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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判断磁异常的几个实例 》
「

一文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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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敏俭 同志的 《判 断磁异常的几 个矢例 》一 文 见本刊一 九七 六年 第

一期 刊 出后 ,

有些 读者来信提 出 了不 同看法
。

为贯彻 “ 百 家争鸣 ” 的方

针
,

现将其中两位 同 志的意 见及原作者对这些意 见的答复
,

一并 次 表 如

下
。

’断矿 和 非矿磁异常是一 个位得认真研 究的问题
,

希望通过讨论
,

不

断提高认识 , ‘

洛结经 验
,

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

—编 老

一
、

六 八队王辉同志的意见

关于求磁化强度值的向皿 首先要指出
,

有效磁化强度与磁性体的某种产状要素的乘

积构成磁矩
,

例如球体的磁矩为 二 。 ,

薄板的磁矩为
。 ,

厚 板的磁矩为
。 等

。

在磁性体的磁场公式中有效磁化强度
。是以 的形式出现的

,

不可能从公 式中

单值地解出有效磁化强度
。

对于下端无 限延深顺层磁化的厚板
,

当厚度 趋近二 时
,

其垂直

磁场可表示为
。 二 对 二 、 。 , 式中 为磁化强度的垂直分量

,

为磁性体的磁 化率
, 。

为地球磁场垂直分量
。

上式代表无限大磁荷面 的磁场
,

下端无 限 延 深
、

顺层磁化
、

厚度为

的厚板的磁场即宽度为 的水平磁荷面的磁场
,

有效磁化强度与板面的夹角越 大
,

其 两

侧面上的磁荷对所侧得的磁场影响越大
,

下端延深越大
,

底面磁荷的影响越小
。

如果认为其

它形状的磁性体和斜交磁化条件下板状体的垂直磁场只是在观测点看磁性体表面俯角大小的

问题 , 那就是认为正演问题公式中只要一个 中
。

显然
,

‘

在概念上是错误的
。

把无限延深

顺层磁化厚板的公式 当然
,

在实际应用时可 以有一定程度的近似 看成各种形状的磁性体
和斜交磁化板状体都全部适用的公式

,

用特殊代替一般的作法没有根据
,

是不恰当的 ,

不能

一概而论地用 对或们来计算磁化强度
。

盛场垂立变化梯度问题 相 当于水平圆柱体
、

水平薄板
、

直立 或倾斜 薄板的磁铁

矿矿体 , 与相 当于厚板的岩体相比
,

随着深度 的减小
, 极增 大很快

,

但以 丫为区别矿体
·

与岩体的界限是没有根据的
。

对于同样形状的一个磁性体
,

在不同深度其磁场每米的梯度变

化值也不是一个常数
。

磁场梯度就是
。

对 的偏导数
,

亦即当 变化 时
, 。

变化了
。 。

现

以顺层磁化
、

无限延深薄榕庆磁铁矿矿体为例
。

, 。 ‘ 二 丁 。 。

所以
。

是一个随
’

而变化的值
。

如今 米
,

米
,

米
。 。 ·

二 “

接近地磁场倾角
, 则 二 丫 。

由此可看出
,

以每米梯度 为区分磁铁矿矿体与岩体的界限是不可 以的
。

关于各延拓面上
。

比值问题 黄敏俭同志以
。 , 一 。 ,

的值 是 否 大 于 为

区分磁铁矿矿体与岩体的一条标准也同样是没有根据的
,

因为各延拓面的极大 值 比 值
,

对



同样形状 的磁性体而言
,

也是随深度变化的
。

例如
,

对于一顺层磁化无限延深的厚板
一 , 。 一 ‘ 。 。 ‘ , 一 ‘ 。 一 ’

式 ,扫
。

为延拓至临界面的深度
,

从上式得不出 这个数值
。

根据上面的分析
, 我认为黄敏俭同志对

二 , 卜一

、厂 尹

区分矿与非矿磁异常所捉出的几条用数字农

示 的标准是不合适的
,

既无推导数宇结果的

来源
,

也未注明需要查阅的义献
。

这种看法
,

如果传播开来
,

会给磁异常的判断带来错误

的结果
。

我个人 的看法 也可能有错误之处
,

盼望同志们予以指正
。

二
、

六 九队陈继宇同志的意见

图

夕
、

我们感到磁异常的定性解释 一直是 一个

十分辣手的问题
。

读 了黄敏俭 同志 所 写 的
“ 判断磁异常 的儿个实例 ” 一义 以 后

,

技照

他提出的几点标准去检查已经过钻探证实的

磁异常
,

进行了许多计算
,

图
、
名只是其中

的一个
。

计算结果 向下延拓曲线比

原曲线变窄 , 曲线两侧出盖现 负二值 ,

磁化强度在

以上 , 每米梯度超过
丫 , 异常极大比值大

图

于
·

以上
。

完全符合黄敏
俭同志所提出的五系标准

,

但是从图上可以看出异常系

流纹质凝灰砾岩所引起
。

上

述情况在我们这里 并 非 特

例 , 而是 比较普遍的现象
。

在吉林地区广泛地分布有侏

萝系中
、

基性火山岩类
, 其

次为二迭系
。

中基性火山岩

类
,

有的磁性很强
,

的 变化

范围为
,

磁铁矿矿石的磁性与之相差

无几 等 于
。

另外磁性岩体与

磁铁矿体的产状形态也常常

相似
,

地表又多被第四系夜盖
,

因此磁异常的定性解释难度很大
。

黄敏俭同志所提出判断磁异常的方法应用到我们这个地区受到很大的局限
。

’

