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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天彻敬异常的复合异常 上图 与复合禅度

下图 的振幅和相位 曲线
最大不超过

。

限于篇幅
,

只绘出了第 种模型的振幅和相

位曲线 见图

实 例

由于作者手头缺少野外实测曲线
。

现取天湖

铁矿的一个磁异常剖面进行了解释
。

该剖面位于

呈长轴状的磁性体上
,

与磁异常体走向垂直
,

是

通过异常中心的一条剖瓦 异常曲线 图 规

则
,

近于对称
,

可看成是顺层磁化矿体的异常
。

前人曾用半极值点等一般方法
,

求得顶板埋深约

米
, ,

经验证
,

计算结果与

实际情况极为近似
。

我们将实测异常转换为复合

异常与复合梯度异常的振幅和相位曲线后
,

进行

了再解释
。

绘得的图见图
。

虽实测曲线不够光

滑
,

但我们反演解释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

其结

果是 米
,

为
,

角
“

可

认为是顺层磁化 与前人的结果基本一致
。

说明

所介绍的方法是可以用的
。

应该指出
,

本文所介绍的方法
,

有计算简便

的优点
,

计算精度也是令人满意的
。

可以推厂
一

用

于多种二维模型异常的反演解释
。

复合异常与复合梯度两种计算同时使用
,

可

对结果相互补充检验
。

也可以对异常曲线经过上

延或滤波后
,

再使用所介绍的方法进行推断解释
,

以提高解释的可靠性
。

, 舟 文 献

〕
, ,

〕
, ,

屯
、

〔 〕熊光楚 金属矿床磁异常解释推断
,

北京
,

地质

出版社
,

异常评价的 数学方法

张守良 孙景春

华北有色地质勘探公 司 队

问 题 的 提 出

物化探异常及其推断解释往往带有模糊性
,

将

数学方法应用于物化探异常评价是有意义的
。

对于不同的研究目标或不同精度的测量指标
,

数学模

型可细致可粗糙
。

细致些可用于深入研究异常的性质

及其与地质体的关系 粗糙些可用于异常的快速评价
。

本文侧重阐述化探异常快速评价的 乙 数学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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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区域内
,

以测得的数据全体为论域
,

叭 , 处 , ·

一
,

片 为论域 上的 个 子集
,

表示

已知模型
。

这些模型反映 个异常类型
,

并用这些已

知模型去判断全区内异常的属性
,

这样便把异常评价

问题归结为模型识别问题
。

记 上
,

省
二 仁上二 之 一 之

,

之
, 、’

