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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色金属矿山地质勘探中
,

为探清矿体的产状
、

形状和规模及正确地评价矿体
,

需要投入大量

的探矿工程
。

某些矿区虽经详细勘探
,

但对一些构造体系复杂的地段 因
,

特别是经后期构造破坏及

与含矿浙裂有关的充填 交代层间羽毛状矿体
,

仍不能较真实地掌握矿体的走向
、

倾向和自然形态
。

在综合图件时
,

常发生对矿体形态的错连
、

层次串位等假象
。

当然
,

圈定矿体的主要依据是工程
,

但

也要防止单纯依靠工程圈定矿体的倾向
。

因此
,

除研究地质规律外
,

更重要是采耽首当的验证手段进

行验证
,

使其正确地反映被勘摘权寸象的真实性
。

笔者借助双因素方差分析 吓称双差分枷 的原理
,

结合已知矿区矿床赋存条件及勘探中存在的

实际问题
,

对已圈定矿体不切实际的某些失误现象进行验添
双差分析的实质是应用数学上的某种运算

,

寻取香当的统计量
,

将误差以数量化的形式进行区分
,

从 中确定引起误差的主次因素
。

如以样品化验资料为统计指标
,

把放到行里的样品
,

抽象为行作用

放到列里的样品
,

抽象为列作用 行与列间的样品
,

抽象为行
、

列间的配合作用
。

为分离上述几种因素作用的大小 误差
,

引进双差分析过程中的误差统计量 和误差统计量的检

验值 的概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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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表示全翻钵羊品的平均

值 元 表示行间样品的平均值 兄表示列间样品的平均值 表示样品在序列间的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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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得到一个误差检验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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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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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不同的序列对测试结果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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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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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

、 时
,

说明测

试结果误差不显著
,

无差异
。

勘 探 实 例

为探清一含可渐裂下盘有利层位中赋存的未知矿体
,

在水平坑道探矿的基础上
,

向上施工 条探

矿穿朱 条穿井在不同的高度上
,

分另啦制了一条矿脉
。

在此工程控制的网度 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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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差分析的步骤如下

裂控矿的特点
,

综合图件时
,

将可体连绘成近似平

行的 条羽毛状矿昧 看来
,

这种连法是符合该区

断刹空矿规律的
。

但通过双差分析验证后
,

发现

条矿脉显现的差异并不显著
,

应属一条矿脉
为正确认识矿床赋存规律和探清可肺

,

在原勘

探的网度中
,

又补加了 个钻孑滩行验证
,

结果证

明连绘成 条羽毛状矿脉实属误连
。

后经开采最终

验证
,

确是一条较完整
、

连续的矿体 见图
。

第一步 列出原始数据表 样品化验资料 并进行初算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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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列出双差分析公式表 表 并进行偏差及检验雀旬的计算
双因素方整分析公式简衰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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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将第二步运算的结果填入双差分析结果表 表
。

第四步 查表检验
,

按 的置信界
,

查
双因索方理分析结泉衰 衰

差差差方和和 自 由 度度 显著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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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

故 条矿脉所

采集的样品含量无差异 行差
。

又将 月
’

忿

与 进行比较
,

因
,

故每 条

矿脉所采集的样品含量无差异 列差
。

据 卜述
,

行
、

列作用显现均无差异
,

故 条探

矿穿井所控制的矿脉应属于 条矿体
。

笔者用双差分析验证方法在不同的地段 区
,

验证过 例
。

其中发现了例矿体自然形态连法有失

误
,

在修改图件时
,

都作不同程度的校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