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样品观测值实质上都是三维数据
。

所以应试用本法进

行三元回归分析
,

以图了解金属分布的全部型式
。

化探异常延拓方法不依赖于经验评价指标 强调

异常自身垂直变异规律
,

认为成矿元素含量向深部明

显呈双指数规律变宫是矿致异常的根本特征
,

是区分

工业矿化与分散矿化的定性标志
,

所圈出的趋势剖面

中的成矿浓度带对于指导探矿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暗

示
。

该法使用条件简单
,

在圈定整个异常形态的基础

上
,

只要做 条精测横剖面
,

对岩石样品进行定

量分析即可
,

适用于原生异常检查评价
。

但由于原生

晕形成机制相当复杂
,

形成理论尚不完善充分
,

所有

矿致异常金属含 变化肯定服从一定规律
,

但是否完

全遵循双指数函数规律不敢断言
,

因此
,

此法尚需与

其它方法配合验证
,

目前尚处初步试验阶段
,

需在实

践中不断充实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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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乔治 科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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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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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紊背景值计 算的 几 个问题

一一与李清同志商榷

蒋 志

李清同志在 《元素背景值计算问题探讨 》川

一文中
,

论述了柯氏检验
、

偏度与峰度检验在处

理化探数据中的应用
,

无疑地具有实际意义
,

这

里不再赘述
。

不过
,

就笔者所见
,

在该文的后半

部份
,

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

下面是笔者的一些

浅见
,

提出来供讨论
。

元索含 , 所遵循的分布问题 该文指出

了 “ 同一批数据既符合算术正态分布
,

又符合对

数正态分布时
” 〔’〕的现象

。

原则上
,

随机数据所

遵循的分布必须是图形一致或类似的分布
。

而正

态分布与对数正态分布的图形在大多数场合下并

不相似
,

只有在对数均值 较大
、

对数标准差

较小时的对数正态分布才趋近正态分布
。

此时
,

随机变量 , 的对数可表示为

, 用 么 ,

式 的最后结果是因 较 大
、 ‘ 较 小

时
,

只有 △ ,

值较小时才有实际意义
,

而展开近

似得到
。

从式 左端看
,

是随机变量 为

服从 正态分布
,

即 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从

式 的右端看
,

是变量 仓 , , 一 ‘ 服 从 正

态分布 即 , 服从正态分布
。

在理论上
,

式

所示的是 ,
表面士』及从对数正态分布

,

实质上服

从正态分布
,

并非是
‘
既服从正态分布

,

又服从

对数正态分布
。

在实际上
,

这样的数据通常按正

态分布处理
,

而不按对数正态分布处理
。

算术平均值和几何平均值问硬 该文指

出
,

元素含量平均值
“
一般按算术计算偏大

,

按

对数计算偏小
” ,

并解释为
“
由于算术平均值受边

界含量影响较大
,

尤其样品数较少时
,

个别异常含

量点的加入可使算术平均值明显偏高
” 【’ 由于

算术平均值于和几何平均值下 , 的表示式分别为
二 从 △ , 一

△ , 一 用 ⋯⋯ 月



·

下 二 叮汤 、
· ,

一 二一

而哥西 不 等式 〔 二的 表示式可

写为
, 为

·

⋯
。户 刀

,

⋯
,

式 在
, 的条件下成立

,

并且
,

只

有当
,

全相等时
,

式 的等号才成立
。

因此
,

算术平均值大 于几何平均值是已证明

了的数学结论
,

而并非边界含量影响或个别异常

含量加入的影响
。

特别是在该文所用数据的情况下
, ‘

不 仅

大于或等于零
,

不全等
,

而且服从一定的概率分

布
。

其算术平均值和几何平均值可以直接由所遵

循的理论分布函数求出
。

例如
,

该文图 给出了

第 号地层 元素含量分布数据
,

对该数据重

新处理后
,

得到 含量 的如下理论分布角针

图
。

应用前述
、

数据和式
、 ,

可求

得第 号地层中 元素含量的算术平均值和几

何平均值如表
。

第 号地层 含且平均位 衰

计算方法

实际计贫值

公式计算值

算术平均

黑黔瑞瑞
注

中表

