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功率激电普查找矿方法评述

都庭友 陈玉新

我们应用大功率激电配合化探普查子找有色

金属矿
,

取得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

下面着重介绍

工作方法和体会
。

选区和施工

找矿效果的好坏与选区有很大关系
。

成矿地

质条件是最重要的工作依据
。

因此
,

要广泛收集

和研究区域地质矿产资料
,

对已规划的远景区加

以类比筛选 优先在可能有大矿床分布
、

掩盖面

积较大的成矿远景区开展工作
。

因为这样的地区

成矿构造发育
,

岩浆活动频繁
,

矿化作用强烈
,

并且可测范围大
,

适合扫面工作
。

过去在矿区外

围虽然做过不少地质工作
,

但由于方法手段的限

制
,

不能深入
。

因此
,

应该发挥大功率激电效率

高
,

勘探深度大的优点
。

几年来
,

我们在莲花山
、

布敦化
、

孟恩
、

大黑山等矿区外围均取得了较好

的找矿效果
。

寻找有矿
“

靶区
” ,

要以成矿远景区为单元
,

开展扫面工作
。

一个大的远景区需要二
、

三年才

能完成
,

要总体设计
,

分期施工
。

采用 卜

的比例尺普查
。

敷设基线应平行较大的矿化构造

带或控矿地层 对小的构造和矿化点
,

能兼顾更

好
,

不必勉强
。

因为工区大
,

与矿有关的构造往

往在几个方面出现
,

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
。

例如
,

在大黑山工区
,

如果按主要的东西向构造布置基

线
,

不但出现了规模较大的东西向异常
,

也出现

了小的北东
、

北西向异常
。

全面反映了区内极化场

的特点
,

达到普查的目的
。

由于普查时的极距大
,

观 测范 围大
,

干扰 因素多
,

所发现的异常
,

形

态并不全有规律
。

因此
,

对地质环境较好的异常

要进一步布置大比例尺 、一 一 训 的

详查
。

经过详查后
,

异常被分解成多个有规律的

小异常
,

形态特征明显
,

便于进行地质解释
。

采用综合方法研究异常性质

在没有找到区分激电异常的有效方法之前
,

应采用综合方法来研究异常性质
,

除使用不同装

置外 还可投入化探
、

磁法和自电工作
。

经过深

入研究后
,

对找矿意义较大的异常
,

还要布置验

证工程进行重点解剖
。

为了说明我们的做法
,

列

举几个实例
。

北探 在普查区都做了同面积
、

同比例尺

的土壤金属量测量
。

凡是激电
、

化探两种异常同

时出现的地区
,

都作为找矿
“

靶区
”

进行深入研究
。

儿年来
,

激电所发现的矿体均是在这样的
“

靶区
”

找到的
。

在有石墨化
、

黄铁矿化干扰的地区
,

化

探异常可以提供直接找矿的线索
,

对确定激电异

常性质起重要作用
。

图 是毛胡都格异常区的实

测剖面
,

激电中梯曲线出现三个强度不同的异常

峰值
,

经分析认为 左侧 伦 点和 点 的

异常值强
,

曲线有所抖动
,

无化探异常
,

可能与

二叠系含碳的黑色板岩有关 右侧 点 的

异常值弱
,

曲线光滑
,

又有强度不大的铜量异常
,

可能与金属硫化物有关
。

经浅钻验证
,

在 点见

到铜
、

铅
、

锌矿
,

铜的品位可达
。。。

据此
,

认

识到该区的主体异常虽然与含碳地层有关
,

但与

化探异常分布一致的激电异常带
,

则是含铜
、

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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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的金属矿化带 与验证结果一致
。

主要与浸染状硫化物有关
。

因此
,

优先地在
、

磁法 在掩盖区
,

磁法可以较准确地圈定

岩体和具有一定规模的构造
。

因此可以利用磁测

资料分析异常区的成矿地质条件
。

例如布敦化矿

区外围
,

掩盖面积较大
,

环形航磁异常圈出了与

矿有关的花岗闪长岩体的分布形态 图
,

从

而认识到位于环形航磁异常内
、

外侧的激电异常
,

尽管形态不规整
,

但处在内外接触带中
,

成矿地

质条件好
,

具有找矿意义
,

应布钻验证
,

结果在

激
、

侧
、

、
‘

号异常区
,

均找到了新的工业矿体
。

自然电场法 自电和激电往往具有同源关

系
,

激电在石墨化和浸染状金属硫化矿床上均有

明显的异常
,

而自电在浸染状硫化矿上则很难得

明显的反映
。

所以在一定条件下
,

可以用自电分

析激电异常的性质
。

在大黑山工区发现的四处激

电异常 图
、

区有大片自电异常
, 、

、
’

