜状 

M29 0.93 4.29 8.59 70∠28 顺层透镜状 

M32 0.96 2.46 5.1 70∠28 顺层透镜状 

M39 0.85 1.81 3.32 90∠54 顺层透镜状 

M40 0.75 19.87 32.2 85∠62 顺层透镜状 

M41 0.91 8.53 16.77 90∠65 顺层透镜状 

桃花矿区： 

区内共发现大小矿体 26 个，其中大部分均为钻孔控制的半隐伏状盲矿体。

区内金矿体大部分顺层或小角度切层产出，具层间填隙特征。少部分矿体属构造

裂隙带控制。区内已圈定的具代表性的金矿体简述如下： 

V1-1矿体 

位于矿区北西部，由 TC87和数个民采老窿控制，TC87控矿样品为 TC87-H1，

是出露地表的金矿体，其真厚为 1.04m 、品位为 3.43g/t。本次调查采集底板控

制样（水文站-H1）真厚为 1.10m ，品位为 0.38g/t。走向北西 310°，倾向北

东，局部扭动倾向偏北，倾角 40°～55°，由石英脉夹硅化碎裂板岩、粉砂质

板岩组成。 

V4-1矿体 

位于矿区中东部青龙坡附近，为一单工程盲矿体，由 ZK405002 揭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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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厚 0.28m 、品位 8.53g/t，矿石由石英脉夹硅化碎裂粉砂质板岩组成。根据控

矿样品岩芯中石英脉产出状态，结合钻孔附近地表可见的石英脉产状，初步判断

该矿体由冷家溪群黄浒洞组中的切层裂隙控矿，倾向南西 230°，走向为北西

320°，倾角 35°～60°。 

V3-3矿体 

该矿体为桃花矿段主矿体，位于矿区西南部曾家冲，目前由六条勘探线控制，

走向长度约 380米，倾向控制斜深 105.05米；共有 12个钻探揭穿控制，地表探

槽样品均未达边界品位，为一盲矿体。矿体总体走向为近南北向，倾向近东，平

均倾角 50°；矿体往北于 315 线，往南于 304 线逐渐变窄，矿体赋存标高在

297.53～172.95米范围，平均厚度 2.10m、平均品位为 6.68g/t，为桃花矿区内

目前最主要的矿体。该矿体受 F3 断裂带控制，倾向近东，走向近南北，局部走

向往北西偏转或在近南北与北西之间“S”型扭动，倾角在 50°左右变化。矿石

由青灰—深灰色粉砂板岩、砂质粉砂岩夹石英脉组成。 

V3-6矿体 

位于矿区西部石子坡以北一带，为一盲矿体。5 个钻孔控制。矿体为浅灰-

浅灰绿色粉砂质板岩、粉砂岩夹石英脉组成，黄铁矿化、硅化、绢云母化强烈。

目前认为该矿体受黄浒洞组顺层走向断裂控制，走向 310°-340°，倾向北东 40°

-70°，倾角在 27°～45°之间变化。矿体平均厚度 1.45m，平均品位为 1.38g/t。       

 M2 矿体 

位于矿区西南部曾家冲以东 V3 矿体上部。目前由 3 个钻孔控制，为一盲矿

体。矿体平均厚度 1.28m、平均品位为 8.75g/t。该矿体受层间剥离带、裂隙带

控制，倾向北东 50°，走向北西，倾角 35°左右，矿石由青灰色粉砂板岩、砂

质粉砂岩夹石英脉组成。 

M9 矿体 

位于矿区西部石子坡，由 TC102、ZK30724、ZK31124控制。矿体由强硅化灰

色粉砂质板岩、斑点板岩夹石英脉组成，石英脉呈团块状、浸染状及不规则脉状

产出，近地表碎裂岩化较明显。ZK30724中见角砾岩，孔隙发育，黄铁矿（褐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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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较发育，硅化、绢云母化强烈。该矿体受半隐伏的北西向走向断裂控制，

走向 320°，倾向北东约 50°，倾角（变化较大）35°～55°左右。矿体平均厚

度 1.46m，平均品位为 4.38g/t。 

其他矿体具体特征见表 9 

小横江矿区桃花矿段金矿矿体特征一览表     表 9 

矿体编号 见矿工程 走向长度 m 斜深（m） 底板标高 厚度（m） 品位（g/t） 

V1-1 TC87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191.8 1.04 3.43 

V2-1 
LL106 

200 30 
388.25 0.75 3.44 

TD307 457.83 0.35 5.43 

V3-1 ZK30018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158.24 0.91 1.1 

V3-2 
ZK30307 

80 80 
167.48 1.07 1.5 

ZK30018 160.3 0.87 0.91 

V3-3 

ZK30014,ZK30018 

ZK30305,ZK30307 

ZK31105,ZK3110 295 225 192.11-297.53 
0.79-6.48

平均 2.10 

0.89-15.32   

平均 6.68 
ZK30705，ZK30303 

ZK31505，ZK30405 

V3-4 
ZK30307 

80 80 
216.53 0.8 0.86 

ZK30705 268.88 0.89 0.9 

V3-5 
ZK30307 

80 80 
234.43 0.97 1.82 

ZK30705 273.47 1.36 0.91 

V3-6 

ZK31113 

380 大于 80 

348.78 0.99 2.46 

ZK31911 293.55 3.33 1.16 

ZK32709 219.86 0.81 1.74 

ZK32705 299.76 0.86 1.17 

ZK32309 345.7 1.27 1.05 

V3-7 ZK31907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308.42 1.1 4.48 

V3-8 ZK31505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346.54 3.22 0.94 

V4-1 ZK405002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135.34 0.28 8.53 

V7-1 ZK70001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67.83 1.8 2.02 

V9-1 ZK90401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360.8 0.8 1.41 

V13-1 LL109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412.3 0.6 24 

V13-2 LL108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360.08 1.35 2.38 

V15-1 LL101 单工程控制 50   253.6 1.1 2.22 

M1 ZK30022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176.42 1.55 1.57 

M2 
ZK30022 

100 80 
187.68 1.04 2.45 

ZK30311 186.98 1.62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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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编号 见矿工程 走向长度 m 斜深（m） 底板标高 厚度（m） 品位（g/t） 

ZK30026 167.05 1.19 47.3 

M3 ZK30022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191.85 1.04 1.09 

M4 ZK30311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158.41 0.64 4.2 

M5 ZK30315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225.12 0.96 1.1 

M6 ZK30724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339.2 1.01 1.27 

M7 ZK30724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349.21 0.97 1.73 

M8 ZK30724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374.36 0.99 0.85 

M9 

ZK30724 

大于 150 140 

390.9 1.7 7.33 

ZK31124 270.63 1.22 4.21 

TC102 457.47 1.5 1.17 

M10 ZK31517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122.53 0.93 1.13 

M11 ZK30303 单工程见矿 单工程见矿 318.44 0.98 0.91 

（2）矿石结构、构造 

结构主要有碎裂结构、镶嵌结构和显微鳞片变晶结构。 

构造主要为块状构造、板状或条带状构造，部分具网脉状构造、蜂窝状构造

及晶簇、晶洞构造等。 

（3）矿石的物质组分及其特征 

a、矿石的化学成分： 

主要有：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氧化亚铁、氧化钾、氧化钠、氧化镁、氧

化钙、氧化锰及金、砷、硫、铜、铅、锌、锑、银等，除 Au 外，其他元素无综

合利用价值。砷含量不高，对选冶影响不大。 

b、矿石的矿物成分： 

脉石矿物：石英为主（占 40％左右），次为长石、绢云母、绿泥石及粘土矿

物。 

金属矿物：地表主要是褐铁矿（针铁矿、水针铁矿）和赤铁矿，深部为毒砂、

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辉锑矿等硫化矿物。  

贵金属矿物：自然金，偶见银金矿。 

副矿物：黄铜矿、辉锑矿、闪锌矿。 

c、金矿物及其共生矿物特征： 

矿石中金矿物主要为自然金，偶见银金矿。与金矿物共生的金属矿物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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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矿、毒砂。自然金颗粒大小相差悬殊，可见金较少，大部分为赋存于其它矿

