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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时域激电法电化学异常场的时间谱

—兼论利 用衰减 曲 线评价异常问题

傅良魁 史元盛

前 言

近年来国内外都在研究 不 同 断 电时间

和不同供电时间 的激电异常规律

异常场的时间谱
,

试图提高方法的伐矿

效果
,

寻求评价异常或 “ 区分矿与非矿 ” 的

可能性
。

我国有些单位在这方面 已获得了有

意义的成果
。

本文系统地介绍我们所取得的

实验结果
,

初步总结出某些 规 律
。

限 于篇

幅
,

实验规律的物理
、

化学解释
,

对其他单

位研究成果的评述从略
。

已往的研究概况

已往国内外在研究岩矿石的激发极化性

质时
,

几乎都是在测量 电极与待测标本相接

触的条件下进行的
。

试图利用这种条件下获

得的 电化学物理场的时间谱或激 电场时间特

性的某些规律来评价激电异常
,

例如
,

利用

△ 的充
、

放电曲线性质便属此类
,

并在特

定条件下总结出了以下一些经验公式

△ △ 。 一 丈 ,

△
一 ’ 一

日
一 ’

△

二 , ,△△

“ 坛黔豁篆架攀
式中

, △ 。为 时的最大二次极 化电位

差仇 , △ ,

为不同 值 条件下 二

时的 八 了江
、 。 、

日
、 、 、 、

等均为

反映放电快慢的时间常数
。

上述公式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取得过一

定效果
,

但由于不具普遍性而未获得广泛应
用

,

其原因在于将利用时间特性区分 “矿与

非矿 ” 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

以致在实际找

矿中
,

失败的例子往往多于成功的例子
。

如

广东省物探队曾在一些 已知矿体和矿化带

试验观测了在长直流脉冲 二 分 激乡
下

,

断电 秒后 △ 的衰减 曲线
,

训

算了在特定时间间段上二次场的衰减速度
,

结果发现
,

在同一类岩矿上其值变化范围很

大 , 而在不同类型的岩矿上
,

衰减速度值的

变化范围彼此重叠
。

再如利用 △ 衰减曲线

半衰时大小的方法找寻地下水
,

在陕西省成

功的例子较多
,

而在内蒙则相反
。

因此
,

直

接简单地根据二次场的衰减速度评价引起激

电异常的地质背景或极化源性质 如物质成

分
,

是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

我们的研究
工作表明

,

不能将简单的一维条件下 测量

电极均与极化体接触的标本 测 量 和 露头测

量 所获得的二次场时间特性规律
,

直接简

单地运用到三维空间寻找地下矿产的实际条

件 测量 电极不与极化源接触
。

因为在一

维条件下
,

影响激电场时间特性的主要因素
是岩矿的物质成分及其结构

,

而在三维条件

下
,

决定激电场特性的因素则很多
,

规律相

当复杂
,

其中某些因素对激 电场时间特性的

影响很大
,

甚至超过了极化体本身物质成分

和结构的影响
。

一些实验研究结果和规律

我们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

当极化体埋在

地下时
,

对激 电异常时间特性有明显影响的

因素至少有
一

卜多个
。

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尹

矿休因素 环境因素
