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 论

综上所述
,

对矩形梭柱体模型磁异常空间域表达式进行简化的计算方法 也适用于其他复杂模型

的重磁正演计算
。

例如
,

均匀磁化任意形状地下构造的磁异常
,

也叮以通过将构造划分成 一些大小

不等的矩形棱柱体
,

用上述简单形式来计算
。

设构造的总场强度异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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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上公式一定能大大加速复杂构造模型正演计算速度
,

节省用机时间
。

对重力异常模型亦 叮

推出类似的简化表达式
,

这是显然的
。

可考虑同相应的方法对其他二渡和三度规则形体引起的位场
,

推导出简化的正演表达式
,

特别是板状体
,

台阶和多面形休
,

在它们的重磁异常表达式中
,

均包含有

对数项和反正切项
,

可做相应的简化
,

这一方面的工作正在开展中
。

本文工作得到施志群同志的帮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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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探异常评价中的若干问题

广西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队 张盛康

化探扫面发现异常后
,

从大量异常中筛选出

有愈义的异常
,

区分矿化类型
,

提供更多的找矿

基地
,

周七探工作的主到壬务
。

下面介绍几个矿

区在化探异常评价中常用的一些工作方法
。

对化探异常进行分类预测



各种异常的特征不同
,

是由不同的异常源所

造成的
。

有的异常与深部盲矿体有关
,

有的与浅

部或地表矿化有关
,

也有的可能是无找矿意义的

干扰异常
。

为了更好地解释
、

推断所得到的异常
,

必须对其进行预测分类
。

我们采用三种方法
。

一 根据异常中元素的组合特征进行分类

一般认为多元素的综合异常
,

当其具有一定

的规模
、

晕的浓度较高时
,

可能为有意义的异常

而那些元素综合性较差
、

晕的浓度较低的分散异

常
,

对找矿意义较差
。

在评价大明山地区的异常

时
,

我们把出现 个以上元素
、

且异常浓度较高

的异常划为一类异常 把出现 一 个元素
、

浓

度中等的异常划为二类异常 把仅出现 一 个

元素
、

浓度较低的分散零星异常划分为三类异常
。

二 根据异常区的地质特征进行分类

在对异常进行 呐价预测时
,

异常区的地质特

征是一个重要因素
。

应结合异常区的地质构造
、

岩性
、

火成活动等特征来研究成矿条件
。

如异常

处于构造弧顶
、

两翼或两组不同构造的复合部位
,

火成活动频繁
,

岩性对成矿有利等
,

划为一类异

常区 地质条件一般的划为二类异常区 地质条

件对成矿不利的划为三类异常区
。

三 根据数据处理结果对异常进行分类

多类判别分析实例 在镇龙山地区
,

我们

选定由已知各种呵化类型引起的异常作为已知母

体
,

从该区 种矿化类型
、

个已知异常中取 的

个样
,

以
, , , , , , , ,

个元素为变量进行多类判别分析
。

然后在

该区 个待判异常中随机取样 个
,

根据分析

成果把这些样品逐 一判别归类
。

如果同一个异常

的各个样品判别结果归属不一
,

则按照在该异常

中
“‘、

以上样品刘属的矿化类 型 作为 异常 的属