物（石英、毒砂、黄铁矿）中或蚀变破碎岩石裂隙晶隙中的微细粒金，颗粒小于

0.01mm，一般肉眼难见。 

（4）矿石类型 

a、按矿物氧化程度划分为氧化矿石和原生矿石。氧化矿石分布在矿体出露

地表部位及沟谷附近，氧化深度一般 2～5m，储量估算中未圈出氧化矿；原生矿

石主要为破碎蚀变板岩型矿石，其次为含金石英脉型矿石。 

b、按矿物组构划分有含黄铁矿石英型金矿石和含黄铁矿石英破碎蚀变板岩

型金矿石。V3-1、V4-1、V4-2、V4-3、V5-1 等矿体中主要为含黄铁矿石英破碎蚀变板岩

型金矿石，仅 V1-1为含黄铁矿石英型金矿石。 

（5）矿体围岩 

主要为冷家溪群黄浒洞组板岩，部分为粉砂质板岩、绢云母板岩、条带状板

岩及断层泥，均有不同程度的破碎、蚀变及矿化，节理发育。蚀变板岩型金矿体

与围岩界线不清楚。 

（6）矿床成因 

矿床成因：成矿过程大致经历了沉积成岩→区域变质→构造热液作用三大阶

段。沉积成岩是矿源形成的前提，区域变质是矿质溶解、迁移、富集成矿的条件，

构造热液作用是矿床遭受改造、叠加、富集的最终结果。 

成因类型：为中（低）温热液型金矿床。为石英脉型与蚀变岩型复合型金矿

床。 

5、勘查方法及工程布置 

（1）勘查类型 

铁石尖矿区 V3-1主矿体定为Ⅱ勘查类型，其他矿体及桃花矿区定为Ⅲ勘查类

型。 

（2）网度确定 

Ⅱ勘查类型勘查网度，控制(332)资源量：80×80m探矿工程网度；推断（333）

资源量：160×160m探矿工程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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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勘查类型勘查网度，控制(332)资源量：40×40m探矿工程网度；推断（333）

资源量：80×80m探矿工程网度。 

6、资源量估算 

（1）工业指标 

边界品位                 0.8克/吨 

最低工业品位             1.8克/吨 

最低可采厚度             0.7米 

夹石剔除厚度             ≥2.0 米 

当厚度小于 0.7米时，采用最低工业米·克/吨值 1.26圈定矿体。 

（2）资源量估算结果 

铁石尖矿段详查报告中 28 条矿体估算资源量:332+333+333 低金金属量

7609.68 千克，矿石量 800031 吨（332 金金属量 2581.64 千克，矿石量 258970

吨；333 金金属量 4989.15 千克，矿石量 504722 吨、333 低资源量 38.90 千克，

矿石量 36340吨），其中 332金金属量占总金资源量的 33.93%。矿床平均品位 9.51

克/吨。 

铁石尖矿段 V2 矿脉带补充勘查三条矿体新增（TD）资源量：矿石量 47826

吨,金金属量 2382.29kg ,平均品位 49.82g/t。 

桃花矿段地质详查工作还没结束，湖南省地勘局 413 队 2020 年提交了桃花

矿段阶段性勘查工作总结，共圈定 27 个金矿体，对其中 4 个主要金矿体进行初

步资源量预估算，控制与推断的(332+333)金资源量为：矿石量 353292t，金金

属量 1944.44kg，平均品位 5.50 g/t。 

四、尽职调查工作质量评述 

（一）验证钻孔 

本次设计在原钻探工程 ZK21104 位置施工钻孔 YZZK21104。施工依据：

原钻孔 ZK21104 控制着矿区主要矿体 V3-1,V4-2两条矿体，孔位位于两条矿体

的中心位置，矿体厚度较大，为矿区很重要的一个钻孔，对该孔进行验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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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依据《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 V2 脉带金矿勘查

阶段性成果报告》设计在原钻探工程 ZK21101 位置施工钻孔 YZZK21101。施

工依据：原钻孔 ZK21101 控制着矿区矿体 V2、M12 两条矿体,其中 M12 见矿

金品位 53.84×10-6，该孔是控制 M12 矿体主要探矿工程之一,因此对该孔验

证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共施工 2 个孔，完成工作量 433.67m。钻探工程及管理施工按照《矿

产地质勘查规范岩金》（DZ/T0205-2020、《岩芯钻探规程》（地工[1982]558

号）及《地质勘查钻探岩矿芯管理通则》（DZ/T0032－92）规程及规范进行

执行的。两个孔施工质量为合格，均为Ⅰ类孔，施工质量如下： 

（1）岩矿心采取率与岩矿心整理 

矿脉顶、底板 3-5m 采取率多在 90%以上，矿心采取率 91%-100%，岩心

采取率 95%，两项指标均达到规范和设计要求。 

岩矿心整理：由机台负责将岩心清洗干净，自上而下按次序装箱，并在

岩心上用油漆写明回次数、总块数和块号（松软、破碎的岩矿心应装入布袋

或塑料袋中），用铅笔填写岩心牌，放好岩心隔板，并妥善保管。 

（2）钻孔弯曲度测量 

采用电子测斜仪测量，孔深间距 100m 测斜一次，见矿脉地段小于 50m，

孔斜每 100m 不超过 2°。方位角偏差线距不超过勘探线线距的 25％，质量

符合要求。 

（3）孔深误差的测量与校正 

每钻进 100 m 检查丈量孔深一次，进或出矿化体和终孔时均检查丈量，

所有孔校正误差小于 1‰，质量符合要求。 

（4）简易水文观测 

观测了孔内水位变化，冲洗液消耗量、涌水位置、涌水量及水头高度、

漏失位置和漏失量等。每班下钻前和起钻后各观测一次，两次观测时间间隔

大于 5分钟，终孔后观测了终孔水位，位于横、纵水文剖面线上的钻孔均观

测了终孔稳定水位，质量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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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封孔 

按地质设计要求于孔口、断层破碎带、矿化体及其顶底各 5m 范围内用

水泥封闭，其余地段用泥球捣实封孔，泥球和水泥之间用 1m 长木塞隔开，

孔口坚桩作标志，并用水泥凝固，封孔及坚桩情况符合要求。 

（6）原始报表填写 

各孔的钻孔原始班报表由当班的专职记录员现场逐项如实填写，字迹较

清楚，各种记录较齐全，班报表均有机、班长及记录员签名，终孔后做到了

及时归档保存。 

（7）质量验收 

钻孔完工后，及时组织验收，经验收通过后拆迁钻机。 

（8）岩矿心保管 

钻孔由地质人员现场编录后，岩矿心全部搬运至岩心库内进行取样，取

样结束后填写各孔“岩心入库保存登记表”并及时入库，2 个钻孔岩心均已

入搬运至岩心库中，并按顺序堆放保存。 

（二）重新编录钻探 

重新编录钻探的目的是检验报告中钻探资料真实性、可靠性。受客观条

件及时间的限制，本次重新编录主要对铁石尖、桃花矿段的 ZK21506、ZK21106、

ZK21904、ZK20405、ZK20004、ZK22404、ZK20701、ZK20712、ZK30018、ZK30405、

ZK31505、ZK30705、ZK30014、ZK32705、ZK32709、ZK32309、ZK31911 等 17

个钻孔的矿芯及顶底板围岩进行重新编录。本次共完成工作量 607.07m。 

地质技术人员进行钻孔重新编录时，首先以原报告的钻孔柱状图为依据，

核实岩矿芯各回次的孔深、进尺、岩矿芯长度等收据，对岩芯进行清洗后。

然后详细地观察各回次岩心的地质现象，复核矿层与顶底板围岩分层是否合

理，并记录于野外记录簿上。在室内及时对当日的野外编录资料进行整理，

与原编录资料中岩矿石定名，地质描述及采样等数据进行一一对比，对两次

编录出入较大之处进行标记。 

（三）钻探样重新采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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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样重新采样分析目的是检验参与矿体资源量估算的样品厚度、品位

