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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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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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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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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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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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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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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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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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网度 的重
、

磁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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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还没有整理完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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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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较大 二 。
。

同石英岩
、

混合

岩
、

千枚岩相比都有明显的密度差
。

当闪 长

岩具一定规模时就必然因剩余质 肚而产生一

定数量级的重力位
,

所以在闪长岩体上表现

为有重力异常而无磁异常的特点
。

实测异常

特点是 布伽异常有明显的弯曲
,

在区域场

强度降低方向凸出
。

重 力二次导数 二

米 表现为低等值线连结
,

而高等值线呈椭

圆形孤立的封闭异常
。

这是 因为闪长岩岩体

密度大
、

侵入深度不同而且不连续所致
。

已经验证由闪长岩引起的重力异常有 竹
三家峪异常

、

月明山异常
、

苗堡异常及高占

屯异常‘ 利用测定的密度及钻探控制的深度

和规模对闪长岩体进行了正演计算
,

计算结

果同实测结果吻合
,

从而更加肯定闪长岩体

确能引起较强的重力异常
、

从 钻 探 结 果看

出 闪长岩都赋存在震旦系底部的不整合面

上
。

闪长岩就是沿此构造薄弱部位侵入的
。

②第四系下面基岩隆起引起的重力异常
。

由于第四系下的基岩 灰岩
、

页岩
、

混合岩
、

千

枚岩等 相对第四系来讲是正 密 度 界 面
,

稍有隆起就可产生重力高
。

虽然我们没有直

接布置这方面的工程验证
,

但苗堡异常是有
这方面的因素的

,

在异常中心附近恰有寒武

系出露而周围则均为第四系
,

可见寒武系在

此处隆起
。

号航磁异常区的重力工作实例 图

也证明了基岩隆起确实能引 起 重 力 异

常
。

另外
,

在解释引起非矿重力异常时
,

有

人提出 “ 山形异常 ” 问题
,

但山形重力异常

一般均出现在山地
,

异常等值线同山的等高

线相似
。

对于介质均匀
、

密度为 。 的大山所引起

的异常经改正后将不再存在
,

因为重力观测

值要经过以下三项主要改正

高度改 正
,

改 正位 二 。 扮。铭八 , ’

七
一

与

中间层
、

密度 无关
。

只要 △ 准确
,

此改 正位

没有问题
。

地形改正
,

其有 呼 了
。

一 、 , 一 矛 , 十
‘ 。

△

叱 基岩起伙引起重力异常实例 之一

卜卜 」」生一 , 刁刁

中间层改正
,

其值 一 。 魂

后两项改正均同 有关
。

对同一刘而
,

如选取不同的 进行改正
,

所了浮改 正曲线彼

此平行
。

可见随 的取价不同
,

只能产生改

正过剩或改正不足的问题
,

而且由于其幅度

较小
,

不会产创明显的异常
,

迭戍 ,’ 陌详

常 ” 是因对应的山区地段不 缝山 司一 密度的

均匀介质构成
,

于是沿垂向有 三密度界而存

在
。

事实上
,

在披山已 出现 ,’上形异名亨” 的

几个地段
,

在出露的混合岩下而不是千枚岩

就是闪长岩
,

其密度都远大于混合岩的密度
。

为避免改正过剩或不足
,

关渺在于所取

的值应符合客观实际
,

所以 的取位方法

值得研究 下文再讨论
。

重力垂向二次导数的应用效果

垂向二次导数是利用布伽亚力数据
,

用

物探公司的 机手编的 “ 等问距权 系 数延

拓滤波计算程序 ” 按艾勒金斯 式计算的
。

分别算出 米
,

米
, 二

‘。“米 的三 套黔值
。

最近物探公司研究城

重力组计算了羊草庄以北 没做地改的平原

范围内 地带的二次导数
,

加在一起
,

总共

计算了将近 平方公里的 垂 句二次导数
。

采 用二次导数方法处理布伽异常不仅能

消除区域重力场的千扰
,

并能从多个异加亚

力异常中分 出单个异常
。

另外
,

如果采川不

同网格距
,

反映出不同深度的 地质构造
,

改变 伎能起到滤波作 ’月
。

从三种 不同网格

距 的 二次导数图上可明扭看出
,

小的二

次导数图上异常零乱
,

走向不明显 ,

规律性

不强
。

说明地表及浅层小的地质体的影响起

主导作用
。

随 冷网格距的增大
,

异常逐步变明显
、

整齐圆滑
,

而且有一定的走向
。

说明深部较

大的地质体的影响起主导作用
,

浅部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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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部较小的



