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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测冠等量线平面图

锰的分布较均匀
,
异常宽度较大

,

但锰可能

产生局部富集
。

浮土掩盖下的铁矿体或含

矿层 ,

即使是隐伏的盲矿
,

均有钡
、

锰次生

异常 见图
、 。

图 线剖面经 年

初钻探
,

深部见到了矿体
。

三
、

干扰 异常 一般情况下 钡与锰同

时出现的异常是本区的矿致异常 但是 引起

钡
、

锰异常的非矿地质因素仍然存在
,

本区

有如下几种
与热液活动有关的钡

、

锰异常一 般伴

随有铜
、

银
、

铅
、

锌等组合异常
,

如图 中

的 异常除有钡
、

锰外
,

尚有铜
、

银 组合异

常
。

某些岩脉引起的异常经 常 伴 有 钢
、

银
、

镍
、

钻异常
。

在低密度采样时往住是不

连续的孤立点
。

其他沉积层中的钡
、

锰异常只有外围

的大茅群锰矿层
、

磷块岩和炭质页 六等
。

它

们的异常组合与矿致异常 似
,

较难区分
。

异常评价时可以进行相分析
,

它们经常呈吸

附状态
。

因此
,

在找矿工作 , , ,

除 了采用钡
、

锰

为主要指示元素外
,

应测定铜
、

银
、

钻
、

镍
、

铅
、

锌等元素
,

以使区分
一

卜矿异常
。

总之
,

钡
、

锰作为石碌式铁矿的折示元

素是合适的
,

它们与成矿物质同源
,

而成矿

物质又以火山物质为主
。

但钡
、

锰的赋存状

态受后期热液及变质改造影响
,

分布是不均

匀协
。

在进行岩石地球化学洲最和 卜壤地球

化学测量时
,

应该注意 卜矿异常的七即向
,

以

提 荡伐矿效果
。

执笔者 刘汉忠
、

刘成湛

地球化学普查元素累加晕图的编制及应用效果

广 东冶 金地质勘探公 司 队 梁硬干

海南白沙一东方测区区域化探工作
,

以

米测网 , 以次生晕扫面
,

用光谱分

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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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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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脚 州
、 少以泛

、 月 、 、

分析元素既



多
,

单用常规等伯线为法毓综合平面图
,

异

常显示就十分繁杂
, 不能梢晰地表达异常分

布特征和突出找矿重点区
。

为此我们将数据

做了处理 ,

纷制了累力异常牙面圈 , 琢得良

好效果
。

编图方法如下
。

数 据 处 理 步 骤

第一 步
,

移功平 均分析
目的是 为了炎报数据

,

抑锹数据中因采

样
、

分析等偶然因素所引起的误差
,

以便更

好地反映元素的区域变化趋势和局部变化特

征
,

为累加晕元素组合的确定提供依据
,

其

具体计算方法是
计算各元素单位面积内的平均值 用

各元素的数据平面图
,

以一平方公里面积为

计算单位
,

划分成小格
,

将落入小格内的全

部数据的算术平均值置于小格巾央 图
。

在计算过程中
,

元素含量小于分析灵敏

度老
, 用分析灵敏度取代

,
大 于 分 析上限

者
, 用 倍分析士限取代

。

在 侧区 中跳空

点小格 , 用该小格相邻共边各小格之平均值

的算术平均值取代 图
。

移动平均计算 是将各该元素相邻四

个小格的平均值作第二次算术平均计算 ,

并

将其值置于四个小格中央 图
。

为了客观地反映原测区的完整性 ,

于测

区边缘小格之第二次平均值
, 用下列方法求

得
。

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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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平均分析结果图示 是采用趋势

