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石石

坚 持 《实 践 论 》

认识脉钨矿床
“

五层楼
”

成矿规律

广东冶金地质九三 二 队

粤 匕是我国玉要的钨矿产地之一
。

我队在这个地 区 钟进行过多年的
一

沙查探助工作
。

在上

级党委 的正确领导下
,

在生产实践中
,

我队广大职工根据毛主席 “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

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

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 的教导
,

用毛主席的光饭哲学思想指导找矿

勘探工作
,

于六十年代上半期
,

在石人嶂
、

梅子窝矿 区发现和总结出脉钨矿床垂直 分 带 规

律
,

大家形象地 称其为 “ 五层楼
” 成矿规律

。

这一规律的认识 ,

为寻找和期探半 之伏和隐伏

脉状矿床闯开 了一条 自己的道路
,
为攀登地质科学高峰迈出了新的一步

。

毛主席说 “ 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遮真理
,

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

的范围
。 ’夕 回顾脉钨矿床 “ 五层楼 ” 成矿规律的发现和发展历程

,

我们深感毛主席 的光辉哲

学著作 《实践 论 》威 力无穷
。

为
一

吏好地学习
、

〕
’

二传和运川毛主席的哲学 也想
,

提 佰找矿勘

探水平
,

我们再 次总结 了钨矿地质工作的一些 体会
,

撰写成此文
,

与地质战线 的同志们共勉
。

一
、

传统的工 作方法
,

无 法解决新的找矿 问题

普 占找 矿实践 正明
,

地球上表露矿床是有限的
,

而隐伏矿床比出露者要多得多
。

据有关部

门对我国不同矿种的三十六个生产矿山的统计
,

在矿 田或矿床范围内
,

盲矿体占矿‘卜总数百

分之八十五 又据某省统计
,

该省生产矿 山盲矿休的储量 占总储量的三分之一
,

有的矿 山竞

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

另外
,

矿休在地下的赋存绝不是孤立的
,

我国许 多矿床中的矿体都是

成群成组出现
、

成带成 区分布
,

并且深部矿休规模往往比表露者大得多
。

因此
,

地质工作者

必须十分重视寻找隐伏的工业矿床
。

分析一下我们粤北地区的情况 , 经过五十年代和六十年

代初期的全面地质调查和找矿评价
,

特别是经过一九五八年群众找矿报矿运动
,

地表能够看

到的矿床 ,

大部份都已发现
,

如何通过地表成矿标志寻找隐伏矿床或矿体
,

成为一个摆在我

们面前的新课题
。

可是
,

传统的找矿方法 , 无法解决新的找矿问题
。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
,

全部地质工

作方法 和找矿勘探 “ 规程 ” 、 “ 规范 ” 、 “ 细则 ” ,

几乎都是从苏联搬过来 的
。

其普查找矿

的指导思想可概括为 “ 就矿找矿
,

按地表论地下 ” 。

在具体工作中
,

就是根据地表 矿 化 面



积
、

矿体数目
、

矿体大小及矿化强弱
, 推断成矿深度

,

评价矿床工业远景
。

这种工作方法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尽管对寻找表露矿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

但有严重的片面性
。 “ 片面

性旅盈思扭上的绝对化 , 旅是形而上学地粉 ’皿
。 ” 由于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

,

许多地表矿

化贫头不明朗而又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床 矿点
,

就在 “ 矿体短小
、

矿化不强
、

工业意义不

大
、

‘ 「

没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工作 ” 的错误结论下
,

判处了 “ 死刑 ” 。

应用传统的工 作方法去寻

找那些地表完全没有出露的矿床
,

就更是无能为力了
。

怎么办呢 钨矿区工作的同志们
,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认真学 习 《实践论 》 ,