人为因素

。

我们认为
,

只有全面
、

正确地认识和掌

握这些影响因素的规律
,

才有可能有效地利

用它们进行异常评价
。

为了揭示极化体电化

学异常场的时间潜规律
,

就 目前的科学水平

看
,

单纯利用数学物理解析方 法 是 很 不够

的
,

还必须充分利用模型实验研究方法
。

为

了使所得到的时间谱规律与矿体在自然界中

所存在的三维空间条件相对应
,

我们的实验

研究主要是在大水槽 容 积 为
, 中进行

,

个别实验是在 二 维条 件

下的薄水盘中进行
。

测量一般采 用 中 梯 装

置
,

仪器主要是光点示波仪和 一 型激

电仪
。

时域范围是 二 一 秒
, 二

秒
。

现将部分研究结果简介如下
。

一 矿体因素对激 电异常场衰减

曲线特征的影响

极化体物质成分的影响 在其他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

,

极化体物质成分不同
,

其放

电曲线也不同
。

在异常极大点上
,

主要表现

在放电曲线的下降速度不同 图
。

从慢
到快的次序是 铁 , 铅 , 铜 , 石墨

。

然而这

种放电速度的不同
,

可以由于极化体尺度的

不同而出现重叠现象
。

如图 的曲线 虚

线
,

虽然这是由浸染状石墨块形成的 ,

但

其二次激电场的放电曲线特征基本上与小尺

度的铜质极化休情况一致
。

因为
,

虽然图

显示出按 △ 曲线下降速度 有区 分物质

成分的可能性
,

但图 的实验结果又表明
,

孤立地根据放电曲线的下降情况判定物质成

分是困难的
。

极化体 南质结 构 的影响 对体极化情
况而言

,

极化体中的颗粒形状对二次场放 电

曲线特征有明显影响
。

如极化单元的形状为

柱状时
,

则其规律是 当极化场平行其走向

时
,

放电曲线下降速度较慢
,

当极化场垂直

柱状体走向时
,

放电曲线的下降 速 度 则 较

快
。

这一规律既可以由体极化体情况获得
,

也可由面极化体情况获得 这可视为休极化

体中单个极化单元尺司
‘

的放大情况
,

如图

所示
,

曲线 和 是长
、

高
、

宽 的纯水平 石墨柱 体 的 情 况 ,

曲线 和 是长
、

宽
、

厚

水平铜板的情况
,

实验结果清楚表明了上述

规律
。

当地下面极化体为非等轴状或体极化

体中极化颗粒为非对称状时
,

极化体的放电

曲线随供电方向的不同而有不同 的 衰 减 特

征
。

因此
,

在实际工作中
,

即使对其他矿产
地质条件都已掌握

,

而对面极化体的形状或

体极化体中颗粒结构还不了解
,

便不易有效

地利用放电曲线特征来评价异常源的背景
。

极化体产状的影响 图 给出了在不

同产状的模型上测得的二次激电场归一化放

八讥
乙 , 毛 ,

、 口又万》

协钱︺
、、

’声’

图 在体积相同
、

物质成分不 同的水平柱状

极化体上二次激电场的归一化放 电曲线
二 , 二 , ,

矿顶 , 柱长 二 , 半径 。“

图 在水平石墨柱状体和水平铜板上用不同

供电方向测得的二次场归一化放 电曲线
二 , 二 , 二 ,

秒
, 二



电曲线
。

它们是在三维空间的大水槽中

铜板上测得的
。

乒萝
, ,

△ 盆

乙

占
,

口
、血已人恤,、曰几‘、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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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

