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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异常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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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概况及地球物理特征
‘ 磁 异常位于江苏省镇江市南郊 公

里处
,

构造位置处于淮阳山字型构造东翼
,

反射弧弧顶的内侧
。

出露地层主要为三迭系

一志留系
。

根据现存构造形迹分析
,

本区以

山字型构造为主
,

部分地段有新华夏系构造

复合加强
。

主要控矿构造的走向为北东东
,

地层走向与构造线一致
。

褶皱构造属于宝巢石复背斜东延部分 ,

背斜轴部为志留系地层
,

其两翼由中生界一
古生界地层组成

。 ‘ 异 常位于宝巢石背斜
构造的东南翼

、

九华山向斜地段
,

轴部为三

迭系中下统周冲村组角砾状膏盐岩溶岩层
,

产状较平缓
。

其翼部由二迭系龙潭组及栖霞

组地层组成
。

侵入岩为花岗闪长斑岩
,

呈 岩 株 状 产

出
,

、

东宽西窄
,

北深南浅
。

岩体又分为中间

相和边缘相 中间相为斑状一似斑状结构
,

基质为细粒花岗结构 , 边缘相为斑状嵌晶结

构
,

基质为球粒嵌晶
, 局部为霏细结构

。

边

缘相有时还能见到溶蚀状石英斑晶
,

说明它

生于浅成环境
。

岩体大部分都含有浸染状黄

铁矿化 , 其富集程度可达
。

‘

矿化以夕卡岩型热液多金属为主
,

矿化

带大致呈北东走向
,

断续延长 余米
,

此

外尚有夕卡岩型磁铁矿和赤铁矿矿化
,

但规

模都不大
。

各类岩石普遍出露
,

物性测定结果见表

’

不 从磁参数测定结果夹看
,

有用矿物为磁

铁矿屯含铜赤磁铁矿
,

其磁性较强
,

可形成

数于伽马的磁异常
。

其次是含矿的花岗闪长

斑岩岩体
,

可形成数百伽马的磁异常
。

利用

磁法除直接寻找磁性矿物外
,

还可用来圈定

岩体分布范围和接触带
,

起间接找矿作用
。

从电性测定结果看
,

磁铁矿和含铜赤
、

磁铁矿的充电率最强
,

视电阻率的值最低
,

具备用电法直接寻找这类矿的物性前提
。

不

岩 石

名 称

平均磁化强度
一 。

平均视电巨率 平均充电率
。 欣姆米 班秒 》

—
、

一一
毛

一
﹄八吸二吸

祖 铁 矿

含银赤
、

铁矿

⋯
山盛甘自山口,占几,二含报夕卡岩

夕 卡 岩

各类沉积岩

火 成 岩

弱 橄 性

翁徽性或无磁性

无 磁 性

含矿化的各类沉积岩
、

岩体以及夕卡岩 , 它

们的充电率值都较低
,

代表该区的激电背景
场值

。

围岩普遍黄铁矿化
,

充电串异常剖面曲
线很宽

,

形成一种干扰
,

但由于某些近矿围

岩黄铁矿化
,

使矿晕扩大 ,

对间接寻找深部

矿体却创造了有利条件
。

地质验证效果

年在 , 的面积内
,

投入

的物化探详查和地质填图工作
,

所用物探方

法有磁法
、

激电和化探 次生晕 法
。

共获

磁异常 个
,

编号
。 , 电异常 个

,

编号 。 , 化探磁常 个
,

编号 。。

其中九华山南部的 ‘ 磁异常
,

实际上是一

个规模较大的磁
、

电综合异常 图
。

对
所获物化探异常进行了仔细研究

,

经分类排

队
,

首先选定了 ‘ 异 常开展了以电法为主

要手段的综合研究
, 获得了比较完整的资料

图
。

经过对资料的深人分析
,

我们认

为 异 常有远景
,

值得验证
。

验证结果见

图 念
。

在电法推断的深部接触带上见磁铁矿

富矿 米
。

验证的依据如下
‘异常为一磁

、

电综 合 异常
,

处在

构造的复合部位
,

其成矿条件有利
。

根据对磁法资料的分析
,

磁异常为花

岗闪长斑岩所引起 , 推测深部有隐伏的接触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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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俄江市九华山 △ 局部场 和视充电率

稼合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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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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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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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系背龙群井层 浦铁矿化

古生 界并层

回
仁刃

花岗闪长斑宕

进铁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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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镇江市九华山 异常地质物化探综合剖面图