的真实性、可靠性。钻探样重采主要针对矿区钻孔的见矿样进行重新采取，

重新分析。重采样方法：对原样留下的二分之一的矿芯再对劈一半送检。因

部分矿芯的缺失，本次尽职调查重新采到样品 33件。样品送湖南省地质实

验测试中心进行加工和化验。

 

图 3、重新编录钻探、钻探样重新采样工作照 

（四）、坑探重新编录，重新采取坑探样 

重新编录坑探，重新采取坑探样目的是检验报告中坑探编录的质量，坑探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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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厚度、品位的真实性。原设计对控制 V3-1、V4-1矿体的 YM1、YM2、YM3、YM4 等

坑道进行重新编录，重新采样分析。具体进行工作时，由于 YM3、YM4被水淹没，

无法进入，因此只对 YM1、YM2 进行了重新编录。在原资料上显示金矿体原刻槽

的近旁 1-5cm处进行重新刻槽取样，重新分析（不在原刻槽处采样是为了不破坏

原样槽，且保留本次采样痕迹）。本次尽职调查完成坑道重新编录 231m，重新取

坑道刻槽样 17件。 

老窿编录采用压顶法作二壁一顶展开图，素描图比例尺为 1∶100。坑道编

录前地质人员对整个坑道进行全面观察，确定分层界线、构造、蚀变矿化层等主

要地质界线，并形成统一认识；编录时首先确定基点、基线，作出坑道轮廓线图，

然后将地质界线、构造线、蚀变矿化层等用垂直基线投影法一一丈量到图上，并

将所测之各产状要素标注在素描图的上方或下方；同时详细做好文字记录。老窿

编录能如实反映客观地质现象，岩石、矿石、构造等描述详细，有系统的采样、

化验资料，资料齐全，图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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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重新编录坑探，重新采取坑探样工作照 

 

（四）、路线地质踏勘 

路线地质踏勘目的是对整个小横江矿区地表地质情况进行认识，对铁石尖、

桃花矿区的地质测量工作进行检验。路线地质踏勘的重点主要为矿区矿体的地表

露头及与矿体相关的构造为主。由于矿区矿体多为隐伏矿体，地表露头很差，因

此本次路线地质踏勘在原地质测量基础上多对构造、地质界线观察点进行检测。

目前完成工作量约 1.8km。 

 

 

图 5、路线地质踏勘检测工程点照片 

（五）坑道测量、工程点测量 

工程点测量目的是复核原探矿工程的位置是否正确，对验证探矿工程进行定

位，设计 8个工程点测量，完成了 23个。坑道测量目的是圈出矿区内的采空区，

设计工作量 2km，完成了 0.17km。由于 XJ1老窿采空区多处塌方，出于安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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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准确测量出采空区。 

本次在矿区内使用 RTKGPS仪器，采用 HNCORS 观测了原铁石尖矿区 2 个控制

点，RTK测量时均在仪器得到固定解状态下进行，移动站严格对中且用三角架固

定，每点采集数据时间不少于 3 分钟,且测量时内符合精度满足 HRMS≤0.03m，

高程精度 VRMS≤0.03m 的要求。完成一次 RTK测量后，变换仪器高重新初始化进

行测量，两次观测值进行比较，在平面、高程较差均小于±2cm的要求后，取平

均值。为了检验 RTK 控制点的实际精度，RTK 测量结束后，用全站仪（2〞）对

控制点实测的边长、高差与测量坐标反算边长、高差比较，边长较差 0.025 米，

RTK实测精度完全符合导线测量精度要求、规范要求。 

（六）样品采集、样品化验 

（1）采样 

老窿采样：在矿体与围岩边界线不明时，为避免样品之间重复、间断，采取

样槽首尾相接、连续采取的基本原则。样槽规格：老窿一律采用刻槽法取样，规

格 10×3cm，样长多在 0.2～1.30m之间。共计采样 17件。 

钻孔岩矿芯采样：按蚀变和矿化强弱及石英脉发育差异、回次采取率、岩矿

心孔径不同等分段采样，样长一般为 0.3～1.50m 间，矿体的顶底板围岩一般布

1～2 个样。岩芯样主要采用锯芯法采取。锯芯法使用切割机对完整岩芯和较大

岩块进行二分之一切分，一半取样，一半放回岩芯箱保存。当岩芯破碎成小岩块、

岩屑时，对小岩块进行二分之一敲分，对岩屑进行连续二分之一拣块。用锯岩机

锯取矿心的一半作样品，另一半留岩心库作副样待查。重新采钻探样，对原二分

之一的岩矿芯再锯二分之一。布样合理，无跨层现象，具代表性，采样操作严格

按采样技术规范进行。采岩心样 186件。 

以上两项样品全由地质人员先按有关规定布置，采样工严格在布置位置采样，

然后检查，将样品位置投影到地质素描图及钻孔柱状图上。 

（2）、样品加工与化验 

样品均送往长沙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湖南省地质测试研究院）分析，主

要采用原子吸收光谱仪进行。本次尽职调查样品分析单位、分析方法与原报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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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基本分析样品加工按一般金矿石加工方法进行，分为粗碎、中碎、混匀、

缩分、细碎五个程序。样品加工流程按切乔特公式(Q=Kd2)，K值选取 0.8，第一

次缩分试样粒度小于 20目（0.84mm），其它具体细则按实验室流程执行。化验测

试工作按《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DZ/T 0130－2006）执行。 

（七）资料综合整理与研究 

地质人员把《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金矿详查报告》与《湖南

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 V2 脉带金矿勘查阶段性成果报告》两个报告进

行研究，然后结合本次尽职调查对矿区的矿体进行重新连接，金资源量进行重新

估算。根据《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标准，将原来资源储

量进行转换分类。 

五、验证结果与原资料对比 

（一）、验证钻孔与原钻孔对比 

1、YZZK21104与原孔对比 

YZZK21104验证孔位于原孔 191°方向 1.9m处，与原孔见矿位置、矿体厚度

及品位对比见附图（211勘探线剖面图、钻孔柱状图）及图 6、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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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11勘探线剖面图局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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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孔 YZZK21104 与原孔见矿情况对照表     表 10 

  原孔 ZK21104 验证孔 YZZK21104 

矿体 

编号 

样品 

编号 
孔深（m） 厚度（m） 

品位 

（g/t） 

样品 

编号 
孔深（m） 厚度（m） 

品位 

（g/t） 

M13 H6 183.93-185.00 0.98  0.86  H21 183.66-184.50 0.64  0.20 

M14 

H9 190.73-191.80 0.98  5.00  H26 188.35-189.24 0.73  6.10 

H10 191.80-193.00 1.10  25.60  H27 189.24-189.90 0.54  12.23 

H11 193.00-194.10 1.01  6.23  H28 189.90-190.72 0.63  1.90 

        H29 190.72-191.94 0.93  3.25 

        H30 191.94-193.17 0.94  1.52 

        H31 193.17-194.15 0.75  9.58 

    H32 194.15-194.99 0.64 10.22 

    H33 194.99-195.67 0.48 7.11 

V4-2 

H12 196.40-198.00 1.47  52.50  H35 196.57-197.48 0.64  16.72 

H25 198.00-198.80 0.74  8.44  H36 197.48-198.38 0.69  5.55 

H35 198.80-199.80 0.92  41.00  H37 198.38-199.58 0.77  0.05 

H36 199.80-200.80 0.92  0.01  H38 199.58-200.25 0.43  2.01 

H26 200.80-201.30 0.46  33.62  H39 200.25-200.85 0.39  0.07 

H13 201.30-202.60 1.20  36.35  H40 200.85-201.79 0.60  7.15 

H27 202.60-203.53 0.86  1.96  H41 201.79-202.18 0.25  0.25 

        H42 202.18-203.01 0.53  1.00 

M15 H16 206.80-208.40 1.47  19.20  H47 207.75-208.90 0.81  0.23  

V3-1 

H18 225.23-226.10 0.65  15.83  H60 224.06-225.11 0.80  11.26 

H31 226.10-226.50 0.30  ＜0.10 H61 225.11-226.17 0.81  0.05 

H19 226.50-227.80 0.97  10.78  H62 226.17-227.10 0.71  0.03 

    H63 227.10-227.88 0.58 5.51 

M16 H22 249.30-249.80 0.45  7.51  H84 248.03-248.43 0.30  0.72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验证孔中矿体 M13、V4-2、V3-1、M15、M16 见矿位置、矿

