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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万石闻 口 厅下问 区了司 环冈 区 〕习
砂 乙 刀 井 ￡才 芝 砂 艺

因 “ 区亘卫 ” 区互习 区 咧 杯 下 区旦困 区旦习 ”区巫习回

因 ”区亘回 区亘困 匹卫困 区亘困 区亘困
·

区卫习 ”区巫〕口

结 论 别编制而难能共存选取 若能用

根据非共点矢量相加的原理
,

用可编程序 一 型电算器 可编 步内的五个程序
,

的电算器即可又快又准地求得剖面总导线或钻进 则不仅可储存上述两个程序
,

还可储存实侧剖面

孔位至终孔的平距及方位
。

中计算岩层厚度等程序
,

随意取用
,

更显得心应

对上述程序略加补充
,

可以直接输入实测 手
。

当然
,

上述第二程序替代第一程序运算也颇

剖面导线或钻进测斜有关的原始数据
,

从而求得 为方便
。

编制剖面图所需的一系列数据 参见表
, 。

实测剖面中的导线一般呈直线
,

而钻进讨

如果采用 一 型电算器
,

还可把 斜中的钻轴长
,

虽作为直线对待
,

其实多呈螺旋

上述两个程序共存其中
,

任意选用程序 因 或程 形的弧线段
,

因此后者在投影成模数和方向角时

序 匡亘习【卫习
一 型虽 多少有些误差

,

正如有些文献中所提到的
,

宜由

比前者多编一步程序 即可编 步
,

但限于分 其他途径处理
,

在本文中就不再探讨
。

岩金品位几何平均值公式

任 炳 龙

遂 昌 金 矿

岩金矿床矿石品位计算和特高品位处理
,

一直是

个有争论的问题
。

目前
,

还没有一个较为合理
、

又被

公认的算法
。

国内多数矿山仍采用算术加权平均值法

以下简称算术平均 国外有的采用三参数正态分

布曲线拟合几何平均值估值法 以下简称几何估值
。

算术平均在子样品位比较接近且没有出现特高品

位的情况下是可行的
,

并为岩金储量计算所采用 但

在子样品位相差悬殊
,

又出现特高品位的情况下就显

得不合理
,

也不准确了
。

这主要是由于特高品位处理

不合理而引起的
。

算术平均只适用常数正态分布
,

而金
,

银等元素

的品位则呈对数正态分布
,

具跳越性的变化
,

经常出

现特高品位
,

称之为
“

块金效应
” 。

遂昌金矿的品位

变化系数在 一 之间
。

有人认为出现特高品位

是偶然现象
,

主张在品位计算中将其侧除
。

其实
,

们

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
,

遂昌金矿的 一 , 一 矿体

就出现较多的特高品位
。

作者对 一 矿体金品位分布

进行了统计
,

三个中段圈入单金矿体的刻摘取样共

件
,

其中特高品位就有 件
,

占总数的
,

最高

品位
、 。 二 盯

,

为工业品位的 倍
,

为平均品

位的 倍
。

特别是 一 矿体 采场
,

在 米厚的

含金石英脉中有一条 一 米的富矿带
,

其品位

波动在 一 州 之间
。

遂昌金矿月计划出矿品位与

从选厂反馈的原矿金品位之差总在 以上波动
,

其中特高品位处理不当便是重要原因之一
。

鉴于算术平均值不准
,

常偏大
,

年代国外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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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几何估值计算岩金品位
。

几何估值显然比算术平均

准确
,

但这种算法太繁杂
,

先要用徽积分求出 个数

位
,

最后才推出平均值的估值
,

特别是求第三参数
,

没有固定的公式
,

要在 川 对数分布检验图上

遥次拟合来求得
。

这种算法既不易掌握
,

也无法在简

昌电子计算器上通过
,

而且对子样规格要求苛刻
,

难

以在矿山和野外队推广
。

几何平均的基本公式

云
二 分 补

, ⋯ ‘

式中
。一‘子样品位 , 一子样数目

。

式 要求每条样摘长度为 米
,

因此在实践

中也难以推广
,

因为没有解决
“
权

”

