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属量占全矿床的 以上
,

而且 号和 号矿

体在 一 线这 米内的金属量约占总 矿 量

一韦 粗号矿体所含金属量居第三位
。

对姗号矿

体 线以西是否存在 结合化探成果
,

提出新的

推断解释
,

经实地检查
,

投入少量原生晕工作后
,

在 线 号矿体北部自电
、

充电异常上见锌 矿 体

铁帽 米
,

锌矿化体一 米
,

由
、

线北部

的同一层位上均可见到铅锌矿化引起的暗红色铁

帽 米
,

有的已够矿化体
,

同时还橱 一 线间

发现锌矿化体 铁帽 米
。

查阅钻孔资料
,

发现在这些地段
,

在原来的钻孔工程中尚未控制

到
,

故由 一 线间
,

整个 米左右的矿 化

体
,

往深部有可能变成矿体
,

相当于姗号矿体向

西延长
,

有可能获得新的储量
。

此认识已被地质

人员所接受
。

由此说明
,

西成铅锌矿田东部地区包括上述

矿床和稍有区别的毕家山大型矿床 〔背斜控制
,

自电梯度异常清晰
,

利用自电异常均能圈出控矿

构造
,

和含碳千枚岩与薄层灰岩接触部位的矿

仍 体位置 」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矿 化 点
,

相信投入自然电位法和充电法都能取得较好的地

质效果
。

金属矿勘探地球物理 电法 的新进展

过去六年中
,

金属矿产勘探地球物理在地震
、

磁法
、

重力
、

遥感及测井等方面均有较大的进展
。

首先是认识上的变化 由于依靠钻探寻找深度

较大矿产的费用庞大
,

人们不得不求助于那些能获

取大量独立地球物理 和地球化学 数据的方法
。

以往一些耗费较大
、

仪器设备繁杂的方法
,

如反射

波地震法
、

多频谱的激发电位法
、

综合测井法等
,

现在已成为可以采用的方法了
。

其次是数据处理的广泛使用
。

随着微电子技术
的发展

,

在许多航空
、

地面及井中设备中
,

已采用了

小型电子计算机和微处理机
,

以获取更多和更精确
的数据

。

小型计算机一方面用于控制探测系统
,

另

一方面还用来以数字方式记录输出结果
。

数据处理

还可在多予夕卜现场进行
,

以便指导参数选择
,

检查数

据收录质量
,

并在某些情况下绘出解释断面
。

有的
系统还可给出反演解

,

用以估计地球物理参数
。

这

些都是用附带的或装在卡车上的小型计算机在现场
进行分析的

。

从不同场源中获取如此大量的数据并作处理
,

虽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
,

但可以使航空
、

地面

和井中侧 结果获得综合解释
,

效果是很明显的

因此
,

针对今天所要寻找的矿产埋深较大
,

费用

又要求经济的条件说来
,

矿 产勘探的趋势 不再是

单纯探测异常
,

而趋向于使用各种 方法作综合的定

量测定
。

以下简述电法勘探的几项新进展
。

电法主要是用来探测较浅的导电体或 激发

体的
,

但随着勘探深度加大
,

探测与解释这些物体
所产生的异常也越来越困难

。

因而电法的发展趋势

是 电阻率法
,

激电和电磁法等方法合并在一

起
。

用微处理机控制记录系统
。

用小型计

算机进行模拟解释
。

多频谱 法已相当成熟
。

采用先进技术包括
使用计算机的数字记录的野外仪器已经出现 至少

已在 一种系 统 内实 现 了数 据现场处理并绘制等
值线假断面图

。

磁激发极化法 曾在澳大利亚用于解决
导电覆盖层问题

。

在磁激发极化法中
,

由于它测量

的是衰减 电流产生的磁场
,

比起常规测量电
场的方法

,

信噪比要高得多
。

地热勘探促进了磁大地电流法
,

控制源电磁法
或电磁测深方法的发展

。

其成果亦及时地应用于金

属矿产勘探
。

大功率 高远。千瓦 宽频带 赫
兹那。千赫兹 发射机和可编程序

、

微处理机控制
的多道记录系统已在使用

。

为使信号增强
,

野外微
处理机所进行的方法包括叠加

、

滤波及频谱加权
等

。

高灵敏度的超导量子干涉磁力仪在某些测量系

统中正在取代感应线圈式磁力仪
。

因为能够同时探测和分辨多种多样的导体和对
地形起伏不敏感

,

