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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磁异常时
,

需要大量

侧定岩石的磁性
,

但对岩石磁性

的复杂性及其能够解决地质问题

的能力往往认识不足
。

假如不仅

侧定岩石的感滋和剩磁
,

而且还

研究刹磁的性质
,

那就可以对

热
、

化学和动力等剩磁异常进行分类
,

进而提高

阐明某些地质现象的能力
。

岩石出落地表后的滋性变化

目前主要是在选定的地点采集定向标本来研

究岩石的磁性
,

而且只注意了标本是否新鲜
,

却

忽视了岩石出庵后的磁性变化
。

例如

四川大顶山铁矿落头的磁性与坑道中铁矿

的磁性明显不同
,

可从下面的结果看出

号矿体 ‘ ,

落头
,

坑道 单位均为
一 ‘ ,

下

同
。

号矿体
, ,

露头

坑道 二 。

坑道中的矿体与露头高差约 米
。

铁矿石的

剩磁大小与深度有关
,

露头与坑道中同一矿体的

刹磁相差十余倍到数十倍
,

而且都是露头的剩徽

强
,

方向乱 坑道矿体的剩磁弱
,

方向接近一

致
。

礴头与坑道矿体的磁化率相伺
,

故未分别统

计
。

利用从坑道中取得的磁性资料进行选择法定

解释
,

经钻探验证
,

证明坑道中取得的磁性资

料是可靠的
。

四川菜园子铁矿区一号矿体上
,

露头与坑

道中铁矿石的磁性差异较大
。

如
, 和 探槽中

铁矿璐头的磁性是 ‘ , , “ ,

,

的方向较乱
,

并有反磁性
。

在露头之下 余

米深处的坑道中
,

铁矿石的磁性是 ‘ 二 ,

, 。

礴头矿与深部矿的剩磁强度相差

倍
,

而且深部矿的剩磁方向比较一致
,

为正常磁

化
。

利用坑道磁性资料对矿体磁异常进行正演计

算
,

与实侧滋异常符合
,

从而证明坑道磁性资料

可靠
。

四川朝王坪矿区新发现的份号矿体
,

其露

头标本的磁性 丈 , , 二

的方向很乱
,

而且多具有反向磁性
。

这与在矿体

上实测的磁异常特征不符
。

起初以为是标本代表

性较差所造成
。

重新取样侧
,

结果仍与前次一

样
。

由于不能采取深部样品
,

无法了解深部矿石

的磁性特征
,

但从矿体磁异常特征来看
,

从铁矿

露头上取得的磁性资料
,

对定量解释磁异常井无

用处
。

在检查四川百灵 乡由玄武岩引起的 ,’

