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法处理无穷区域简单易行的优点
。

使解题的精

度和效率都得到提高
,

而且计算前的准备工作量

比较小
,

是一种值得捆 的方法
。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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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山金矿累乘晕统计特征及其地质惫义

安徽省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队 祝亚尼 徐运莲

对 马山金矿床的研究表明
,

化探累乘晕异常

可作 为金矿的找矿标志
。

累乘晕异常在各类地质

体 灰岩
、

砂岩
、

岩体
、

硫铁矿等 上都各有其

自身特征
,

但 由于各种地质作用多次活动的影



响
,

常使得累乘晕异常复杂化
。

然而
,

在一个地

质体上各次成矿作用形成的累乘晕异常具有不同

的倾率分布特征 在不同的地质体上同一次地质

作用显示的累乘晕
,

其频率分布特征具有同一

性
。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成矿作用历史及矿

床与构造岩浆活动的关系提供了地球化学信息
。

状 黄铁 矿
、

白铁矿
、

闪锌 矿
、

方铅矿和黄铜

矿
。

累乘晕统计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地质概况

马山金矿床位于铜官山背斜北东倾没端的南

东冀
,

出礴地层从志留系至三迭系
。

矿体主要产

于石炭系黄龙组和船山组 白云 大理岩和大理岩

中
。

矿区断裂和次一级 摺曲十分发育
。

金矿床西

侧出件闪长岩体
。

区内围岩蚀变有夕卡岩化
、

大

理岩化
、

白云石化
、

硅化
、

角岩化
、

绢云母化和

蛇纹石滑石化
。

主要成矿元素为硫和金
,

矿体呈

透镜状
、

似层状和脉状
,

金
、

硫矿体为伴生
、

穿

抽或分层
。

主要矿物为自然金 包括银金矿和含

银 自然金
,

次为黄铁矿
、

磁 黄铁矿
、

毒砂
、

胶

一 累乘晕概述

在金矿床上成晕元素的单元素原生晕异常规

模都很小
。

为 了强化异常 根据矿体中的矿物组

合
,

我们选用
, , ,

和 构成累乘

晕
,

用 尸表示之 即
· · ·

其中 一 二去
,

, ’ · ,“

, , ,

为相应各元素的分

析值
。

计算累乘晕 尸值时
,

当各元素含量低 检出

限或超程时
,

分析结果中的估计值 报出的原始

数据 按表
‘

规定值
”
处理

“ 。
’‘

值用表

中的
‘

规定值
”

处理 干扰值的处理同
‘ · ”

值

分析幼果估 计位与舰定值

估估 计 值值 演 乏 月月 ”” 《 刀刀 叹 月月 夕 月月 , 万万

舰舰 定 值值 丹丹 ”” 月月 刀 力力

—————
一 一一 一 ——

月月

乃乃 ———’‘,,,

实实实 估计值值 卜 》 戈分 、 次 、 汾
例例例例例例例

·

规规规定值值 《 一 —

———一
甲

—
———

‘‘‘‘‘‘‘ 凡凡凡凡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注 所列教据为光谱半定 分析结 果

考虑到本区灰岩中
, , , ,

的背景值
、

异常下限及碳酸盐 中的平均含量及分

一 「〕

了了
一

丁
一

《乡乡 月月

送送 ‘。 ··

一
一 ’