批判形而上

学 , 解放思想
,

闯 自己的普查找矿道路
。

毛主席说 “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

的滚位
,

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
排斥一切否认实践盆要性

、

使认识离开实践的

份谈班论
。 ” 根据毛主席的教 导

,

我们积极开展野外调 查研究
,

努力做好基础地质工作
。

在

工作中大家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

在生产矿 山 如石人嶂钨矿
、

梅子窝钨矿 回采区段见到

的上部细脉带与下部大脉有什么联系 矿区边部地表成群成带分布的不具工业意义的细脉带
·

往下会不会合并成工业大脉 为什么同一脉带在山沟里和在山青上出露的面貌不 同 为什么

各脉带呈一定的构式排列 等等
。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

同志们反 复地学习 《实践论 》 ,

在实

践电不断加深对客观地质现象的了解
,

从而逐步产生了脉钨征
‘

床乒有垂直变化特征的感觉和

印象
,

这种感觉和印象是认识 件 吴楼 ” 戊矿规律的萌芽
。

二
、

勇于实践
,

认识
“

五 层楼
”

成矿规律

我们对脉钨矿床
“ 五层楼 ” 成矿规律认识 的产生及深化过程 ,

关致可以 分为 ,。个时期
。

策一
,

脉鹤矿床 脉休 形态认识时期
’

脉钨矿床 脉体 形态垂直变化规律的发现
,

是认识 招五层楼 ”

跃
。

所谓 “ 五层楼 ” ,

主要就是指矿床 脉体 形态垂直变化特征
。

成矿规于上的一次重要 一匕

从开始产生到毯本形成
“ 五层楼

” 概念 , 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

“ 三层 楼 ” 棍 念的发生 阶段 “ 认识从实践始
” , “

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

段生 ”
’

。

在石人嶂矿 区工作的同志
,

在评价勘探南组细脉带时
,

带 精实践中提出来的那些问

题
,

注意矿脉的空间变化情况
。

首先发现地表
、

上部坑道与下部坑道矿休产出特征完全不同
,

地表见为脉带
,

上部坑道呈脉带或脉组
,

下部坑道则多为大脉
。

接 着在天井和 回 未工 作 认

看出 , 不同标高的各种形态的脉体有内在 的联系
,

彼此之 间是互相递变的
。

与此 时
,

又在

矿区的北西端吊神坑深沟发现 了横 切脉群走向的天然刻面
。

该 剖面上清楚可见上部细脉带往

下有收敛合并的趋势
。

在石人嶂矿 区的启发下
,

在梅子窝矿 区评价勘探中组脉群 的实践 中 ,

也见到了上部脉带
、

脉组往下归并成大脉的现象
。

由此
,

我们把脉体的垂直变化分为三层
,

即 层 —
细脉薄脉带

、

层 —薄脉组
、

层 —大脉
,

简称为带
、

组
、

脉
,

当 时 叫 做

怡三层楼 ” 。
·

脉体上大下小而成一楔形
,

由上到下含脉密度 条 米 变小
,

含脉 率 升

高
。

脉体形态格六是 上部细脉薄脉带中有一条或几条主脉 主裂隙
,

细脉发育于主脉之

间或两侧 , 脉间常见分枝复合
、

侧幕吏替
、

交织连锁现象
,

构式复杂 , 中间薄脉组 由几条平

行排列 的薄脉组成 , 薄脉间有少量细脉分布
, 一

可见分枝复合
、

侧幕更替现象
,

构 式 比 较 复

杂 下部大脉由单脉或复脉组成
,

大脉旁细脉极少
,

有些部位可见侧幕交替及膨缩现象
,

构

式简单
。

“五层 揍 ” 概念的形 成 阶段 认识 了“
三层楼 ”规律之后

,

启示了同志们对石
、

梅矿带

上细脉带的重视
,

开始思考细脉带成矿可能性问题
。

经过研究
, 选择了石人嶂矿区官坑脉群



和梅子窝矿 区南组脉群进行少量地表工程揭露
。

通过地质工作
,

发现此类脉带与 “ 三层楼 ”

脉带不同
。

脉带宽度较大
、,

含脉密度增高
,

含脉率降低
,

细脉多为平行排列 ,

邢态格式 比较

简单
。

这样的细脉带往下能否合并成为大脉
,

又是个新问题
。

同志们按照毛主席的 “ 一个正确的认识
,

往往器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
,

由精神到物质
,

即 由实践封认识
,

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翅
,

才能够完成 ” 的教导 , 又开始了
、

新 的 探

索 , 梅子窝矿 区的同志
,

经过反复仔细的现场调 杳
, ’