二 粉 ,

秒

图 在大小不同的铜质模型上激电场归

一化的放电曲线
二 一 秒 , , , ,

, 一 薄水摘体积

图 不同产状极化体上测得的二次激电

场归一化放 电曲线

人 , , , 功 ,

, 二 多 厚 ”
, , ,

⋯
之

邓朋

图中各曲线表明
,

在不同物质成分的极

化体上
,

放电曲线的下降速度均随极化体倾

角的变缓而减小
。

虽然是同一种物质成分的

极化体
,

如果产状不同
,

二次场放电速度的

快慢也大不相同
。

其规律是 极化体产状从
水平 , 倾斜 , 直立时

,

二次场放电速度从慢

, 较快 、最快
。

极化体 大小 的影响 当物质成分和其
他条件相同时

,

极化体大小不同
,

对二次激
电场衰减曲线的下降速度有显著影响

。

如图

所示
,

在大小不同的极化体上 大铜板
, , 圆铜饼 厚

、

半径
二 , 小铜片 欠 浸染 伏

小石墨块 。 , ,

二次场的衰 减速度

明显不同
。

规律是 当极化体的尺 寸从小逐

渐变大时
,

二次激电场的衰减速度相应地从

大变小
。

极化体理藏深度 的影响 为明确极化

体埋藏深度对二次激电场衰减曲线特征的影

响
,

这里给出在大水槽中水平石墨块
,

上的观测结果 图
。

极化 体埋

藏深度允岁向放电曲线下降速度的规律是 随

着极化体埋藏深度的增大
,

二次激电场的放
电速度相应变大 尤其在埋藏深度较小时

,

这种影响表现得格外明显
。

而当埋深相当大
时

,

地表面影响二次电流放电速度的作用渐

渐变弱 , 下降速度趋于极限 其 他 条 件不

变
。

极化体导 电性和极化作用不均匀的影
响 上述各实验结果都是在均匀导电的极化

体情况取得的
,

如果极化体的导 电性不均匀

自然条件下是常见的
,

放电曲线的形态

特征将复杂化
。

在一个极化作用和导电性都
, 么

乙 芝‘

△ 杯 匀

性

·

。 ,

卜布二二二亩二端了二二瑞
图 在水平石墨块上改变极化体深度的

实验结果
二 , 二 二 秒 ,

一 、 、 、 平



不均匀的石墨水平圆柱体 走向长
、

半
径 的 中央 卜方 将观测到图

中所示的放电曲线
,

不仅在放电速度上与均

匀极化的情况明显不同
,

而且形态上也全然
不一杯 开始为很强的正值

,

并很快下降
,

大约在 士 秒时 △ 二 ,

以后由于 方向

的改变 △ 变为负值
,

并大约在 。秒时

出现负极值
,

了及后慢慢趋于零
。 一

友明在一定

条件下二次激电场的 录值和方向随 改变
。

亡 、

八 口如

八乙 ,

之。 砂

肋,皿沙。

图 在一个导电性和极化作用不均匀的

石墨质水平圆柱体上测得的二次激

电场放 电曲线
, , 往体走向与 平行

,

并

在 的中部下方 , , 秒 , ,

水平石 墨圆柱 泥

图 在有高阻屏蔽层作用的水平石墨柱

上二 次激电场魄归一化放 电曲线
, , ” , ” 秒 ,

, 测点在柱顶上 一围岩均匀沼一上部有高

阻屏蔽
,

油毡 、 一旁侧有商阻屏蔽
,

玻

瑞

二 环境因素对二次激电场衰减曲

线特征的影响

围岩极化作用的影响 以上所给实验

结果均是在围岩极化很弱的情况下获得的
。

如果围岩具有较明显的极化作用 ” 背景值

较高的地区
,

则由于极化体与围岩极化作用

相叠加
,

也将使放电曲线的形态复杂化
。

具

体情况由测点处极化休和围岩两者极化作用

的强弱和各自的放电速度以及二次场方向等

所决定
。

为简单起见
,

实验结果未列入
。

围岩导电性 及极化作 用 不 均 匀 的影

响 图 中给出了三条归一化放电曲线
,

是

在截面呈矩形的水平石墨柱体上 大小为
、 。 与走向垂直 观测的

。

该结

果说明
,

围岩导电性不 均 匀 或 极化体附近

上项或旁侧 有导电性不好 的 高 阻 岩层

时
,

不仅使二次场的量值显著减小
,

而且还

使二次激电场的放电速度发生明显变化 当

前是使曲线下降变快
,

并且
,

屏蔽层面积

越大
,

放 电曲线下降速度越大 相 对均匀情

况
。

温度影响 、 围岩和极化休处于不同

温度的环境时
,

二次激电场 的 放 电 速度不

相同
。

图 所示是在小薄水盘巾石 墨 块

上测得的 曲 线
。

结果 表 明
,

极化体所处的温度环境对 八 放电速度

影响的规律是 随着温度
“

的升高
,

放电

速度加快
。

这可能是电化学 活 动 性 的增强

八 ,

八

落 ’

·

。‘

介
刁 ’ 一 书

一

七

而一

二二二二有气喻击赫

图 温度对二次激电场放 电曲线下降逮

度影响的归一化曲线
, ‘ , 二 , 二 秒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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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