航磁异常时
,

测 得备类玄武岩露头的 磁化率

为 一 四 , 荆 磁强度为
,

, , 二 一 ,

剩磁方向很乱 玫瑰图

翻什的磁化方向与其正常磁化方向相反
。

由于玄

武岩的 值大
,

如果露头的磁性真能代表玄武岩

岩体的磁性
,

则应出现反常的磁异常
。

但无论是

航空还是地面的磁测结果均为正常磁化体引起的

磁异常
,

表明深处玄武岩的磁性与露头玄武岩的

磁性不同
。

磁异常是由深部玄武岩的磁性决定

的
。

玄武岩露头很薄的表层部分
,

由于长期受外

界因素的影响
,

磁性发生了显著变化
,

不能代表

整个玄武岩岩体
。

在洽种情况下
,

露头磁性资料



对磁异常的定量解释
,

显然用处不大
。

综上所述
,

强磁性岩
、

矿石标本的磁性随深

度变化的特点是

地表露头的磁性很强
,

深处的磁性减弱
。

地表和深部的磁化率变化不大
。

露头的剩

磁常比深处的剩磁大十几倍到数十倍
,

剩磁方向

变化大
,

有时出现反磁化
岩

、

矿石露头在铁矿体较强的磁场与地磁场

的共同作用下
,

长期经受季节性的温度变化和昼

夜温差变化
,

使磁畴在经常的
、

周而复始的热扰

动作用下
,

逐渐顺外场方向排列
,

产生了很强的

热粘滞性剩磁
。

同时
,

由于露头形状不规则
,

致

使剩磁方向变化很大
,

甚至出现反磁化
。

为了验证这种设想的可信性
,

我们在菜园子

号矿体上采取了三块有代表性的标本
,

进行加

温退磁试验
,

再测定其磁性
,

结果如表
。

莱团子一号矿体上采粼的标本的徽性洲定拍泉

取取样位
。

号 枪枪
,

号 槽槽 坑 道 内内

标标 本 号号

班班化率和刹班班
,, ,, ,,

加加 沮 方 法 ①①

加加 沮 方 法②②

加加 沮 方 法③③

注 ①标本未经加退处理 ②将标本埋在煮饭后炉灶内灰烬中加热到 ℃左右
,

然后让其自然冷却
,

再侧其班性 ③将标本埋在铁匠炉中
,

加沮至 ℃ ,

持续约半小时
,

自然冷却后再侧定其盛性
。

上述粗糙的加温退磁试验结果
,

说明露头与

深处矿体的磁性可能原是一样的
,

只是由于矿体

出落地表后
,

长期经受季节性及昼夜温差变化的

影响
,

才使剩磁显著增强
,

方向变乱
。

露头的这

种热粘滞剩磁是很稳定的
,

虽经敲打
,

甚至加热

到 ℃以上
,

只要不超过居里点
,

剩磁变化并

不大
。

此外
,

剩磁特强的铁矿璐头多出现在地形

突出的山头上
,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很可能由于

经常受到雷电影响而强烈磁化
,

剩磁强度增大
,

方向变乱
,

由于露头磁性与深部岩石的磁性有很大差

异
,

所以应避免采取裸姆的岩石标本
。

只有在钻

孔或坑道中取得的岩石标本
,

才可能提供可靠的

磁性资料
。

剩磁特强标本的磁性测定问题

按磁法勘探规范
,

当视磁化率
’

一

时
,

应按公式
,

一一二一一一二二 ,
一 尤 产

作退磁改正
,

求出真磁化率
。

式中 为退磁

系数
,

约等于
。

我们 曾遇到许多剩

磁特强的标本
,

其视磁化率“
一 ‘

,

于是 ‘ ’ ,

代入 一 式算出

的真磁化率
。

显然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
。

先以为是侧量误差导致的结果
,

采取改变测定方

位
,

增大标本至磁秤之间的距离
,

多次重复观侧

等方法
,

使误差都小于
,

但所得视磁化率的

值仍特别大 表
。

对此事实
,

我们检查了计算

公式所假定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
,

即在剩磁特强

的情况下
,

需要重新推导视磁化率的计算公式
。

以往
,

在推导该公式时
,

并未考虑标本剩磁

产生的退磁场对标本感应磁化强度的影响
。

实际

上
,

强磁性标本的剩磁强度有时可达几个奥斯特

表
,

它在标本中的退磁场强度远大于地磁

场的强度 约 奥斯特
,

因此不能不加以考虑
。

另外
,

铁磁性物质的磁化率是磁场的函数
。

当磁

化场变化较大时
,

磁化率也有较大的变化
。

图

为各种岩石的磁化率在弱磁场中的变化情况
。

现

在将标本剩磁对感应磁化的影响考虑在内
,

重新

推导标本在高斯第一位置时
,

用磁秤法测定标本

磁化率的计算公式
。

标本正倒两次放置
,

其计算



曰头标本采取各种姗高箱度措旅前后的陇性侧 抽用

标标 本 号号 磁化率和剩磁磁 测 定 值值 误 差差

一 “ , ‘

第第第第 一 次次 第 二 次次次次

一
,, 。

。

一
,, 。

,

一 尤 ,, 。

一 厂 ,, 么

一 尤 ,, 。 。

一 盆 ,, 。 。

了了了
。

一
,, 。

。

式为

, ‘ 。 ‘
犷

二 一一 , 一 ,

一 。 ‘ · 一 ,

式中
,

为标本正倒两次引起的磁秤偏转

格数
。
为零点读数 为磁秤格值 犷为标

本体积 为标本中心到磁秤的距离 为退磁

系数
。
为地球垂向磁场强度

, ,

为标

本磁化率的值
。

尤 一 ,

厂

尤 一 ,

由于标本正倒两次放里时
,

影响不同
,

故其磁化率值亦不同

其内磁场受剩磁

按通常计算磁化率的运算方法
,

将
、

两式相加后移项
,

即可得出 视 磁 化率
尤 ,

尸
‘

下万屯一
月

一 ”。 ‘ ’

‘ 弓

一 ‘

—
闷

二一 , 二 ,
· 刀

, 厂 一 尤 ,

尤 。 “ ’

