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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译译 文文 选选

应 用 等 距 离 原 理 寻 找 矿 脉

哈夫纳根据均匀介质中不同应 力 的 分

布
,

得出断裂分布的各种规律
。

最简单的情

况是 剪切应力轨迹 即断层所在位置 按

等距离重复
,

也就是按等距离分布
。

瓦尼斯

根据冯迈塞斯的简单应变塑性理论
,

成功地

推测出科罗拉多某具体地区的一组剪切应力

轨迹
,

并证明推想的断层与实际断层的分布

极为吻合
。

年
,

库奇纳一波柯尼一维斯拉证明
,

根据已知矿脉分布的规律性
,

可绘出经验的

剪切应力轨迹网络
,

并以捷克的伊赫拉瓦矿

区为例
,

证明绘出的经验剪切应力轨迹图
,

对该区寻找迄今未找到的矿床是有益的
。

同

时
,

作者还证明了不仅伊赫拉瓦地区的矿脉

呈等距离分布
,

而且几乎穿过整个不均匀的

捷克地块 其西边就是伊赫拉瓦地区 一些

南北走向的大断层
,

也都呈等距 离 分 布
。

这些较大的断裂
,

属于一个主要的深大断裂

体系
。

正如布巴和其他捷克地质人员所强调

的
,

该断裂体系将捷克地块分割为 若 干 块

段
,

形成了它的镶嵌构造
。

穆迪一希尔认为
,

这种深大断裂代表很古

老的断层
。

在形成地壳的长期过程中
,

断层

沿走向可能有过重复多次的运动
。

作者得出

的结论是
,

地壳原来被深大的
“

大地断裂
”分

割成一些孤立的地块
,

并控制了后 来 的 形

变
。

由于这些断错运动
,

个别小的地块受到

了应力
,
产生了次一级的横推断层

。

根据这

种推测 ,

不难理解捷克地块的南 北 向 大 断

层
,

以及伊赫拉瓦局部地区的矿脉
,

都呈等

距离分布的原因
。

捷克地块有矿脉的另一些

地区以及世界上其它有矿脉的地区
,

相信都

可以用类似的原理来解释
。

本文的 目的在于讨论应用等距离原理在

不同矿 区寻找矿脉的可能性
。

捷克地块中的矿脉

作者曾经在下述矿区观察了矿脉分布的

规律 普里布拉姆 一 一 矿床
、

库特纳

山 一 矿床
、

伊赫拉瓦 一 矿床
、

雅希

莫夫 一 。一 矿床以及吉罗夫金 矿
。

所 有

这些矿床中
,

矿脉或多或少地均表现有等距

离分布的特征
,

并且其中有三个地区可以进

行勘探
。

下面以普里布拉姆矿为例来说明
。

普里布拉姆 波希米 亚 普里布拉姆

矿田有两个历史悠久的采矿区
,

即布雷左夫

号雷与博湖廷的 一 一 矿
,

二者均位于

克莱断层附近
。

克莱断层已成为寒武系沉积

杂岩和元古代地层间的分界线
。

据 库 奇 纳
一切鲁皮尔的看法

,

矿脉主要集中在克莱断层

与南北走向断层的交汇处附近
。

作者认为
,

后者是按等间距或它的整数倍分布的
,

并提

出了可以进一步勘探的地区
。

图 表示布雷左夫号雷的矿脉与辉绿岩

的空间分布关系
。

剖面上
,

南北走 向 的 矿

脉
,

大约在 号中段深处是按等距离原理分

布的 图 中的 距 离 , 、 、

和 ‘相

等
。

塞弗新斯卡矿脉与列查塔矿脉的间距

随着深度的减小而增大 比较图 中的距离

, 、

和
。

在这里
,

等间距 原 理失

效的原因
,

是塞弗新斯卡矿脉所在的裂隙
,

沿向上分为三枝的辉绿岩脉西边那 条 脉 张

开
。

另外
,

在图 中还能见到由于岩石的非

均质性使等距离原理失效的其它例子
。

图 表明布雷左夫号雷矿 号中段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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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普里布拉姆地区布留左夫号雷