叮能他是在

总结南方地区的工作经验得出的
, 应用在南方的一些地区是有效的 , 应用到岩石磁性强的东



己之

北地区受到限制
。

尽管如此
,

我认为黄敏俭同志敢于用单一磁法的几个条件来判断异常是经

过反复实践的
,

有其积极意义 的一方面
。

但单一地凭磁法是难于奏效的
,

就是综合 应 用 磁
法

、

重力和电法也并不一定有十分把握
,

有时重
、

磁
、

电三种异常吻合
,

异常也不是磁铁矿

矿体所引起
。

希望广大从事物探工作的同志们
,

共同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
,

使物探推断解释

工作能提高一步
。

三
、

黄敏俭同志的答复
在

“ 判断雄异常的几个实例 ” 一文中所提出的几个条件的荟本思想和作法

①假设磁铁矿矿体的形状相 当于球体
、

水平圆柱体
、

水平薄板
、

直立 或倾斜 薄板
,

而岩体
的形状相 当于厚板 , ②对影响磁异常形

‘

态的各种主要因素
,

尽可能化为同一条件
,

不能化为同

一条件的 , 则找出其规律 , ③所提出的五个条件中
,

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符合
,

才作为判断的

标准
。

每个条件可能有相反情况出现 考虑到 可能有特殊情况
,

所以提出至少要有三个以上的

条件符台才 了
。

不能因 为其中有一
、

条件不 济合 就加以 否定 ④磁场梯度变化每米 丫以上
,

极大值比值变化 工 涪以上
,

磁化强度在 以上
,

这三个条件的数值不是从公式推

出来的
,

而是总结了已经钻探验证证实为磁铁矿矿体引起的将近 个磁异常和经钻探验证证

实为岩体引起的 个磁异常所获得的
。

最近经过采用优选法计算
, 也得出大致相近的数值

。

“
到断盛异常的几个实例

” 是在摸索中总结的
,

是从国内几种刊钧和教科书上收绍的
以及各省寄来的实浦创面 已知为磁铁矿引起的磁异常例子

,

通过计算归纳出来的
,

是一个初

步裸讨
从实践中找出的这几条标准

,
应该是一定条件下客观规律的表现

,

认识来源于实践 , 这

是不可能动摇的
。

不过我们所提出的几个条件还只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 ,

还有待进 一 步 深
化

,

存在一些问题是难免的
。

这篇稿件在刊登时有些推导被删去

①磁性体 的垂直样度 变化 相 当于本文所讲的磁铁矿矿体形状的各种磁性体
, 其磁场极

大值均与 或 的三次方
、

二次方或一次方成反比 例如垂直磁化球 体一 极 ,

水平国柱体一 极 入 , 水平薄板一 极 二 〔 “ 〕, 直立薄板一 极 了五,

斜磁化薄板一
。极 。 一 , 走向延深无限的斜磁化垂 直 厚 板一 极 二 ’

〔 、 ’ 一 〕
。

当地面磁异常曲线向下延拓到临界面时 ,

减小 趋 近 于 零
,

则 的 数
值更变小

。

而相当于岩体形状的磁性体
,
其极大值虽与

“

成反比 ,

但 的数 值 在 之

间
。

当地面磁异常曲线向下延拓到临界面时 , 虽减小
,

但 的数值由 于 ,
故 与 在

数值上相差不大
,

其极大值也相差不大
。

然而
,

矿体和岩体所反映在地面的极大值和临界面的

极大值随深度变化不同而不同
。

我们以临界面标准 ,
平均每米变化多少伽马以上为分界值

,

从一百多个实例所得的 作为经验的分界值
,

而且用优选法求得 的分界值也与 相差无几
。

②磁性体 的磁 场 比位 变化 从各种形状的磁性体所引起的地面测得的极大值和向下延拓

到临界面的极大值关系来看
,

对于原文所列各种形状的磁铁矿矿体来讲
,
该比值 是 与 。

的三次方
、

二次方或一次方成正比 , 对于岩体来讲 , 该比值是随刀下下丁变化 夕
。

因

此 磁铁矿矿体的
, 一 ,

将大于岩体的
, 一 ,

值
。

从一百多个实例中总

结归纳 , 以 倍为分界值 用优选法得出的值为
,

非常接近
。

二磁性体的盛化强度取。 为分界值
, 同样是根据这一百多个实例获得的

至于粗略地用 。 二 对求得
,

如果属于厚板用 二除之 ,

的数值达不到 用 除
之

,

更达不到
·

只
。

至于这个 应为
’以便区别 因为岩体和矿体统一用“除 原文

公式的推导可参看 《江西 台金地质情报 》 ,

年第 期 页
。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