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样热释汞重复侧定合格率统计表

矿矿区及剖面面 室 内重复测测 野外重复采采 合格的样样 不 合格的的 合格率率 检查量量 加热沮度度 备 注注

定定定样品个数数 样测定个数数 品个数数 样品个数数 《让
百分比比 ‘亡

某某铜矿 剖剖 样品

某某悯矿 剖剖 样品

某某铜矿 剖剖 样品一 卜

某某铜矿 剖剖 样品 「

某某铅锌矿 剖剖 样品 《

某某铁多金属矿 剖剖 样品 一日日

某某铅锌矿 剖剖剖剖 样品 生

某某铅锌矿 剖剖剖剖 未加工样样

某某铁多金属矿 剖剖剖剖 样品 ,

取样方法及要求 一般用小镐采土样
,

深

度 》
。

当地表干扰严重时 如深耕作层
、

撤

过农药的水田
,

则应用麻花钻取样
,

一般取样

深 视干扰情况而定
。

加热抽气时间 一

分钟
。

土样中禁忌混入杂草
、

树根
、

岩 矿 石碎

屑等
。

土样经晒干
、

加工
,

过 目筛为宜 但作

为及时提供的普查资料
,

利用晒干 或烘干 而

未经加工过筛的土样热释即可
。

热释温度误差《 士 ℃ 味
。

加热抽气时间误差《 巧秒 ‘
。

样品重量误差《 试样重量要求取决于

测汞仪的量程
。

此项试验工作的野外作业和室内仪器测定
,

是由江苏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队一分队气测组

陈学俊等同志完成 工作中又得到孙祥利
、

金浚
、

淮顺德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

谨此致讯

用因子得分集中化探找矿信息

云南省地质局物探队 阮文斌

以化探为手段寻找某些矿种时
,

往往并不直

接利用成矿元素
,

而要选用一些间接元素作指示
,

研究这些元素的组合特征
、

异常与矿的空间关系

等
,

同时要注意发挥不同元素的不同指示作用
。

显然
,

分别说明这些化探异常的指示作用是困难

的
,

要清晰地表示它们就更困难了
。

因此
,

寻求一

个指示找矿的综合变量是十分必要的
。

因子分析
,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适当方法
,

现简述于后
。

因子分析
,

是将 个变量
,

⋯⋯

表示成一组因子 , , ,

⋯⋯凡
, , ,

⋯⋯

的线性组合
,

即
, , ‘ ⋯⋯ , , 厂用 ,

, , ,

⋯⋯

也就是说
,

可以用较少的因子数去简化较多的变

量数
,

达到降维的 目的
。

反过来
,

因子分析也可

将因子表示成各变量的线性组合
。

诚然
,

由于变

量数 大于因子数
,

因而这一问题只能在最小

二乘意义下得出因子的估计式
。

主因子解的因子

估计式为
二 甲一 月

产

式中 为因子载荷矩阵
,

附 才 月
,

为标准化

了的数据矩阵
。

利用上式可以算出每个样品在 个因子上的

得分
。

由于因子分析结果中某一因子可能近似地

代表了某一地质作用的过程
,

那么
,

选定合适的

因子估计值就可以作为指示某一成矿作用的综合

变量
,

从而集中化探找矿信息
,

清晰地表示矿与

异常的关系
,

指导化探找矿
。

正是根据以上想法
,

我们选择 了某菱铁矿区

化探的实例进行了试验
。



不易被发现 的低缓异常出现在矿体两旁
、

、

等异常出现在离矿体较远的外围
。

表

序 特 征 值 爪计百分 比

,‘甘︸七一七,,二︸台

丧

荞
图 某英铁犷矿体周口五种

元索的旅合异常圈

除 为岩石侧 结果外
,

其他元素

均为土城侧 , 结果

某菱铁矿床产于前展旦系昆阳群大龙口组灰

岩中
,

矿体部分地裸姆于地表
,

属沉积改 造 类

型
。

该区 地球化学土壤测量 除外 和

岩石侧 的结果表明
, , , , ,

五个元素的异常
,

均对矿体有指示作用
。

将五

种元素的异常绘于图
,

即为综合异常图
。

上述