一

则称 之
,

之 为之 与之,

的贴近度
。

当两个模糊集的贴近程度主要取决于某些或某个

指标元素的强弱时
,

常采用此种形式
。

定义 设之
, ,

之 为论域 上的模糊子集

模型 识 别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一

个模塑识别系统大致由如图 所示的几个部分

记 、当
,

之
‘

、

全
,

之 」
“

式中

组成 士
,

之 , 二 厂、

全 “ 乓
一

抢 ‘ , “ 〕’‘。

图 棋型识别 蔽统根图

模型的识别方法可分为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
。

一 模型识别的直接方法和最大隶属原则

设矛
,

之
,

⋯ ⋯
,

妙 为论域 上表示已知模型

的 个模糊子集
。 〔 为论域 上的待识别模型

。

判断 。属 哪种模型 是根据隶属函数值直接确定

的
,

且按最大隶属原则进行模型识别
,

称为模型识别

的直接方法

最大隶属原则 设办
,

上
,

⋯⋯
,

之
,
为论域

上的 个模糊子集
, 。是 上的固定元素

,

若存在

〔 、
,

·

⋯ ⋯ 使得

则称 、矛
,

矛 为办 与矛 的贴近度
。

择近原则 择近原则是以贴近度来判断一个待

识别模型归属的
。

设之
,

乙
,

⋯⋯
,

些为论域 上的 个模栩子集
,

抽出归类摘入摸型

乏 也龙 上的模栩子集
。

若 乙
,

之 ,

价 还

沁二 尸 , 、戊 。

一 六

则认为 。相对隶属 于之
,

产 ,

为 。隶属办 的

隶属函数值 符号
‘ ’,

表示求最大值运算

建立隶属函数 模型识别的直接方法的首要

问题
,

是确定隶属函数
一

隶属函数的确定因不同的识

别对象而异 常采用模糊统计
、

模糊分布
、

经验评分

等方法 隶属函数要经过检验
,

并在检验中加以调整
,

以提高识别的有效性
、二 , 模型识别的间接方法与择近原则

模型识别的间接方法是按择近原则进行识别
。

贴近度 贴近度是衡量两个模糊子集之间贴近

程度的
,

表达形式较多
,

针对具体问题可以给出特定

的形式

定义 设 一 ,

为论域 上 的 模 糊子集
,

当二 当 和乃。当
·

分别表示了 与之 的内积和外积
,

则认为还相对归属于之, 。

异常评价的 模型 识 别方法

由于异常本身及其从属关系总是带有一定棋栩

性
,

而每一 个异常又可以用一定模型来表示
,

因此
,

把异常评价归结为模型识别问题来解决是比较恰当

的
。

模型识别的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均可用于

异常评价
。

设某测区的异常全体为论域
,

王,

表示待识别的

异常
,

王
少

有 个特征指标 之
, ·

沙
, · ·

一 之, 表

示已知模型
。

评价待识别异常乙 的基本步骤为

数据的预 处理 预处理包括消除干扰
,

统 一

量级 以 及 为确定隶属 函数和建 立识 别系统 等准备

工作

选取特征指标 论域内的异常总是由许多数

值或指标组成
,

将反映异常本质属性的指标提取出来

做为确定隶属函数及计算的变量
。

确定隶属函数 用反映异常本质的特征指标

将异常模型化
,

并用模糊子集将已知模型和待识别模

型描述出来
。

进行识 别变换 计算待识别模型与已知模型

的贴近度
。

以乙表示 各已知模型
·

即 之
二

为
,

上
,

⋯⋯
,

之 , ,

之
, 产 二 , 产 , ,

⋯⋯
, 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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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乡 勺
, ,

今
, ·

一 份
, ,

乙 二
热

, ,

气
, ·

一 气
, 。

王
,

与上的贴近度

可表示为

王
,

之 乏
,

乙
,

之
,

⋯⋯
,

之 , 了 产 , 产 , · ‘ ’

⋯
, 产 , ,

根据物化探异常的特点
,

可以采用以下几种贴近度公式

王
,

之 二

还
,

之

〔三
’

之 一 王 之 〕

一 〔 芝

晚
,

之 「含

之 〕
“

” ‘ “ , 一 掩
‘ “ ’ 勺

’‘ ,

式为芝与之的阂可夫斯基距离
。

取 二 。

则

,

之 卜青美 , ‘ , 一 掩 ‘ ,

取 。 二

汗
·

“ 二 ,

则

还
,

之 一

沥
〔运 二 卜柳

尤 习

乙 约 蘑
, ‘、 掩 ‘、

烤心
、
美

,

勺
、

对于服从正整分布的异常
,

可采用公式

式中
二 ,

巴
,

之
一 ‘“ 一 “ ’ ‘ ‘ ,

灭

‘ 、

几

未、

污 了

门气气热巧巧巧

。 , 分别表示王 之的均值
, , ,

分别表示王
,

之的方差
。

识别判决 这是模型识别的最后一步
,

选取决策原则
,

做出待识别模型的归属 当用有接 价大 寸选取

最大隶属原则 用间接方法时选取择近原则
。

‘乙
,

‘ , 。

一 户“
,

些 ,

记下获取极大值的序号
,

即得到所归属的异常类型
。

实 例

应用 模型识别方法对河北省寿王坟一小寺沟一带分散流异常进行评价和铜铂矿床的预测
,

要结果做以简要的说明
。

根据已查明的矿异常
、

矿化异常等已知类型
,

选取 个 已 知 模 型
,

以
, ,

做为评价指标
。

已知模型些
,

之
,

· ‘

一之
,

分别代表

斑岩型
,

矿异常
,

背景

铅锌矿化类型异常 与辉绿岩有关的异常

夕卡岩型 矿异常
。

首先将数据进行预处理
,

把本区内的分散流数据网格化 每
,

作为一个评价单兀 并将网格化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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璐正规亿
选取已知样本按求重

