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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点
。

利用下式则可求得埋深和磁矩

‘

· ·

图 为山东某地的一磁测 面
。

用简易

切线法求得 米
,

米
, ,

。 ,

查列线图得相应的值 二 “ , 。

, 一 , 二 。 , ‘ 。 。

曲线最大幅值 丫
。

计算结果
, 。

丫, 二 丫 , 二 米
。

矿 体实 际上

为向北倾斜的透镜体
,

下延长度小于中心埋

深
,

可近似看作水平圆柱体
。

在极大值处

打钻未见矿
,

号孔在 米 见 矿 ,

矿厚

图

由列线图上直接可查出对应的磁化倾角
。

查出相应的校正系数后
,

可用下述方法计算

原点
、

正常场和埋深等
。

计算 。

。

作平行于 轴的直线 尸 ,

使其与 极大

值之差为
。

这条直线即为正常场零 线
,

如果 尹与实测零线重合
,

则正常场选择合

适
。

然后
,

再作平行于 轴的 另 一 条 直线
尹 ,

使其与极大值之差为 。。

该 直 线交
。

曲线于两点
,

其中在较强极小 值 一侧 的

交点 即为原点上的
。

值
,

所 对应 的坐 标就

,,

件件

卜、 , 产产

图

米
。

所求中心埋深偏大
,

实际 正 常场

偏高
,

可能为矿体下部火 成 岩 磁 性干扰所

致
。

用本方法确定的原点位置较好地反映出

矿休中心在地面的投影
。

激发极化法在 望 宝 山的找矿效 果

辽宁省冶金地质 队 翟贺祥 颜庆澄 崔成盛

在辽宁省夏县望宝山区用激发极化法找

矿 , 获得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

所发现的三个

激电异常通过钻探验证均打到了以锌
、

铅为

主的多金属矿体
。

效果好的原因
,

主要是具

备了适合该方法的地质条件和物性前提
。

锌
、

铅矿体及矿化基本上被限定在岩筒内
,

围

岩同含矿化
、

矿体的角砾岩筒的电性差异明

显 , 因而异常明显
,

地质效果突 出
。

矿 区地质概况及物性

矿区位于辽东半岛西南部复州古凹陷次

一级东西向雄底降起部位
。

矿床类型属于与

斑岩有关的隐蔽爆发角砾岩简型
。

矿体除个

别与夕卡岩有关
、

赋存于按触带外
,

其它均

赋存于爆发角砾岩简内
。

矿床以锌
、

铅为主

并含铜
、

铂
,

为一多金属矿床
。

在区域 岩筒成群出现
,

人小不一
,

受

断裂构造控制
,

排列有一定规律
。

矿区已发

现的岩筒有五个
。

其中 对应 号激电异
‘

犷
,

对 二之
一

号激 匕异
‘

犷
,

对

七



应 号激电异常 为含矿岩简
。

工号岩筒已

出露
,

而 号和 岩筒为冲 识 层所掩

盖
。

,

角砾岩筒规模
,

最大的 长 。米
,

宽

余米 号岩筒
,

一般长

米 , 宽 米
。

现在控制最大延深为
余米

,
而且尚无尖灭的趋势

。

构成岩筒的围岩为震旦纪南芬组和钓鱼

台组的泥灰岩
、

灰岩
、

砂页岩
、

石英岩以及

前震旦纪鞍山群的混合岩
。

其中南芬组泥灰

岩为岩简 仁部的 主要围岩
。

岩筒内的 岩石为

流纹斑岩及流纹质熔岩角砾岩等
,

矿体赋存
在熔岩角砾岩或交代充填在围岩震碎角砾岩

中
。

’

概括地说
,

岩筒内的各种岩石其极化率

均比围岩的极化率要高
。

含矿岩石的极化率

最高达
。 ,

岩筒围岩的极化率一般为
。

岩筒内各种岩石和围岩之间极化率

岩 石
、

矿 石 标 本 的 极 化 率 测 定 给 果

岩石名称 含矿性 备 注

地 衷

即

了勺一,泊了一月一 。
勺一 一

,上介﹄,占,人跪

,‘,孟

矿含不
·

流坟斑岩

石英砂岩

泥 灰 岩

角 抓 岩

角 琢 岩

泥 灰 岩

流坟斑岩

婚 岩

角
‘

珠 岩

含 矿

含浸染矿

含 矿

。

。

。

。

。

。

。

。

以上 年侧定结果

岩 心

以上 年侧定结果
了 年测定结果

差异较大
,

岩石
、

矿石极化率的数值请见表
。

呱
《 飞

,
、

异常的解释推断

号异常 图 按 等值线圈出的

规模
,

计长 米
,

宽 米
。

异常最

大值为
,

背景值为
。

异常值与背景

值之比为
。

异常走向近东西 测线方位角

为
。

的等值线基本与 工号岩筒的范

围一致
。

在异常东端 等值线没有闭合
。

等值线圈有两处
,

分布于岩筒的收缩部

争 为配合对异常的解释
,

于
、 ”

、
”号

线作了精测剖面及激发联剖
、

激发测深
。

科
在 线用中梯装置测得 的 电 剖 面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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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