认真分析了 “ 三层楼 ” 脉休中含矿石英

脉自下而上的变化规律
,

特另 注意到 “ 三 层楼 ” 最 上层细脉薄脉带中主脉从下往上逐渐变小

的事实
,

提出了新的设想
。

认为脉体在矿床内的赋存位置有高有低
,

赋存较高的脉休容易受

到风化剥蚀作用
,

赋存的位置愈高
, 剥蚀深度愈大

, “ 三层楼 ” 就是表生剥蚀而裸露出地表
的

。 “ 三层楼
” 上面也许还会有 “ 四层楼 ” 、

甚至 “ 五层楼 ” ,

细脉带很可能就是紧接细脉

薄脉带的再上一层
。

这个见解提 出以后
,

经过一场热烈的争论
,

进一步推动了认识的提高
。

在上级领导
、

矿山及广大职工的支持下
,

决定在梅子 窝矿区南组脉群进行验证评价
,

打了四

个孔
,

果然 证实了细脉带就是 “ 四层楼 ” 。

在开展细脉书初拘地质工作过程中
,

同志们对周围的裂隙蚀变带也有所注意
。

当细脉被确

认是脉体 的组成部分后 , 接着就在梅子窝矿 区南组脉群之裂隙蚀变带进行地表揭露 , 同时加

强了对其它裂 隙蚀变带的地质调查和综合研究
。、通过工作

,

对有关裂隙蚀变带的地质特征取

得了一些认识 脉带宽度大
,

含脉密度高
,

含脉率低
,

脉带中见有硅泥质薄膜
、

白云母线
、

白云母石英线和石英线
。

这些线
、

脉长度不大
,

平行排列
,

互相过渡
,

沿稳定方向 连 续 延

伸
,

形态格式简单
。

根据已知 “ 四层楼
”

自下而上的形态变化规律 , 裂隙蚀变带十分可能是
“ 四层楼 ” 的更上一层

,

即 “五层楼 ” 乙 有了这个认识
,

大胆地布设了深部工程
,

通过梅子

窝南南组脉群的几个钻孔的揭露
, 又完全证实了 “ 五层楼 ” 的认识是正确的

。

从而 ,

脉钨矿
’

床垂直分带 “五层楼 ” 概念基本形成
。

脉体自上而下
, 依次分别命名为 层 —蚀变标志

帝 裂隙蚀变带
,

层 —细脉带
,

层 —细脉薄脉带
, 层 —薄脉组

,

层 —大脉
。

形态垂直变化规律是 脉体宽度从大到小
,

含脉密度由大变小
,

一

含脉率 由小变大
,

构造格式

由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
。

第二
,

研究 “ 五层楼 ” 矿床矿化垂直分带规伸时期
‘

矿床的形杏和矿化 , 是成矿特征的两个侧面
。

我队在达识形态分层 带 的过程中
, 已

,

齐始探讨矿化规律性 , 在矿石矿物成份
、

结构构造及围岩蚀变等方面 , 收集了较多的第一性

资料
。

但是 , 矿化垂直分带性的系统研究和全面总结
,

主 要 还 是在形态分层的概念建立之

后
。

这正如 毛主席所说 “ 人类杜会的生产活动
,

是一步又一步地 由低级向离 级 发 展 , 因

此
, 人们的认识

,

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
,

对于杜会方面
,

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离级

发层
, 即由浅入深

,

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 ” 掌握矿化分带规律

,

可 以说是我们认识上的又

扮次飞跃
。

· 一

我们对矿化分带性的认识与研究
, 也是分两步进行的

。

一

矿 体矿 化分带性 的研 究
·

根据石人嶂
、

梅子窝两矿区大量的地质编录和矿石物质成分

的分析表明 ,

矿床具有逆向垂直分带性
。

矿化分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

矿物 不类型与含量 分带 矿体上部高中温矿物较多
, 下部中低温矿物较多

。

与

形态分层相对应
,

从上往下可以分出五个带 —白云母
、

锡石
、

电气石带
,

—白云

母
、 ’

