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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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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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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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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
··

。 。

干扰 议议 位位
圈 由于自然电位没有 图

补偿掉
,

产生负方
向的衰减电压

由千外部千 扰 的 存
在

,

产生负方向的激
发 极 化 的衰减电 压

圈 用电流钱说明负方向的激发极化

衰减电压

但是在补偿掉 自然电位和外部 千 扰 以

后
,

我们仍然可 以得到负值的激发极化
,

这

是由于 电磁祸合
,

以及金属矿体相对于 电极

系统中心的深度
、

几何关系等原因所引起的
。

负激发极化的存在也可能与在测量工作中所

用的电极距和 电极装置的类型有关
。

图 表

示
,

在矿体埋深不大时
,

在矿体 方可 以得

到一个正的异常峰
。

在此正峰的两边各有一

个幅度小的负峰
。

用图中极化球体的电流线

分布图就可 以得到解释
。

模 型 实 验

对于放在。 的
‘
电解液里不同

深度的铅球
,

进行了模型实验
,

采用极距为

的温纳电极装置作剖面 测 量
。

通过供

电电极送入宽度为 秒
、

强度为 八 的

电流
。

极 化 电 压是在切断电流 秒后测定

的
。

所得到的球体在不同深度的 百分

频率效应 曲线示于图
。

显然 , 当矿体的

深度增大
,

正峰的幅度 以及正峰两侧的负峰

的幅度减小
。

这是由于几何关系以及球体相

对于 电极装置中心所在的位置所引起的 图
。

计算参数的诺摸图

为了在野外或室内能很快的计算频率效

应
,

极化因数和充电率
,

设计了诺漠图
。

计

算频率效应
、

极化因数和金属因数的公式可

以分别写成

圈 铅球在不同深度时
,

模拟的百分极

化因橄曲钱

图 电流截止后观典的李减电压

一

却箭王
一

昙哭
一

·

和 是在两个频率上所测得的电阻率
一户一么一

,

一一

八 是在电流截止后
,

在某一时间所

测得的二次电位
,

是当有电流流通时
,

在

测量电极间所测得的一次电位
,

如 图 所

示
。

充电率 二
一

等
一 、 ,

是测量二次电位的时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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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
序

、

可以利用 型列线图来计算
,

用比例

型的列线图来计算 和充电率
。

图 中给出了根据 型列线图确 定

的方法
。

在两个频率上所观察的 和 值用

直线连接
,

与对角线标尺相交
,

交点就表示

所需要的频率效应值
。

左边和右边垂直刻度

尺上所标示的 和 值
,

其电阻率范围

是 到 欧姆一厘米
,

在对角线刻度尺上可

以读出 和 为任何值 时的 值
、

例

如
, ”欧姆一厘米

,

“欧姆一厘米
,

可在 和 刻 度 上 取

和 二 ,

在对角线 刻度

上即可读得所需要的结果为
,

对 角 线标

尺上的 是对 一

蹂
一 ‘ 绘制的

。

图 给出了根据比例型诺漠图确 定

和充电率的方法
。

在图上将观测的 △ 和 值联接起来
,

与对角线刻度尺相交
,

此交点即绘出所需要

的 值
,

以 乘
,

给出百分极化因素
,

△ 和 标尺上的刻度范围分别是 。到 毫

伏和 到 伏
。

将在对角线刻度尺上所得到的交点
,

厂厂厂
图 确定极化因橄和充电率的列艘困

与该图上面水平标尺所表示的二次电位观测
时间的点连成直线

,

并将此直线延长
,

与图
下面的水平标尺相交

,

交点即代表所需要的

充电率值
。

图中上面水平标尺的时间范围是。

到 秒
。

现在如果 △ 毫伏
,

可 以在左

边垂直标尺上取 △ 毫伏
,

在 对 角线上
与下面水平标尺上所读得的值应乘以

,

就

是所需要的 和充电率 的 值
。

同理
,

如果
二 秒

,

可 以在上面水平刻度尺上取 二

秒
,

在下面水平标尺 上 读 得 的 值 应 乘 以

即得所需 要 的结果
。

如 果 △ ,

伏
, 二 秒

,

分别在各 自刻度尺上取
△ 二 , 二 伏

,

秒
,

将下面水平

刻度尺上所示的值乘以
,

即得出所测的充
电率为 毫秒

。

所以标尺适用 于 △
,

和
在任何范围 内的值

。

结 论
⋯对称的 正异常的幅度随 着 球体深度

的增大而减小
,

其负峰的幅度随着千扰体深

度的减小而增大
。

深度增大
,

在地表反向极
化电流的反应可能减小

。

为计算 参数设计

了列线图
,

可节约野外工作和绘图的时间
。

有时还可 以用这些图来检查计算结果
。

彭正化译 自
》

甲令 确定抓率效应的列经田 作考
· ·

马祖姆达
,

雷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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