体厚度与原孔吻合，但矿体品位比原孔稍低。造成验证孔与原孔存在差异主要因

素有两点：①矿体金矿化不均匀；②布置样品位置不一样也会造成化验结果存在

差异。综上所述，验证钻孔 YZZK211O4 证明了 M13、V4-2、V3-1、M15、M16 等矿体

真实存在，原孔资料真实可信。验证钻孔中各矿体矿芯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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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ZZK21104 孔中 M13矿体岩芯   图 7 

 

YZZK21104 孔中 M14矿体岩芯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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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ZK21104 孔中 V4-2矿体岩芯   图 9 

 

YZZK21104 孔中 M15矿体岩芯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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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ZK21104 孔中 V3-1矿体岩芯   图 11 

 

YZZK21104 孔中 M16矿体对应的岩芯   图 12 

2、YZZK21101与原孔对比 

YZZK21101 验证孔位于原孔 67°方向 0.96m处，与原孔见矿位置、矿体厚度

及品位对比见附图（211勘探线剖面图局部、钻孔柱状图）及插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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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11勘探线剖面图局部 2 

验证孔 YZZK21101与原孔见矿情况对照表     表 11 

  原孔 ZK21101 验证孔 YZZK21101 

矿体 

编号 

样品 

编号 
孔深（m） 厚度（m） 

品位 

（g/t） 

样品 

编号 
孔深（m） 厚度（m） 

品位 

（g/t） 

V2 H17 64.74-65.84 0.63  4.65  H52 80.64-81.85 1.03 6.64  

M12 
H38 107.98-109.49 1.36  53.84  H56 105.62-106.74 1.07  1.55  

H39 109.49-110.99 1.35  0.62  H57 106.74-107.75 0.97  12.34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验证孔中矿体 V2 见矿位置比原孔有位移，矿体厚度与

品位比原孔稍大。M12 见矿位置、矿体厚度与原孔吻合，品位比原孔低。造成这

一结果主要原因是矿体的金矿化不均匀。验证钻孔 YZZK211O1证明了 M12、V2矿

体真实存在，原孔资料真实可信。验证钻孔中各矿体矿芯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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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ZK21101 孔中 V2矿体对应的岩芯   图 14 

 

YZZK21101 孔中 M12矿体对应的岩芯   图 15 

（二）、钻探重新编录、钻探重新取样结果与原资料对比 

钻探重新编录与原资料对比见表 12 

钻孔重新编录与原编录资料对比表        表 12 

矿

区 
钻孔号 原编录孔深 主要编录描述 重新编录孔深 主要编录描述 

铁

石

尖 

ZK21506 70.15-72.38 

蚀变破碎带：主要由石

英脉与粉砂质板岩组

成。黄铁矿零星分布。 

70.15-72.38 

硅化碎裂岩：主要由石

英脉夹砂质板岩组成。

可见黄铁矿、毒砂浸染

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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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重新编录与原编录资料对比表        表 12 

矿

区 
钻孔号 原编录孔深 主要编录描述 重新编录孔深 主要编录描述 

ZK21506 145.55-155.70 

蚀变破碎带：主要由石

英脉与粉砂质板岩组

成。黄铁矿团块状星点

状零散分布。 

145.55-155.70 

硅化碎裂岩：主要由石

英脉夹砂质板岩组成。

可见黄铁矿浸染状出

现。 

ZK21106 382.00-382.50 石英脉。 382.00-382.50 

硅化碎裂岩：由石英脉

夹少量硅化砂质板岩

组成，可见黄铁矿出

现。 

ZK21904 94.50-105.70 

蚀变破碎带：烟灰色、

白色石英脉呈团块状穿

插在灰绿色粉砂质板岩

之中。见黄铁矿。 

94.50-105.70 

硅化破碎板岩：由石英

脉夹少量硅化破碎板

岩组成，见黄铁矿。 

ZK21904 305.20-315.80 

蚀变破碎带：烟灰色、

白色石英脉呈团块状穿

插在灰绿色粉砂质板岩

之中。见黄铁矿。 

305.20-315.80 

硅化破碎板岩：由石英

脉夹少量硅化破碎板

岩组成，见黄铁矿。 

ZK21904 402.5-414.0 

烟灰色石英脉和深灰色

粉砂质板岩穿插。见黄

铁矿。 

402.5-414.0 
石英脉夹硅化碎裂状

板岩。可见黄铁矿。 

ZK20405 212.73-248.15 

蚀变破碎带：粉砂质板

岩夹石英脉，见星点状

黄铁矿。 

212.73-248.15 

硅化碎裂岩：由石英和

硅化碎裂板岩组成。见

浸染状黄铁矿。 

ZK20004 56.14-57.44 粉砂质板岩夹石英脉 56.14-57.44 
碎裂蚀变砂质板岩夹

石英。 

ZK22404 277.35-278.45 
石英脉夹粉砂质板岩，

见黄铁矿。 
277.35-278.45 石英夹蚀变板岩 

桃

花 

ZK30405 119.47-120.63 
灰色粉砂质板岩夹石英

微细脉。 
119.47-120.63 

粉砂质板岩夹石英细

脉，见黄铁矿呈浸染

状。 

ZK31505 72.84-76.66 

灰色粉砂质板岩，硅化

中等偏强，石英脉较少

发育，脉 0.7-2cm，呈

顺层状透镜状。黄铁矿

较发育 

72.84-76.66 

硅化、绿泥石粉砂质板

岩，见石英细脉、黄铁

矿。 

ZK31505 131.08-133.15 
灰绿色板岩夹石英脉，

见黄铁矿 
131.08-133.15 

硅化碎裂岩：由石英与

硅化板岩组成。见浸染

状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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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重新编录与原编录资料对比表        表 12 

矿

区 
钻孔号 原编录孔深 主要编录描述 重新编录孔深 主要编录描述 

ZK30705 106.33-124.01 
灰色斑点板岩夹石英

脉，见黄铁矿 
106.33-124.01 

硅化粉砂质板岩夹石

英脉。见黄铁矿。 

ZK32705 137.59-138.59 

灰绿色粉砂质岩，多见

石英微细脉穿插发育，

其微细粒黄铁矿多沿脉

分布呈线状。 

137.59-138.59 

硅化粉砂质板岩：见石

英脉发育，微细粒黄铁

矿。 

ZK32709 198.87-199.77 

青灰色粉砂质蚀变板岩

夹石英（细）脉。   黄

铁矿沿板岩裂隙及脉壁

呈浸染状分布。 

198.87-199.77 
碎裂硅化板岩夹石英，

见黄铁矿。 

ZK32309 108.05-109.55 

灰色粉砂质板岩，石英

脉含量少，以微脉条带

状发育。见黄铁矿。 

108.05-109.55 

碎裂硅化绿泥石粉砂

质板岩，石英细脉发

育，见浸染状黄铁矿。 

ZK31911 96.02-125.80 

破碎蚀变带：带内主要

由破碎的蚀变板岩及石

英脉组成。 

96.02-125.80 
硅化碎裂粉砂质板岩

夹石英脉。 

ZK31911 161.27-164.99 

青灰色粉砂质板岩，岩

石具硅化、黄铁矿化、

多见顺层石英细脉发育

并见沿脉围岩中分布微

细粒黄铁矿呈星点状、

线状。 

161.27-164.99 

硅化、绿泥石碎裂粉砂

质板岩。石英脉发育，

黄铁矿呈微细粒浸染

状。 

从表 12 中数据可知重新编录的钻探与原编录地质现象基本相符，只有岩石

定名有所出入。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两个编录地质技术员的认知存在差异。 

钻探重新取样时检查的样长、采样位置实地情况与报告资料基本相符。重采

样分析与原分析结果对比情况：本次共计重采样 33件，其中有 21件样品现分析

结果低于原分析结果，12件样品现分析结果高于原分析结果。有 13件样品与原

分析结果相差较大，具体对比结果见下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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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重采样验证结果表                    表 13 