式可见
,

当 较小时
,

标本正倒两次置
,

其内磁场变化不大
,

, 尤 一 ‘

二 ,

则式中第 项

由放

, 。今

尤
即可导出 式

,

一 尤 ‘

但当
,

很大时
, 。 ,

标本正倒两次

置放
,

其内磁场变化为 。 ,

对某些磁化率随

磁场变化较大的铁磁性标本而言
,

牛
,

而

且
,

则 式 中第 项不能忽味
由此算出的 值比真值增大很 多

,

就会出现
‘

的情况
。

这就是标本经退磁改正后得

出负磁化率值的原因
。

此时如按照通常计算剩磁

的方法
,

使式 减式 则得出视剩余磁



化强度月 如下式

‘ 二

于 土子匕 二
一 ’

, ,

二 , 一一一气丁犷 十 气尸一 , 一二 一
‘

一
刀 刀

。

一 尤

一 ,
‘ ’

万 ‘ 办 二 下
“

一 管典

圈 在暇盛场中安山岩

的 化率 ,

一含辉石的橄橄玄武岩 一橄枕玄武岩、

一含二辉石的橄橄玄武岩、 一含橄悦石的

二辉安山岩

由 式可 见
,

如由退磁改正公式
, 二

乙
·

们
一 ,

算出的真剩余磁化强度
, ,

会由于

受 式中第 项的影响而显著减小
。

为了验证剩磁对磁化率侧定的形响
,

我们选

择了四块斑铁矿标本做了不同刹磁情况下的徽化

率侧定试验
。

由表 可见
,

当标本刹磁很大时
,

四

块标本中有三块的视磁化率都大于

从 可见刹磁对磁化率公式计算的影响不

可忽抵 所以对刹磁特强的标本
,

一定要退磁后

才能侧得较可靠的磁化率么

感磁特强标本剩磁

测定误差问题

对一些感磁特强的标本
,

刹磁的侧定误差常

常超过限度
。

虽采取了各项措施提高了观侧精

会 拉拉广 , 地成铁矿你本盛性匆此脸抽

试试 脸脸 盛 今 数数 标 本 号号

方方 法法
一 ‘

原原始侧定值值
,,

退退 班 后后 ‘‘

侧侧 定 值值
,,

,, 新 磁 化化

后后 侧 定 值值
‘‘‘‘

度
,

但实际上误差仍达到 以上
。

这说明还

有未考虑的因素在内
。

根据铁磁性物体的磁化理论
,

在地斑中把标

本正向和反向里放
,

即相当于将标本放在地磁场

中进行交变磁化
。

由此形成的磁滞回线不是固定

不变
,

而是略有变化 图
。

这就使每次侧定

的剩磁数值都不同
,

即
,

牛 叮
, ,

牛 ,
。

这种变化对强度较大的感磁的影响虽徽不足道
,

但对起始值并不大的剩磁来讲
,

干扰是很严重

的
。

这就有可能导致侧定剩磁的误差超过限度
。

当刹磁较刁、
时

,

可用一般的侧定公式

, , 尤 。
一

,曰一

一一乃曰人一 。

一

·

。、卫岑
一 , ‘ 。



式减 式得

一 · 一 , ·

由此即得第一次测定的剩磁平均值
,

, ,

—
厂

犷
一 · 一 ,

第二次重复侧定得

, 一

,
,

,

犷 广 君 · 一 ,

由于 牛
,

所以计算的百分误差为

八
一 下一 二 过 兰上

石 、

此值有时很大
,

可能会超出误差限度
。

, 今
试脸

。

这对彻底解决问趁显然还不够
,

有必要进

一步傲深入的理论分析与定 试脸工作
,

以便找
出规律

,

用于岩石磁性侧定
,

使侧 结果尽可能

与实际情况符合
。

目前磁法除用于圈定强磁异常直接找磁铁矿

及其伴生之金属矿外
,

还用来研究弱斑性控矿构

造
,

间接寻找某些其他金属矿床
。

要求对岩石徽

性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所涉

及的虽是强磁性岩
、

矿石
,

但对弱磁性岩石的研

究也有今考愈义
。

, 今 文 橄
圈 快盆性钧体进行交交盛化

时徽潇回线交化软班圈

结 语

本文所列举的都是在铁矿区测定强磁性标本

时发现的一些
“

愈外
”

情况
。

我们对这些
“

特殊

的
”

标本只是做了初步的定性分析和一些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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