中段矿脉分布圈

南北走向的矿脉 实线 呈等距 离分布
。 、

不口 巾
段的某些穿过 中段的矿脉则用虚线表示

。

点线代表南北

向的一组推测的剪切应力经验轨迹
,

大井 一浮切契 一普罗科 一安娜
那一塞弗新 一马利亚

矿脉 一拉兹斯卡 卜一扎帕热涅一茹帕达杰西一列

查塔 一
‘

沃罗扎帕德尼 一普罗奇克罗纳

圈 布 , 左夫号雷矿区剖面图

山于杂岩体的非均质性
,

矿脉的等距离分布 不 很 明
以

。

新断裂上要沿辉绿岩脉的走向和倾斜发生
。

图右的数
宇 边布雷左夫号雷的普罗科大井中段编号

图例 一矿脉 一辉绿岩脉 一寒武纪
亡积层 一元古代地层

走向的矿脉
,

很明显地呈等距离分布的情况
。

图 表示甚至在普里布拉姆 较上面的

中段 北西走向的那一组矿脉
,

其趋向也是

呈等距离分布的
。

图 绘出的经验 轨 迹 指

出
,

马尼 安斯卡赫纳弗里矿脉和法克拉弗斯

卡矿脉
,

在这里可能是该地块的两条局部的

边界断裂
,

因为普罗科和卡罗林斯卡这两条

矿脉
,

在这个中段的南部偏离矿脉所经过的

路线
,

该地块在构造上与北边相邻地块是间

断分开的
。

捷克喀尔巴歼部分地区的矿床

班斯卡斯提 亚 夫尼卞 曾对 该区的矿脉

分布进行 了研究
。

该区附近的矿脉可划为火

圈 布留左夫号 , 的安娜和浮切契

矿山 】号中段图

北西向的一组矿脉有呈等距离分布的倾向 点线表示
推测的剪切应力幼迹

矿脉 一马里安一纳德尔
‘

一米查尔 一克里兹

一洛兹 一普罗科 一 卡罗林斯卡 ￡一巴波拿
一法兰蒂斯科法 一金斯卡一赫拉弗里 一金斯卡
一纳德罗兹里 一金斯卡山 一吉克蒙德

山底部脉状矿床类型
,

在成因上与新生代的

火山作用有关
。

图 为该矿田部分地区的地 质图
。

图上

绘出了经验的剪切应力轨迹
,

这些轨迹 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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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矿脉的走向和位置很符合
。