多道瞬变电磁系统的应用日益增

加
。

相对连续波的电法来说
,

瞬变场法需要的功率
大

,

要求信号平均时间长
,

虽是一个缺点
,

但 由 于

具有 述优点
,

缺点也就得到 了补偿
。

各种新系统

都试图将瞬变系统较宽的导体反应与连续波法的低

功率要 挺吉合起来
。

这些系统使用 了重堑的包含不

同频率组分的复杂波形
,

以提高信噪比
。

对于主动源式的电磁法目前还没有二维或三维

的反演算法发表
。

但已经有了层状大地的正演解
,

以及电阻率法和磁大地电流法的反演数值解
。

航空电磁法仪器的进展一般倾向于减小嗓声和

漂移电平
,

增加记录带宽
。

所用方法是进行多颇
,

多道工作及数字记录
。

比较先进的两种新的航空电



磁系统正接近于生产使用
。

一种是直 升飞机运载的

系统
,

已在加里福尼亚大学的贝克来分校制成
,

并

正在进行试产试飞
。

在这种系统中使用 了单个的超

导收发线圈
,

以便可用非常低的频率 赫兹 工

作
。

另一种是巴林杰公司的相关瞬变

系统
,

装在固定翼飞机上
,

其控制电子线路已被微

处理系统所代替
。

后者可将接收到的时域电磁信号

可预先存储的一套理宝白的二次场瞬变响应连续地进

行相关对比
。

所有这些进展有可能满足寻找埋藏在

导电覆盖下的导电矿化带的要求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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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区域化探数据的一种方法

安徽省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研究所 曹晓生

我国近年来
,

人们常将大量的区域化探数

据
,

以方块平均法进行组合
,

缩减原始数据点
,

然后再进行多元统计方法研究
,

尤其是应用趋势

分析较为普遍
,

但效果不甚理想 为了充分利用

化探所提供的地质信息
,

提高趋势分析在区域找

矿上的应用效果
,

本文试图从原始数据处理方法

上
,

结合实例做些工作
,

希望能对区域化探有点

补盐
方法原理与数据处理

本方法的出发点是
,

尽可能多地利用各种原

始数据提供的有用信息
。

为此将所要研究的区域

按化探数据变落妇约梯度
,

分成一定数量的
、

大小

不等的小块
,

再将每小块的数据进行组合
,

取均

值
,

计算重心
。

分级原则 对大量的区域化探数据进行分

级缩减
。

主要按工作的要求
、

工作区的范围
、

数

据梯度变落钧狗大小
、

数据多少
,

以及数据点的空

间分布而定
。

梯度分级
,

主要视总原始数据的级差 个别

特高的值除外 来确定
。

如某元素含量 一

为一级
, 一 为另一级

,

等等
。

个

别极高点值
,

按最高点值计算
。

分块组合原始数据个数
,

主要考虑组合后点

的空间分布相对均匀性和总原始数据的多少而

定
。

在组合原始数据时
,

每组数据规定最少 个

为一组
,

若少于 。 时
,

可归并为前一组或后一组
,

不另分组
。

最多 个为一 组
,

若大于 时
,

即使

原始数据还在同一个梯度级别范围内
,

也得另立

新的一组
。

对组合后的各组数据
,

计算算术均

值
,

点在该组值 小块 的重心部位
。

重心的计算 计算每一组数据 即每一小

块平面内 某一地质变量的平均值 平均重量或

质量 及其平均值所对应的重心坐标计算公式有

艺月一
一一

一

石
‘ ,

杯

艺
,

,

护

总 艺 从

艺

其中
·

后一某地质变量的组合均值
,
一某地质变量的原始含量 重量或质

量

牙
,

夕一后点的重心坐标
·

井 一
,

点所对应的原始坐标

一每一组内数据的个数
。

事实上
,

按分级原则分成的每一组数据所占

有的面积
,

可看成一地质平面
,

假设该地质平面

内的某一变量的含量连续分布
,

对此小块地质平

面取样 个 ⋯⋯
,

得任一样品某一变

量的含量
, , , , ,

则平均含量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