‘,
·

一

丁 、

几

一寸一

」

注 ①据 地质队资料
,

为光谁未检出值

②安徽冶金地质研究所分析

③据涂里千和费德波值 ,

析灵敏度 表
,

确定累乘晕的 背 景值
。

为

零
,

异常下限 为 取 尸户 为累乘晕内带
尸 尸

。

为累乘晕中带
, 落少 尸

·

为累乘晕

外带作图
,

金矿体及附近有明显的累乘晕异常

图
。

由此 , ,丁见
,

由
, , ,

五个元素构成的累乘晕可作为马山金矿的一个找

矿标志
。

二 票乘 值频 率分 布特 征及其地质

愈义

累乘晕异常在矿体
、

岩体
、

灰岩中均 可呈

现
,

且矿体 或矿化 和其他地质体引起的累乘晕

有时难以区分
,

为此我们研究了各地质体累乘晕

尸值的频率分布特征 图
。

灰岩
, 、 、

上的累乘晕 尸值累积频率曲线以拐点划分
,

大致



的 个母体
, , ,

才, 图
。

上述各母体

均服从算术正态分布
,

其均值和方差列于表
。

不两母体峨朵雄 位统计特征 襄

图 马 山金矿 线爪 乘毋异常剖面图

一龙澎且 一月瓜峰组 一栖故组 船山组

一黄龙组 一高丽山组 一 闪长岩 一硫铁矿

一地质 界线 一金矿体 一累乘晕外带 卜累乘晕

中带 一累乘晕内带

可分为三段直线
,

其斜率各异
。

经多重母体分解得

到灰岩 个母体的累积频率理想曲线
,

, 图
,

同样
,

可得到砂岩 , ‘ ,

的两个母体 图 岩体 包括岩脉

母母母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名名名 均值值 方差差 均值值 方差差 均值值 方差差

灰灰

一一
之之 亏之之 了

。 、、

吸飞飞

岩岩岩
,,,,,,,,

砂砂砂 ,,,, 。

牟牟

岩岩岩

岩岩岩 改改 】 之之

体体体
,,,,,,,

⋯
, 二二

几卜
’

⋯⋯久⋯
下奋

州 ,

”陀”