电化学反应和离子迁移 速 度 加 快 所造

成
。

对比其他因素看
,

这种影响较小些
,

特

别在金属矿区找寻不太深的矿体时
,

由于地

表与矿体处的温差不太大
,

故此种影响不会

太强烈
。

但在开发和寻找地热资源时
,

则需

要特别注意
。

围岩 电阻 率大小 及其物 质 成 分 的影

响 围岩的物质成分和电阻率对放电曲线是

有影响的
。

为了明确此种影响
,

我们在水盘

中的二度水平石墨柱体上进行了观测
,

实验

结果列于图
。

由图可见
,

在这种具体条件

下 , 二次场在放电初期 秒 高 阻围

岩放电慢
,

低阻的盐溶液放电快 , 而在放电

后期 秒
,

情况 则相反
。

表明了围

岩的物质成分和电阻率对二次场放电曲线不

仅有影响
,

而且较复杂
,

实际工作中应予注

意
。

叭 , ,

, 老

勺护

二’

、可两

奋 之 卫。 之 石 月、

图 在水平石墨住体上方地面不平时二

次激 电场的归一化放 电曲线
二 , , , 二 秒 ,

水平石里柱的截面积 观侧点

柱顶 , 处

。

组合机化体对二次场放 电 曲 线 的 影
响 当地下有多个极化体时

,

其迭加二次场

的放电曲线就更为复杂
。

不仅在放电速度上

可以相差悬殊
,

而且还可以出现各种复杂形
态的放电曲线

。

图 中给出了在大小和埋深

均不同的两个石墨板模型上测得的二次场放
电曲线

。

测点位于水平模型的正上方
,

直立

卜奋

叫

图 围岩物质成分和 电阻率对二次激 电

场放 电特性影响的归一化衰减曲线
, 二 , , 秒

地形起 伏 的影响 当极化体上方地表

面不平时
, △ 的衰减 速 度 不 同 地面上

各测点的放电特征也均较水平 地 表井青况公

杂
。

我们给出了在薄水槽 中 测 得 的结果

图
。

从图可看出
,

当测点位于极化体

上方并且极化体顶端深度相周时
,

山谷地形

的放电速度较水平地表情况快
,

而在山脊地

形条件下
, △ 的衰减速度较水平地表情况

慢
。

地形起伏越强烈
,

这种地形影响作用越

明显
。

图 在两个大小不 同的纯石墨模型上测得

的二次场 电位差 △ 放 电 曲线
小水盘实验曲线

对称四极装置 ,

二 , 秒 , 水平模型 纯 石 里 板
,

丫 , , 直立模型 纯石 里

板
, 口 , 二 口



模型置于其附近
。

当仅有水平模型时
,

处的 二次场电位差为负了
’。 即

一

与一次场电位

盯符号相反
, 测得放电曲线为 仁升形

。

由

于大而浅的极化体的二次场放电较慢
,

小而

深的极化体的二次场放电较快
,

当两个模型

同时存在时
,

实测的放电曲线为两条曲线场

值迭加的代数和
。

由图 可见
,

放电曲线的

形状比较复杂
,

先负后正
,

最后趋于零
。

应当指出
,

组合极化体的情况
,

放电曲

线可以有各式各样形状
。

除 有 先 负 后正形

外
,

还可以有先正后负形 傅良魁 《 电法

勘探若干问题
,

年
。

三 人为因素对二次激电场衰减

曲线的影响

充 电时 间的影响 充电时间的影响多

