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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某磁异常的电算处理及找矿效果
山 西省 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第一 队 王仁章

对晋南某磁异常进行了电算处理
,

结食
地质和钻探资料综合分析

,

取得了一些新的

认识
,

肯定了该区的找矿远景
。

磁异常特征及成矿条件

晋南某磁异常是 年进行 万磁

法普查时 发现的
。

异常以 。。丫 圈闭合
,

长

米
,

宽 一 米
,

面积约 平方公

里
。

异常特征是规模大
、

形态复杂
,

由 个局

部异常组成
。

其中 号
、

孤号异常在 等

值线圈外
,

异常之间互相牵连
,

互相干扰
,

层层叠加
。

异常强度低
,

极大值仅 丫
。

单个异常面积最大的为。 平方公里 图
。

在该异常所在地段还做过 千的地面

磁法详查
,

异常形态基本未变
。

一 年

又进行了 万的航空磁测
,

在原来
、

、 、

姐
、

号 个异常处仍有比较明显

的异常
。

晋南某磁异常位于塔儿山岩体西侧
,

区

内出露地层有第四系松散堆积物
、

黄土和中

奥陶统碳酸盐岩
。

并有零星分布在山脊上的

中石炭统底部的粘土岩
、

砂页岩
、

山西式铁
矿及闪长岩岩床的残留物

。

从东往西
,

地层

由老变新
,

地层走向由北西变为北东
,

倾向
由南西变为北西

,

倾角
“ ,

呈 弧形
。

除局部有褶皱和小断裂外
,

总的来看
,

是一

个单斜构造
。

接触带的产状和地层的产状基

一
本一致

,

但倾 角 近 地 表变

犷
且 陡

,

深部平缓
,

呈波浪状
,

局部产状较陡
。

矿 体赋存在

岩体和碳酸盐岩的接触带
,

由于侵入岩体顺围岩层理穿

插
,

构成四个按触带
。

所以

本区无论是成 矿 母 岩
、

围

岩
,

还是控矿构造
,

对成矿

都有利
。

电算数据处理结果

一丫犷一甘

,了曰一户卜叨,二

单位 个局部异常均进行了

验证
,

都是矿异常
,

见矿最

好的是 号异
’

污 号孔 , 矿

厚 米
。

估计 号异常

的远景储量为 万

吨
,

埋深在 米左右
。

见
矿最差的是 获号异常

,

矿体

厚度只有 米
。

个局部异常见矿 份况

差别很大 , 即 使 同 一 个异

。

匕三
、八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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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 不同钻孔的见矿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