体埋深在 一 米以下
,

另外根据

深曲线尾部所反映的低阻地层也

在 一 米 以千 图
。

两种方

祛可万映的异常体的深度相近
。

总的讲
, 磁异常为花岗闪长斑

岩所引在起 ,

根据 测深资料推断

的磁性岩体埋深在 一 米 以下 ,

。

测深曲线所反映的 一 米 低电

阻层为隐伏接触带及接触带内所赋

存的多金属矿 , 异 常 为近矿围

岩矿化以及接触带内赋存的多金属

矿综合所引起 ,

隐伏在接触带内的

多金属矿是异常的主要来源
。

在异常中心布置的巧号精测剖

面上
,

用 中梯装置获得 异 常
,

其分布特征见图
,

综合测深点的

位置见 图
。

图 测 深 曲 线

为 米的前面这一段
,

曲线平直
,

反映正常背景值
。

就整

条曲线而言
,

表现 型曲线的特征
,

有两个明显的转 折 特 征 点
,

一在

米处 一在

米处
。

曲线中间的一段 。

米这一段
,

缓慢上升
,

根据

判断
,

引起 异 常的物质组分均

匀而且含量不高
。

末段曲线
。米这一段

,

斜率近于
, 曲线末端尚未达到 饱 和 ,

推

断深部有一高极化体存在
。

在 的

断面图中
,

可看出异常的规模和强

度都比较大
,

分析为富集的金属矿

体所引起
。

根据图 中
。
测 深曲线上的

特征点
,

对引起异常的地质体的顶

端埋深进行了计算
,

所依据的法则

是 转折点对 应的 距即等于

极化体顶端的埋深
。

利用曲线浅部转折点计算

浅部极化体的顶端埋深
,

得
, 顶端埋深 二 转

折点 二 米
。

在异常中心的 号剖面上
,

进行了激

电测深和电阻率测深
。

激电测深等值断面图

反映的高激发极化异常有较 大 的 规 模 图
。 利用激电测深曲线拐点估算出的极化

利用曲线深部转折点计算深部极化

体的顶端埋深
,

得
二 顶端埋深 转折点

米
。

以上计算结果同后来实际验证很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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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镇江市九华山 磁异常的视充电

率异常断面图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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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覆盖层 对应
。

米
, 视电 阻率为 欧姆米

、
无

磁性的第二层应为三迭系青龙群并层
一 。

米第三个电性层
,

视电阻率值

为 欧姆米
,

反映了深部接 触带及接 触带

内赋存的多金属矿含矿层
。

米以下的电性层 ,

其电阻 率为 。

欧姆米
、

磁化强度为 一 , 则

与花岗闪长斑岩泌二对应
。

以上推断解释后来得到钻探 工 程 的 验

证 ,

在 米 米确见磁铁矿富矿

米
,

同时在接触带上见到
、 、

及较强烈的黄铁矿化
。

首先在巧剖面 号 点提出一验 证钻
孔 ,

编号
,

首钻 即见矿
。

同 时还设

计了其他验证孔
,

位置及孔号见图
。

现将 号孔验证结 果与根据
。

测

一
门 深定量解释结果列于表 , 以资

铭不别场 川立肠

厂

一 , 石
入姆米

一

孙
毫秒

赢 ‘ 护 一 , 妇 一 户

二

毫秒

人

米

第四系浮土

三迭系青龙群井层 械

店系工玩无潭组 。。 花‘勺门长斑岩

铁矿

图 盛 俄江市丸华山 磁异常 孔旁 和

测深曲线

从图 测深曲线所反映的特征可以看

比较
。

推断结果基本上反映了实际

地质情况
。

并为后来的验证工程

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对验证孔的岩芯系统地进行
了充电率和电阻 率 测 定

,

得 知

专的
。

值较高
, 一般 为 。庵

秒
, 。

值一 般 为 欧 姆
米

。

从而得知无论是中梯装置或

是对称四极测深装置 所 获 得 的

异常以及 测深曲线尾 部 所

反映的低阻地电层
,

都是 蛋和内
岁、 ’” ‘目

一

目
’

一
’ ‘”尸 一 乙 ”

’ ‘

口

出
,

曲线呈 型 , 代表
的 层断面

。

采用原北京地质学院构制的组

合里板进行了定量计算
, 获得如下的结果

欧姆米
、

米
扩 ,, “

, 护 , ”

