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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生晕中元素的分带
,

并确定其分带序列
,

具有重要的理论及找矿意义
。

这里所编的元素分带序

列程序是按
· ·

格里戈良提出的分带指数的方法
。

该程序用 语言编写
,

并在 一 机

上 通过
。

, , 呈止
,

⋯⋯
, ,

方 法 简 述

一 分带指数的计算

计算线金属量 在所研究的原生晕垂向剖面上
,

按下式计算 。 个不同中段 剖面 的 个指示元素的

线金属量
。

这里是按采样点是等间距的金属量计算

公式
‘ 二 乙

。 一 乙 ,

式中
, ‘

为第 个中段的线金属量 云
。

为剖面上各

采样点元素含量的平均值 亡 , 为背景平均值 为采

样点距 为剖面与异常延伸方向的交角
,

一般是按

近
“

考虑
,

故上式变为

二 确定原生晕分带序列 从 矩阵中找出

个元素在 个中段分带指数的最大值
,

即为元素在分

带序列中的位置
。

若有两个以上元素的分带指数最大

值同时位于某一中段
,

就需要精确地确定这些元素的

上下 远近 顺序
。

几个元素的分带指数最大值同时位于相对最上

部或最下部中段时
,

采用下式计算变化指数
门

云
,

,

, 。 一

确定各指示元素的标准化系数 从 个不同中

段
,

个指示元素的线金属量中
,

找出每种元素的最

大值
,

比较这些最大值
,

选出一个最大者作为确定标

准化系数的单位
,

即该元素的标准化系数 为
,

其

他元素的标准化系数
,

由每种元素线金属量最大值的

数量级与作为标准化系数单位的最大值的数量级之间

的倍数来决定
。

例如
,

作为标准化系数单位的元素线

金属量最大值为
,

而某个元素的线金属量最大值为
,

则 、 倍
,

该元素的标准化系数值

按下式计算各指示元素金属量标准化数值

, , ,

, 为第 个中段第 个元素的标准化值 , 为

第 个元素的标准化系数 为第 个中段第 个

指示元素的线金属量
。

计算各指示元素的分带指数
‘ ,

为该元素的变化指数
日 、

为该元素分带指

数的最大值
,

为该元素在 应中段的分带指数值 ”

为中段 数 计算时不考虑分带指数最大值所在的

中段
。

在最上部中段并列几个元素分带指数最大值时
,

值大者
,

应排在相对空间位置的上方 而在最下部

中段并列几个元素分带指数最大值时
,

值大者则应

排在下方位置上
。

当几个元素分带指数最大值 同居于中部某

一中段时
,

则分别计算各元素的变化指数梯度差
,

即

△ , 一 户
。 , 和 分别为分带指数最大值所

在中段的上部中段和下部中段的变化指数
,

和 下

可按下式计算
。 、 二

笔要汾
‘ ,

氢架
一

为这个最大值所处的中段号
。

然后按照 △ 递增的顺序将元素进行由上部 下

部排列
。

如果用格式法确定元素的水平分带序列
,

只需把

上变为远
、

下变为近即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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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部 分
’

一 功能

按 格里戈良分带指数方法确定原生晕中

元素的分带序列
,

由电传打印出分带序列各元素的编

号 由上到下或由远到近
。

二 主要标识符

一样品数 即中段数

变量数 指示元素个如
一计算线金属量时的原始数据个数

,

〕或
,

〕一存放线

金属量值
,

〕或
,

〕一存

放原始数据含量
, 〕一存放计算各中段金属量的样品

界限

〔 , 〕一存放指示元素背景平均值
, 〕一各中段的采样间隔 每个中段内

是等距的
一

, 〕一存放各元素的标准化系数
, 〕一存放变化指数或梯度差值

一过程名
。

求最大值的过程

一过程名
。

数值大 ,喇眸过程

一穿孔方式指示数
, 二 按样品穿 丰

按变量穿
。

三 使用说明

执行目的程序前
,

将控制台变量
、 、

分别给出中段数
、

变量数
、

穿孔方式指示数
,

按 不计算线金属量
,

不按
,

计算线金属量
。

身牙 顺序

计算线金属量

〔
,

〕或
,

从

上 远 到下 近 穿孔
,

, 〕

不计算线金属量
一

,

〕或
,

〕从上到下穿孔

电传按从上到下输出变量号

二 二 二

按 不按

读入 读入
、 、 ,

、

计算剖面

平均值和金属量 协

确定各指示元素标准化 系数 民

求各指示 元素金属量标准化数值

计算各指示元素分带指数

确定元素分带序列

电传从 远到近打印出元紊号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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