区则没有
,

结合地质条件分析
,

认为
、

两

区的异常主要与含碳地层有关
, 、

激电异常

、区布置了详查
,

并采用综合方法进行 了重点研

究
,

结果证实 、区宽缓单调的异常是花岗岩体中

黄铁矿化引起的 区的激 号异常是含矿的硅

化角岩带
。

经钻探验证后
,

发现 了一 个中烈规模

的辉铝矿矿床
。

激电联剖法 利用联剖分辨能力强的优点

来确定矿体位置
,

在呈复脉产出的矿床
,

宽阔

的激电中梯异常只能反映数条矿脉的总体
,

而联

剖
“

反交点
, ,

则可以指出单个矿脉的位置
。

此

外
,

还利用联剖曲线的特征 了解矿体的产状
。

一

般根据中梯曲线极大值两侧的梯度可以大致判断

矿体倾斜方向
,

但是当测量地段的电阻率不均匀

时
,

则不容易判断
,

甚至会出现相反的情说
、〕

由

图 可见 逆矿体倾斜方向的梯度反而人 而联

剖
“
反交点

”
两侧

,

二支曲线所夹面积
,

右侧人
,

左侧小
,

表明矿体向右倾斜与验证结果一 致
。

但

是
,

为了获得明显的畸离带
,

一定要选好电极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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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电测深法 将电测深法用于金属矿
,

其

提条件是不容易满足的
。

但激电测深受电阻率

激 电成果对 比图

不均匀的影响较小 近矿围岩的矿化蚀变相对地

扩大了矿体的规模
,

所以对 于有一定埋深的矿体
,

可利用 ,
、

测深曲线的
“

转折点
”

或
“

拐点
”

估计

矿体埋深
。

此外利用 ,
、

测深断面等值图的特征了

解极化地质体的产状和断面形态
,

也可以获得较

好的效果
。

图 中测深曲线的
“

转折点
”

出现在
月 米处

,

与上部矿体理深一致
。

而 ,
、

测深

断面等值图则清楚地表明了矿体 或矿化蚀变带

的产状
。

长脉冲法 对于充电饱和时间短的岩
、

矿

石
,

短脉冲法有夸大现象
。

而长脉冲法则能较真

实地表示岩
、

矿石的极化率特点
。

图 是大黑山

区的实测结果
。

短脉冲法测得的 刀
、

值强
,

曲线不光滑
,

曾怀疑角岩和变质砂岩中有碳质成

分
,

做长脉冲法以后 曲线变 光滑
,

测值稳定
,

专
、

极大值为
“ 。 △厂 极大值为 毫伏

,

可与金

属硫化物的极化特点类比
,

结合其他资料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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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了石墨化干扰的可能 验证后见辉铝矿工业

矿体
。

大功率激电优
、

缺点简评

我们采用两台 一 酥的直流发电机串联起

来作为供电电源
,

工作电压常用 训 状
、

电流用

一 安培
,

充
、

放电时间为 秒
。

供电电极极

距 月 为 米
,

在 月 范围内观测

二次场电位差 △厂 和供电电源 八 在

一定范围内呈线性关系
,

采用大功率电源即使在
“
大极距

” 、相对的 情况下也能获得可靠的 △

值
。

激电采用大功率电源的优点是可用大极距
,

观测范围大
,

工作效率高
,

适合扫面工作
。

但是

图 大 黑山 工区激 号 异 常 长 短 脉 冲 对 比 曲 线

随着极距的扩大
,

电阻率不均匀 地形起伏
,

供

电极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也相对增大
,

往往造成异

常畸变
。

采用
“

大极距
”

供入地 下的电流场的分

布范围大 极化效应增强
,

勘探深度相应增人

但是
,

勘探深度不仅受矿体大小和形态
、

矿体与

围岩的电性差异
、

低阻覆盖层等因素的影响 而

且还随着极距的扩大
,

知迅速减小
,

么厂 变弱
,

祸合效应增强 使观测精度降低
,

共至不能读数
。

因此
,

不能为了增大勘探深度而任意加大极距

更不能认为通过扩大极距就能探测任何埋深的矿

体
。

所以在野外找矿时
,

须根据区内地质条件选

择
“
最佳

”

极距
。

权衡使用大功率的优 缺点
,

充

分发挥激电在使用大功率供电时的找矿作用
。

和电阻率对数假断面图

将野外测得的 和电阻率数据表示成对数

形式的假断面图
,

比目前常规绘制的假断面图更

有意义
,

因为勘探深度是指数函数或对数函数
,

或者是幂函数
。

用双对数构制的 【 和视电阻率

图已有人讨论过
,

并不新奇
。

本文只是用图来简

短说明所取得的成果
。

静电等效性

用数学方法来模拟地层是华于朴电等效性
。

对此我们不在这里多作介绍
。

只是设想地下半空

间被划分成若干很薄的水平层
,

研究各层分别对

地表所测信号钓作用
。

在地下构造和各个地层组

分给定的条件下
,

电流的分布只与供电电极的位

置有关
,

而探测深度则由测量电极相对供电电极

所在位置确定
。

方法概念简单
,

表现直观 也就

是说
,

我们不难想象到 地下很深的
一

个薄层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