本文式

从表 看
,

理论函数计算值与实际数据计算

值
,

完全一致
,

进一步表明算术平均值和几何平

均值的不同是由式
、

不同决定的
,

并

非边界品位和个岁异常含量的影响
。

异常下限 的计算问肠 该文提出了对

数计算时的异常下限 公式 为讨论方便
,

本文

改为自然对数 如下

叮

并取 夕 二 ,

问题是式 中丁和 的

意义不明确
,

对于
, 在同时取对数以及对 的取

值也值得讨论

如果式 , 的 中丁是算术平均值
, 在是标准

差
,

则据式
、 、

可得

二 用 冬
十 , ”十

了 十

了,
犷 一 ‘’‘川

,口,“

入御确日必赎

话含 二 ,肠 。 , 。
·

”弓 ’“ ‘

阅 滚 号地层性含 分布

一统什位川 一式 计算值

巾
一

式 中
,

,
, 二 ,

必 夕

为如下概率积分

, ‘ , , 皿佘 一笋‘犷 ‘ ,

据式
,

随机变 的算术平均值下
、

方

差 价 和几何平均值于 , 可分别写为 ’

下 , , , ‘

‘ 二 , , , 口工

一
下 , 二 ‘

如果式 中丁 是几何平均值丁 , , ‘ 是

相对于丁 , 的 “
标准差

” ,

这是极不严格的概

念
,

显然 ‘ , 可写为
‘ , 二 护价 一 姜

, ’
“

由式
、 、

和 可得

, , ‘,

舒一
’

, ‘ ‘ ,

式 和 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概率论

上加以解释
。

如果式 中丁是几何平均值丁 , , ‘ 定

义为
叮 二 了

由式
、

和 可得
二

式 是可 以从概率论上解释的
,

但式

则不能称为
“

标准差
” ,

概率论中也没有

形如式 的定义公式
。



当然
,

也可用
二 ‘

和
, ‘ ,

计算异常下限
。

用式
、 、 、

和 以

及后面的式 到第 号地层 元素的含量

数据上
,

得 计算值于表
。

公公 式 用 二 ·

计算值
二

二 ,,

二 ’’

二 火

,,

,,

从表 看
,

式 可能是该文公式的原意
,

但式
“

标准差 ” 的对数值含义不明
。

如果进

一步引用该文求 的方程
,

即

‘ 二 一 ,

姐式
、

和 可求得 是 的函

徽 圈

口、”入

。 。

, 时
,

,
,

表明 不是在很小的范围内

变化
,

而是在无穷区间上变化 的最小值约为
,

人 于
。

应当强调的是
,

通常确定异常下

界用丁 丁是在正态随机变量的情况 下
。

因

此
,

对数正态变量的异常下界用于 十 叮估计并

不合适
,

而应该用
二 用

当然
,

式 中的 系数 并非纯理论结

果
,

而是通过理论与实际比较约定的
。

如果把

改为
,

如式 那样
,

只要在 经 验 上 可

行
,

也 无不可
。

但这不能也不必用理论证明
,

只

须直接根据经验即可
。

综 上所述
,

要强调的是

第一
,

在实际处理元素背景含量所遵循的分

布时
,

对单一分布来说
,

如果能用正态分布表

示
,

就尽量用正态分布表示 对 加分布来说
,

叠加的项数应尽量少
,

例如
,

通常为二项
,

至多

三项即可
。

第二
,

应用何种平均值
,

要视元素背景值分

布所遵从的概率分布类型而定
。

如果遵从正态分

布
,

则应该用其最可几值 —算术平均值 如果

遵从对数正态分布
,

则应该用其最可几值 —几

何平均值
。

因为最可 几值被观测到的可能性最

大
,

做为平均背景值较合适
。

第三
,

异常含量下限的计算
,

如果元素含

是单一分布
,

正态数据时以下 ‘估计
,

对数

正态数据时以 ‘ 估计
。

的数值可根据实

际情况取 或 或 小于 如果是二项盈加分

布
,

并大致可估计到第二项分布为异常分布
,

其

所占的权与实际相当
,

则可根据统计决策规则〔‘ ’

计算出异常下限值
。

感谢梁厚锋工程师审阅手稿
,

并提出宝贵意见
。

。

⋯⋯
,,

热

,

的 橄关系

一对橄正态趁近正恋区 ,
一对傲正态区

一式 计算位 一 二 川

今文艘

,

—
“ 了 亏

” 了
’‘

一

由图 和式 看
,

当 时
, 。

这衰明当对数正态分布趋近正态分布时
,

值为
,

与该文所谓
“

棋栩
” 区的 二 不同 当

李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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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魂 一 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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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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