一

根据参数测定结果
, 三迭素青龙群并层

一

的 值在 欧姆米以内
, 岩体

丫各兀 的 值均在 。。。欧姆米以上
。

于是

可将定量计算求得的各个电性层转换成对应
的地质层位

。

从地表 米 向下
,

米的电性
层 ,

其视电阻率为蛇欧姆米
, 无磁性与第四

口米
,

砚盖层

米
, 一

三迭

系青龙群并层

米 , 兀 ,

俊入

接触带及接触带内斌存多金

属 矿

米
,

米
,

丁
一

米以下应是丫色泥

米
,

盖二迭系

龙潭组在 盆与丫乙 接触 带

上 , 即 米见

富铁矿 米
。

米见 丫色兀 , 终孔在 岩

】体中
。

外接触带上的多金属矿化以及接触带赋存的

磁铁矿富矿的综合反映
。



几 点 体 会

对已获得的某种异常
,

还须采用其他

物
、

化探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和评价
。

例如激

电异常如果辅以化探工作
,

可对激电异常提

供定性资料 , 同样
,

化探异常也必须辅以电

法工作
, 以进一步了解深部变化情况

。

对磁

异常也是如此
。

我们在 ‘ 异常上 进行了综

合电测深
,

所得资料经过定量解释不仅提供

了深部接触带的准确深度
,

而且还根据高极

化
、

低电阻率数据提供了在深部隐伏接触带

内找到其中赋存的多金属矿的可能性
。

必须首先选择位于成矿有利部位的异

常
,
用综合方法进行重点评价研究

,

优先验
证

,

一旦见矿或解决了某一地质问题 ,

对在

该区建立找矿信心
,

将起重要作用
。

物
、

化

探工作从 年开始在九华山先后进出三次
,

均未打开找矿局面
。

年第四次重上九华

山
,

通过一年的详查
,

选择了 ‘ 异常 为研

究重点
,

首钻见矿
,

树立了在该区找矿的信

心
,

为进一步深人开展 工作
,

扩 大 找 矿 效

果
,

提供了经验
。

地质填图工作是基础
, 必须紧跟物化

探的步伐
, 以便全面掌握异常的地质来源

。

过去在九华山虽做了不少物化探工作
,

但基

础地质工作做得较差
,

物化探与地质结合不

起来
。

年在九华山进行 比例尺的物

化探详查的同时
,

还用同一比例尺进行了地

质填图
。

例如在南部所 获得的 激电 异常

呈带状
,

走向北东东
,

西窄东宽
,

异常连续

性较好
,

长达 。余米
。

当时误认为整个异

常是一个来源
。

后经地质填图
, 细致观察

,

发现该异常带西段有煤系地层
,

东段异常见

强烈矿化 , 而且局部铜的含量达 到 工 业 品

位
,

最后解释西段异常为煤系地层引起
,

东

部异常为金属矿富集 所引起
,

异常带 连

成一片只是空间上的偶合
,

并非同属一体
。

所以 ,

物化探异常的解释还要参考地质填图

结果
,

作为解释的依据
。

粒玄岩岩脉的磁异常和古地磁学研究

前 言

很多人相信在印度安得拉邦卡林钠加尔

县有大量含铁石英岩
。

为了证实这里及附近

外围到底有无这类岩石
,

在此县 平方英

里范围内进行了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探测
。

结果只是在三个村庄 基斯堪拉奥巴里
、

马

克达姆普尔和曼贾姆巴里 发现了规模不大

的含铁石英岩囊状体
,

并排除了它们在地下

有延伸的可能性
。

根据磁异常走向
,

认为地

下有粒玄岩岩脉
,

错误地把粒玄岩当作了含

铁石英岩
。

作为物探工作的一部份
,

在好几个地方
的含铁石英岩和粒玄岩的露头上做了详细磁

测 图
。

本文所报道的磁异常分别位于
其中两个地方的粒玄岩岩脉上

。

需要说明的

是
,

虽然地质方面所提出的证据表明只有单

一的一条岩脉
,

但我们认为是独立的两条斜

交岩脉
。

在其他地方的磁异常所提供的资料

与地质资料是一致的
,

这里就不拟介绍了
。

对此岩脉的各种岩石还进行了古地磁学的研

究
,

结果发现有两个古地磁方向
,

对测得的

磁异常特点 , 提出了异议
,

认为这条岩脉是
在两个不同地质年代所发生的两次喷发活动

的结果
。

还有这样的可能
,

两次喷发沃动间

隔时间不长
,

箕中有一次话劫比 另一次活动

冷却得快
。

我们相信这里所提供材料是一个

很好的史例
,

证明在解决某些有争议的问题

时
,

磁测结果和古地磁研究结果彼此可以互

相补充
。

地质概况和交通位置

卡林钠加尔县部份地区的地质情况和含

铁石英岩及粒玄岩岩脉露头示于图
。

大部

份地区出露的岩石为花岗片麻岩和花岗岩
,

由一种岩石逐渐过渡到另一种岩石
。

侵人花

岗岩和片麻岩内的三条主要的粒玄岩
,

呈间

断的条带
,

绵延 几英里
。

一般呈中等粒度产

出
, 偶尔也有细粒的或粗粒的

。

具有陪色岩
的性质

。

风化后表现有暗褐色到 鲜 红 色 的

膜
。

主要组分为斜长石和斜辉石 , 次要组分

为磁铁矿
,

呈结晶程度差的或半自形结晶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