心的计算方法确定已知模型的隶属函教

勺￡
一街一一

,

产 , 血

二 , ,

⋯⋯
, 。

, 为第 个模型参加统计的样品数
。

建立的 个已知模型的 矩阵为

工︸

‘

“ 奋蒸蔫羲薰燕
及其评价钻果

一斑岩型铜相矿异常 一背景

夕卡岩型铜铂矿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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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产
,

巧
· · ·

⋯⋯ 巧 刁 门 〕

巧

,

巧

, , · · ·

⋯⋯ 巧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卜
。 , ’ · ·

⋯ ⋯巧
,, · ·

‘

本区 范围 共 个评 价单元
,

异 常图 及其评 价结 果如图 所 示
。

图中清 晰地 展示出 各异 常所归 属的 类

型和 分布 情况
。

赫
图 一 寿 王坟一小寺 沟分滋流 异常分布及 其评价结 果

图例同图 一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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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果表明
,

区内已查明性质的异常归类是正

确的
,

说明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

例中尽管采用

简单的方法确定隶属函数
,

模型也比较粗糙
,

但评价结果却是合理的
。

对测量精度高的数据
,

应把

模型搞得细致些
,

还可以对 集及识别变换进

行加权处理
。

模型识别在异常评价中的应用是一个新领

域
,

很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和解决
。

但该方法具可塑

性 对不同情况可采取不同的隶属函数
,

方法较灵活
,

计算简单
,

容易检验
,

只要深入研究
,

相信在物化探

异常评价中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

本例计算是在 一 机上用作 模型识别

计算程序》完成
,

也用 一 袖珍机做过计算
。

主 共 , 考 文 做
〔 」放崇文 《数学地质的方法与应用 》

,

北京
,

冶金

工业出版社
,

年

「 〕贺仲雄 《模糊数学及其应用 》
,

天津科学技术出

版社 年

铜山岭多金属矿田表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找矿效果

吴 守 福

〔湖南有色金属地质勘探公 司 队

地 质 概 况

矿田位于南岭纬向构造带中段北缘 矿区在大源

岭背斜西翼
,

褶皱轴呈南北走向
。

地层主要为石炭系

和泥盆系的碳酸盐岩及部分碎屑岩
。

区内构造以断裂

为主
,

新华夏体系北北东向断裂为本区的导矿构造
。

岩浆岩以花岗闪长岩为主
,

并有晚期花岗斑岩
、

石英

斑岩及煌斑岩脉
。

矿床以铜
、

铅
、

锌为主 次为黄铁

矿
,

并伴生银
、

锡
、

秘等多种组分
。

矿床类型有接触

夕卡岩型
、

层间夕卡岩型
、

石英硫化物脉型
、

接触黄

铁矿型
、

破碎带脉状及白云岩中的铅锌矿等
。

矿体多

以半隐伏状态产出
,

地表有程度不同的原生和次生异

常显示
,

为化探次生晕找矿提供了前提
。

表生地球化学特征

一 成矿成 元素的宫集层位与粒度

已知异常地段不同深度及不同粒级的采样试验表

明
,

金属元素主要富集在 层
,

取样以深度为 厘米
、

粒度在 目效果最佳
。

二 几种成晕元紊的特征值 表

几 种 特 征 值 衰

元元 素素 样品数数 背景俏俏 标 准准 异常 下限限 异常 平均值值 峰 值值 异常频数数 浓集集
〔〔〔〔

离 差差 ‘ ‘ ’’ 系数数

几 硬诬万一一

了 了了 凡凡 呀
。

了了

才 卜户户
。

飞、 以以 毛
。

只只 了了 乍乍 、
。

叹、、
。

毛
。

日竺
’

艺艺 了
。

】
。

由表 可知 矿区内 的背景值
、

标准离差和异

常峰值都是最高的
,

其异常平均值和浓集系数仅次

的异常频率最大 和 异常频率最小

说明 分布范围大而分散
,

分布范围小而集

中
,

常形成具有找矿价值的异常 的分布范围比

小
,

但形成的异常浓集中心突出
,

规律性好 是区

内找矿评价的主要指示元素 在找矿中的指示作用

不及 明显
。

三 异常发育规模

土壤中次生晕的规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