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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测井在普查勘探磁铁矿矿床中的应用
山 东冶 金地质勘探一 队 于德江 李殿杰

在鲁中地区某些施工的钻孔中
,

投入了

磁测井工作
,

现将所取得的效果介绍如下
。

寻找盲矿体

在找矿工作中
,

尽管对地质和地而物探

资料做了充分研究 由于地质条件复杂
,

往往仍不能获得预期效果
。

其原因可能 思布

钻位置不对
,

钻孔偏离了矿体
,

或是钻进深

度不够大
,

或是 由于 卜矿原因的干扰
。

这时

如果投入磁测井工作
,

就能取得磁场纵向的

变化规律
,

再结合地质与地面磁法资料
,

就可

以尽快地解决上述问题
,

从而找到盲矿体
。

例一 王 异常发现 以后
,

先后向异

常的东部和西部开展钻探找矿工作
。

东部情

况较理想
,

见到矿体 , 但在西部开头打的两

孔 和 都打在闪长 岩 上
,

均

未见矿
。

继续布钻感到困难
。

为此 在

和 中进行了磁测
,

所得结果示于图
。

弓

田 王 矿区 东 孔磁测井曲线

一第四系 各一闪 长岩 一矽
一

岩
一 一石炭二选系

孔的 △ 曲线表现为梯度缓
、

呈单
调 递减的负异常

,

由于井深所限
,

曲线似乎

未做完
,

在井底的异 常 值为 △ 一 丫
。

在 孔中测得 “ ” 型的异常曲线
,

在井

深 米处出现极小值
, 八 一 丫 。

可见在两孔的南侧有盲矿体存在的可能
。

对

地面 号剖面进行了定量计算
,

计算结果认

为在 之南应存在一个较厚的矿 体
。

为

此
、

设计了 和 两孔 图
。

孔

先峻工
,

并做了井中磁 测
。

从 所 得 △ 曲线

来看
,

异常上下幅度都宽阔
,
强度高

、

正负

极值均大于 丫。

该孔见到厚度不超过

米的矿
,

不可能引起如此强大的异常
,

说明

井旁应该还有更大的 矿 体
。

△ 曲线呈反
“ ”

型
,

与 孔的 △ 曲戮呈镜像关系
。

说明

主矿体位于 孔 以 北
。

在 后 来 峻 工 的

中见到 米厚的矿体
,

证 实 了 所

作出的推断解释
。

例二 王 矿区在施工 孔 时
,

钻到 米
,

己到预计见矿深度
,

但仍 未 见

矿
。

为了查 明井底有无矿体存在
,

在该孔中

投入了磁测并的工作
。

获得了一条单调递减

的 “ 负开 口 ” △ 曲线 图
,

在接 近 井

孔终端 米 时
,

曲线的梯度变大
,

强度

达 一 。

异常曲线有显著跳动现象
,

意

味着磁性矿物不均匀
。

表明再向下不远即可

遇见矿体
,

同时井孔已见到矽卡岩
,

这是一

个很好的找矿标志
。

根据上述情况
,

建议继

续钻进
,

结果在 米以下见到 厚 米的

磁铁矿
。

例三 在牛 欠 庄岩体与灰岩的接触带

有一磁异常
,

呈长条状
,

走向北东
,

异常强

度低
, △ 二 丫 图

,

为 验 证

该异常
,

设计了 一 孔
,

在 米和 。米

处分别穿过两个接触带
,

但没有见矿
。

投入

了磁测井
,

在相应的接触带以及对应的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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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王 矿区 号线缤合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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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矿区 孔磁侧井 △ 曲线

一第一次侧井曲线 一第二次测井曲线 一第四

纪 一矽卡岩 一角岩 一磁铁矿 一闪长岩

一大理岩

岩中
,

获得了么 二 一 丫的异 常
,

在灰岩

里面么 平均值为。丫 ,

对该曲线 作出了如 下

的分析

叹 钻孔岩心磁参数测定结果
一 “ ,

一 ” 。

若按 一 二 。 一 恤
。 这样简单的 关 系

来估计
,

则所产生的磁异常 将为 丫 ,

基

本上与实侧结果相符
。

实测异常范国与者体丛本一致
。

结

合地面磁异常特点和地质条件综合分析
,

认

为地面异常为接触带所引起
,

所以停止继续

钻进
。

确定矿体的位置和产状

矿体的形状及其产状可根据矿体内外磁

异常的形态来确定
。

矿体的形状一 经 确 定

后
,

即可根据磁异常的形态来确定矿体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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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 龙矿区班异常平面圈 圈

