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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岩 心 轴 角换 算地 层 产 状 的 方 法

吗川省地质局四 三地质伙 杨本锦 刘云霞

利用钻探资料求地质体产状
,

常通过同

一层位上的三点求解
,

即所谓“三点法 ”气但

如果利用岩心轴夹角数据
,

则只需要两点
。

斜孔时
,

还不要求钻孔穿过同一层位
。

刁、

知
、

利用直孔岩心轴夹角求解

直孔岩心轴夹角的余角
,

就是地层的倾

角命由于岩心在钻具中的转动
,

地层倾向无

法知道
。

但岩心轴夹角将因此形成圆锥
。

这

一圆锥的所有切面
,

都可能是地层的产状
。

两个直孔岩心轴夹角所绘圆锥的公切面
,

就

是该地层的产状
。

〔例 〕在某前震旦系沉积变质铁矿
,

地

表为新地层掩盖
,

矿体产状不明
。

由西向东

排列的
、

砰两直孔水平间距为 “米 图
。

孔孔口 标高 米
,

于 米标高处见

矿
。

孔孔口标高 米
,

于 米标高处

见同一层矿
。

两孔矿心轴夹角都是 度
,

求

矿体产状
。

图解法 沿钻孔排列方向以一定比例尺

例中取 , 作剖面
,

在钻孔见矿点

上绘出矿心轴夹角
,

并向上延长
。

轴夹角线

与水平面的夹角
,

就是矿体的倾角
。

两孔见

矿点的连线与水平面间的夹角
,

就是矿体的

视倾角
。

由于两孔孔 口 标高不同
,

可选取某一高

度 例中为 。。米 平面作图
。

在该平面上

绘出钻孔位置后
,

以孔 口 为圆心
,

绘出钻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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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圆相交于 点
,