取吉格蒙德

竖井附近 的斯皮台勒矿脉和集安矿脉之间的

距离作间隔单位
,

按 产方向绘图
。

所绘 的

伊恤
‘ 。

二
今 ‘

户 。 , 咨 厂

线
口 班斯卡斯提亚失尼卡矿区矿脉分布圈

矿区邻近的矿脉有呈图中剪切应力轨迹分布的趋势
取斯皮台勒矿脉戈叻与集恩矿脉 之间沿人 尹

剖面的距

离为间距单位
。

大井 一吉普舍 一米查尔 一热罗努姆 万一昂
德锐斯 一阿关 一卡涅耳 顶一麦克米伦 妞
一马利亚 万一爱弥尔 卜吉格东德 卜史蒂文

矿脉 一夯兹弗 一霍弗 一翁布食切 一霍弗
一鲁梅尔 一巴 伦卢 坦 一梅 德 纳 五一罗 萨 里

亚 一巴卡利 一阿马利亚 一奥森科尔弗 卜
马提杰 一吉恩 卜岁克斯内尔 。一切 利 查

一比白 一斯皮台勒 一集安 卜谢本魏伯 一

马卡集特 一普罗提斯克尔 一夕尔法尔坦 一

汝拉吉 一史蒂文 一格普勒

轨迹都有明显的弯曲
,

这与哈夫纳所讨论的

应力分布情况中的一种相符
。

在该矿山地质

部门所绘的穿过矿床的一些纵剖面图上
,

可

看到矿脉呈明显的等间隔分布的若干例子
。

其中之一 已表示在图 上
。

从图上可看出有

三种长短不一的等距离间隔 比白
、

斯皮台勒和 集安三条脉间的距离 图 中的
、
和 , 幻 斯皮台勒矿脉和集安 矿

脉之间的距离 , 在比白矿脉北西一西

侧与比白矿脉平行的较小的裂隙群的距离
。

其它国家的例子

在下面介绍的矿床或矿区中
,

作者也曾

见到矿脉大致呈等间距分布的例子

德国萨克森的弗赖贝格矿区中部 ,

保加利亚的马丹矿区 ,

·

北彭奈恩斯 ,

苏格兰 在大格伦断层和海兰德界断

层之间的地区 ,

撤丁
。

前三个已有其他作者发表过专著
,

这里

只介绍后两个例子作为补充
。

脚铎 苏格兰根据里德一麦克雷戈所发 表 的文

章 中 的 地 质构造图
,

并参考了内维尔乔治

发表的地质图
,

作者发现位于大格伦断层与

田 肠 班斯卡斯提亚失尼卡的矿脉分布图 创面

矿脉呈三种不同间距分布
,

和人 是主矿脉之间的间距
,

‘
是小矿脉之间的间距

图例 一花岗闪闪岩 一英安岩 一沉积岩
一辉石安山岩 一矿脉 一断层

王 , ,节节节
图 苏枯兰主要走向淆动断层圈

图中所圈定的范围大致相当于图 了中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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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图 苏格兰大格伦断层和海兰

德界断层之间部分地区的经验勘探网

泰德拉姆矿区位于两组等问距分
一

, 的

剪切应力轨迹的文叉处
,

在汰因湖区在两

组轨迹交又的宽阔地区有许多矿点
。

图例 点划线表示主要实际断层 虚线表
示推想的切剪应力轨迹 小块阴影区

代表泰德拉姆
,

矿 区
十一 阿德里 斯 海 格 一茵法拉

‘

瑞 一泰德拉姆 一矿点

气 非

挤
嵌

聋
讼二介 介 少丫

口
〔二】

口

国

团

团全

、

国

昭渴

尸
·

兮
博湖牲

圈 普里拉姆地区平面图

北东走向的克莱断层被南北走向的断层错断 其附近

有矿脉聚集 划线条的面积中
,

编号 和编号 是普里布
拉姆的两个老矿区 布雷左夫号雷和 博湖廷

一元古代地层 一寒武纪地层 一石英闪长岩
一玄武岩岩脉 。一断层 一普里布拉姆向斜轴

一地层走向和倾角 一矿脉聚集的地区

海兰德界断层之间部分地区有一组北东走向

呈等距离分布的剪切应力轨迹 图
。

曾

打算找出是否还存在另一组等距离分布的潜

在剪切断裂方向系统
。

它们与北东一南西方

向的断层相交
,

可能成为沿北东二南西方向

断层的矿脉成矿控制的主要因素之一
,

因为

这与最近在普里布拉姆矿田所见到的情况相

同
。

洲洲洲

工工工
工工工

卜卜少刘刘

孙孙溉 尹
“

育
’

茹瓤
里里

图 撒丁西南地质圈

两组断层基本上旦等间距分布
,

与断层有关的

几条铅锌矿脉

誉
元古代地层 一中生代地层 一第三系地

一第四系地层 一海西期花岗岩 一阿

尔卑斯酸性喷出治 一阿尔卑斯基性喷出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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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姆德湖形状拉长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断