五种元素外
,

尚有 的点异常
,

因较弱
,

在图中

未予反映
。

乍看起来
,

图 中各种元素异常杂乱

无章
,

似无规律可寻
,

特别是干扰异常存在时 实

际大 存在
,

更难识别真伪 但稍作分析
,

即

可大致归纳
,

理出眉目
。

作者的认识是 异常

与矿体在空间位置上关系密切
,

但异常面积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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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经分块平均
,

得到几百组数据
,

我

们选取了
、 、 、 、 ‘

、

六个变量

作了 型因子分析
。

计算后得到的特征值
,

列于

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

取三个因子已够用
,

其

信息已占全部数据的
。

求得的主因子解见表
,

经方差极大旋转后

的因子载荷见表
。

依表 的数据作出了因子载

荷图 图
、 、 。

现在的问题是选择一个

合适的因子得分
。

从表 主因子解结合地质情况

可以作出这样的分析 六个元素主要有两种组合
,

一是
、 、 、 、

组合
,

它们主要是热

液活动的反映 二是
、

组合
,

他们反映了

铁矿沉移哟地质过程
。

显然
,

实质上现在分析出

来的钢含量
,

应由两部分组成
。

一部分是与铁锰

沉积同时形成的铜
,

一部分是热液活动富化矿体

时带来的铜
。

如细分
,

可分为
一 , 一

和
一 一

组合
,

其中
一

组合
,

与富化铁矿

的热液活动过程关系可能更密切些
, 一 一

组合则不大密切
。

主因子解经方差极大旋转后的

因子载荷图
,

就反映得更清楚了
。

旋转后各变量

更贴近某个因子轴
,

所以各因子轴所代表的元素

组合就一 目了然了 因子主要是
一 一

组

合的反映
,

因子基本上反映了
一

组合
,

凡

因子主要与 有关
。

前已述及
,

而与矿体空间位

置关系最密切的是锰异常
,

因此我们选择了 因

子的因子得分作图 图
。

作图方法是
,

将所

有因子 的得分点在工作点上
,

统计其异常下限
,

在异常下限
·

以上者
,

勾绘出等值线
。

米

某葵铁矿因于 得
分娜位晚曰

因子得分图和综合异常图相比
,

有三个好处
。

一是全区原有的十多个异常
,

除了矿异常外
,

全

部消失
。

这些被筛掉的异常都是无意义的干扰异

常
,

它们或由红土引起
,

或是由与成矿过程无关

的热液活动引起
。

二是因子得分 “ 异常
,

比单纯

的锰异常范围大得多
,

更容易被发现
,

比铜等其

他异常与矿体的空间关系更明确
。

三是图面清晰
。

可 以利用上述结果来进行较大范围的成矿

预测
。

上接第 页

距回线中心 一 公里处的电班场与平面电磁波的

特性一样
,

其有近乎水平的径向分
。

在几个地方

用这种回线做场源
,

进行野外实验
,

结果在这种回

线场源的 帮助下
,

找到 了利用海军 场源测量

所没有找到的裂隙
。

, 力地形改正的最优化

一一 布拉伊思

重力测璧的地形改正要求有合适精度和密度的

地形数据
。

这种情况显然与地形的平坦程度有关
,

还与地改要求的精度有关
。

根据最优化观点
,

对于

这种计算问题曾进行过研究
,

并编好 了咬力侧站周

围的近带
、

中带和远带的计算机计算程序
。

在加拿大西部用于不同 目的的重力勘探地改工

作中运用 这种方法
,

对试用结果作 了讨论
,

并与

其它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进行了对比
。

郭武林
、

贺长文译
,

吴奇石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