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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硫化镍矿区用充电法获得了异常
,

从中扣去点电源场
,

并对综合 异 常 进 行分

解
,

求得各个导体顶 饭的位置
。

工程验证结

果找到了预期的矿体
,

说明所用工作方法是

有效的
。

现在作为一个实例
,

予以介绍
。

矿区是一倒转单斜构造
。

分布的地层有
三迭系紫红色砂砾岩

,

其上为浅变

质岩带
,

由浅色硅质岩
、

云母石英片

岩 局部还有绿色泥岩 所 组 成
,

是本区

的含矿层
。

岩浆岩主要是燕山 期 超 基 性岩

小
,

以斜辉橄榄岩为主
。

表 层 为 蛇 纹

岩
,

侵入
、

穿插和覆盖在 层之上
,

是矿源

层
。

在 层内断裂构造极为发育
,

其中走向

北北西的一组断裂
,

为贮矿
、

控矿构造 , 北

北东方向的一组为后期断裂
,

对矿床起破坏

作用 见图
。

矿体多沿层间断裂分布
,

与地层产状近乎一致 走向北北西
,

倾向北

东
。

浅部矿体倾斜较陡
,

深部则变平缓
。

单个矿体或矿群均向南东方向侧伏
。

矿体多

呈透镜状
、

扁豆状或脉状
,

而且具有成群成
带

、

相互平行
、

分支复合
、

膨 胀 收 缩等特

征
。 一

由于该区氧化淋滤作用强烈
,

以致地表
以下 米以内无矿体产出

。

金属矿物以黄铁

矿为主
,

占总金属量 以上
,

在黄铁矿富

集地段含量高达 , 在各类岩石中都能见

到黄铁矿
。

硫化镍矿与黄铁矿关系密切 ,

黄

铁矿富集的地方硫化镍矿也富集
。

由于黄铁
“

矿是多期形成的
,

有的地方黄铁矿虽富
,

但

硫化镍矿并未达到工业品位
。

充电法的任务是圈定黄铁矿富集地带 ,

从而间接找镍矿
。

对“ 号和 号坑所揭露的

矿体分别进行充电
,

希望了解两坑所见矿体

是否相连
。

实测电位等值线 平 面 图 示于图
,

不难看出
,

二者并不相连
。

参数测定结果是 硫化镍矿的视 电阻率

为 欧姆米
,

各种围者的视电阻率为

欧姆米
,

平均为 欧姆米
,

围岩与矿的

电阻率差异不大 倍
。

测区内地形高差

达 米
,

局部地方有陡岩
、

凹塘分布
,

其
影响很大

。

考虑到异常是在 层
,

围岩电性均匀
,

为了减弱干扰
、

突出异常
,

我们按点电源公

式计算出各测点的电位数值
,

并从实测电位
图 值中减去

,

所得的差值我们称为剩余

电位值
。

剩余电位值的等值线平面图示于图
。

与图 对比
,

发现剩余电位异常范围缩

小
,

而且还反映某些可分辨的细节特征
。

卜 ,

号坑充电侧得的等值线图

心 号坑充电测得的等值线图

实测电位等值线平面图

心协即

产 于 号坑的充电异常两者相差不大 其外

用某些担节片延惊下面甩介招
, 号坑的

充电异常两者有所不同
,

原测图上只是在充

硫的地表投蠢 二极大值
, ‘

而在剩巍
位图上

,

极大值已移至原测电位极大值的西

南三十余米处
。

此外还出 现相 对极 值点 多

处
,

形成条带状多中心结构
,

在有些横剖面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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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坑充电侧得的等值线图