出露与否
,

只要有一定的规模都可 引起重力

异常
。

如果对重力异常进行二次导数处理
,

还可以使异常更为突出
。

可以说重 力是找鞍

山式铁矿的一种方法
,

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

鉴于还有非矿异常 高密度的闪长岩
、

基岩

隆起
、

结晶基底起伏都能引 起 异 常 的 干

扰
,

再加上收效周期长
、

用人多
、

受地形图

资料的限制
,

所以它不是找鞍山式铁矿的多

快好省的方法
。

磁法才是找鞍山式铁矿行之有效的
、

多

快好省的方法
。

在鞍山地区目前还没有发现

引起干扰异常的磁性体
,

铁矿是唯一的一种

磁性体
。

用重力方法解决地质构造问题比用来直

接找矿更有效
,

更有意义
。

鉴于找风化壳富矿的地质依据还不够充

分
,

为找风化壳富矿用重力法扫面积带有很

大的盲目性
。

在发现磁异常的基础上
,

做些剖面性的

重力工作
,

帮助定性及定量方面的综合解释

是可以的
。

另外为了解决区域构造和矿田构

造
,

搞一些面积性的重力测量工作是必要的
。

介绍三个确定中间层密度的宏观方法

用宏观方法求得的中间层密度能比较客
观地反映出实际情况

,

它把各段的中间层密
度看成是变的

。

重 力密度剖 面法 在没有局部和区域

异常影响的地段
,

在没有人为主观因素的条

件下
,

选择高差 米
,

长 千米

的长剖面
。

在此剖面上逐点测定重力值
,

然

后用不同的密度 对剖面上各 测点的 重力观

测值进行布伽改正
,

改正公式为 一

。 △ ,

在必要时还应该进 行地形改

正
。

经改正后
,

以近于直线的重力值曲线所

对应的密度
,

作为本区的中 间 层 密 度值

图
,

对该图来讲 即为所求的

值
。

解析方法 在有局部重力异常
、

区域

重力异常
,

还有标高影响的情况下
,

用上述求

重力密度的方法效果不好
。

这时应先消除局

部和区域异常的影响
,

然后再用解析方法解

出 值
。

由图 可知
,

假设在这个密度剖面

上有
、 , 一 任意三个点

,

点 距相

同
。

每点的重力值分别由三部分组成
,

即

区域异常影响为 △ , 一 、

△ , ,

二二 二二二一
二于三二

进鄂
‘ ’

之髻石 贬离

图

△ , 。

局部异常影响为 △ , 〔 一 , 、

△
, 、

△ , 十 。

钡点高程影 句为 八 , 一 , 、

△
, 、

△ , 。

则
、 一 、

二点的重力值分别

为
△ △ , , △ , △ , ,

⋯ ⋯

八 △ , 八 ,

△ ,

⋯ ⋯

△ 一 △
, 一 八 , 一

△ , 一 ⋯ ⋯

将式子 一 并以乙 代表所得

一
的每一项则有

乙 各 , 各 , 各 ,

其中

乙 ,
△

, △ , 一

△

乙 ,
△ , △

, 一

一 ,

,
△ , , 一

一 △ ,

当点距足够小时
,

相邻三点不仅区域场

呈线性变化
,

而且局部场的变化 也 是 线 性

的
,

则乙
, , 乙

, 二 。

此时 式

变为

各 乙
,

△ ,

△ , 一 , 一

⋯ ⋯

因任意点 的重力值与 点的高程 成反

比
。

即 △
, 一 ,

称作 比例系数

也叫做高度影响系数
。

将上式代入 式 得

乙 , 一 乙 ⋯ ⋯

因布伽改正值乙 一 乙



气
一

咖
一

枯 念弋, 砚

枯勺泣叮

戈‘二戈 均 也“

。气 一七

加 一‘

十匀 一

闷灿 三

结论和建议

鞍山区的重力勘探工作已告一

段落
,

数据进一步的处理和分析研

究还在进行
。

目前只有布伽异常可以利用
,

虽然也反映出了一些构造轮廓和大

型铁矿
,

但要把很多其它方面的信
息

,

明显地全部反映出来
,

还必须

将布伽重力值进一步作数据处理
。

目前所能进行的数据处理是计算重力二

同 式比较后得出
一 。 一 。

解出 二 下
。

⋯ ⋯

饨
、

乙 可用观测值求出
。

但 不能只

用一个点的数值
,

这样误差大
,

必须利用整

个剖面上各点的结果
,

利用最小二乘法解出

一个最合适的 值
。

即求 艺 必 一 乙
, “

次导数及重力滤波
。

因为所希望要的是剩余

重力异常
,

但由于区域场的变化复杂
,

不是进

行一次区域场改正就能顺利得到
,

有时甚至

不可能
。

二次导数及重力滤波根据它的数学

原理
,

可用来消除或简化区域场的影响
,

因

此有必要利用它们来代替剩余异常
。

对于重力二次导数
,

给予不同的网格距

还可以反映出不同深度的地质构造情况
,

对

一个地区或地段应选择出最佳网格距
。

对于滤波重力值可按下列三个公式进行

计算

乏 〕沪﹄一一为最小
,

则

二

一

一

艺
·

乙 邑 。 ,

护‘一一一

二

解出得

二

乙
·

乙

, 玉 艺 ‘ 〕
二 一叫艺卿

一

万 各 艺

一 一二一
了

艺 〕
二 一

一

艺 乙
, ·

二

公 一

艺

, , 一篇一

了
叉 〕

乙
二

。 〔
”