。

对于矿体形态
、

空间位置以及异常之间矿体

的连续问题 , 众说纷纭
。

对于异常的评价
,

争论很大
,

甚至有完全相反 的 意 见
。

下一

步钻孔位置如何定
,

孔深如何 设 计 这 就

有必要进行大量的定量计算
,

要求对各种资

料作综合分析
。

在冶金部地质研究所重磁组

的大力协助下
,

我们对晋南以某磁异常为中

心的 平方公里的地面磁测数据进行了电算

处理
。

采用了垂向二次导数 垂直磁化
,

解析延拓
,

磁源重力异常及 “ 趋势分析 ” 等

四种计算方法
。

处理之后取得了较好的地质

效果
。

现将电算处理情况简介如下

一 全平面垂向二次导数处理结果 图

计算垂向二次导数的目的主要是分解异

常
,

消除区域异常影响而突出局部异常
。

经

这样处理后
,

原来复杂的异常现在清楚地分

解成两个异常带和三个局部异常
。

号异常带包括姐号 异 常 的 南 部和
号

、

号异常
,

是由南北两个局部异常 一

个呈等轴状
,

一个呈带状 组成的长带状异

常
。

零值线闭合
,

异常的南部宽缓
。

在该长

声帝状异常上共施工了 个 钻 孔
,

有 孔见
矿

,

均为埋深 米到 米的囊状小矿 体
。

由于异常呈窄而长的带
,

推测可能是岩体和

小矿体叠加的反映
。

号异常带包括
、

和 等号异常
,

呈串珠状东西向排列
,

等值线 由密到稀
,

钻

孔所见矿体也依次由厚变薄
。

号异常上的

号孔在 “二次导数 ” 异常的南侧边部
,

虽

未见矿
,

但在磁测井曲线上有 极大值为 丫

的旁侧异常存在
。

根据磁测井曲线分析
,

盲

矿体在该孔的北侧
。

距钻孔很 近
,

厚 度 较

大
。

由 “二次导数 ” 异常还可以看出
,

这三

个异常都有一定的规模
。

已施工的钻孔尚未

打到矿体的主要部位
。

主矿 体 在 “二 次 导
数 ” 正异常高值部位

,

三个异常所反映的矿

探有可能呈串珠状断续相连
。

三个局部异常
,

实际 上 是 地 面磁测的
、 、

姐和议号四个异常
。

经 “二次导数 ” 处理后
,

地面磁测结果

不大明显
,

范围小
,

等值线闭合呈凸扭的欢号

异常被突出出来了
。

它和 目前见矿规模最大

的 号异常相连
,

是一个二级异常
,

呈哑铃

状
,

向南西拉长
。

等值线在 玫 号 异 常 北侧

训

斗
、

夕
’

月协

见润 钻孔 之‘扁、

未见矿钻孔 脸编 号
术

图

密
,

南侧稀
。

推测矿体呈板

状向南西方向缓倾
。

已施工

的三个钻孔在异常的东侧边

部
,

所以没有见到主矿体
。

山图 可以看出
, 议号异常

的规模和 号 异 常 大 致相
当

,

但强度稍低
。

号异常

的北侧
,

尚无钻孔控制
。

分

析 “二次 导 数 ” 异 常 的特

征
,

矿体向北还有较大的延

伸
。

号和 号异常之间的

矿体有可能断续相连
。

号异常呈椭圆形
,

等

值线边缘密集
,

南西侧变宽
,

范围较大
。

异常强度高
,

形

态规整
。

已施工的钻孔见矿

情况都不理想
。

由 “二次导

数 ” 异常分析
,

主矿体往南

东倾
。

由此可见
,

已施工钻孔

由于孔位不当
,

孔深不够
,

所以
,

没有打到主矿体所在

的部位
。

有磁测井旁侧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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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

说明上述推断是可以相信的
。

经 “二次导数 ” 处理后
, 姐号异常和地

面磁测所获得的异常差别较大
。

地磁姐号异

常的北部在二次导数图 上自行闭合
,

呈花生

状
。

见矿钻孔全位于正异常的西端
。

而异常

的东端强度高
,

范围大
,

是主矿 体 赋 存 部

位
,

应进行验证
。

二 全平面解析延拓处理结果 图

应用此法的目的在于了解异常的空间变
化特征 , 以便区分矿与非矿异常

,

以及分析

异常所反映的矿体特点
。

当上延 米后
,

只 有
、

姐
、

号异

常仍很明显
。

其它如班
、

号异常 仅有一条

等值线有些凸扭
, 、

号异常都由 埋藏较

钱的小矿体引起
。

根据延拓结果
,

可以推测

只有
、 、

正号等异常的矿体规模较大
,

具有一定的埋深
。

当下延 米
、

米后
,

各个异常的形态基本不变
。 、 、

仄号异

常北侧略出现负值 去掉背景值后
。

议号
异常北侧的等值线较密

,

梯度陡
,

南侧等值
线较稀

,

梯度缓
。

推测矿体呈板状
,

向西倾

斜
,

和二次导数的结果一样
。

号异常的次级异常其异常值 在解析延

拓的断面图上
,

并不随高度的变化而出现明

显的变化 图
。

这是岩体异常的特征
。

综上所述 , 、 、

姐号异常的南部是由

岩体和埋藏较浅的小矿体叠加所引起
。

这和

二次导数结果一致
。

三 磁源重力异常处理结果 图

从图 可以看出
,

磁源贡力异常大体上

反映出整个岩体的隆起特征
。

晋南某磁异常

,

二二二
弓弓弓

的 个局部异常均分布在岩

体边缘和产状发生变化的部

位
,

磁源重力异帘少亡岩休和

矿体的综合反映
。

图

四 趋势分析处理结果

应用趋势分析的 目的
,

是要把区域异常和局部异常
从观测值中分解出来

,

确定

磁异常的区域背景值
,

以便

进行定量计算
,

特别是进行

正演计算
。

五次趋势面计算结果表

明
,

晋南某磁异常是一个叠

加在 丫 区域异常上

的局部异常
, 区域背景值和

我们用其它方 法 获 得 的一

致
。

我们曾 用 号 剖 面 的

△ 曲线
,

转换成 △ 曲

线
,

再由 △ 曲 线 转 换 成
△ 尸 曲线

。

△ 和 △ 产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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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厂舒汀