值图表示
。

异常下限确定 按传统方法统计

各元素的背景值和标准离差
,

因经过移动平

均后
,

已消除了偶然误差
,

数据离散程度大

大降低
,

因此
,

异常下限用背景值加一倍离

差确定
。

各元素异常均按等差分成四个等级
, 如

图 中钡的趋势值异常
,

此图就可以清楚地

显示出各该元素的区域分布趋势
。

第二步
,

累加 荤异常分析
累加晕元素组合确定原则 为了使所

确定的各元素组合之累加晕
,

达到能清晰地

反映元素分布和成矿地质特征
,

显示出累加
晕与成矿作用的关系等

,

其元素组合按以下

原则确定
。

①以各元素区域分布趋势作为元素组合
确定的基础

,

将具有相同分布趋势的元素进

行累加
。

②以各已知矿点元素组合特征作为
元素组 合确定的依据

,

使之能达到区分矿种

和矿床类型
,

揭示成矿地质特征之作用
。

该区已知矿产
,

主要有铁矿
、

铜钻矿
、

铃矿三种
,

而异常主要反映了铜
、

钻矿和铅

矿之分布
。

因而累加晕元素组合主要根据铜



钻矿和铅矿之元素

组合决定
。

这两种

矿产元素组合具有

明显差异
,

铜牛』与矿

的元素组合以
、

、 ,、 、 、

为特征
,

有时

含
、 、

等

铅矿以
、 、

为特征
,

不含
。

而同一矿种
,

因矿床成因类型或

矿石类型不同
,

元

素组合亦有差异
。

其中
,

铜钻矿中
,

石碌铜矿以
、

。 、

为特征
,

武烈铜矿以
、

、 、 、 、

为特征
,

朝阳铜

矿以
、 、 、

、 、

为特

征 , 铅矿分为重晶
石

、

方解石型和石

英型两类
,

前者以

富含钡为特征
。

按 照 上 述 原

则
,

我们将元素划

分为
、 、 ,

、 、 、

、 , 、

等三个组合
。

其意

图是 用
、 、

和
、

两组

合来区分铜钻矿和

铅矿 所 引 起 的异

常 , 用
、 、

、 、

和
、

组合来表

示元素的分布特征 用
、 、 、 、

与
、 。 、

组合区分不同类型的铜矿
。

另外
, 、

是本区各种地质 体中普
遍分布的元素

,

仅是局邝分 布之 元 素
,

的趋势分布特征与上述元素关系不 密切
,

因此
,

这些元素未加入累加晕计算
。

累加晕之计算方法

①求各元素标准化价
。

渔七计纤 公式如

下
各该 元素标 准化依 ”

各该 元素林 动分析第二次平均仇一各该 厄京 川庆叭

各该 元素之 背景 班

②累加使计算
。

将各元素组合之 齐元

标准化仁别侧加求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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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石碌铁矿区域化探银趋势值
,

铅银
、

铜钻银锡锌累力碍常综合平面图

累加晕异
‘

常图示

①累加晕异常下限的确定
。

是将各元素

组合之累加值正值平均
,

做为该元素组合之

异常下限
。

②累加异常均按等差将异常分为

四级表示 图
、

图
。

累加异常图应用效果

能清晰地显示元素的分布特征
。

从图

可以看出
,

本区元素组合具有中心对称分

带特征
。

它以石碌一朝阳为中心
,

向东和向

南元素组合变化如下所示

有少数铜矿点
,

即两种矿床 并存
。

在
、

组合之赤好异常带
,

已知矿点均为铅矿
。

累加晕异常中心
,

指出了 找 矿 远 景
区

。

凡是在三级累加晕异常中心
,

均有已知

矿产存在或成矿地质条件有利
,

属一级成矿

远景区
。

用累加晕异常与
、 、

等元素
趋势值 图 结合分析

,

可能将相同矿种
、

不同矿床类型或矿石类型予以区分
。

东方 ,

铅银 ,

向 南

钢钻银杨锌
十 铅银

十 中 心 区 ,

‘ 钢枯铅扬锌 ,

句 东

铜钻 银扬锌
十 银铅

, 金波

铅银

元素组合分布特征反映了成矿地质特

征 在中心带 石碌一朝阳 即
、 、

、 、

带所出露的已知矿床均为 铜钻

矿 , 在
、 、 、 、 、

组

合之红芸岭异常带
,

已知犷点以铅矿为主
,

用累加晕异常编制区域化探综合图
,

可

清晰地反映元素分布特征和指出 成 矿 远 景
区

,

并揭示异常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

用累加

晕异常
,

对采样点距较稀的区域化探综合异

常的图示
,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

但应指
出

,

对采样点距较密的测区
,

且异常呈带状

者
,

在进行移动平均分析时所 取 用 单 位面

积
,

以小一些为好
,

否则会损失带状异常的

找矿信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