一第四系 一灰岩 一闪氏岩 一实际矿休
一推断矿体 一实 测 △ 曲线 一态 理论曲线

一味洲 、 村夕境 一实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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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庄矿区第 号线磁洲井旅合剖面圈

一第四系 一灰岩 一闪长岩 加一蚀变闪长岩 一矽卡岩

致产状
。

这对指导钻孔施工具有一 定 的 意

义
。

应用外磁场确定产状

如果井中 曲线呈现 上 正 下 负 的 反
“ ” 型

,

即表明矿体负磁荷端靠近钻 孔
,

而正磁荷端远离钻孔
。

一般情况下
,

矿体赋

存于钻孔北 东 韭
、

西 北 侧
。

若 负 异

常上翼陡
,

下翼缓
,

表明尸
“

体倾离钻孔 , 若
△ 负异常下翼陡

,

上翼缓
,

表明矿体 倾 向

钻孔
。

如果 △ 曲线呈上 负 下 正 的 “ ” 型
,

表明矿体正磁荷端靠近钻孔
,

而负磁荷端远

离钻孔
。

一般情况下
,

矿体赋存于钻孔之南

东南
、

西南 侧
。

若 负异常上陡下缓
,

表明矿体倾离钻孔 若 △ 负异常上 缓下陡 ,

表明矿体倾向钻孔
。

例如王 又 庄第 号剖面 图 孔

的 △ 曲线 很清楚地表明 该孔打在矿头 位

置
,

矿体 向北倾 斜 , 而 孔的 △ 曲线
也表明该扎靠近矿体尾端

,

矿体倾 向 该 钻

孔
。

这 与钻孔揭示的结果相符
。

如果 △ 曲线全为负值
,

而且是 对 称 于

轴的 “ ” 型曲线
。

则表明矿体 倾角与 其
有效磁倾角成直角

。

如果中部为负值
,

上下均出现正值的双
“ ” 型的 曲线

,

表 明此类异常 是 由 双

极引起
。

此时单凭 △ 曲
‘

线忧很难确定其 位

置和产状
,

必 须 结合 △ 和 △ 曲线综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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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张 矿区策 号线磁侧井缘合剖面图
图例同图

因此在剖面内电下式求得矿体在该剖面的倾

利用内磁场决定矿体产状

对于 以感磁为主
,

均匀磁化无限延伸的

薄板状矿体
,

在矿体中部
,

矿体两端的面磁

荷无影响
,

在没有其他磁性体干扰时
,

由于

退磁作用
,

其内磁 场 △ 的方向总是垂直于

板面的 图
。

角

“ 一 △

△
⋯ ⋯

上式中△ 。与 △ 均以绝 对 值代 入 来 求

其倾角
,

而矿体倾向与△ 矢量方向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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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实际应用中
,