点的长度即为所求的

产状校正值 产 , 而其同纵座标的夹角即为

角
, 从网上查得

尹 ”
,

二
。 ,

而计

算所得之 尹 ”
,

二
“ 产。

因此

相差之数可略去不计
。

确定
尹
值的符号同笔者的另一文 “ 在剖

面图上确定钻孔位置的倾向投影法 ” 《地

质与勘探 年第 期 页 相似
,

当 点

的投影方向和矿体的倾向位于矿体走向线的

同一侧时
,

取
产 反之

,

则取 一 ,

本例

中取 一 尹值
,

即 一
。

本文所提到的“斜孔投影校正网 ”同《地

一一
卜

⋯⋯
日 ,,

质与勘探 年第 期高质彬在 “ 一种确定钻孔空间位置的新方法 ” 一文中所提到的 “钻孔

偏曲校正网 ”
有相似之处

,

其实
, “斜孔投影校正网 ”就是在 “

钻孔偏曲校正网 ” 的基础上
,

加上了一系列相切的半圆
,

这样此网不但能求倾向校正值
‘ 、

走向校正值
尸 ,

同时还能求产

状校正值 产及角
。



一
, ,

矿体倾角为
。 一 。

剖面垂直于矿体走向时
,

于真倾角
,

, 一

箫
一

矿休视倾角等

〔 “

见矿点上轴夹角线与 米平面的交点
。

用

此点与孔 口 水平距离为半径画圆
。

两圆的公

切线
,

就是矿体走向
。

矿体的 倾 向 指 向圆

心
。

按图解法
,

矿体产状有两 解
,

分 别 为
尹 “

和
“ 尹 。 ,

应根据矿区具

体情况舍去一解
。

计算法 计算公式包括矿体真倾角
、

视

倾角
、

剖面方向和矿体倾向 夹 角 等 几个参

数
,

即 一两个钻孔的水平距离
,

一两个钻孔遇同一矿层的高差 , 。一矿体 真

倾角
,

一矿体视倾角
,

入一轴夹角
,

一剖

面方向与矿体倾向的夹角 它与两孔见同一

矿层高差求法有关 取 一 时
,

为 一

向 取 一 时
,

为 一 向
。

这时只有一解
, 即倾向与 剖 面 方 位一

致
,

倾角等于轴夹角的余角
。

两个钻孔孔 口标高相同且 两 圆 内 切时

图
,

也只有一解
。

剖面线与矿体走向平行时
,

矿体视倾角

为零度
,

二 二

‘

丫二
。

这时矿体产状有两解
,

倾向都与剖面垂
‘

直 ,

并相向倾斜
,

倾角等于轴夹角的余角
。

两孔在同一标高上时
,

图解法见图
。

平面

图上两圆半径相等时
,

两条走向线都与剖面

线平行
,

矿体相向倾斜
。

一

一 入

一

丝少 二 入 一

日

将例中各参数代入公式后得
。 一

精度取 秒
,

叱 二
、

,

矿休倾向为

下同

。 尹一 产 ,

或



田

二
、

利用斜孔岩心轴夹角求解

这同利用直孔岩心轴夹角换算地层产状

的方法相似
。

两个斜孔岩心轴夹角圆锥公切

面的产状
,

就是该地层的产状
。

两个斜孔如

有不同的方位角或倾角
,

可获得两个岩心轴

夹角数据
。

这时
,

并不要求 两 孔 见 同一层

面
,

也无需知道两个孔的相对位置
。

只要有

了岩心轴夹角
,

即可求得地层产状
。

例
、

两斜孔见同一层状铜矿体
。

人孔方位 度
,

倾角 度
,

矿心轴夹角 度
。

孔方位 度
,

倾角 度
,

矿心轴夹角 度
。

由于铜矿体与围岩 呈过渡 关系
, 、

两孔

都未获接触面资料
,

求矿体产状
。

图解法 设两孔 或其连线的延线 于

点相交 图
,

在 点上 某 适 当 高度

图中为 毫米 取一假设平面
。

沿
、

二孔轴向分另作两个铅垂面
,

绘出钻孔和岩

心轴夹角
,

并使其延线与假定平面相交 图

②
、

⑧
。

以 点的垂直投影 产为 基 点
,

将 图

②
、

⑧上各点移到假设平面上 图 ①
。

作椭圆 在 尹 或 尹 的 延 线上

取椭圆长轴
。

轴心夹角线与假设平面两交点

间的距离即为椭圆的长轴
。

作 走 向 与图

②
、

⑧剖面垂直并通过钻孔轴线的两个倾斜

剖面 图 ④
、

⑥
。

这两个剖面上轴夹角

线与假设平面各对交点间的距离
,

就是通过
、

各点并垂直于钻孔方位上椭圆的弦长
。

按解析几何方法
,

木难算出椭圆短轴长度
,

并绘出椭圆
。

两个椭圆的公切线
,

就是所求

矿体的走向
。

矿体倾向即指向椭画内
。

求倾角 图 ⑥ 以 夕点至 走向 线

间垂直距离为底边 , 尹与 点的高差 为 邻

边 图中为 毫米 作直角三角形
。

它的底
边与斜边的夹角

,

就是矿体倾角
。

在本例中
,

矿体产状有两解
,

即
。

尹和
。 “ 。

根据矿区具体情况
,

本

例取前解
。

用图解法时
,

必须画好 椭 圆
,

减 少误

差
。

一种简易的画法如下
·

把两根中间有槽的木条钉成十字形 图
。

在另一活动木条的 点上钻一小孔
,

装上笔尖
。 、

是活动木条上两个可以 移

动的螺旋钉
。

使 等于椭圆长轴
,

等于

椭圆短轴
。

当
、

各自在一个木条的槽 中

移动时
,

点的笔尖就画出了椭圆
。

计算法乍直接利用地层产状和岩心轴夹

角的关系式即可求解
。

由于公式中有地层倾

角和方位夹角两个未知数
,

所以需要两个方

侧

卜

夕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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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
, 、

型
。

①铂 鸽
、

铜 型 。异常产出的地质

环境有两种
。

斑状花岗岩岩体中的相异常
,

往往是相矿体上盘矿化晕的反映
。 ‘

主矿体上
。异常值大于

,

对应的铜值一 般 低

于
。

早期石英正长斑岩中的异常 如

号异常 为 。 、

型 , 。最 大异 常值

达
,

最大达
,

小于
。

经钻探验证
,

该异常见厚 米
、

品

位
。

拓的钥矿体
。

②帆
、

相
、

钨
、

银 砷 型 此类异常

当 大于
,

连续性较好
,

出现大 于

的浓度中心
,

并伴有
、 、

等异常时
,

往往是矿体的反映
。

按剖面线上
、 。晕幅宽的关系

,

可分 为 。及

两种类型
。 。是矿 体 顶部晕

的特征
,

说明矿体延深较大 , 。 是矿

体底部晕的特征
,

说明矿体延深较小
。

⑧铜
、

银 砷 型 这是无钨铂异常出

现的一种类型
,

似为
、 。 、 、

型

在垂向上的外带
, 反映矿体埋深大于 米

的矿前晕元素组合特征 ,

是盲矿体的显示
。

根据我们对马厂著矿区利用物化探综合

研究的结果表明 当矿床上为磁法和次生晕

的综合异常区时
,

作为找铜矿体的指示是

磁测有成带状排列的强度小于 的 异 常

出现
,

且有负值 , 次生晕出现
、 。 、 、

或
、

型元素组合
。

这时结合地质分

析
,

可判断盲矿体存在与否
。

近两年来
,

我们经过地 质
、

物 探
、

化

探三结合
,

业已 查明矿 区东部 过去 所谓的
“ 空白地段 ” 赋存有有经济价值的铜矿体

,

使矿区远景有了初步突破
,

外围也相继发现

了一批矿点
,

我们正为进一步争取扩大远景

而努力
。

产 、 户 一 、 一 、 一、 了

一一
、 、

, 、目

户‘产、产
产 、 , 、、尸、 叫 内 月、 洲 , 勺产、 ‘、产、‘ , 、 , 、曰 , “‘ 、‘ 产、 、 夕、“

一一
、产、产 , , 沪、 洲、 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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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倾角不同的钻孔资料
。

它们构成一个二元三次方程组

入 口 日
一 ·

甲 日
一

入 一 日
一 ·

甲 士 △甲 日
一

式中入 和肠分别为
、

二孔的矿心轴

角
,

日 和日分别为
、

二孔的倾角
, 印 是

孔的方位与矿体仰向线间夹角
, △甲是

、

二孔方位的夹角
,

是地层倾角
。

将例中二孔数据代人方程组后得

一 一

将求出的倾角 代人原方程组后
,

可 求

出 孔方位与矿体仰向线间夹 角 甲 ,

并可

换算为矿体倾向
。

舍去伪根和虚根
,

得矿体

产状为
。 。

和
。 尸 。

二元二次三角方程组可能有 至 解
。

从图 中可看出
,

如两椭圆相外切
,

地层产

状只有三解
。

如两椭圆相内切
,

地层产状将

只有一解
。

如两椭圆分离
,

那么除原有两公

切线外
,

两椭圆还会有两条交叉的公切线
,

地层产状就会有四解
,

其中当然只有一解是

正确的
,

这应根据矿区具体情况判定
。

有时
,

方程组无解
,

图解法也得不出公切

线
。

这种情况

表明
,

两孔所

见不是同一地

层 , 或虽是同

一地层
,

但产

状变化很大
。

这 样 就 不 能

利用矿心轴夹

角 求 地 层 产

状
。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