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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度地形体上点源和线源的实验对比

桂林冶金地质学院 赵淑珍

在地形起伏情况下进行电阻 率 法 工 作

时
,

必须压抑地形干扰影响
,

突出地质体异

常
,

达到较好的地质找矿效果
。

消除地形干

扰的途径在于光要获得纯地形的视电阻率曲

线
,

然后再对迭加有地形影响的实测异常进

行改正
。

二度角域点源电位的解释解已经导

出
,

可通过电子计算机计算出任意二度复杂

地形近似的点源视电阻率畸变曲线
。

实际上

很多地形都 可近似看成二度体地形
,

譬如一
般的三度体山谷 , 山脊 的山顶走 长度大于

,

测线在山顶任一部位正交通过 , 任

意三度体山脊
,

测线在半坡山腰通过 , 以及山

脊底长小于 的三度体山脊
。

只有山 顶

附近测线两侧走向长度小于 的三度 体

山脊曲线与二度体山脊曲线有较大差别
。

可

见
,

用计算结果进行地改是一理想的方法
。

然而目前电子计算机尚未普遍使用
,

许多物

探队还是 用导电纸这一类二度体线源场物理

模拟方法获取纯地形视 电阻率曲线
。

在野外

工作中实际是用的点电极
,

点源与线源两者

之间存在着差异
。

如果使用线源的结果进行

地改
,

必须进行校正
。

只要将点源和线源 在

二度地形体上进行对比
,

找出其 近似的系

数关系
,

问题就解决了
。

点源和线源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场
,

不难

用导电纸这类二度线源场曲线进行地形改正

时
,

需要考虑它和实际点源场之间不容忽视

的误 茶
。

我们根据二度地形体点 源 解 释 解的公

式
,

在 一乙型电子计 算机上计算 了不同

地形坡角和不同极距的联合剖 面 法 的 纯地

形 。 曲 线
。

同时
,

在导电纸上实测

了相应的不同地形吱角和不同极距的联合剖

面的纯地形曲线
。

前者为二度 饭源曲线
,

后

者则为二度线源曲线
。

对于山脊和山谷都一

样
,

选取地形坡角为一。
’ 、 “ 、 、 。 、

“ 、 ” 、 。

等七种地形
。

假定地形 跨 度

为 米
,

选取了 等 于
、

界
、

。米四种极距
。

对点源和线源共获得了

条曲线
。

通过对比发现
,

坡角和极距相同
,

从异常特征上看
,

曲线相似 见图 和图
。

但当坡角大于
“

或极距小于 时
,

扩 。 点

点源曲线 电算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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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点 和 线 分别为 二度体 点源场

和线源场的电场强度
,

为通过点源所 供的

电流强度 , , 为单位长度上 的电流 强度 ,

为介质的电阻率 , 为测点到点源 或线源

的距离
。

式和 式表明 在均匀介质条件

下
,

当用点源供电时
,

电场强度与距离的平

方成反比 , 而在线源的情况下
,

只与距离的

一次方成反比
。

当地形有起伏时
,

点源
、

线

源场的分布规律必然也存在着差异
。

可见使 图 犷 山谷联合剖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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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点源曲线 电算结果
冉 米 二 米 米

比
· 二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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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坡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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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山脊联合剖面 曲线

两者的差异则不容忽视
。

利用公式

图 对称山谷地形的地形坡角和毛值关系

七值

笋 少
丫

‘加 皿

产

计算点
、

线源曲线的差植
。

计算地形顶角处

的异常
,

以山谷为例从图 和图 可 以 看

出
,

对称山谷地形中心角与点
、

线源 之差 梦

的关系如下 对一定 的 极距而言
,

其差

值息随若地形坡角的增大而增大
。

例 如 当
二 米

、

地形坡角从
。

增大到
“

时
,

其七植则由 增大到
。

对于对称山

谷地形
,

极距和点
、

线 源 差 值 的 关系

为 地形坡角一定
,

其差值 动随极距 的

增大而减小
。

如 当坡角为
“

时
,

极距 由

米增大到 米
,

其邑值则 由 减 小到
。

综 所述 在山区进行电阻率法工

作时
, ,

如果地形起伏较大
,

而所使用的极距

又比较小
,

在用二度线源作地形改正时
,

因

点
、

线源场的结构不同
,

点
、

线源 的差值必

须予以校正
。

仅考虑几何 因素
,

根据曲线的

对比
,

可 获得一个近似的经验校正系数

校正实例 图
“

上一谷
。

米
,

米

米

图 对称山谷地形的 极距和 毛值关系

碑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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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 产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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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是水平极即
, 尹 是地形表面实际