矿段 矿体号 原样编号 样长（m） 
分析结果 

重采样编号 样长（m） 
分析结果 

差值 
比原值高（+） 

相对偏差（%） 
(Au×10

-6
） (Au×10

-6
） 比原值低（-） 

铁石

尖 

M22 ZK21506-H1 0.9 2.84 YZK21506-H1 0.9 0.05 2.79 - 96.54 

M22 ZK21506-H2 1.33 7.74 YZK21506-H2 1.33 0.1 7.64 - 97.45 

M24 ZK21506-H7 1.35 2.8 YZK21506-H7 1.35 1.66 1.14 - 25.56 

V3-1 ZK21506-H11 1.2 5 YZK21506-H11 1.2 0.05 4.95 - 98.02 

V3-1 ZK21106-H10 0.5 41.34 YZK21106-H10 0.5 15.7 25.64 - 44.95 

M28 ZK21904-H16 0.6 6.51 YZK21904-H16 0.6 24.15 17.64 + 57.53 

V3-1 ZK20405-H13 1.2 4.2 YZK20405-H13 1.2 6.25 2.05 + 19.62 

V4-2 ZK20004-H1 1.3 7.6 YZK20004-H1 1.3 29 21.4 + 58.47 

M40 ZK22404-H19 1.1 19.87 YZK22404-H19 1.1 0.23 19.64 - 97.71 

V3-1 ZK21904-H18 1.1 6.44 YZK21904-H18 1.1 23.4 16.96 + 56.84 

V3-1 ZK21904-H19 1.1 2.29 YZK21904-H19 1.1 15.7 13.41 + 74.54 

桃花 

V3-3 ZK30018-H50 1.38 1.68 YZK30018-H50 1.38 3.98 2.3 + 40.64 

V3-3 ZK30018-H51 0.5 1.12 YZK30018-H51 0.5 0 1.12 - 100 

V3-2 ZK30018-H60 1.16 1.1 YZK30018-H60 1.16 0.05 1.05 - 91.3 

V3-1 ZK30018-H63 1.11 0.91 YZK30018-H63 1.11 2.13 1.22 + 40.13 

V3-3 ZK30405-H51 1.16 0.89 YZK30405-H51 1.16 0.57 0.32 - 21.92 

V3-8 ZK31505-H3 1.2 1.35 YZK31505-H3 1.2 0.23 1.12 - 70.89 

V3-8 ZK31505-H4 1.18 0.18 YZK31505-H4 1.18 0.1 0.08 - 28.57 

V3-8 ZK31505-H5 1.44 1.22 YZK31505-H5 1.44 0 1.22 - 100 

V3-3 ZK31505-H14 0.65 7.88 YZK31505-H14 0.65 2.35 5.53 - 54.06 

V3-3 ZK31505-H15 1.42 1.88 YZK31505-H15 1.42 3.55 1.67 + 3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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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段 矿体号 原样编号 样长（m） 
分析结果 

重采样编号 样长（m） 
分析结果 

差值 
比原值高（+） 

相对偏差（%） 
(Au×10

-6
） (Au×10

-6
） 比原值低（-） 

V3-5 ZK30705-H29 1.52 0.91 YZK30705-H29 1.52 0.95 0.04 + 2.15 

V3-4 ZK30705-H32 1 0.9 YZK30705-H32 1 8.3 7.4 + 80.43 

V3-3 ZK30705-H37 1.26 1.6 YZK30705-H37 1.26 1 0.6 - 23.08 

V3-3 ZK30014-H7 0.98 1.48 YZK30014-H7 0.98 0.03 1.45 - 96.03 

V3-3 ZK30014-H8 1.28 0.04 YZK30014-H8 1.28 0.03 0.01 - 14.29 

V3-3 ZK30014-H9 1.34 1.32 YZK30014-H9 1.34 0 1.32 - 100 

V3-6 ZK32705-H37 1 1.17 YZK32705-H37 1 0 1.17 - 100 

V3-6 ZK32709-H65 0.9 1.74 YZK32709-H65 0.9 0 1.74 - 100 

V3-6 ZK32309-H62 1.5 1.05 YZK32309-H62 1.5 0 1.05 - 100 

V3-6 ZK31911-H34 1.31 0.96 YZK31911-H34 1.31 1.33 0.37 + 16.16 

V3-6 ZK31911-H40 1.54 1.09 YZK31911-H40 1.54 2.45 1.36 + 38.42 

V3-6 ZK31911-H41 0.87 1.57 YZK31911-H41 0.87 0.07 1.5 - 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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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2 的数据上看本次分析结果与原分析结果大部分相符合，少部分相差

大，没有规律性、系统性的差异。出现这个现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①钻探施工

时间久远，岩矿芯经过多次搬运与翻动，保存较差，造成样品岩矿芯混乱；②本

区矿体金矿化很不均匀，因此剩下的一半矿芯与原送去化验的一半岩芯金品位存

在差异属正常现象。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确定矿区的钻探探矿工程真实存在，钻探资料真实、可

靠。 

（三）老窿重新编录、老窿重新取样结果与原资料对比 

老窿重新编录与原资料编录所绘制的地质情况基本相符（见附图老窿素描

图），对老窿部分样品原所在处重新采样，在原资料上显示金矿体原刻槽近旁

1-5cm处进行重新刻槽取样，重新分析（不在原刻槽处采样是为了不破坏原样槽，

且保留本次采样痕迹）。样品的位置与真厚度基本与原资料一样。 

重采样分析与原分析结果对比情况：本次共计重采样 17件，其中有 11件样

品现分析结果低于原分析结果，6件样品现分析结果高于原分析结果。有 2件样

品与原分析结果相差较大，具体结果见表 14。从数据上看坑道资料真实、可靠。

由于 YM3、YM4被水淹，本次未进行重新编录、重新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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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探重采样验证结果表                    表 14 

矿段 矿体号 

原样编

号 真厚（m） 

分析结果 重采样编

号 真厚（m） 

分析结果 

差值 

比原值高（+） 相对误差

（%） (Au×10
-6
） (Au×10

-6
） 比原值低（-） 

铁石尖 

V3-1 YM1-H2 0.72 34.67 YYM1-H2 0.72 22.05 12.62 - 22.25 

V3-1 YM1-H6 0.22 1.18 YYM1-H6 0.22 5.65 4.47 + 65.45 

V3-1 YM1-H12 1.17 1.81 YYM1-H12 1.17 0.3 1.51 - 71.56 

V4-2 YM2-H2 0.78 3.37 YYM2-H2 0.78 0.57 2.8 - 71.07 

V4-2 YM2-H5 0.71 1.93 YYM2-H5 0.71 6.18 4.25 + 52.4 

V4-2 YM2-H8 0.87 0.31 YYM2-H8 0.87 0.17 0.14 - 29.17 

V4-2 YM2-H11 0.47 0.22 YYM2-H11 0.47 0.03 0.19 - 76 

V4-2 YM2-H14 0.54 4.95 YYM2-H14 0.54 1.05 3.9 - 65 

V4-2 YM2-H15 0.38 1.58 YYM2-H15 0.38 3.14 1.56 + 33.05 

V4-2 YM2-H16 0.49 2.7 YYM2-H16 0.49 0.53 2.17 - 67.18 

V4-2 YM2-H20 0.53 1.08 YYM2-H20 0.53 8.43 7.35 + 77.29 

V4-2 YM2-H23 0.89 3.28 YYM2-H23 0.89 1.93 1.35 - 25.91 

V4-2 YM2-H26 0.69 0.59 YYM2-H26 0.69 0.1 0.49 - 71.01 

V4-2 YM2-H29 0.61 0.02 YYM2-H29 0.61 0.03 0.01 + 20 

V4-2 YM2-H32 0.73 0.09 YYM2-H32 0.73 0.15 0.06 + 25 

V4-2 YM2-H35 0.88 0.38 YYM2-H35 0.88 0 0.38 - 100 

V4-2 YM2-H38 1.15 6.24 YYM2-H38 1.15 0.07 6.17 - 97.78 

 