钾长石
、

锡石带
,

—黑钨矿
、

钾长石 、 硫化矿物带 ,

—黑钨矿
、

白钨矿
、

硫化

矿物带
,

—黑钨矿
、

白钨矿
、

硫化矿物
、

碳酸盐矿物带
。

元素夯带 矿体 自上而下锡
、

被
、

氟
、

硼等元素含量降低
, 钙

、

砷
、

银
、

硫等元



素含量增高
,

而钨
、

铜
、

铅
、

锌
、

秘等元素则先增高
,

到下部又略有降低
。

黑钨矿中铁锰比值 。 分带 比值上低下高
,

自上而下 其变化范围为
。

成矿温度分带 上部矿物 元素 形成温度高
,

下部矿物 元素 形成温度低
,

自上而下温度变化范围为 一 。℃
。

研 究围 岩蚀 变的垂 直 变化特征 包括 蚀 交矿 物和造 晕元素在国岩中的 分布状 几 以

梅子窝矿区而论
,

上部私 中上部浅变质砂
、

板岩中的蚀变为硅化
、

白 绢 云母 化
、

电气石

化
、

角卷化 , 蚀变岩石中的异常元素有锡
、

钨
、

锰
、

披
、

氟
、

钾 中部和下部花岗闪长岩中

为云英岩化
、

钾长石化
、

黑云母 化
、

黄铁矿化
,

异常元素有铜
、

铅
、

锌
、

神
、

秘
、

铂
、

钾

下部二云母花岗岩 母岩 顶部为云英岩化
、

绢云母化
、

萤石化
、

碳酸盐化
、

绿泥石化
、

黄

铁矿化
, 异常元素有铅

、

砷
、

银
、

钙
、

氟
。

此资料表明
,

与矿体的矿化特征一样
,

蚀变矿物

和造晕元素在围岩中也具有逆向垂直分带性
。

认识运动发展到这里
,

脉钨矿床的 “ 五层楼 ” 成矿规律才比较完整地建立起来
。

我们用

一个综合图表概括 “ 五层楼 ” 规律的要点
,

此图表就是脉状 “ 五层楼 ” 钨矿床 脉体 垂直

分带模式 见 页后的插页
。

三
、

再实践
,

证实和发展
“

五层楼
”

规律

毛主席说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
,

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 ” 我们掌握了

“五层楼 ” 规律
,

大大地打开了找矿思路
。

据此
,

我队在石
、

梅矿带上发现了许多钨矿蚀变

标志带
。

在兄弟队重砂测量配合下 , 仅在梅子窝矿 区外围就找到了几十个地表显示为裂 隙蚀

变带的脉群
。

对其中几个脉群的深钻评价结果 ,

进一步证实了 “五层楼 ” 成矿规律的客观真

理性
。

通过这些脉群的验证 , 又使我们队认识到 “五层楼 ” 矿床或脉群成矿远景的大小与蚀

变标志带的性质存在着内在联系 ,
脉带方向性稳定

。

含脉密度大
、

微细裂隙中白云母线所 占

比例大或硅泥质薄膜中云母含量高
、

围岩蚀变复杂
、

蚀变强度大
、

蚀变围岩中锡与氟的含量

高
、

脉带往下收敛或细脉往下变大的速度快
,

而且逐渐出现主脉等等
,

都表明下部形成工业

矿体的可能性大
,

矿化亦可能较强
。

同时根据系统的统计发现
,

脉体上部细脉带的脉宽总和

脉幅和 大致相当于下部大 薄 脉的总厚度
。

“ 班论的若础是实践
,

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 ” 随着石

、

梅地 区 “ 五层楼
” 规 律 的 推

广 , 我队在师姑山和九峰山地区工作的同志
,

也总结出本区钨矿床在垂直方向成层 带 产

出的特点
,

并发现了一些钨矿蚀变标志带
。

钨矿床找矿道路越走越宽广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
,

我队在其他矿产的普查评价中
,

仍未忽视 “ 五层楼 ” 规律的

应用
。

如我队评价勘探的粤北一六酸性岩型稀有金属矿床
,

毓具有类似 “
五层楼 ” 特征

。

此

矿床的脉状花岗岩型和花岗伟晶岩型矿体
,

上部为细脉或薄脉相向产出
,

往下逐渐合并成为

大脉或巨脉
。

近十年来
,

省内外的
,

一些地质队参照 “ 五层楼 ” 规律寻找半隐伏和隐伏脉状矿床
,

也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
,

并有了很大的发展
,

不但找到了钨矿
,

而且还找到了锡
、

们 及 多 金属矿

床
。

如我省某地质队进行过评价的粤北锯板坑多金属矿床就是一例
,

该矿床也可分 出 五 层

带 层
—蚀变标志带

,

层 —细脉带
,

层

—薄脉带
,

层

—大脉 带
,

层
—

巨脉 带
。



四
、

认识
“

五层楼
” ,

经历 了两种思想方法 的斗争

“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 曲折的
。 ” “ 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