性
。

判别结果
,

该区属一类毒砂型的异常有 个

属二类辉锑矿型的 个 三类黄铜矿型的异常

个
,

四类铅锌矿型的异常 个 五类多金属矿型

的 个
。

其中有部分异常的归属模糊不清
,

可能

与各种地 质 因 素及 地球化学 条件变化的影响

有关
。

点群分析实例 把镇龙山普查区 个异常

进行全元素正规化误差平方和点群分析
,

当误差

平力和增量为 时
,

异常分 为三大群
一

群由

个异常组成
,

主要为黄铜矿
、

铅锌矿
、

多金属矿

类型所引起
一

群由 个异常组成
,

系毒砂矿型

所引起 第三群由 个异常组成
,

系辉锑矿型引

起 分群与判别分析结果从本
一

致
,

仅有四个异

常归属不相符

根据分类预测结果
,

在大明山地区选择一类

异常进行检查验证
,

钻探证实此 类异常人多数由

其一定规模的工业矿体引起
。

如两 工铜矿以
、

大

明山钨矿 区
、

南崖多金属矿 区
、

高田
、

马岭钨

钮卿
‘

区等
。

根据判别分析结果
,

对镇龙山地区的异

常进行 ’详查
,

已找到锑矿和含银锑锡矿断裂带
。

建立各种类型矿床的地球化学异常模式

由于地表露头矿 日益减少
,

找矿难度愈来愈

大
,

如何解决深部盲矿体的找矿问题已经提到议

事日程上来
。

建立地球化学模式
,

掌握元素分带

主要是垂直分带 和成矿过程中元素的富集规

律
,

对判断矿体 、岩体 的剥蚀程度和深部含矿

性是一个靛要途径
。

根据
’一

西金属矿点多
,

矿种多
,

类型多的特

点
,

我们先后在几个矿区对几种不同类型矿床进

行 了地球化学异常模式的研究
,

用以指导矿区及

外围找矿工作
,

已取得较好的效果
。

在建立某种

类型矿床地球化学异常模式时
,

由 于矿区工作程

度不同
,

应随着地质和化探工作的深入
,

不断修

改
、

补充原有的模式
。

在找矿评价过程中
,

如遇

相同矿种
,

除参考相应的矿床类型模式外
,

还要

结合具体情况加以综合分析
,

再作推断解释
。

实

践证明
,

逐步建立不同类型矿床的地化异常模式
,

对提高化探异常推断
、

解释水平
,

提高找矿效果

具有贡要的现实意义
。

几年来
,

我们钟对两江铜

矿床
、

大桂山钨矿床
、

龙水金银矿床及其他多金

属等十几个矿床进行了或正在进行地化异常模式

研究
。

下面简单介绍两个实例

一 大桂山钨矿

该区出露地层为寒武系水口群
,

岩性主要为

硅质岩
、

泥质粉砂岩
、

砂 贞岩等
。

构造以褶皱
、

断裂为主 火成岩见石英斑岩
、

闪长扮岩及煌斑

岩脉
。

矿床为石英脉型黑钨矿
,

属高一中温热液



充填型
。

主要矿物为黑钨矿
,

次为毒砂
、

黄铁矿
、

上
、

下 。米标高内的样品分析成果和样长
,

计算

铁闪锌矿
、

黄铜矿及方铅矿等
,

脉石矿物有石英
、

线金属量和分带指数
,

按元素分带指数最大值出

云母等
。

目前定为中嗅的
‘

床
。

现的中段
,

自上而下垂直分带序列为 一 一

元素垂直分带 我们选取 号勘探线
,

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对比苏联格

标高划分 个中段
,

取每个中段中所穿过的钻孔 里戈良总结的典型分带序列
, ,

不 同 标 离 元 索 衬 度 比 值 衰

中中段标高高 元 素 对 衬 度 比 值值 元 众衬度爪乘 比值值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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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元素位置有些变动外
,