应该首先消除干扰场的影

响
。

①其它磁性体的磁场在钻孔穿过板状体

前后都是连续的
,

经过圆滑后即可消除
。

②对于钻孔井壁感应磁荷形成 的 附 加

场
,

可根据下式进行消除
。

兀

兀

兀

兀

兀

北

一小 会
一‘·‘ 。。 , ·

·‘· , ·

瓷一 , ‘· , 许
·

一一

、

其中 矿体磁化率
,

小 钻孔顶 角
。

’
,

为实测磁场分量
。

应用上述关系式
,

我们对侯 矿体倾角

做了计算
,

结果 表 表明
,

未消除钻孔影

响所计算的倾角值与实际倾角值相差较大
。

但消除钻孔影响后
,

则与实际值相差不多
。

产生误差的原因
,

除仪器本身有误差外
,

主

要是磁参数测量的精度低
。

计算时如果采用

各测点的真实磁化率
,

误差就可能更小
。

为了进一步证实应用内外磁场确定矿体

产状的可靠性性 , 我们与地质人员一道对

龙磁异常 图 进行了综合研究
,

设计了

小
,

在预计深度见矿 米
。

经磁 测井

后
,

根据矿体内磁场的计算与对外部磁异常

形态的分析
,

认为矿体 向 北 顷
,

顷角 一
“ 。

再用二度量板计算
,

所推断出来 的 矿

体截面形状 图 已为后来施工 的

孔的钻探结果所证实
,

其产状与所推断的

大致相符
。

利用外磁场确定矿体边界

在确定矿体边界时
,

地质上习 惯 采

划分法或 自然尖灭法
。

这 样 确定的矿体

边界必然对储量计算带来一定的误差
。

如果

在边缘钻孔中投入磁测井
,

通过对磁场特点

的分析和计算
,

则可以比较客观地确定矿体

的边界
,

为地质人员进行储量计算提供了有

价值的参考资料
。

表

计 算 矿 休 倾 角 度

消除钻孔影响 未消除钻孔影响

备 让,差一一
一

一一
·一

号 反

⋯一 竺一

计算值

度

计算值 相

度

一
。 一一 竺兰阵竺二一

二三二下亘三二二二竺 一 二牙一 “ 一 万一

一一

生
一

一 竺一州一 竺
一

卜竺一一 一

竺
兰一 竺 一一 ⋯兰一

计算时选用平均

磁化率

一

‘ ”,

一

一一
一﹃了一哎︺

一
一

︷
·

一一

一︸

一”一
”一
。

一

。

一
。︸勺一︸﹄一﹄”几一月了一甘,几,二一,曰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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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透

平 均 品 位 计 算 方法 的探 讨

李 邦 达

矿量平均品位计算方法中的一 个 问 题

是 算术平均品位和加权平均品位相 比
,

哪

一个更接近矿块实际品位
。

在单个工程 钻孔
、

穿脉和沿脉 取样

线中
,

控制矿体厚度的样品长度不等
,

而且

品位又不均匀时
,

必须按样品长度加权术工

程平均品位
。

只有在样品长度相等或品位均

匀时
,

才能用算术平均法求工程平均品位
。

这是因为长度不等的样品在见矿工程中所占

的分额不一样
。

但是在计算矿块品位时
,

就不能采用加

权平均法
。

因为当采样点之间的厚度和品位

呈线性关系
、

而且厚度与品位有相 关 关 系

时
,

算术平均品位将比加权平均品位更接近

实际品位
。

而当采样点之间的厚度为线性关

系
,

但品位与厚度无相关关系时
,

就只有用

算术平均法才能可靠地求出矿块品位 它的

精确度主要取决于样品的数量
,

而不应当

用加权平均法
。

下面
,

我们来分析一 卜矿块算术平均品

位
、

加权平均品位和实际品位之间的关系
。

在图 中
,

对
, 、

两点间的块段来

说
,

算术平均品位

圈

一

式中。 、 。 分别为 , 、

两个样品的品位
。

加权平均品位

式中
、

分别为
、

两个样品的长度

实际品位 可用以下方法求得
。

设矿块中单位空间 △ 的品位

一
一

它的厚度 二 , 一 盖

几一
则矿块实际向位

士少

例一 鲁中侯 矿区 号线上各个钻孔

都投入了磁测井 图
,

在该剖面内的矿体

北倾
,

倾角
“ ,

该矿体经地磁场磁化
,

再经

退磁后
,

矿体有效磁化倾角与矿体倾角的夹

角 角 很小
,

磁荷集中分布在矿体的上

端
,

在 一 孔中
, △ 很明显地 交 汇 于

一 点
,

此 △ 的收敛点就是矿体上 端 的 位

置
,

该点距钻孔约 米
。

例二 济南张 又 屯矿 区第 号剖面上

图
,

磁测井结果在 一 孔中出现 △ 的

反向交点 即发散点
,

也大致指出了矿体尾

端的位置 该点在 一琦 以南 米处
。

在以上两例中
,

由于磁性体经地磁场磁

化
,

再经退磁后 ,

矿体的有效磁倾角和矿体

的倾角的夹角 都不大
,

故无需再做矢量 旋

转
,

如果丫角较大
,

应作矢量旋转
,

然后 按

顺层磁化处理
。

浓 该 丫

以上只是几年来我们工作中的 点 滴 收

获
。

由于缺少细致总结
,

加之水平有限
,

所

谈的也较肤浅
,

错误和不当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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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