封、夕 产诊吐、

霜二二二荞丁

图
,

曲线的梯度变化反映了极化休的产状
,

异常曲线南侧梯度较北侧为大
,

说明了极化

体向北倾
。

曲线出现两个极大值
,

友明应有

两个极化体存在
。

在视极化率异常处
,

视电

阻率呈现低阻
,

表明在此段内有高极化率
、

低电阻率的地质体存在
。

线和 线的激 电剖面均反映出沿水平

方向应有多个极化体存在 , 用联合剖面装置

测得的视极化率和视 电阻率曲线
,

均获得明

显的交点
,

其中 线的结果见图
。

视电阻

率正交点较低
,

说明有低阻良导物质存在 ,

视极化率反交点较高
,

说明有高极化率的物

质存在
。

交点的位置靠近岩休的北侧
,

指出

埋深不大的良导性极化休顶端的空间位置
。

另外
,

于 线 号点作了垂向激电法测
、 , ,

二
、

深
,

爪值从二

寸 “ ””米内
,

视 极 化 率 在

左右变化
,

曲线基本 是平直的
,

没有

出现明显的特征点
。

但从强度上分析
,

已

超出正常场值
,

说明极化物质自上而下分布

比较均匀一致
。

如果地下没有较高极化率的

物质存在
,

曲线的强度不至于超过背景值
。

通过对上面的异常及对
、 、

线精

测电剖面激电异常的分析
,

并考虑到如下情

况

①据地质资料记载有铅
、

锌
、

铂及黄铁

矿等矿化
。

②通过槽探揭露
,

没有发现石墨等干扰

物质
,

且异常强度又不太高
。

③地表岩石较普遍地有黄铁矿流失孔及

黄褐色揭铁矿残留物
。

④从客观 观察亦无人为 的 干 扰 物存
在

。

如 变压器
、

高压输送线路等
。

由此判断
,

引起视极化率异常的物质应

是含黄铁矿的铜
、

铅多金属矿休的可能性较

大
。

根据上述的解释推断
,

于 线设计了两

个孔
、

验证
。

孔在 米
、

孔在 米见有以铅
、

锌矿为主的

工业矿体
,

黄铁矿化较普遍
,

从而证实了 二

述解释推断基本正确
。

年在浮土覆盖层下又相继发现了几个
异常

。

其中较重要的有 号
、

号异常
,

后

经验证均为含矿岩筒
。

这两个岩筒的发现充

分说明了激电法的有效性
。

号异常在 号异常的北东
,

距 号异

常中心距离为 米
。

视极化率 圈和

号异常连为一体
,

它比 号 异常明显得多
,

强

度亦较高
,

最大强度 为
,

背景位
,

异常值与正常场的比大于
。

异常大致呈椭圆状
,

规模 米 按

等值线圈计
。

等值线北密南疏
,

说明

极化体向南倾
。

为配合对异常的解释推断
,

作了一条中

梯激电精侧剖面
,

还作了垂向激电法测深
,

从

中梯精测剖面 曲线看
,

用不同供电极距观

测都出现了较明显的异常
。

曲线梯度北侧较

南侧为大
,

说明岩筒倾向南
。

根据 号岩筒

看
,

铅
、

锌
、

黄铁矿化弥漫于整个岩尚中
,

所以说曲线的梯度反映了岩筒的倾向
。

曲线呈现 出的两个峰值反映岩筒矿化背

景上的矿体
。

有了解释推断 号异常的经验和验证结

果
,

这个异常的解释就比较容易了
。

因为它

距 号岩筒较近
,

异常等值线把两个异

常连为一体
,

所以 号和 号异常的性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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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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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当相似
。

在这样小的距离内地质情况不大可

能有太大的差别
,

二者之间没有断层存在
。

异常所在处的浮土较厚 。来
,

异常

值比 号异
‘

常高
。

平面等值线呈椭圆形
,

排断为岩简
,

由

于异常强度大
,

反映其矿化比 号 岩简要强
。

号点垂向激电法测深
,

获得了较好的

异常 图
。

按测深曲线的特征点计算了

极化体顶端的埋藏深度
。

利用曲线的转折点计算的顶部埋深为

米

利用曲线拐点计算的顶 部 埋 深 为

米 ,

利用曲线饱合值点计算的顶部押深为

米
。

取三种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

得极化体顶

部埋深为 米
。

根据以上的解释
,

设计了三个孔
,

脸证

结果
,

均见铅
、

锌矿体或黄铁矿化 , 有一孔

在 米以下震碎角砾岩内普遍见有铅
、

锌矿

和数层厚度不大的矿体
,

剖面形状多呈不规

则的倒置马鞍状 , 另一孔在 米以下普遍见

有矿化
,

在普遍矿化的背景上见有多层铅
、

锌工业矿体 , 最后一孔情形亦大体如此
。

验证结果表明此岩筒的含矿寸,况确比

号岩筒为好
。

号异常在 号异常北西 。米 处
,

强

度不及 号异常
,

最大强度
,

背景值
,

异常与正常场的比值为

异常长 米
,

宽 米
,

走向北西
。

异常所在处全为浮土掩盖
,

地形平坦
。

浮土厚度为 米
, 显然由于浮土较厚而

使异常值减弱
。

从物 线剖面曲线来看 图
,

异常
呈单峰出现

,

曲线两侧梯度变化不大
,

基本

对称
,

说明极化体单一且产状较陡
,

在靠近

异常值附近设计了 验证钻孔
,

钻探结

果查明矿体层次少
,

矿体上段南西倾
,

产状

较陡
,

下段北东倾
。

该矿体连续性较好
,

以

铅
、

锌矿为主
,

局部地段有 够 工 业 品位的

铜
。

望宝山地区激电异常验证见矿后
,

经过

地质评价
,

现在已初步成为一个具有中等规

模的锌
、

铅多金属矿基地
。

望宝山地区激电找矿
’

效果
,

给我们以很

大的启示
,

为今后使用激电法 寻找含矿爆发

角砾岩筒积累了宝贵的经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