 



 

40 

 

（四）工程点测量、坑道测量成果与原资料对比，具体对比结果见表 15、表 16。 

桃花矿段工程点坐标复核表（2000坐标系中央子午线 114°）   表 15 

工程点 X 原坐标/m Y 原坐标/m H 原坐标/m X 复核/m Y 复核/m H 复核/m X 差值/m Y 差值/m H 差值/m 

ZK30322 3082740.105 450078.59 457.86 3082739.952 450079.559 457.420  0.153 0.969 -0.44 

ZK31116 3082826.898  450028.817  458.101  3082826.926 450028.838 458.327  -0.028 0.021 0.226 

ZK30724 3082803.46 450101.374 453.560  3082803.311 450101.347 452.937  0.149 -0.027 -0.623 

ZK30018 3082655.200  449676.700  370.240  3082656.388 449677.447 365.962  -1.188 0.747 -4.278 

ZK30016 3082659.000  449621.000  360.230  3082657.906 449626.09 361.028  1.094 5.090  0.798  

ZK30303 3082737.919  449545.266  377.397  3082737.82 449545.208 377.369  0.099  -0.058  -0.028  

ZK31103 3082878.074  449566.191  397.219  3082878.219 449566.092 397.337  -0.145  -0.099  0.118  

ZK31505 3082965.262  449620.850  416.014  3082965.323 449620.826 416.187  -0.061  -0.024  0.173  

ZK32309 3083129.054  449718.088  451.536  3083129.121 449718.103 451.758  -0.067  0.015  0.222  

XJ1 洞口  无最终测量成果  3082688.825 449425.528 31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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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部分原坐标为 80坐标系转换为 2000坐标系 

铁石尖矿段工程点坐标复核表（2000坐标系中央子午线 114°）      表 16 

工程点 
X 原坐标/m Y 原坐标/m H 原坐标/m X 复核/m Y 复核/m H 复核/m X 差值/m Y 差值/m H 差值/m 

ZK21101 
3082800.35 448582.634 183.32  3082800.66 448582.321 185.34 -0.310  0.313 -2.020 

ZK21104 
3082808.74 448906.834 253.73  3082808.294 448906.685 253.753  0.446  0.149 -0.023 

ZK21103 
3082809.52 448629.364 202.71  3082809.099 448629.158 202.365  0.421  0.206 0.345 

ZK21108 
3082810.93 448944.894 268.26  3082810.715 448944.124 270.743  0.215  0.77 -2.483 

LL1 洞口点 
3082813.14  448748.47  202.06  3082813.193  448748.520  200.960  -0.053  -0.046 1.100 

XHJ2 控制点复 
3082806.616  448756.785  204.165  3082806.549 448756.720  203.899  0.067  0.065 0.266 

I02 控制点复核 
3082727.449 448562.175 188.45 3082727.476 448562.13 188.514 -0.027  0.045 -0.064 

注：部分原坐标为 80坐标系转换为 2000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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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地勘察测量抽查的工程点平面及高程数据成果分别与原坐标转换

2000 坐标系后比较，确定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桃花矿段工程点原勘测成果

基本符合实际情况，部分工程点平面及高程存在有偏差。以测量规范要求，部分

工程点会超差，但对矿区的矿体连接、定位、资源量估算等影响微乎其微，因此

本次尽职调查认为原报告的测量成果真实、可信。 

（五）路线地质踏勘结果与原资料对比 

矿区矿体多为隐伏矿体，地表露头很差，所以本次路线地质踏勘在原地质测

量基础上多对构造、地质界线观察点进行检测。完成工作量约 1.8km, 90%以上

的检测点与原观察点地质上认识基本一致。本次尽职调查对矿区地表的地层、构

造、岩浆岩等认识基本与原资料相一致。 

（六）、验证资源量与原资源量对比 

通过验证钻孔取样分析、原钻孔重新取样分析、老窿重新采样分析，认为原

报告反应的矿体厚度、金品位、矿石体重等数据真实可信。因此重新估算资源量

时沿用原报告基础数据。本次重新估算铁石尖资源量主要是对原报告中个别见矿

钻孔间矿体连接、矿体倾角、个别矿体块段划分等进行稍微修改，按最新规范划

分资源量类别。具体对比结果如下： 

V3-1 矿体：该矿体是矿区的主要矿体，勘查类型定为Ⅱ类型，以 80×80m

的工程间距估算控制资源量，以 160×160m工程间距估算推断资源量。原报告资

源量见表 17，验证资源量见表 18，验证资源量差别见 V3-1矿体资源量验证对比

图。 

原报告 V3-1矿体资源量估算表      表 17 

矿体 

块段号 

资源量/储量 

级别 

纵投影

面积(m
2
) 

矿体倾

角(°) 

斜面积

（m
2
) 

平均厚

度（m） 

体重

（t/m
3
） 

矿石量

（t） 

平均品

位（g/t） 

金属量

（kg） 

1 332 3140 47  4329  1.01  2.7 11786  6.73  79.33  

2 332 5343 40  8400  2.15  2.7 48838  7.17  350.25  

3 332 4631 41  7059  1.87  2.7 35684  11.03  393.73  

4 332 5091 41  7760  1.12  2.7 23538  14.02  329.98  

5 332 6378 39  10135  1.02  2.7 27999  11.66  326.45  

6 332 3202 46  4489  1.05  2.7 12744  15.07  192.00  

7 332 8077 62  9148  0.78  2.7 19384  14.88  2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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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报告 V3-1矿体资源量估算表      表 17 

矿体 

块段号 

资源量/储量 

级别 

纵投影

面积(m
2
) 

矿体倾

角(°) 

斜面积

（m
2
) 

平均厚

度（m） 

体重

（t/m
3
） 

矿石量

（t） 

平均品

位（g/t） 

金属量

（kg） 

8 332 1381 37  2322  2.08  2.7 13048  4.77  62.22  

9 332 4433 51  5731  1.26  2.7 19557  9.40  183.90  

10 332 4348 47  5945  2.10  2.7 33666  7.91  266.19  

11 332 2133 54  2653  0.87  2.7 6230  7.07  44.07  

12 332 1935 43  2864  0.82  2.7 6338  10.14  64.27  

13 333 1562 48  2102  1.21  2.7 6848  12.03  82.39  

14 333 4219 37  7093  2.50  2.7 47784  4.87  232.73  

15 333 2116 26  4827  1.84  2.7 23925  3.47  82.93  

16 333 3177 37  5279  1.41  2.7 20139  4.56  91.75  

17 333 1124 49  1501  0.60  2.7 2448  15.82  38.72  

18 333 7398 51  9475  0.93  2.7 23809  11.41  271.61  

19 333 3080 58  3652  0.83  2.7 8136  22.53  183.29  

20 333 6801 64  7567  0.88  2.7 18007  18.26  328.77  

21 333 6867 63  7707  0.73  2.7 15265  22.37  341.52  

22 333 9329 61  10666  0.63  2.7 18147  19.82  359.73  

23 333 4055 67  4405  0.69  2.7 8206  2.76  22.63  

24 333 1099 71  1162  0.76  2.7 2393  2.24  5.37  

25 333 3054 67  3318  0.77  2.7 6919  2.69  18.58  

26 333 1126 62  1275  0.65  2.7 2247  9.18  20.62  

27 333 2298 64  2557  0.79  2.7 5436  6.45  35.07  

28 333 1162 63  1304  0.66  2.7 2324  5.93  13.79  

29 333 1837 63  2062  0.56  2.7 3103  6.28  19.49  

合计 

332           258812  9.97  2580.85  

333           215137  9.99  2148.97  

332+333         473949  9.98  4729.82  

 

