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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磁场二次导数异常的一些特征称份毋

重磁场二次导数法是对复杂亚磁异常进行滤波的一种重要手段
,

研究 归汉构造
、

突出隐

伏在区域背景场中的局部异常
,

都能取得 良好效果
。

在已发表的文献中
,

对 各类地质休的二

次导数异常的特征
,

均未作过详细介绍
。

本文从理论上并结合一些实践经验
,

探 讨几种形状

规则的地质体的二次导数异常的特征
,

并对如何利用重磁场二次导数异常来推断地质体的度

数
、

埋深
、

边界
、

「

构造线部位等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

另外还讨论了在计算时选择立锐 计算半

径等问题
。

一 几种规则体二次导数异常的正演公 式及特征

一 磁场 △ 的二次导救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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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磁化时

各种规则体的
己

理论曲线见图
、 、 、 ,

磁性体上方均出现极值
,

异常向两侧衰减并出现负值
。

在斜磁化时
,

异常呈不对称状
,

南缓北陡
,

北侧的负极值大于

南侧的负极值
,

正极渔位置向磁性体中心的南侧偏移
。

这是它们特征相同之处
,

但也有若干

不同的特征
,

主要反映在极大值和极小 的比值和曲线特征点横座标与理深的关系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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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

几种 规 则 体特征点 与埋深

的关系列如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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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现
,

对各种规则体来讲
,

上述比值具有明显的不同特征
。

卜

体的度数
,

并有可能区分矿和非矿异常
。

下面以垂直磁化情况下的各种地质体为例进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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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证明薄板和厚板的度数 分别等于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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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求得地质体的度数
。

如果将厚板当作岩体来考虑
,

那么就可以根据 。还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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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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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二次导数曲线特征点上述比值与地质体度数 的关系列于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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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比值与地质体度数的关系列于表



弓

表
、、

金些谭 厂丝
汐 态 、 。 广极大

渔二哟
州极大

球 体

水平口柱体

薄 板

厚 板

日二

日令

,
‘

一 ·

注

其中垂直断层或倾斜断层的

在另一方要出现负极值
。

从某些地区的实例可看出
,

么

答曲线呈不对称状
,

高密度体的一方一般不 出现负值
,

而

己么

乞

、

平面等值线图上
,

断层带与沿一定走向呈串珠状排列

的

分
局 , , 常带对应

,

如苏南陶关郭丹阳断 , 带在“‘平 , ‘上以“‘梯度带形式出现
心

而在分哪图
一

则以沿北北东走向呈串珠状分布的

分 。带出 , 、断 , 线 位 置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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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

林等值线的位置基本 上相对应
。

图 是该断层带上一个

分
局部 , 常

。

其曲线

。点对应于断层线位置
。

这与由 △ 拐点及垂向电测深 ‘ 断面图所 推 的断层线位 盆

一致
,

并且已由钻探验证属实
。

二 计算二次导数异常的方法

一 计算公式 计算重磁场二次导数的公式是比较多的
。

通过实践
,

我们认 为为 了酬

究局部地质体的异常
, 以用罗森巴赫的公式较好

,

其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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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计算半径的选择 计算公式是以 为取其合理的近似方程为条件的
,

越小精度

越高
。

但实际上 取的过小
,

将会增大计算过程的传递误差
。

而且取的过小
,

将突出浅部不均匀

体的干扰场
,

使整个异常变杂乱
。

但取之过大也不相宜
,

因为它可以掩盖所需要的局部异常
。

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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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床不同 的笋 “



根据我们在一些矿区实践所取得的经验
,

认为最佳半径 应小于勘探对象的埋深
。

为便于

计算
, 又要求它等于点距的整数倍

,

则 △
。

同时
,

最佳半径还可从试验剖面上选取
。

即在同一剖面上
,

用接近勘探对象埋深的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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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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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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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是苏南某铁矿上的李导剖面图
。

图上曲线是由 。。, 。。, 。。和 。。四组计算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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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来的
。

矿体的实际埋深是 米
,

由图可见
, 以小于埋深的几组半径

,

和 米

计算的效果较好
。

它们在矿体边界上方均出现共同的交点
,

曲线也比较规则
,

异常的细节也

很清楚
。

米半径的曲线
,

由于所选半径太大
,

结果偏离了上述共同交点
,

而 且 异 常变模

糊
。

由此得出
,

最佳半径可能在几组有共同交点的典
一

曲线的计算半径中选出
。

反过来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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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由计算半径求出勘探对象的大致埋深
, 并根据共同交点求得矿体边界的位置

。

在该实例中
,

还作了求产状公式可靠性的试验
。

按前述特殊点公式
,

求得矿体
’

埋 深 为

米
, 比实际的埋深大

。

这主要是矿体形态并不是呈球状的缘故
,

但作为定性 推 断还是可

取的
。

由几组半径的
一

鬓冬
一

曲线的共同交点位置所推断的矿体边界位置
,

与实际矿体边界位置
“ 刁 。 曰 孔

“ ‘ ”一 ”碑 ” ” 子 、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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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卜 厂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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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 ’ 产二 ’ 尸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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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吻合
。

三 单位 我们认为重磁场二次导数异常的单位以取毫伽 米
’

和伽马 米 比较合适
,

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二次 导数的数学物理意义
。

三 对二次导数方法的几点认识

一 重磁场二次 导数方法
,

不同于一般多边形等区域场改正方法
。

它不仅可 以用来作

区域场改正
,

进行深度滤波
,

突出局部异常
,

而早还可以从它所具有的特殊数学物理场
,

通

过适当的运算
,

来推断场源地质体的度数
、

埋深
、

边界位置以及构造线 的分布状态
。

均由二

次导数异常直接进行地质解释
。

二 从一些实例来看
,

应用重力二次
导数比应用磁力二次导数的效果更为显著

。

图 是某矿 上的畏号
一

和
一

暮 一

异常剖面
。

对比 △ 和 △ 剖 面
,

可 见 异常对突出

局部异常场的效果更显著
。

在研究由全平面重力二次导数异常图上

圈出来的局部异常时
,

应结合研究对象的大

致埋深
,

重新选取计算半径进行二次场导数

计算
, 以取得最佳的二次导数异常

,

从而获

得最好的地质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