过卜飞
飞片产不不而不云子

。 实 则曲线
。 , ,

理想曲线

理想曲线
, 、 、理想曲线

产一众数
口 一均方差

横坐标 为概 私格纸坐 标

圈 灰岩
、

砂岩 和岩

体 爪乘 组 值泉 积报

率曲线及 各母体理想曲线

现以灰岩为例 剖析地质体累乘晕 尸值的频

率分布特征及地质意义
。

图 实测曲线所

划分的三段直线
,

自下而上对应的 值范围分别

为小于
, ,

大于
,

所对应的 个

母体
, , , , 的均值和方差见表

。 , 的

均值和方差最小
,

样品主要是灰岩
,

个别样品有

大理岩化和黄铁矿化
,

表明这部分岩样在沉积成

岩后基本未受其他地质作用的 影响
。

的均值

和方差较大
,

样品有大理岩化
、

硅化
、

夕卡岩化

和较强的黄铁矿化
,

说明成岩后经受的成矿地质

作用是强烈的
。

的均值和方差介于 ,

和 ,

之间
,

样品主要是栖该灰岩中的炭质灰岩
、

硅化

灰岩
、

大理岩化灰岩和大理岩 船山
、

黄龙组中

的大理岩和白云大理岩 有少量黄铁矿化样品
。

如果把没有明显蚀变的
、

作为灰岩的正常场
,

无疑
, ,

就是异常
,

而且是与矿化有较密切

关系的异常
。

的样品占整个灰岩样品的
,

并遍及整个矿 区
。

从 表 可 见
,

和

的均值变化范围是 一 ,

方差几乎都等于
, 。

的样品 石英岩和书渺岩 和 的样

品 闪长岩 都未见明显蚀变
,

的样品大多

只见大理岩化和畦化
。

因此
,

我们认为上述三部

分样品曾经历过一次地质作用
。

为进一步了解该次地质作用的性质
,

作 了金

矿床累乘晕 尸值累 积频率 曲线 图
。

曲线也



、飞
、、

几仁 月 。下 了 子

圈 金矿床爪 嫩晕 值用积狱率曲线

大致可分为 段直线
,

形状及拐点位置与图 中

曲线相似
,

我们仅取 段 尸值范围 一 内

的值
,

以 尸 为内带
,

乡 尸
,

为中带
,

为外带作累乘晕异常图 图
。

与原累 乘晕 异常 图 图 尸 为内带

尸 少 为中带 户 介 为外带 相比异

常形态规则多了
。

线下面的异常内带与栖故灰

岩底板等深线 图 所示的小背斜核部相吻

合
。

在 一 米中段 线异常内带的位置与高丽

山组顶板等深线显示的背斜核部相 吻合
,

与图

所示的情况极为相似
。

平面上显示为北北

东向的异常带中有一系列近东西向的小异常
,

南

北向异常带 与马山矿区构造总体呈北北东向展布

一致
,

其中近东西向的小异常与早期小背斜部位

相 吻合
。

不 同的地质体
, ,

‘ 累乘

晕 尸值具有相似的频率分布特征
,

可能是某次规

模较大的构造岩浆活动的结果
,

并与金矿的形成

有关
。

同样
,

对应于图 中 段直线的 , 大理

岩化
、

硅化
、

夕卡岩化和黄铁矿化样品
、 ,

渺
岩

、

角岩
、

蛇纹岩及黄铁矿化样品
、

‘ ,

夕卡

岩化
、

黄铁矿化样品 的相似特征
,

也有与之相

应的地质作用
,

如另一期构造岩浆活动或岩浆期

后热液活动
。

最近
,

南京地矿所对铜官山一马山矿田构造

盯二寸,巧

汉 , 了 了

“
。 , , 《

’

圈 马山金矿 米中段用 朵晕异常圈

一龙潭组 一孤峰组 一栖妞组 一闪长岩
。

人一 爪乘 异常 一 值 段异常图 一 栖霞组底板等

深线图 一地质界线 一 剖面线 一栖健底板等深

线 一栖彼底板范困 一爪桑 内带 一爪乘晕 中

带 一 爪乘 外带 一钻孔位置

上
’

民
中硅含 曲线

艺
·

卜 , 了 了
矛 〔。乍 , 七 ” 卜

· 中硅含且曲线 , 中硅 含盆曲线

图 灰岩各母体硅 含皿用 积报率曲线

一栖厦组岩样实测点 一理想曲线
,

一黄龙
、

船山

组岩样实测点 一理想曲线



进行了研究
,

认为马山金矿床系沉积改造成因
,

其成矿过程经历 了石炭纪的沉积作用
,

晚侏罗世

和晚白要世两期 褶皱改造作用
。

其中
,

晚期 褶皱

为北北东走向
。

早期 褶皱还伴有走向近东西的岩

浆活动
。

因而晚侏罗世热动力改造作用也格外强

烈
,

是马山金矿的主要成矿期
。

他们的这一结论

在构造特征及成矿经历方面
,

都与本文所述累乘

晕研究结果相 吻合
。

三 , 硅含 , 的频率分布特征

我们还将灰岩累乘 值所对应的各母体硅

的含量 光谱半定量分析 作了统计对比 图
、

表 飞 。

从累乘晕分析
,

马山矿区的灰岩主要经历过

次地质作用 图
、

表
,

即
、 、 。

灰

岩中硅的含量也相应有较明显的变化
,

从 到

硅的含量递增 表
。

这也说明 了马山金矿

灰岩公母体硅含皿统计对比

地地地 母母 值值 样样

质质质 体体 范 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 品品体体体 名名名 均 值值 方 差差 均 值值 方 差差 均 值值 方 差差 数数
之之 ‘ ’’ ’’’

一 之之

一一
二二 之之

十 ,, 。 。 之之

注 硅在各母体中服从算术正态分布
。

床灰岩可能经历了原生沉积
、

早期构造岩浆活动

和晚期构造岩浆活动三次地质作用
。

结 论

某地质体
一

上累乘晕 尸值的累积频率曲线
,

由拐点划分所分解出的几段直线表征该地质体经

历了几种或几次地质作用
。

同一次地质作用在各地质体上的累乘晕 尸

值频率分布特征具有同一性 如早期构造岩浆活

动的结果使
,

和 的均值
、

方差都相近
,

且都服从算术正态分布
。

累乘晕 尸值频率分布特征的研究
,

为马山

矿区成矿作用的分析及矿区主要构造期次的划分

提供了依据
。

累乘晕的数值范围能指示灰岩的蚀变程

度 如灰岩 母体主要有大理岩化柳奎化 样

品占 厂整个灰岩样品的
,

同时灰 岩中 的

异常内带常出现在小背斜的核部
。

已知的主要金

矿体几乎都产于黄龙
、

船山组小背斜的核部
。

因

此
,

这部分规模巨大的异常是普查找矿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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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阵开始
,

我队 先后在测 区及其外围开展 分散流
、

次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