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越好
,

因为实测原始数据都具有一定的观

测误差
,

必然要带到计算结果中来
。

计算二

次导数的传递误差如下

乙
万 一

为计算量板的有效半径
,

为原始重力值的均方误差
。

显然
,

当 取得过小时
,

传递误差将明

显增大
。

误差太大
,

计算结果杂乱
,

真伪难

辨
。

所以必须酌情选择有效半径
。

在传递误

差允许范围内
,

把有效半径 选择的小一些

为好
。

我们知道
,

圆周法隶剩余异常时
,

圆周半

径过大
,

其中将包含区域成分 半径过小
,

将

截掉部分局部异常
。

根据一般地质概念
,

半径

应小于区域场范围并大致等于局部异常范围

的半径
。

这也是二次导数法中有效半径 舒选

择的一般原则
。

于对一定的地质目的来应用二次导数法

时
,

必须 了解有意义的局部异常范围多大

再根据 一 式约制传递误差
。

二者综

合起来合理地选择有效半 径
。

表 列 出 由

一 计算的传递误差
。

至于异常的有

效宽度则和观测精度有关
,

一般认为
,

大于

三倍均方误差的异常是可靠的
。

所以
,

我们

取半极值 的范围作 为有效 异常 宽度 大于

一倍半 均方 误差
。

对于 几种比较 简单的

地质体异常的 有效宽度 和 埋深的 关系列于

表
。

由表 可知
,

局部异常范围的半径约等

于地质体埋深 的 。
。

倍
。

所以
,

在传递误差允许的前提下
,

量板有效半径应

选择等于所研究的地质体埋藏深度的 。

一 倍
。

对于不同的计算公式
,

根据选

定的有效半径 值可计算必需的量板网距
。

图 是江苏覆盖平原地区 赤一磁铁

矿重力异常图
。

图 是重力布伽异常
,

图
, 。,

是用艾勒金斯公式计算的二次

导数异常
,

量极的网距 。
分别等于 米

,

米
,

米三种
。

研究 △ 异常
,

区域背

景十分强烈
。

二次导数彩
一

异常的平面位置

则比较确切地对应于局部构造
。

正象前面分

析指出的
,

重力二次导数很大程度上决定于

量板的有效半径
。

地质构造和二次导数弊一 一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 “ ’

“
一

、

己

的关系在 图士随
。

的不 同而 强烈地 改变

着
。 。越小

,

局部异常越细致
,

更反映出小

的局部地质体特征
。 。 米时

,

二 次 导

数异常为一条北东向异常带
,

反映了矿区基

底北东向背斜构造特征
。 。 米时 ,

在

北东向异常带上
,

又叠加一个北东向的封闭

异 常
,

反映出矿区的相对基岩隆起
。 。

米时
,

二次导数的封闭异常面貌更为细

致
,

并显示出有东西向的次级异常
。

从 目前

地质资料对比来看
,

该类异常和矿体对应很

好
。

总之
,

重力二次导数图显然能比重力异

常图更可靠地划分出了局部构造
,

并根据不

同量板网距计算出来的异常的差异有可能进

一步进行地质解释
。

本文只论述了二次导数法的计算
、

意义

和应用
。

关于方法的正反演解释
,

包括重力

二次导数的虚假异常等问题留待今后进一步

讨论
。

地 质 勘 探 的 热 流 变 化 法

苏联科学家研创了一种劫探有用矿床的新方法
,

称为

热谁交化法
。

翻 从地球中心到地球表面均匀 运动的热流

是很困难的
,

但这些洲 使之有可能确定不规则热发射的

位
、

热流吸收或变形的位里 ,

他们设计了用半导体合金制造的 专用设备 和 探洲 设

备
, 可直接测量热流 , 而不会使整个地球热流图在洲 过

程中走样
。

摘自《 科技参考消息 》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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