,

在开始的

时候 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
,

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
。 ” 从 “ 三层楼 ” 思想的 产 生 到

“ 五层楼 ” 模式的建立
,

我们经历 了整整三年的实践
。

在此三年时间里
,

始终存 在
二

汾两种思

想的斗争
。

斗争最尖锐的是梅子窝矿 区
。

如 上所述
, “ 三层楼 ” 规律的认识

,

主要是依据生产矿 山地表和地下 比较系统的工程揭

露
,

即由实践到认识 而 “ 五层楼 ” 规律却是地质认识在先
,

工程验 证在后
,

即山认识 到实

践
。

由于 “五层楼
”

矿床上部
、

层均无工业意义
,

敢不敢进行深部评价
,

不是 任何人都能

作出肯定的回答的
。

梅子窝矿床 “ 三层楼 ” 脉群勘探完毕后
,

转不转到南组 “ 四 民楼 ” 脉群

开展深部验证工作
,

经过 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

走 了一段迁迥曲折的道路
。

我队有些同志
,

在

,’日条条 ” 、 “ 洋框框 ” 和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和束缚下
, ‘

认为南组脉群地表矿脉机小
,

矿

化较弱
,

圈不出工业矿体
,

推测下部找大脉依据不多
,

把握不大
。

中组脉群 , 探 一 结 束
,

就决定拆房子搬家
,

大部分职工撤 出了梅子窝矿区
。

在这关键 时刻
,

部分同志坚持实践第一

的观点
,

全面 总结已知成矿规律
,

认真分析南组脉群的地质特征
,

积极向上级反映深部可能

找到工业矿体的理由
。

而且强调指出 评价南组脉群不但是为了扩大储量 , 更重要的是探索

成矿规律
,

闯出一条普查找矿的自己的道路
。

后 来 公 司党委和有关领导接受了同志们的意

见
,

刹住了下山风
。

拆掉的房子重新盖了起来
,

调走的职工再调回来
。

快要熄灭 的 战 斗 烈

火
,

在梅子窝又燃烧起来了
。

为了打好这一仗
,

工人阶级勇挑革命重担
,

在寒冬腊的粤北山

区
,

日以继夜
,

废寝忘食地坚持奋战 地质人员爬高山
,

越峻岭
,

吃冷饭
,

喝生水
,

谁也不

计较疲劳和 困难
。

这时
,

公司又派来工作组
,

与野外同志一起战斗
,

给广大职工 以 极 大 鼓

舞
。

经过半年的努力
,

揭开了南组脉群的地下秘密
,

确证细脉带往下收敛归并成工业大脉
,

打开了找矿新局面
。

梅子窝南组脉群评价工作的成功
,

有力地批判了 “ 洋奴哲学 ” 、 “ 爬行主义 ” ,

是辩证

唯物论的认识论在地质工作中的又一个胜利

五
、

实践还在继续
,

认识育未完结

人们对于 客观真理的认识
,

在一定的阶段里总有其相对性
。 “ 杜会实践中的发生

、

发展

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
,

人的认识的发生
、

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
。 ” “ 人类总褥不

断地总结经验
,

有所发现
,

有所发明
,

有所创造
,

有所前进
。 ”