年来许多研究者都早已注意到
。

图 是在大

水槽中石墨块 父 用不同

供电时间测得的结果 垂 直 极 化 体 走

向
。

其规律是 随供电时间 的增大
,

放

电曲线速度逐渐变慢
,

对 位相差较大的放

电曲线而言
,

放电速度也相差悬殊
,

对大时

间常数的极化体情况
,

供电时 间 虽 已 很长
分钟

,

但二次激电场的衰减速度还未

达极限状态
。

这里强调指出 充 电时 间不 同
,

不仅可

引起放 电曲线下 降速度的变化
, 而且还 能引

、八叱

,妇。心,币书湘训书

图 水平石墨板旁侧 二 瓜 一点放

电曲线形状随 的变化图
二 , , , 五二

吞 尺

图 在石墨块上用不同供电时间测得的归

一化放 电曲线
二 , “ , , ,

二

起放 电 曲线形状 的 变化
。

例如 ,

图 是测点

位置在石墨块 边侧外边

测得的
。

随着供电时间 由小到大的变化
,

放电曲线的形状也相应地发生明显变化
。

秒时
, △ 曲线为 简单的正

值衰减曲线 ,

当 二 秒和 秒以及 秒时
, △

曲线形状复杂化
,

随 由小到大 ,
曲线从正

值开始很快下降到零
,

以后变为负值
,

最终

又慢慢地趋于零值
。

当 秒和更大时
, △ 曲线全为

负值
,

不但量值逐渐增大
,

而且负极小点位

置也相应地向 值更小的一边移动
。

实验结果充分表明
,

二次激电场的量值

大小和方向随 变化是一种活性场
。

指出随

着充 电时间的 变化
,

二次激 电场 的 变向点或

△ 二 点的位置逐渐 移动 的活 动性规

律
。

应当指出
,

放电曲线的形状随 的变化

而变化
,

不仅有如图 勺形状
,

而且还有 与

其恰好相反的形状
,

例如
,

在大水 平铜板旁

侧便有这种现象
。

不仅如此
,

而且在极化体

旁侧的放电曲线随 的改变还有更复 杂的形

态
。

实验还表明
,

放电曲线形态随 的变化

特征七极化体表而的物质成 分 如 氧 化 程

度
、

气泡
、

杂质等 有密切关系
,

它可以使

放电曲线形态发生相反的变化
。

电极距 大小 的影响 改变对称四极测

深装置 中点在极化休顶部 的 供 电电

极距 的大小和改变中梯装遇 中 从也



八

八 、
, 一

极化体端部内侧 的二次 激电 场归一

化放电曲线
一

实验
。

可以看出
,

随着测 气

向极化体端部或外侧移动
,

二次场放电 勤炙

明显增大
,

即 △ 值 不是按 等比 例 的下

降速度衰减
。

这一规律对激电法的解释理论

很重要
。

当测点越过极化体端点

时
, △ 放电曲线的 后支出 现负值

,

进

人了下述的复杂放电区
。

入叭 一

八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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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在石墨模型上 吕 用