验证 V3-1矿体资源量估算表     表 18        

矿体 

块段号 

资源量/储量 

级别 

纵投影面

积(m
2
) 

矿体倾

角(°) 

斜面积

（m
2
) 

平均厚

度（m） 

体重

（t/m
3
） 

矿石量

（t） 

平均品

位（g/t） 

金属量

（kg） 

1 控制/可信 3140 47  4329  1.01  2.7 11786  6.73  79.33  

2 控制/可信 5343 45  7623  2.15  2.7 44321  7.17  317.86  

3 控制/可信 6641 44  9492  1.95  2.7 49975  10.45  522.24  

4 控制/可信 2528 46  3534  0.84  2.7 8015  21.61  173.21  

5 控制/可信 6378 42  9471  1.02  2.7 26165  11.66  305.07  

6 控制/可信 7634 46  10613  1.14  2.7 32667  11.97  3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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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V3-1矿体资源量估算表     表 18        

矿体 

块段号 

资源量/储量 

级别 

纵投影面

积(m
2
) 

矿体倾

角(°) 

斜面积

（m
2
) 

平均厚

度（m） 

体重

（t/m
3
） 

矿石量

（t） 

平均品

位（g/t） 

金属量

（kg） 

7 控制/可信 2101 43  3062  0.87  2.7 7189  7.07  50.86  

8 控制/可信 1381 46  1920  1.99  2.7 10316  4.87  50.24  

9 控制/可信 1935 43  2864  0.78  2.7 6032  10.58  63.82  

10 控制/可信 8077 54  10016  0.75  2.7 20282  15.05  305.25  

11 推断 4397 50  5740  0.94  2.7 14568  13.88  202.21  

12 推断 811 56  984  0.57  2.7 1514  8.96  13.57  

13 推断 1562 48  2102  1.07  2.7 6072  13.21  80.22  

14 推断 1256 47  1717  2.62  2.7 12146  5.18  62.92  

15 推断 1919 48  2582  2.58  2.7 17986  11.48  206.48  

16 推断 2729 47  3762  1.10  2.7 11173  18.13  202.57  

17 推断 851 45  1203  0.85  2.7 2761  5.00  13.80  

18 推断 458 45  653  0.60  2.7 1058  15.80  16.71  

19 推断 2959 56  3730  0.83  2.7 8310  22.53  187.21  

20 推断 6801 58  8064  0.88  2.7 19190  18.23  349.84  

21 推断 2020 60  2332  0.79  2.7 4958  6.43  31.88  

22 推断 4641 65  5135  0.69  2.7 9566  2.76  26.38  

23 推断 9329 61  10719  0.63  2.7 18237  19.82  361.50  

24 推断 6865 60  7954  0.73  2.7 15754  22.37  352.46  

25 推断 3439 60  3971  0.66  2.7 7076  5.93  41.96  

26 推断 3798 45  5371  0.94  2.7 13632  4.09  55.75  

27 推断 3762 67  4087  0.77  2.7 8497  2.68  22.77  

28 推断 2003 62  2279 0.55  2.7 3384 6.29  21.29  

合计 

控制/可信           216749  10.42  2258.90  

推断           175884  12.79  2249.53  

控制/可信+推断         392633  11.48  4508.43 

 

原报告 V3-1矿体 332 金金属量 2581kg，333 金金属量 2149kg，332+333 金金

属量 4730kg。验证 V3-1矿体控制/可信金金属量 2259km，推断金金属量 2249kg，

控制/可信+推断金金属量 4508kg。造成资源量变化主要有如下几点： 

a、钻探工程 ZK21906 没有见到 V3-1矿体，但原报告 ZK1906进行了资源量估

算。 

b、原报告钻探工程 ZK21904 中 H18、H19连接为 V3-1矿体。但本次对矿体进

行资源量验证时发现 219勘探线 V3-1矿体连接存在问题，在 ZK1905与 ZK1904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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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间的 ZK1906钻孔未见 V3-1矿体，之间的 ZK21903 钻孔施工太浅，未见 V3-1矿

体。把 ZK21904 中 H18、H19 连接为 V3-1矿体没有依据，且矿体倾角只有 17°，

而 V3-1矿体平均倾角为 45°。因此本次把 ZK21904 钻孔中 H18、H19 控制的矿体

列为新矿体，编号为 M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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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1矿体资源量验证对比图   图 16 

其他矿体验证资源量改动不大，具体可见附表。具体验证资源量结果对比表

见表 19。 

验证资源量结果对比表     表 19 

矿体号 
原报告资源量估算结果 验证资源量/储量估算结果 

资源量类别 矿石量（t） 金金属量（kg） 资源量类别 矿石量（t） 金金属量（kg) 

V1-1 333 2761  14.92  推断 2761  15  

V3-1 
332 258812 2581 控制/可信 216749  2259  

333 215137 2149 推断 175884  2250  

V4-1 
333 7797 95 推断 8744  96  

333 低 947 1       

V4-2 
333 202394 1960 推断 236691  1996  

333 低 34297 36       

V4-3 333 3551 18 推断 3551  18  

V5-1 333 5449 41 推断 654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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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号 
原报告资源量估算结果 验证资源量/储量估算结果 

资源量类别 矿石量（t） 金金属量（kg） 资源量类别 矿石量（t） 金金属量（kg) 

333 低 1095 1       

V2-1 推断 17245 63 推断 17245  63  

M1-M41 盲 

矿体 23 条 
333+推断 98213 3031 推断 98213 3031 

合计 

332 258812 2581 控制/可信 216749  2259  

333+333 低 

+推断 
588886  7410  推断 549632  7510  

332+333 

+333 低+推

断 

847698  9991  控制/可信+推断 766381  9770  

 

本次验证资源量对比的几点说明： 

1、铁石尖矿区设立了采矿权，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因此 V3-1 矿体中的控制

资源量转换为可信储量。 

2、原报告中有 333 低类别资源矿石量 36339t，金金属量 38kg。本次进行资

源量验证时把这类资源量归入推断类别资源量。 

3、本区南北向矿体具有厚度薄，延伸长等特征。因此部分工程见矿厚度少

于最低可采厚度但达到米克吨值时，推断资源量可以进行外推。 

4、M12矿体平均品位 80.50g/t，虽然钻孔 ZK20701中 M12矿体品位为 259g/t,

但由于 M12矿体整体品位高，因此不必对该样品进行特高品位处理。 

5、桃花矿段提交的《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桃花矿段金矿详查 2020 年阶

段性工作总结》中控制与推断的金资源量：矿石量 353292t，金金属量 1944.44kg，

平均品位 5.50 g/t。主矿体 V3-3矿体资源量估算图中 ZK31107、ZK30705、ZK30014、

ZK30405、ZK30018等探矿工程金品位小于最低工业品位（1.8g/t）,但参与了资

源量计算。由于桃花矿段地质详查工作还未结束，工程控制程度还未达到规范要

求，还没有掌握矿体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成矿规律，因此本次验证未重新估算桃花

矿区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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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尽职调查工作存在问题 