。 ’毫伽

·

门﹀厂
图

只相差 左 右
,

和趋势分析结果基本吻

合
。

我们还做过一条长的精测磁剖面
,

即图

中的 号剖面 , 以及通过航空磁测所确定

的区域背景值
,

基本 仁都一致
。

确定了区域背景位后
,

我们对 号异常
的中心剖面迸行了正演计算

,

还有近 。。 均

剩余异常
,

刘 剩佘异常进行反演后
,

推断该

异常的深邵有较大的矿体存在
。

结 论 和 几 点 体 会

通过对晋南某磁异常的电算数据处理
,

以及对地质物探资料的综合分析
,

使我们对

矿体的空间位置
、

形态
、

规模以及异常之间

矿体的连续
,

均有了新的 认 识
。

看 来 工
、

妞
、

欢号异常并非像目前所 验 证 的 规才乞

它们所反映的矿体规模
,

应该至少和 号异

常所反映的矿体的规模相同
。

在解释电算成果时
,

要对物探和地质资

料作综合分析
,

注意方法的应用条件
。

只有
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地质效果

。

色号了、、产帕

吴努克头山铜相矿区自然电流法的找矿效果

黑龙江省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物探 队 王大威

矿区地质概况

吴努克头山位于呼伦贝尔 草 嚎 西 部
,

了 年发现有较好的物化探异常
,

经钻探见

铜铂矿体
。

矿区为丘陵地形 ,

海拔

米
,

地面坡度 一 尽
。 ,

山形浑圆
,

地形切割

较轻
,

植被不发育
,

山顶常有鉴岩裸露
,

谷地

疏松盖层厚达 米以上
。

水系极不发育
,

没

有河流
。

大陆性气候
,

年平均温度 一 “

,

最低 一 “ ,

每年冰冻期 个月
,

年平均降

水量 毫米
,

年熊发量 毫米
,

平均相
对湿度

,

又李常有大雨
。

本区地质情况研究较差
。

矿区位于北东
向深大断裂的北西侧

,

周围厂
‘

泛分布着侏罗
系中酸性火山岩和煤系地层

,

币间为一条北

东向的隆起
,

由石炭系灰岩
、

砂板岩构成了

颧没背斜的核部
。

有花岗岩
、

花岗斑岩侵人

和火山岩的喷发
。

矿区位于一个花岗岩侵人

体的东侧
。

岩体为中粒黑云 母花岗岩
,

而积

约 平方公里
,

在矿区周幽强 烈蚀 变
,

主

要有硅化
、

绢云母化和钾长石化
,

范困达

平方公里
,

呈北东向延伸
,

由于强烈硅化作

用
,

蚀变岩体皆成正地形
。

地表矿化很弱
,

未见明显 的 铁 帽
,

局

部有孔雀石
、

铂华等次生矿物
。

氧化带深达

米左右
,

深部见黄铜矿
、

黝 铜 矿
、

斑 铜
矿

、

铜蓝
、

黄铁矿
、

辉铂矿等金属矿物
。

矿

体含铜
。

一
,

含铂
,

矿化

比较均匀
,

硫化物总含虽一般为
,

最高可达 以上
。

自电异常和其它物化探异常特征

自然电流异常是在比例尺 万和

千的物化探测量过程中发现的
。

自电测

量采用电位法工作
,

网度为 米
。

工作

结果发现 , 在蚀变岩体范围内 ,

有一连续而

宽缓的自然电流异常带 图
, 呈北东向

延伸 , 连续延长 米
,

宽 米
,

最大异常值一般 一 至 一 毫 伏
,

最 高
一 毫伏

。

整个异常 可 分 为 两 部 分
。

北

东部的异常为一环形异常
,

外环直径约 公

里 , 环形异常的宽度为 。一 米
,

中心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