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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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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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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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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静力学得知 此地质平面内某一变量含

里的重心坐标计算公式有

艺
, , , , ,

二

月

万
,

二
‘

二

乙
, , , ,

艺
, ,

当样品面积取得足够小
,

取样点足够密时

即样品个数趋于无穷
,

样品面积的直径趋于

零时 则得到某一地质变量含量的重心坐标积分

公式

丁丁
“ ,

,

气
, ,

丁丁,
, ,

,

, “

一
二 。 。 , 一万 厂

气
, , ’

由此可知
,

公式 是公式 的

近似计算
。

当然在实际工作中
,

我们在每一小块地质体

内所观察的样品是有限的 为了计算方便
,

利用公

式 来计算 一组数据的均值及其对应

的重心坐标
,

即可达到我们工作的要求
。

若得到

的地质变量是三维空间地质体含量
,

仿照上面的

讨论
,

同样可得到计算空间地质体的平均含量及

其对吏到钓三维空间重心坐标的计算公式
。

根据数据组合原则和重心计算公式
,

编写成计算机程序
,

上机进行组合数据和计

算均值及重心
,

就达到了本方法处理数据的目的
。

计算实例与应用效果

据以上方法
,

我们对屯溪幅 一 一

皖
、

浙
、

赣边界地区 万 的
,

, ,

各一万二千多个原始数据进行组合
。

考虑到这批数据的平面分布
,

点距是线距的四

倍
,

为计算方便
,

我们按化探测线内数据变化的

梯度来进行分级组合
,

计算重心
,

按分级原则
,

每细最低 个数据为一组
,

最高 个数据为一

组
,

即
, 。

分成六个等级 一

一 一
。

大于

的
,

按 取值计算 高点组合个数作好记

录
,

以利圈定异常的范围
。

将
, , ,

诸元素原始数据及每个数据所对应的坐标逐个进

行整理
,

上衫 注行纽合计算重心
。

得到 个

组合均值
,

个 组合均值
,

个 组合均

值
,

个 组合均值
,

在 一 扫 左行不

规则 一 次趋势面计算
。

计算结果的地质解释 现将 元素组合
均值

,

经趋势分析后所得的趋势位和正剩余异常

值
,

绘制成图
,

进行地质解释及对比

图 是工作区地质
、

构造及 异常分布略

图
。

图 是 元素利用本方法取仁如吐行多项式

趋势拟合的四次趋势面图及异常分布图
。

两图对

照
,

从图 的趋势面上得到的地质信息有

①地层岩性信息 基本上反映了该区各层位

的岩性特征
。

元古界 粉砂质千枚岩
、

板岩
,

震旦系 变质流纹岩
、

变质安山岩等层位岩

性的变化
,

在趋势面上都有明显反映
。

②构造信息 北东向的趋势等值线变落公寸江

湾一谁了口挤压破碎带有较好的揭示
。

这主要由于

构造运动作用破坏了 元素含量在区内的分布

连续性
。

此带西南较宽
,

较早期的浸入体沿着它

活动
,

趋势变化反映明显
,

北东部较窄
,

逐渐尖

灭
。

甚至连江湾附近的两条北东向的逆断层
,

在

图 的趋势等值线上也有明显反映
。

另从图 北

北东向的两处趋势等值线交互变化 一处是图的

中偏左部
,

另一处是街口的上部 推测
,

可能是

两条北北东向的断层错动所致
。

此信息与卫星影

象 据王道经同志资料 得到的信息相吻合
,

但

有待野外工作证实
。

③矿点异常信息 根据剩余值 异常值等于

各点的正剩余值减去正剩余的平均值 圈出异常

的所在部位和范围
。

将图 与图 对照
,

可知利

用此法所圈定的异常与根据经验圈定异常所在的

部位及范围丛本上一致
。

并 且还 揭示了一 些用



图 工作地区二匕地质构造略图 图 椒元素四次规格趋势面图

一侏罗系 一寒武系 一 展旦系 卜元古
界 一花岗岩 、 孟‘ 一 花岗闪长岩 一 一 破碎带

图 悯元素四次趋势面及异常分布图

经脸未圈出的低缓异常的信息
用此法对其他三个元素作出的趋势面图也有

相类似的地质解释效果
,

这里讨论从略
。

为了进行对比
,

笔者也同时将总原始数据进

行 的方块组合
,

取均值
,

点方块中心

来缩减原始数据
,

然后再进行正规多项式趋势分

梳四个元素各组成了 个方块均值
,

各进行了

次正规多项式趋势分析计算
。

现将 元

素四次正规多项式趋势分析计算结果画如图
,

从 中可以看出
,

趋势等值线变化对该区地层岩

性
,

构造信息揭示较少
。

利用剩余值圈出的异

常
,

仅在一些较高值点有所显示
,

但异常的范围

难以确定
,

位置也有所移动
。

异常的 面貌不够

真实
。

一点认识 通过此次工作实验
,

笔者认为

采用方块平均法来缩减原始数据
,

容易平高填

低
,

平滑掉化探数据原有的地质信息
,

其趋势

面当然不能客观地反映地质体的本来特征
。

也难

以有效地圈定异常
。

用本方法缩减原始数据
,

不仅很少破坏原始

数据的地质信息
,

而且能对各组内原始数据地质

信息起到浓缩 或集中 作用
。

所以作出的趋势

面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地质体层位岩性及构造特征

的区域背景变化
,

有利于对隐伏地段进行地质背

景预测
。

利用剩余值较为准确地圈定异常
,

这对

预测构造与岩浆活动
,

构造与矿产分布都有指导

意义
。

利用此法对消去原始数据的
“

噪音
” ,

提高趋

势拟合优度均能起到方块平均法处理数据所应有

的效果
。

参加本项工作的还有袁永宙等同志 笔者工

作中得到了李曙光
、

袁永宙
、

张宝奎
,

章淑纯等

同志的指导
、

帮助
,

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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