·

‘“‘

〕 二 〔艺 〕

盆二 一 ,

各 及乙 可用图解法求出 图
。

利用布伽 改正公式计算 先进 行 外
部改正

、

纬度改正等与高度无关的改正后
,

然后可沿剖面逐点求出 “ △ △ ,

将其

代人方程
一

爪

一 △

八
一 限

毫加 米巾
,

即可求出密度值
,

这样求出的

密度有较好的代表性
。

并且还可按各点的

数值勾绘出 等值线
,

间按反映出地下高密

度体的存在和分布
。

距离

图



它们分别反映浅
、

中
、

深岩层的构造情

况
。

此外
,

还可以利用布伽异常进行趋势面

分析
,

它可以研究不同阶段和不同级次的地

质构造
。

所以鞍山区的重力资料最后应能提

交出

①重力布伽异常图

②重力二次导数图 不同网格距 的

③重力滤波异常图 相对三个深度的

④趋势血分析构造图
。

只提出一份布伽异常图是不能解决间题

的
。

要求最后能提出一个包括各区的总体的

重力
、

磁法综合解释报告
。

运 用 激 电 法 寻 找 淋 积 型 锰 矿 的 几 点 体 会

林 相 华

闽西一带
,

次生富锰矿分布广泛
,

点多

面广
,

为本省目 狩锰矿资源的主要来源
。

十多年来
,

运用激发极化法
,

在配合地

质圈定矿化范围或直接发现盲矿体方面
,

均

取得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

地 质 概 况

锰矿体主要赋存在第四系堆积层及构造

裂隙或破碎带中
。

其下伏基岩及围岩为中
、

上泥盆系至石炭一二迭 系 地 层
,

有石英砂

岩
、

石英砾岩
、

灰岩
、

页岩等
。

锰矿物可能

来源于上古生代的一套地层
。

矿体呈扁豆状
、

似层状
、

透 镜 状 或囊

状
,

形态不甚规则
。

单个矿体的走向长度一
般为几十米

,

个别可达二三百米
。

厚度和延

深变化都很大
,

从几至几十米不等
。

主要矿物有硬锰矿
、

软 锰矿 、 粉 状锰

矿
、

偏锰酸矿
、

锰土
、

黑锌锰矿
、

铅硬锰矿

等
。

矿石类型以硬锰矿和软锰矿混合类型为

主
,

也有以粉状锰矿和锰土为主的矿石
,

还

有以软锰矿为主
,

伴有硬锰矿和水锰矿的矿

石
。

矿体埋藏不深
,

由于形 态复杂
,

规模小

而分散
,

大多数均隐伏在第四系堆积物较厚

的地段
。

采用激电法普查找矿
,

是寻找这种

类型盲矿体的一种有效方法
。

极化率参数测定与激发极化异常分析

用 一 型 仪器测定了标本极化率

衰减值
。

测定结果表明 本省锰矿或含锰矿

石都具有高极化率的特性
,

其 刀 值 在
了。 之间

,

一般为 左右
。

不含锰的第四

纪黄土
、

碎屑堆积层的
、

位小于
。

无黄

铁矿化的石英砂岩
、

石英砾岩和页岩的 ”值

小于
。

灰岩的月。

了,‘ 一般小于 乙 栖霞灰

岩 的极化率稍高
,

含碳质 ,戈黄铁矿的灰岩
,

极化率可达
,

形戍干扰
。

在同样条件下还测定了采自广东
、

湖南

的零星的偏锰酸和碳酸锰矿石标本
,

对比分

析所得结果可以看出

福建省锰矿石标 二术 的 极 化率强

度
,

随锰矿物含量的增高 目估含从 而增

大
。

氧化锰的极化率比碳酸锰的极化

率大
,

放电性能好的氧化锰 即所谓放电锰

矿 极化率最强
。

因此
,

锰矿的电化学卞巨是

引起异常的主要原因
。

氧化锰极化率衰减缓慢
,

而 含碳

灰岩或石英砂岩
、

页岩等极化率在早期衰减

甚快
。

供电时间 长的 分 比供 匕时 ,」」

短 秒 的极化率强度大
,

衰 减 也 较 为缓

慢
。

极化率强度与供电电压 也就足

供电电流 的关系不大
。

只要能产生足够的

激发场即可 图
。

几 个 实 例

在已知矿点上进行激电法工作
,

可以圈出已知矿体的延伸部份或发现附近盲

矿的范围 图
。

当浅部矿体正在开采
,

深部矿体只有个别钻孔控制时
,

川激 电法普
查扫面积

,

能清晰地圈出深部 盲 矿 体 的范

围
。

在普查阶段
,

根据激电法异常
,

可以有效地发现盲矿体
。

图 为一个未知区
,

‘

地表只见零星坡积

锰矿物
。

从地质地貌看
,

次生淋滤富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