（一）、本次尽职调查时，老窿 LL1 的 70m 中断由于被水淹没，无法进行调

查。老窿 LL1中多处垮塌，因此采空区无法圈定出来。备案资源量未包含采空区，

采空区的圈定与备案资源量无关。 

（二）、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还未对基本分析样进行内、外检。 

（三）、由于矿体多为盲矿体，延伸变化大，原报告中不可避免存在矿体连

接问题，本次尽职调查虽然对明显错漏处进行了一些修改，但是有些矿体连接没

有充分的依据。 

（四）、桃花矿区虽然发现许多矿体，但基本都是单工程控制，目前找矿勘

查工作还没有结束。本次由于时间紧，虽然收集了周边矿山的资料，但是还没有

形成成熟的找矿思路。 

七、结论及建议 

结论： 

通过对原资料检查，结合验证工作成果综合分析，认为铁石尖、桃花矿区勘

查工作基本符合岩金矿详查规范要求。《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金

矿详查报告》、《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 V2 脉带金矿勘查阶段性成

果报告》、《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桃花矿段金矿详查 2020年阶段性工作总结》

三个报告中涉及的地质勘查完成实物工作量真实，数据可靠，结论正确。具体分

析如下： 

（一）铁石尖矿段、桃花矿段勘查实物工作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分析。 

1、本次施工 YZZK21104、YZZK21101两个钻孔，见矿位置、矿体厚度与原资

料基本吻合，YZZK21104、YZZK21101钻孔中 Au 品位与原资料稍有偏差。造成这

一结果主因是矿体金含不均匀。钻探验证结果显示，矿区的钻探工程控制的矿体

真实、可靠。 

2、重新编录的钻探与原编录地质现象基本相符，钻探重新取样时检查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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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采样位置实地情况与报告资料基本相符。重采样分析与原分析结果对比情况：

本次共计重采样 33 件，其中有 21 件样品现分析结果低于原分析结果，12 件样

品现分析结果高于原分析结果，分析数据随机变化，没有系统偏差。 

综上所述，从地质编录及样品分析得到的数据综合分析，勘查工作中钻探资

料基本真实、可靠。 

3、重新编录坑道与原资料编录所描述的地质情况基本相符，对坑道部分样

品原所在处重新采样，样品的位置与真厚度基本与原资料一样。重采样分析与原

分析结果对比情况：本次共计重采样 17件，其中有 11件样品现分析结果低于原

分析结果，6件样品现分析结果高于原分析结果。从编录与数据上看，坑道资料

真实、可靠。 

4、因为矿区矿体多为隐伏矿体，地表露头很差，所以本次路线地质踏勘在

原地质测量基础上多对构造、地质界线观察点进行检测。完成工作量 1.8km, 90%

以上的检测点与原观察点地质上认识基本一致。本次尽职调查对矿区地表的地层、

构造、岩浆岩等认识基本与原资料一致。 

5、本次复核工程测量点 23个，经转换成统一坐标系后，两坐标点相差不影

响矿体连接、定位、资源量估算，因此原报告的测量工作基本真实、可靠。 

（二）《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金矿详查报告》、《湖南省醴陵

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 V2 脉带金矿勘查阶段性成果报告》、《湖南省醴陵市小

横江矿区桃花矿段金矿详查 2020 年阶段性工作总结》三个勘查报告中金资源量

估算的真实性、可靠性分析。 

1、《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铁石尖矿段金矿详查报告》备案资源量

（332+333+333 低）：矿石量 800031t，金金属量 7609.68kg，平均品位 9.51 g/t。

（其中 332矿石量 258970t，金金属量 2581.64kg；333矿石量 504722t，金金属

量 4989.15kg；333 低矿石量 36340t，金金属量 38.90kg）；《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

矿区铁石尖矿段 V2脉带金矿勘查阶段性成果报告》提交（未备案）新增推断（TD）

资源量：矿石量 47826t，金金属量 2382.29kg，平均品位 49.82 g/t。铁石尖全

矿区原报告备案+提交未备案的资源量（332+333+333 低+TD）矿石量 84785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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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属量 9991.97kg。通过本次尽职调查验证，原报告的矿体厚度、矿体品位、

控制网度、勘探类型划分、资源量估算方法基本合理，提交的勘查成果基本真实

可靠。本次验证，对备案资源量重新估算结果(控制/可信+推断)：矿石量 718554

吨，金金属量 7387.52kg，平均品位 10.28g/t。与备案资源量相比，矿石量减少

了 8.15 万吨，金金属量减少了 221.38kg，平均品位增加了 0.77 g/t，备案资源

量重新估算前后对比见表 20；V2矿脉带提交的资源量不变。对铁石尖全矿区 30

个矿体重新估算资源储量结果（控制/可信+推断）：矿石量 766381t，金金属量

9770kg。 

铁石尖金矿区尽调资源储量估算对比表   表 20 

资源量类型 

原备案资源量 本次尽调资源量 尽调资源量-备案资源量  

矿石量

（t） 

金金属

量（kg） 

金平均品

位（g/t） 

矿石量

（t） 

金金属量

（kg） 

金平均品

位（g/t） 

矿石量 

（t） 

金金属量

（kg） 

332（控制/

可信） 

258970 2581 9.97 216748 2258.90 10.42 -42222 -322.1 

333（推断） 504722 4989 9.88 465467 5089.72 10.93 -39255 +100.70 

333d（推断） 36340 39 1.07 36339 38.90 1.07 0 0 

合计 800031 7609 9.51 718554 7387.52 10.28 -81477 -221.38 

2、《湖南省醴陵市小横江矿区桃花矿段金矿详查 2020 年阶段性工作总结》

提交控制与推断的(332+333)资源量：矿石量 353292t，金金属量 1944.44kg。原

报告参与资源量计算共 4条矿体，主矿体为 V3-3, 金金属量（TD）1434.44kg，占

整个报告提交资源量的74%。V3-3矿体资源量估算图中ZK31107、ZK30705、ZK30014、

ZK30405、ZK30018等探矿工程金品位小于最低工业品位（1.8g/t）,但参与了资

源量计算，因此该总结提交的资源量只能作为阶段性成果。由于桃花矿段地质详

查工作还未结束，对发现的矿体工程控制程度不够，因此本次尽调未重新估算资

源量。 

3、主矿体集中分布在 212 勘探线～219 勘探线之间，南北走向长约 540m，

倾向水平距离 250m（LL1 井口～ZK21106 附近），面积约 0.14Km2 范围内。控制

斜深约 500m，标高约在-140m～240m之间。推荐首采地段在 204勘探线～215勘

探线之间，见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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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首采区范围   图 17 

（三）铁尖石-桃花矿段金资源量潜力简单分析 

本次尽职调查时间紧，未对矿区资源量潜力评价进行专项工作，因此只能根

据收集到的资料做一个简单分析。目前铁尖石矿区圈定矿体 28 个，桃花矿区圈

定矿体 22个，共计 50 个矿体。其中主矿体 V3-1、V4-2、M12、V3-3 等 4 个主矿

体的资源量就占整个小横江矿区的 87%，由此可见其他矿体的勘查程度很低。特

别是北西走向的盲矿体基本都是单工程控制。目前认识是：北西走向的矿体，延

伸短，品位高，但是整个矿区都没有特意针对北西走向矿体的探矿工程，所以北

西走向的矿体延伸短、规模小的结论依据不充分。在小横江矿区周边也有矿区的

矿体是以北西走向为主的，例如王家湾金矿、金宏金矿等。因此一旦北西走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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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取得找矿突破，小横江矿区的资源量增加可能会出现质的飞跃。 

建议： 

1、矿体厚度变化系数 64-144%、品位变化系数 89-130%，属厚度、品位变化

较大的矿体。因此在采矿阶段要加强生产探矿工作。 

2、从钻探、老窿调查资料显示金不仅存在于石英脉中，也存在石英脉周边

的板岩中，金矿体与围岩界线有时肉眼无法判断，在采矿时要及时跟踪采样分析，

以免漏矿。 

3、由于矿区矿体多，矿体厚度、品位、产状在延伸中变化较快，采矿时要

注意进行探、采对比，总结规律。下一步的采选建设也要多考虑矿体的这一特征。 

4、桃花矿区下一步找矿勘查时，应对以往资料多进行整合研究，对比相邻

矿区，总结成矿规律，指导找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