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 为 米
‘

’
’

形面反推法所得的断层总滑

距 为 米
,

两者相差 米
。

对长达 ,米的断

层来说
,

两个数据还是比较接近的
。

此外
,

新法

不用配合图解
,

可以减少因作图而引起的误差
,

侧算效率可提高一倍
。

从实用价值上看
, ‘ ’

”

形面反推法要求

的条件苛刻
,

在实际工作中
,

要找到一个理想的
’ ”

形面是很困难的
,

而新法只要在断层两侧

任意位置找到两个相当点即可
。

新法的 要点是 利 用 了一 个三维空间特 殊

角 —滑垂角进行赤平换算
,

因此
,

可称为滑垂

角法
。

我们认为采用该法来测量断层总滑距是可

靠
、

实用的 在生产和科研工作中 ’以进行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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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分析结果是否有系统误差的

电子计算器算法

成都地质学院勘探教研室 文 朴

矿床勘探中
,

矿石化学分析结果经检查分析

后
,

须判断原分析结果是否存在系统误差
。

以往

多用下列计算方法算出概率系数
,

然后
,

根据

是否大于 来判断其是否有系统误差
,

再据情

况决定是否用校正系数 予以校正
。

设 一检查样品数 目

一检查分析品位

夕 ,

一原分析品位

分
‘ 一 材

, , 为 材
, ’

了云
,

、 , · ,

戈 凡夕
、

,

, 一

贵 。巴 。 ‘ , , ,

万耳
几夕 二 一

—刀么
·

少 ,

凡了 一

—刀
‘ 一 了

么 ‘ 一 凡矛 ,

刀 一

厂百不万丽 不

刀 , 刃 二 —二二 二二二

习 月

尸

产” , 一二二二二二 ,

写 ,

月

校正品位 少‘

为

州
二

,

显然用上述 计算公式进行 计劝
一

是相当麻烦

的
。

即使用电子计算器计勇二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

计算程序
,

仍然相当费时

笔者考虑到
,

日本夏 汗公司所产 〔 一洲眨

型电子计算器性能良好
,

我囚
“ 一

州产的别 型及

大连产的 一 塑电子计势器又与 一 加此

型完全相同
,

且在用户手中为数较多
,

故没计 了

一个用 于计算上述
, , ’

的计劝
一

程序
,

供
’ ‘

人勘探 工作者使用
。

为便
几

用 〔 一加肥型计算器计劝一 经笔者

推异
,

得出计算 的公式如 卜



艺
, 一 艺 ,

卜 止 二

正
,

校 正 后 的 品 位 如何 校 正后结果已填入

表内

必
艺行 艺少 ,

一

全
一

令加
己 奋 电 二

, 月 ‘

一 计算器 计算程序如下

匠互旦习 将开关置 于 【互亘亘 处
,

然后按下列数键

〔卫习 将 开 关从 眨互巫习 搬 到

瓜豆习 处
,

然后按下列各键
一 , ’ 、

, 一 一

刃一 厂 、

一

二

区工工 』 将 开 关从 匠瓦习 搬到

区工 』处
,

然后按下列方式输入数据 其中
“ , ”

及
“ ”

为按键符号
一 , 一 , 夕

, , 夕 ,
· · · · · ·

⋯⋯
, ,

少。

眨互亘习 将 开关从 区工丛 】 搬

到 互卫刀 处
,

然后按下列键

砂 厂 显示出 值
。

此时可根据

之大小决定是否要用校正系数 校正原品位
,

若需校正
,

则按下键

显示 了
。

以下是校正
, 显示校正后的品位 少

力 显示校正后的品位 儿
、 。 二 显示校正后的品位川

检检查分析析
。 , 。 。

品品位
, “ 。。。。。。。。。。

原原分析析
。 。 。 。

品品位
, ”。。 。 。 。

校校 正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
品品位

· 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

。

红 显示校正后的品位‘

此后
,

若有另一批检查分析结果需判断
,

只

要再将开关搬到 区工五〕 处
,

仍按上述方式
,

又可输入第二批数据
,

再搬到 〕互旦亘 处计算
, 值及其它

。

例 有下列一批原分析及检查分析品位 见

表
,

试判断原分析结果有无系统误差 若需校

解

岭 日

几 州
一 二 ,

二 一

丫一
二

二

岛
, ,

,

, ,

, ,

,

亡 月
, 了一 【显示 』

。

因为
一

,

说明有系统误差存在
。

但考虑到原分析结果品位

较高
,

矿化尚属均匀
,

误差影响不大
,

经上级批

准
,

可用 值校正
,

故作如下计算

【显示
。

以下是校正原分析

品位

【

少玉

【
、 少二

川

【 ‘
二 【 夕于

一 二【 益

实际运算中
,

要求样品对 应大于
,

本例

只是为了说明算法
,

只举出 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