律的认识程度仍较低
,

有许多地质问题还没有给予正确的解答
。

讨清楚的问题
,

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目前我队对于 “
五层楼 ” 规

我们己经意识到而又尚未探

同一钨矿带上
,

为什么有些矿床形成
“

五层楼
” ,

而有些矿床则不形成 “ 五层楼 ” 同

一矿床内
,

为什么有些区段上部微细裂隙带或细脉带可往下收敛合并成大脉
,

而有些区段 的

微细裂隙细带或细脉带虽往下收敛
,

但不能合并成为工业矿脉 , 同一脉群内
,

为什么不 同方

向的脉体 “ 五层楼 ” 的发育程度不同
。

迄今为止
,

我队评价勘探过的 “ 五层楼 ” 脉钨矿床
,

其含矿裂隙多为北西和北西西方

向
。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
,

这种裂隙多数人定为新华夏系低序的张性裂隙
,

但也有些同志认为

它可能是不同构造体系的复合裂 隙
。

随着地质勘探工作的发展
,

又见到了一些其他产出方向



的 “五层楼 ” 矿床
,

如粤北锯板坑石英脉型多金属矿床
,

成矿裂 隙近东西方向展布
,

前人认

为此构造层属压扭性裂隙
。

我们觉得
,

张性裂隙带呈上宽下窄易于理解
,

而其他性质的裂隙

也呈上大下小
,

在构造应力作用机理上不知如何解释
。

现今已知工业价旋较大的 “ 五层楼 ” 脉钨矿床
,

基本上都产在加里东褶皱隆起带浅变

质复理式建造中
。

对于这个事实
,

在矿床成矿原理上尚未获得圆满的解释
。

至于 其它岩系中

会不会出现 “五层楼 ” 矿床
,

更需要在今后的 普查找矿实践 中去认识
。

依现阶段的认识水平
, “ 丘层楼 ” 的最上一层是蚀变 标 志 带 裂隙蚀变带

。

若技
“五层楼 ” 垂直变化规律推理

,

很可能有
“ 六层 楼 ” 矿床存在

,

即裂 隙蚀变带上部还会有新

的一层
。

推测这一层的地质特证是 肉眼只能见到强烈 的围岩蚀变现 象
,

如硅化
、

自 绢

云母化
、

电气石化等 通过岩组分析才能鉴定显微裂 隙
,

其含脉密 度甚 段
,

台脉率很小
,

脉

带的形态格式非常简单 在蚀变岩石 中
,

锡
、

钨
、

氟
、

钾
、

被等元素会形成明显的异常
。

这

种预测 中的 “ 六层楼 ” 脉 钨矿床
,

尽管 目前还未突破
,

但在今后的找犷 ’作中
,

必须加以重

视
。

“ 五层楼 ” 成矿夫 杜
,

对于裂隙充填分
‘

床来说
,

一

可能是 普遍存 在的规律
,

但对于 典他

类型矿床能否适用
,

亦有待今后探讨
。

总之
,

脉钨矿床 “五层楼 ” 成矿规律的认识远未完结
,

还有大量的地质问题需要在将来

的工作中去解决
。

我们相信
, , 通过广

·

大地质工作者 的 “ 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 ” ·

一

定能够纠正其不完全性
,

并发现更多的地质规律
。

我国的矿产普查勘探工 作
,

必将不断地从

必然王 国向自由王国前进

斑舞兴奥撇舞爽森魂奥脚斑撷奥盗斑斑蜘舞撷魏炎尖盗盗爽魏森舞决
一

片 义洲
一

兴赚斑盗头黝奥

小 型 电 子 计 算 机 在 探 矿 中 的 应 用

‘

据 美国 《世界采矿 》去年 月间介绍 ,

芬兰地质调查局安装了一 台小型计算机 作

为全国矿物调查的辅助设备
。

这是一台休利

特
一

帕卡德
一

型电子 计 算三机
, 处理在岩

石
、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和水文等探测中收

集的大最数据和现场勘探结果
。

该计算机可获得较好的数据 , 据此可以

确定在已选定的地点探获未知矿床
,

并可减

少投资
。

航测中
,

飞机上的仪器大约可以搜

集十种地球物理参数以及时间
、

高度和航行

等数据
。

然后 , 这些信息经小型计算机处理

并与地表取样数据结合 ,

最后 由计算机画 出

图纸
,

表明矿床和其它地质构造的磁性
、

电

磁及幅射等异常迹象
。

找矿
‘

中
,

要对采集的沉积物和水进行约

种元素的含量 分析 对周围的土壤和荃岩

试样也要分析
。

把这些地球化学数据和与采

样地点及一般环境有关的数据都输入小型计

算机
。

最后得到的图纸可指明每种元素的浓

度或其中几种元素的合计浓度
。

图纸与数据

经专业人员评价决定是否勘探或着手开发
。

根据输入 的数据 ,

计算机可 以得出逻辑

上的结论
,

当然
,

这个结论取决于这些原始

数据的正确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