‘

、才
‘

下转封三 图 山谷 创米 点
、

线源对比 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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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缘
。

这已为缅甸南部及泰国半岛发育杂

乱的复理层岩组所证实
。

这些岩 组 的 陆源

沉积树似乎是从东部带 人
」

的 等
。

根据云南西北部及西藏东部存在上古
生代广泛分布的钙碱性火山岩和花岗岩以及

三迭纪红层
,

推测中国大陆和中缅大陆在本
区的碰撞早在石炭纪或二迭纪就发生了 图

。

印中次大陆
。

晚古生代这个次大陆位于

上述两个带以东
,

包括大部分印度支那半岛
、

加里俊丹
、

其他陆架及马来半岛的东部
。

上

面已经提到
, 马来半岛及泰国中部二迭纪植

物群是相似的
。

最近米奇尔 增补了晚

古生代和二迭纪马来半岛东部和西部间存在

一个洋盆的若干证据
。

赋存有石炭纪一二迭

纪和三迭绝钙碱性火山岩及花岗岩的活动边
‘

撒显然是围绕整个印中地块的
。

它们的碎块
犷平赞甲些甲叱份份二竺 ”望了丁

卜‘

二尸山厂
’

岌 笙工卜

保存在马来半岛东部
、

老挝 北 部
、

越 南中

部
、

加里曼丹西北部
、

柬埔寨东部
。

斑岩铜

矿
、

脉状铅和锡矿床赋存于南缘
,

而主要的

夕卡岩型铁矛 铜
、

铅矿床则赋存在这个地块
户钓西北缘和东缘

、 、 , 、

, 。

在泥盆纪那些边缘 大概 是不

活动的
。

在越南中部上奥陶一志留纪岩组中
‘
有一些钙碱性火山岩 , 而在 昆 篙 地 区巳知

有志留纪 花岗岩
一

花 岗 闪长岩基岩
。

二
今

在东南亚显生宙历史上可以划分出某些

演变方向明显的漫长时期
。

至少从中古生代
到早中生代这个地区是个以陆块解体为主的

时期
。

这个时期占优势的大洋型盘地的扩
‘

展

和断裂作用导致大洋型和过渡型地壳的广泛

分布
。

在中生代 自晚三迭纪以来 则以反

向演变为主
。

这个时期由于大陆块的消亡作
用

、

结合和碰撞以陆壳增生和固结为特征
。

从中生代末以来大陆解休又重新开始
,

而在

新生代则可观察到过渡性地壳演变加快的现

象
。

在每个时期中无凝存在反向演变的局部

地区
,

但上述主要演变趋向则是清楚可见的
。

各个时期的成矿带沿岩石圈板块的边界

分布
,

并与活动的陆缘相关
。

在陆缘带的某

些地区可以确定这样的横向成矿分带 外带

是亲铜矿床
、 、 、 ,与优势

,

而内带则以亲岩矿床
、 、 。 为主

。

可是
,

这种分带性是极其一般的 大概是理

论上的 , 而且正如研究东南亚演变 史所 人

明的那样
, 这种分带性在某些时期中很少是

终始如一的
。

对上述列举草图 图 名 度 即使只是

肤浅的了解也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

即过

渡型地壳为主的解休时期首先以形成亲铜犷

床为特征 , 而大陆壳团结和增生时期的特征

则是形成亲岩矿床
。

正是上述各时期脉动的

构造演变造成了丰富多样的东南亚成矿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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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和 极均在对称山脊或山谷范围

内时则
尹 二 。 ,

式中 为地形坡角
。

以规则的山谷地形为例
,

由表及图 可

见
,

线源获得的二度地形 曲线如用 了 夕

正后
, 则十分接近点源曲线

。

可见经过这种

校正 ,

线电源场就接近于点源场
,

减小地形改正误差
。

在野外工作时

无疑地会
, 、

】不 丁

能直接使用点源场地形进行地改时
,

若将线

源场作 尹的校正将更 接 近 实际情

况
。

其偏差可以小于 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