裂所致 正如北东向断层控制许多苏格兰湖

泊的走向一样
,

因为作者发现该区部分地

区内有一组北一北西 的剪切轨迹 图
。

图 中标明的两组轨迹之间的角度
,

与

捷克地块里面北东走向的克莱断层和南北走

向的普里布拉姆断层之间的夹角恰好的一致

图
。

因为 已经查明
,

普里布拉姆矿田

的矿脉主要赋存在上述两组断层的交叉处
。

对于在格拉蒙佩安高原会 不会有类 似 的 情

况
,

作者曾经作过分析
。

法因湖地区和泰德

拉姆矿 区的矿体位置
,

根据威尔逊填的图复

制于图
。

根据此图
,

似乎泰德拉姆矿区恰

好位于北一北西系统零号线轨迹与北东系统

的 号线轨迹的交叉处
,

而法因湖地区大多

数矿体的位置都在北一北西系统的一 号轨

迹与北东系统 号轨迹交叉点附近的宽阔

地区里面
。

根据这一规律
,

作者提出建议

可利用所构制的经验轨迹分布图
,

来指导在

该区寻找未知的矿脉
。

撒 于图 代表撒丁西南部
,

是根据撒丁

的 地 质 图 和 年在卡利亚里座谈会上发

表的撒丁矿产略图汇编成的
。

穿过此地区的

许多断裂
,

表示有两组剪切应力轨迹
,

在每

一组中选一条轨迹编为零号线
。

图 指出
,

位于 一 号和 一 号轨迹的断层之间
,

另外

还可 以找到两条断层 一 , 一 。

在图 所标注的 个铅锌矿点中
,

有

个不是产在断层里面
,

就是产在断层附近
,

有

个矿床的位置不在图 所示断层的附近
,

还有 个产在两个断层中间
。

在这个地区还

可以找到几个较小的断层
。

所 以
,

位置靠近断

层的矿床数目可能 比上面的数字很大
。

另一

方面
,

某些矿床与断层在成因上没有关系
,

可

能是偶然产在断层附近的
。

但无论如何
,

上

面的统计说明了撒丁西南的许多铅锌矿都与

构造有成因上的关系
。

这证明上述规律对寻

找新矿体 包括年青地层覆盖的地区 以及

解决它们在成因上的一些问题是有帮助的
。

陈玲译 自
, 一

作者 卜库奇纳

芦令
·

书夺
,

幸今小加令 和令
·

夺 弓 今
·

加夺如小小小令
·

欢

激发极化法的某些研究
备
本 个
议峰吟峥峥峥峥峥

·

今峥呼岭吟峥 一佘 命吟吟
·

咋呻峥另

目前激发极化法是用来探寻金属矿的主

要方法之一
,

找硫化矿最有效
。

因为极化直

接随颗粒界面的面积的总和而变
,

所以适合

于勘探浸染的硫化矿
。

因为它具有 深 度 控

制
,

所以有时在圈定地下水以下的硫化矿方

面比某些 电法 例如 自然电流法 优越
。

激发极化的起因现在已经是很 清 楚 的

了
,

最主要的起因是电极极化和薄膜极化
。

寻找金属矿是基于电极极化的原理
,

而薄膜

极化的原理则用于找地下水
。

利用这两种机

理
,

可 以鉴别新鲜水与脏水之间的分界面
。

有两种测量激发极化的方法
,

在第一种

方法中
,

供电电极送入地下的电流脉冲被截

断以后
,

用一对测量 电极测量地下随时间衰

减的极化电压 ,

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时间域

或脉冲瞬变法
。

根据衰减 曲线测得的参数是

百分极化因数和充电率
。

在第二种方法中是

确定大地 电阻率随频率的变化 , 即 频 率 域

法
,

所测量的参数是频率效应和金属因数
。

负 激 发 极 化

负激发极化现象意味着金属矿体产生的

极化电流的方向
,

与通过供电电极送入的充

电电流的方向相反
。

有时这种负激发极化还

可 以由于测量的不精确而产生
。

虽然金属矿

体实际上给出的是正向的激发极化 衰 减 电

压
,

但如果在两个测量电极间存在的 自然电

位没有完全补偿掉
,

就可能得到负的激发极

化电压
。

当存在的 自然电位的幅度比激发极

化电压大时
,

就可能发生这种现象 图
。

如果金属矿体所给出的正向衰减极化电

压很低
,

则强度大的外来干扰有时也能导致

负的激发极化
,

如图 所示
。

所 以在开始做

激发极化测量以前
,

必须绝对保证在测量电

极之间不存在有外部千扰和 自然电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