不同供电电极距观测的 △ 归

一化放电曲线
二 , 二 , 二 秒

。

在极化体顶上 的测量电极距 的 大小进

行了两种观测
。

图 所示的三条衰减曲线是

用不同 极距在三维空 间条件下 在石墨模

型上测得的
。

得到的规律是 随着供 电电极

距 从 小到 大 的增加 ,

放 电曲 线的下 降速

度相应地 变小
。

此外
,

实验结果还表明
, △ 衰减速度

与 的大小也有关系
,

为节 约篇幅这里没

有给出所得的实验结果
。

以上实验资料表明
,

在激电测深法中
,

应注意 和 变化时引起 △ 衰减速度

变化的有关问题
。

为此
,

过高要求测深曲线

定量解释精度是有困难的
。

浏点 位置 的影响 前面给出的实验资

料
,

都是在固定的测点处获得的
。

当沿测线

逐点观测时
,

实验结果表明
,

按二次激电场

的充
、

放电曲线性质
,

在异常地段内
,

可划

分为三个区域
,

对均匀极化体情况其特点如

下

①正向区 位于极化体顶部上方一定范

周内
,

这里二次激电场或 。的方向与初次电

流场 。的方向相同
,

异常明显
,
△ 为正

值
,

放电曲线单调
一

下降
,

但名点的放电速度

并不相同
。

在图巧中给出了在大水槽中水平

石墨板 上
,

从 测

点在极化体中心上方 到 二 测点在

秒

图 从极化体中央到端部附近二 次激电

场归一化放 电曲线
二 , , 五 ,

二 一 , 秒

②变向区 在研究二次激电场的放电特

性过程 中
,

我们发现了一个变向区
,

该区一

般在极化体两端附近
, △ 值 从正值接

近零以及变为负值 不同极化体情况可以相

反
,

区域的范围很窄
, △ 的异 常值

也较小
。

对一定 值的 △ 而
一

言
,

其放电过

程如图 所示
。

△ 值 可 以 改 变符号 由

正变到负
,

在变向区内的二次极化电流 的

方向
,

在放电过程中 充电过程也如此 是
改变的 主剖面内发生方向相反的变化

,

使变向区附近的充
、

放电曲线出现各种各样
的复杂形态

,

放电曲线除从正到负和从负到

正外
,

还有阶梯形
、

单峰形
、

双峰形等等
。

在变向区内观测某一特定 值的 △ 的

大小
,

其价值不如记录完整的充
、

放电曲线

意义更大
。

这种变向区的存在
,

更充分表现

了极化体 电化 学场 的复杂性
。

③反向区 本区位于变向 区 的 外 侧
,

△ 均为负值
,

即二次极化电流 的方



入龟《 , 有关结论
,

均可类推到频率域
,

即在 自然条

件下测得的交流激电场 振幅
、

相位
、

虚分

量
、

实分量 的频率特性曲 线 的 形 态特征

如升
、

降的快慢或极值点出 现 的 早
、

晚

等 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

所以用它们来

评价异常也同样必须慎重从事
。

为节约篇幅

起见
,

这里就不再给出频率 域 的 实 验结果

了
。

功功“

, 己

结论与建议

理又色渔亡创口 与。 ‘。
,

魂 丫 七

二卜了低

图 水平石墨板上
, 二 。

区段内△ 放电曲线
形状的变化图条件同图

。 , 秒为定值
、

向与 。
相反

。

异常值一般小于正向区 ,

其放
电速度也随测点向外侧移动而相应变大

,

在
图 中我们给出了在变向区外侧测点位置从

到 区域之间 △ 值均
为负值的四条归一化放电曲线 虚线

, 。

随

着测点离极化休愈远
,

放电曲线下降迅度愈

快
。

就此极化体而言
,

放 电 曲 线 可分为三

段
,

在极化体在地面的投影上方及端点外侧
的两段上

,

随着侧点离开极化体中心
, △

曲线的放电速度依次变快 , 在极化体
端点附近的一段区间内

,

放电曲线形态相当

复杂
, 可以出现各种形态

。

应当说明
,

对于物质成分相同
、

产状不

同的极化体而言
,

在相同测点上的放电曲线
特征不一样

,

甚至相反
。

同时还须指出
,

在

体极化介质的条件下
, 二次激 电场的变向现

象也存在
,

但不如面极化体的情况明显
。

以上所给出的影响二次激电场衰减曲线
,

特征的各种实验资料
,

可供在研究利用二次

激 电场放卑曲线评价异常时参考
,

避免由于

将这一问题看得过于简单
,

致使在实践中得

不到预期效果
。

最后说明
,

虽然我们只讨论了直流激电

效应的时间特性问题
,

但由于直流激电的时
间特性与交流激电的频率特性在本质上是一
致的

,

在数学上有互相联系的等效关系
,

可

以互相换算 , 因此 , 前面对时间域的讨论及

决定矿休激电异常值衰减快慢或放电

曲线下降速度或曲线形态的因素很多
,

为了

在实际找矿中评价异常
,

所建立的函数式必

须反映或包含所有这些因素
,

还要求在实践

中正确地运用
。 ’