号坑充电侧得的等值线图

剩余电位等值线平面图

粤心酗

上显示有双峰的特点 见图
。

另外在剩
余电位图上还发现

,

在 号坑充电的电位极

大值附近有 号坑充电 的微 弱可 辨的 低值

反映
,

而在“ 号坑充电的异常极大值附近
,

有 号坑充电的微弱可辨的低值反映
。

这是
充电法对不相连的旁侧导体的显示

,

即不相

连的导体在通电路程中吸引电流
,

导致地表

的电流密度减弱的缘故
。

在超基性岩层 中上

以分界线为界
,

也出现微弱 的 负 剩 余电位

值
。

根据 号坑充电资料来看
,

似乎是一个

大的异常
,

表示黄铁矿普遍分布
,

加之断裂

构造贯通
,

导体间的距离不大
,

造成过渡相

连
,

使资料混成一体
。

如对资料的细节进一

步分析
,

可知上述异常是几个导体的综合反

映
,

不难用图解方法进行分解
。

众所周知
,

在单个导体的充电剖面曲线

上
,

电位的极大值和梯度的零值所在的点即

导体轴部在地表的投影点
。

我们在这里没有
实地测量电位梯度

,

而是根据剩余电位剖面

计算出剩余梯度剖面
。

对全部剩余电位剖面

和梯度剖面进行了分析
,

确定与导体轴对应

的各点 见图
。

再从平剖图上相邻剖面

的特征关系
,

确定各个导体的连接关系和导

体轴部在地表的投影
。

由此得到的结果是

单个导体的走向长度都不大
,

这些导体呈平

行的脉群状分布
。

在各个导体的中心横剖面

的剩余电位曲线上
,

用切 线法 即 法 求

提导体顶板的埋深 图 , 计算 结果
,

各个导体顶 部埋深相差不大
,

约在 米
之间

,

再 沿各个导体的走向取纵剖面
,

根据

其剩余电位曲线两翼上的梯度最大处 ,
或是

其剩余电位差曲线上的极大值和极小值处
,

定为导体轴部端点的位置 见图
。

对于导

体上部的水平宽度
,

考虑 各个导体顶板埋深

相差不大 ,
同已知剖面比较

,

利 用剩余电位

音面极值处曲线的尖平特征来近似地判定
。

知道了各个导体上部在地面的投影位置
,

宽

度以及顶板埋深
,

即得 出矿体 二部赋存的空

间位置 图
、

图
。

这对设计探矿 工程

是很有用的资料
。

图 上 号坑的 穿坑道设计目的是 沿

走向追索矿体
,

施工结果与充 电法预期结果

吻合 号岔坑的探矿结果和充电位的推断

结果一致 , 一 坑是根据充电法资料设计

的
,

目的是找 “ ” 号矿
,

对图上 “ ” 号

纵剖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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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电位差曲 ’

允电法异 件 州
’



矿来讲
,

坑道标高已在推断的该导体的顶部
之上 , 所以只在侧伏线相应部位见到矿化的

绿色泥岩
。

而在相应的标高上应见矿的部位

果真找到了 米厚的硫化镍盲矿体
。

在

号岔坑和 一 坑还查明在矿体和矿体之间

确有一段无矿地段
,

说明对该综合异常分解

结果是正确的
。

一 , 孔

图 号横剖面充电法结果

忍娇

厂

推断矿体 一 , 尹

验证坑道

断层

充电点

图 根据允电法结果推得的矿体上部投影平面图

图 所示是对剖面的推断解释
,

对 号

坑所揭露的两个矿体充电
,

因二 者 相 距很

近
,

只反映出一个总的综合异常
。

考虑到在

矿体上层充电
,

对距离较远的矿体下层影响

可忽略不计
,

曾进行了正演计算
,

说明矿体
远较已知的要大

,

推断矿体向东陡倾
,

下部

膨大
, 但延伸不长即尖灭

。

经“一 坑工程

验证
,

结果如图 所示 , 矿床 储 量 有 增所

大
。

以上结果说明所用的分析方法有效
,

对
找矿和评价矿床都是有帮助的

。

欧 洲 一 主 要 露 天 多 金 属 矿 在 西 班 牙 建 成

西班牙 南部塞维拉 的阿兹那 科 拉

矿
,

经 过四年的建设 , 已 剥离 万吨废石
,

一座 多金属露天 矿即将建成
, 。年投产

。

计划年产 万

吨黄铁矿矿石 和 万吨含铜火成碎 屑矿石
。

年产精矿

锌 万吨
、

铅 万 吨
、

铜 万 吨
、

银数 吨和浮 选 后 的

黄铁矿 万 吨
。

将来还 拟年产硫酸 万吨
,

铁 矿球团

万 吨
。

该矿总储 计有黄铁矿矿石 万吨 ,

石 万吨
。

〔译 自 》
,

年 〕

火成碎脚钥矿

,

汤
,

飞介互又烦又倾 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