其余均一致
。

在典型分带

序列中
, 、 以 毒砂形式赋存在矿体上部

, ,

以黄铜矿
、

锡石出现
,

钨以白鹤网
‘

出现
,

这与

大桂山矿床出现的矿物种类的分布 情况 大 体相

似
。

不同的是大桂山为黑钨矿
,

这可能是分带序

列中 元素位置变动的原因
。

元素时净彼比值和元素净彼累乘比值 根

据元素分带序列
,

取前缘元素
, , ,

为分子
,

后缘元素
, , 。 为分母

,

元素对

衬度比值和元 素衬度累乘 比值 计算结果列于上

表
。

由表可见
,

矿体垂向元素比值 自上而下有明

显的由大到小的规律性变化
。

以 的 米标高为界
,

上
、

下差值在一个数量级以上
。

经山地工程揭露
,

的 米标高以上 矿上部位置 为贫矿带
,

以下

矿中部位置 为富矿带
。

因此
,

可利用元素对

比值和累乘比值作为确定矿床剥蚀深度的指标

凡大于矿上部位各项比值者
,

矿床受剥蚀甚少

如比值在矿中部各项比值范围内
,

则矿体受一定

剥蚀
,

但矿体仍有一定延深
。

二 龙水金银矿

该区出露地层为寒武系浅变质岩系
,

火成岩

为印支期斑状花岗岩
,

晚期酸性岩脉发育
,

初步

认为金矿与晚期岩脉有一定关系
。

主要有南北向

的龙水一三郎冲压扭性断裂
,

长 松里
,

既是导

矿构造
,

又是储矿构造 其次北西向断裂构造亦

较发育
。

金银矿主要产于南北向和南西向断裂破

碎带中
。

矿床有 种类型 破碎带硫化物型金矿
、

黄铁绢英岩型金矿
、

石英脉型金银矿
、

多金属伴

生金银矿
。

龙水金矿 号矿体产于龙水一三郎冲

断裂带中段
。

矿银且合以黄铁矿
、

方铅矿为主
,

次为黄铜矿等 多种矿物
。

目前定为中型规模
。

地化异常特征及找矿 指标 以
, ,

, ,

元彭且合晕为矿致晕 元素垂向分

带序列为 一 一 一 一 前缘晕
, ,

奋
, · ·

喊 时为近矿晕
。

预测效果 据上述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指

标
,

经山地工程验证
,

己找到两条富金矿脉
,

一

组黄铁绢英岩型金银矿化破碎带
,

金
、

银品位均

达至任业要求
,

是一个有望的找矿远景区
。

抓好异常工程揭露

化探异常评价的最终 目的是初步肯定异常的

找矿意义
,

为地励采部验证工程提供可靠的依据

因此
,

抓紧抓好异常地表工程揭露
,

是化探 作

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多年来我们始终把地表工程

揭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

在作 计划时
,

掌握 一部

分山地以二程工作量
,

在化探异常反映较好或矿化



露头地段投入一定工作量的槽
、

坑探
,

采集相 当

数量的地质
、

岩矿
、

光片和单矿物样
。

通过对所

获资料的综合分析
,

初步掌握异常区内的矿物组

合
、

矿石品位和可能的规模
,

这样
,

向地质队提

交的不仅是异常的推断解释成果
,

而且有矿体的

地表地质资料
。

对化探异常进行钻探验证时依据

就更充分
,

深部工程见矿率会大大提高
。

如在两

江铜矿工作时
,

曾对该区几十个民窿进行了详查

和编录
,

同时投入相当数量的槽
、

坑探工作
,

采

集大量岩
、

矿石标本
。

通过详细测试后
,

提出两

江 号含矿破碎带含铜品位达到富矿
,

估计铜金

属 量大 万吨的预测资料
。

经钻探验证
, ’

证实

号矿带是两江铜矿的主要矿带
,

该矿床 目前已

达中型规模
。

在镇龙山地区进行化探异常评价时
,

对 号含银矿破裂带化探异常进行了工程揭露
,

初步控制 了该矿带的品位和大致规模
,

其他异常

和矿化点的揭露也取得 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

认

为在该 区 寻 找银
、

金
、

锑
、

锡 等矿 种是有前

景的
。

坚持与物探相结合

正确评价化探异常
,

提高化探异常的见矿率
,

除上述的工作内容外
,

将物化探资料相互印证也

是正确评价化探异常的重要途径
。

除一些远程元

素外
,

化探异常一般是与地表矿化有关
,

而地表

矿化有的与深部盲矿体有联 系
,

有的仅是矿化而

已
。

目前用化探异常推测深部盲矿体
,

尤其是埋

深
、

产状等
,

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
,

而物探恰

好可弥补这一缺陷
。

如电法可以通过人工电场探

测深部硫化物盲矿体及其埋深
、

产状等
。

通过对

地质
、

物化探资料的综合分析
,

解释
、

评价化探

异常的可靠性就更大
。

如在镇龙山地区工作时
,

龙骨山一带化探次生晕和原生晕都较好
,

通过地

表调查
、

民窿编录及槽
、

坑探揭露等
,

初步掌握

此含矿破碎带的延长规模
、

厚度
、

品位等 最后

投入激发电位法
,

获得明显的 粉 异常
,

物探推断

矿体有一定延深
,

这撇合我们解释 号矿带异常

时提供 了更充分的资料

土壤中的吸附态汞
、

全汞及其找矿意义

江苏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队 胡振清

汞作为地球化学勘查中具有较大潜力的远程

指示元素
,

已逐步被人们所认识
。

近年来
,

国内

外对土壤中汞的存在形式及找矿意义进行了不同 二

程度的研究
,

本文就土壤中叨洲寸态汞和全汞
,

作

为两种找矿信息进行研究和探讨
。

初步研究 了二

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子找喇犬矿床的实际意义

吸附态汞和全汞的测量方法

刁 梅山铁矿 上峨

韦岗铁矿土峨

土壤中汞的测量采用热释法
,

当热释温度为

℃时
,

所测定的土壤中汞的分量定义为吸附

态汞 当热释温度为 即 时
,

样 品中各 种相

态的汞全部释放出来
,

故称全汞
。

其热释温度是

根据实验而定的 图

为了确保测试数据可靠
,

在测试中检查量超

过
,

按半定量分析误差标准要求
,

实测数据

合格率均大于
‘

与
。

伏牛山俐矿 艘

栖旅 山铅锌 矿 几准

叹、民、

一一 一一一一

户含内,‘

各矿 区 卜壤热释 未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