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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误差约为
。

顺便指出
,

从地形上的 计算上部空间的 是第一类边值问题
,

而本文讨论的由 计算 是第二

类边值问题
。

这两类问题的有限元解法十分类似
,

所以
,

只要编制统一的计算机程序
,

将同一原始数

据物入计算机 就可以同时获得 和
。

半 断要加磁异常的一种简易方法

华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队 何双保

本文介绍的是根据地质一 磁测综合剖面图
,

利用磁场强度与磁性休埋深的关系
,

通过计算值

与实侧值的比较来判断磁异常是否属于叠加异常

的方法
。

该法是近似的
,

虽然简单
,

但对就矿找

矿
,

扩大矿区储量
,

防止在勘探过程中丢矿漏矿
,

提高地质经济效益
,

或许会有帮助
。

众所周知
,

地下磁性体在剖面上各点产生的

磁场强度值与磁性体至各测点的距离立方呈反

比 设剖面上各点的磁场强度为
, ,

⋯⋯

各点到磁性体的距离相应地为
,

⋯⋯
,

侧点

间的距离为 △
,

于是有

孟 ⋯⋯

为一常量
。

如果 是磁性体顶端上方的磁场强

度
,

则 相当于它的埋深
。

当磁性体埋深较大

时
,

离磁性体顶端上方最近的一个测点的距离 △

相对较小
。

根据立方反比关系
,

可 建立方程

叠加异常
。

据其综合剖面图 图
,

计算各观测

点对应的已知矿体引起的相应磁场强度 表
。

将计算结果标在磁剖面图上可见
,

该异常减去已

知矿引起的异常还有剩余异常
,

是叠加异常
。

计计算点号号 砚侧的
。

值值 已知矿体的埋深深 计算的 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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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公式 和 可以近似地计算出矿体的

埋深
,

也可以反过来根据矿体的埋深
,

确定不同

距离的各点及其相应的磁场强度
。

用计算结果与

实侧数据比较
,

若出现很大的差值
,

即表明该异

常为 加异常
。

该法的具体应用
,

可分三种情况

根据矿体的已知埋深
,

计 相应的磁力强

度
,

检验盛异常

符山的一个磁异常
,

经详勘和开采
,

矿体的

规模
、

形态
、

产状和埋深都已查明
。

深部和外延

部分是否还有益瓦式矿体
,

需判断该异常是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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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观测的相对磁力强度
,

计算各测点相

应的磁体埋深
,

将计算点标在地质剖面图上
,

连

成曲线 进行分析
,

用来确定磁性体的位里
、

形态

和产状
。

若根据地质情况说明是几个磁性体
,

则

与之对应的异常应是盛加异常
。

仍以符山矿体为例
。

计算结果列入表 并标

计计算算 已知矿体的埋深深 观侧的
。。

计算的矿体埋深深
点点号号 米 值 丫 米

〕〕〕

在图 上
。

分析埋深曲线可见
,

号点以南各点

的计算结果与已知矿体的埋深一致
,

号点受干

扰
,

但其北各点表明有另一磁性体存在 它的空

间位置
、

规模
、

形态和产状恰与含铁夕卡岩 贫

矿 对应
。

这说明在其上方测得的异常曲线是已

知矿体和含铁夕卡岩共同引起的叠加异常
。

一般地讲
,

磁异常曲线出现多峰可能是要

加异常
,

但需进一步判断
。

崇义东的一个异常 现已查明是叠加异常
,

图
,

用所介绍的判断方法
,

先分别计算各峰值

对应点的磁体埋深
,

其次改正两峰值间的一些
。

观测值
,

再计算各观测点的埋深 在地质剖面图

上分析埋深点连线
,

以确定磁性体的形态
、

产状

和规模
。

若分析结果符合地质构造规律
,

即可认

为是几个矿体引起的叠加异常 反之
,

若埋深点

连线无明确的规律性
,

即可 认为不是叠加异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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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矿体在同一倾斜线上时 图
,

往往

容易误认为是一个矿体
。

开始
,

我们对这种情况

认识不够
,

用 孔验证异常
,

打在两个矿体

的 中间部位
,

未见矿
。

后经分析
,

又施工 了

和 峨 两孔
,

都见了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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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年
,

我们就开始使用这种方法判断

处加异常
,

验明了崇义东的一个异常带
,

在深部

找到了两个矿体 一个呈等翔犬
,

最大厚度为

米 另一个呈似层状
,

最大厚度为 米
。

上述判断叠加磁异常的方法
,

简单实用
,

效

果较好
,

我们准备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深入研究
,

进弓步改进提高
。

解释自电异常用的诺模图

关于自然电场法最早的一篇理论著作是 脾
彼得洛夫斯墓写的

。

他研究了地下的极化球体的电

位分布
,

并且 证明了地表电位随余弦函数变化
海兰娜的垂直极化球体异常解释方法就是基于彼得

洛夫扬基的理讼 研究出一种

方法
,

利用珠体来模拟矿体
。

改进

了彼得洛夫斯基的方法
,

提出了消除地形和区域场

形响的方洗 和 介绍了解释球状
、

棒状和倾斜板状极落州本自电异常的方法
除上述与本文直接有关的著作外 还有一些作

者也发表了有关自电异常解释方面的文氯 包括对

板状体
、

任意偶极
、

倾斜板状体以及直立或倾斜偶

极的异常解释方法
。

在印度和苏联
,

自然电场法主要应用于找硫化

金属矿和石氮 一般是与其他电法综合使用
。

近年来自然电场法使用日渐广泛
。

因为地热活

动伴生有自电异常
。

所以在许多有地热的地区常进

行自电侧皿
,

寻找热佩

诺漠图
。

但在解释自电资料时却未见到这种辅助

具
。

上述的一些作者也从未提供这种 方法的诺澳

图
。

为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

我们制作了两种模型的

诺漠图
。

这两种模型是斜极不匕约球体和斜极不妇约水

平圆栩冰
。

设有一半径为 的极化球体 或圆川本 埋在

均匀半空间中
。

无限圆决州本的轴平行于 轴
,

中心

埋深为 图 左上
。

采用笛卡儿坐标系
。

原点位

于钊本的中心在地表的垂直投影点 极化轴月月‘

与

轴成 角
。

测点到原少黝约距离为
,

测点与物体中

心的联线与物体极化轴成 刀角
。

是 电位为零的

点
, 二 , 。 。 。

根据图 的几何关系 地表尸 赎哟电位是’’

价 二王黔示令梁 、

犷
一 ·

以

圆柱体

在重
、

犷 , 。

犷

慈 电阻率数据推断解释中
,

常常使用 式中 为电伪吸距
,

此外
,

可以证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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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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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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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们 和 点分别得到电位的极大值和极小

值
,

相减可以求得 一 二

’

了
“ 二 , , “ , ’

,

球体

圆柱体

一一一一

进而在方程 中代入
二

利用方程 可得两条曲线

并以 。 代替
,

则有

图 右上方 曲线是

二二 、 , 。。‘ , ‘二 坦业工土。二曰 , 。

用双对数坐标纸绘制的
,

表示

一
随不同的

一

一 一
, 一

厂 。 、

值的变化 球体和圆柱体产生的响应分别用虚线和

实线表示
。

由方程 计算出不同 值的曲线也用

双对数纸绘出 图 右下方
。

用同样方式绘出用方

程“ 所计算的不同 值
’

一 的曲线 图

左下方
。

双对数纸的模数在所有这三榭青祝
一

都

是同样的
。

图 中的诺漠图是用四个箭头指出
。

从野外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