单纯依靠 △ 衰减的快慢来

评价异常是困难的 , 只在特殊条件下才有可

能
。

不能仿照国外将只局限在一维条件下对

矿石标本所进行的研究结果
,

就用于野外实
际的三维情况下来评价激电异常

。

一维和三

维的场的研究均应重视
,

但应各有不同的目

标
,‘

其间不具有简单的代替关系
。

矿体电化学物理场无论量值大小和空

间分布形态都随时间变 化
,

不 是 静止不变

的
。

即使对一定的 而言 如 , 的饱和

情况
,

由于空间各点激电异常值的衰减速

度不等
, 即在断电后

,

各 测 点 的 或
△ 值也不是同步地减小

,

而是有快有慢
,

因此
,

用不同 观测的 △ 剖面曲线仍有不

同的特征
,

为了严格地解决反演问题
,

不应

采用同样的不包含时间思素在内的定性
、

定

量解释方法
,

否则只能是极粗略的
,

甚至有
时会是错误的

。

所以根据目前国内仪器
、

技

术条件以及理论水平的现状来看
,

不能过高

地要求激电资料定量解释的精度
,

作到半定

量就算可以了
。

当然
,

严格的正
、

反演问题

的研究工作
,

还应当继续进行
。

矿体两侧有二次极化电流变向区的存
在

。

我们认为这是 由于二次激电异常场是由

放电速度不同的多种 电化 学 作 用 综合形成

的
。

在变向区及其附近地段
,

放电曲线的形

态相当复杂
,

可使 △ 值和 衰 减 曲 线随着
、

发生变化
,

既可以使 △ 由正变到负
,

也可使 △ 由负变正
,

还可有其他形式
。

所以在野外工作中不能认为一出现 △

改变符号就肯定是干扰
,

要求观测者能客观



地
、

高质量
、

高效率地进行测量 尤其在矿

体埋藏浅或在井中或坑道中 作激电观侧时

更应如此
。

建议野外操作规程应作适当的修

改
。

对异常区内的观测质量标准和评价质量

的方法应有洽当的规定
。

在 仪 器 时 控系统
对

、

值精度不高和矿体极化条件有变化

的情况下
,

可将相对误差的标准放宽
,

‘

否则

建议采用平均绝对误差的评定标准 对华一 “ 、 了 ‘ ‘ 一
, “

‘ ’

卜 护 ’ ‘
’ ’ ‘

协 、 ‘ ’

及 ”分别定出不同的数值
。

极化体表面的物质成分或固相与液相

相接触的物质成分对激电异常的量值大小和

充
、

放电曲线形状有极大的影响
,

使按放电

曲线评价产生激电异常的地质目标 尤其是
物质成分 变得更为艰自

。

各种极化介质激电异常电化学活动性

的规律有进一步继续深 人
、

全 面 研究的必

要
,

这对找矿和评价异常都可能带来良好的

前景
。

鞍山区重力勘探地质效果及对某些问题的讨论
鞍钢地质勘探公 司 潘勇飞

前 言

解放初期
,

在鞍山磁异常的基础上曾作

了少量面积性的重力工作
,

得出的结论是
基岩地形起伏可引起重力异常 , 在鞍山平原

池围内没有较大的弱磁性的和 非 磁 性 的矿

体 , 根据对李三台子的重
、

磁剖面进行矿体
埋深计算

,

求得埋深为 米
,

这

米的深度差解释为鞍山式铁矿的氧化带
。

年开始为在鞍山区寻找风化壳型富

铁矿
,

作了将近 平方公里的

米网度 的重
、

磁测量
。

目前全部

资料还没有整理完毕
,

不过根据部分重力异

常的钻探结果来看
,

其效果 还 是
,

可 以认识

的
。

现在对数据处理 、 资料整 理 和 选 取中

间层密度儿个方面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

虽

是针对鞍山区重力工作提出的
,

或许对其它

地区开展重 力工作也有参考意义
。

鞍山区重力勘探的地质效果

发现有下列几种情况的重力异常

鞍 山 式铁矿 引起 的 重
、

磁 同 现的异

常 由于鞍山式铁矿磁性强
、

密度大
,

因此

当其具有一定规模时
,

能产生重
、

磁综合异

常
,

这是在已知矿上早已实际证明的了
。

异

常的特点是在平面图上表现为布伽重力异常
等值线有明显的弯曲或自行封闭

。

重力二次

导数异常同磁异常吻合
,

并有明显的走向延

长
。

异常剖面图见图
。

有的重
、

磁异常中

心位置吻合较好
,

多数异常沿走向和倾向有

一定的位移
。

有重 力异常但 无磁异常 在鞍山平原

忍怂

一六下‘褥称污一一

图

及东部山区发现不少这类异

常
,

原来认为 异 常 可 能与

高密度
、

弱磁性或无磁性

的 风化壳型富矿有关
。

但

经钻探验证查明
,

绝大部分

是闪长 六的反映
。

认为下列

两种地质原因可能引起该类

异
‘

常

①闪长岩可引起的重力

异常
。

鞍山区所 见 的 闪 长

岩
,

磁参数测定
、

地面磁测

及钻孔三分量磁测井都证明

闪长岩并没有磁性
,

但其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