的问题
。

为此
,

建议采用下列公式

云
, 二 ““十 “ , · ”

‘ · “ ⋯
·

式中
, ‘

同上 , 一几何平均值
,

一样长
。

式 中样擂可长可短
,

比较好地解决了
“

权
”

的问肠
。

乘方和开方互为逆运算
,

通过子样品位 的

裹

序序序 助助 ,,

样样

犷犷
一一 样样

⋯
序序 样样 序序

,,

祥祥

号号号 ‘ 八 长长长 才 长长 号号
,

宜 长长 号号 丫 长长

未 米 米 米
。 一 佣佣

。

卯卯 ··
。 。

··
。 。

, 阳
。 。 。

的的

。 。 。 。 。

印印
。 。

‘
·

⋯⋯
。 。 。

的的

。 。 。

的的 ’
。 。 。 。 。 。 。 。

。 。 。

的的 功功
。 。

”
。 。 。

邓
。 。 。

的的
。 。 。

,,
。

】
。 ” 。 。 。 。 。 。

的的
。 。 。

””
, 。 。 。 。 。 。 。 。

的的
。 。 。

的的
。 。 。 。 。

的的
。 。 。

的的
。 。 。 。 。

娜娜
。 。

。 即
。 。 。

阅阅

。

的的
。 。 。

“ ,,
。 。 。 。 。 。

阅阅

。 。 。
”

。 。 。

阅阅
。 。 。 。 。 。

的的
。 。 。

叨叨 】
’‘‘

。 。 。

印印
。 。

肠肠 加加
。 。 。

的的
。 。 。

阅阅 】
。 。 。 。 。 。

即即 ,
。 。 。

印印
。 。 。 。 。 。 。 。 。 。 。 。

伪伪
。 。

玉
。 。 。 。

肠肠
。 。 。 。

朋朋
。

的的
。 。 。

‘
。 。 一

盯盯
。 。 。 。 。

的的
。

。 一 。

印印

⋯
。 。

印印
。

的的 朋朋
。 。 。

洲洲 砧
。 。 。

的的
。 。 。 ‘

。 。 。 。 。 。

即即
。 。 。

的的
。

翁翁
。 。 。 。 。

⋯翼翼
。 。 。

肠肠
。 。 。

的的
。 。 。

‘吕吕
。 。 。 ‘ 。 。 。 。 。 。

即即

加加加
。 。 。 ‘ 。 。 。 。 。

肠肠
。

即
。 。

印印 的的
。 。 。 。 。

’‘‘ 。 。 。

的的
。

菊菊
。 。

印印
。

匀匀
。 。

“ ,,
。 。 。

印印 ‘ 。 。

‘
·

叫叫
。 。 。

的的
。 。 。

即即 “
。 。 ’ 。 。

弱
。 。 。

印印

别别别
。 。 。

的的的
。 。

加加 ““
。 。 ·

,。
。 。 。

。 。 。

的的的
。 。 。

““
。 。

印印 “ ’
。 。

的的

娜娜娜
。 。 。 。 。 。 。 。 。

加加

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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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

”

的乘方和开方运算
,

使子样品位
,

得到平均
,

从而求得几何平均值
, 。

此式具有简单
,

应用方便
,

数理邃辑一致的特点
。

为比较式 与理论平均值的吻合情况
,

几何

具体讨论如下

无偏的对数分布情形 从 件子样中选

件 表 呈无偏的对数正态分布数据 图
。

由图

可求得理论对数平均值 瓦
,

即云
二 。

之

序序序 样样 序序 ‘‘ 样样 序序 ‘‘ 样样 序序 】 ‘‘ 样样

号号号 长长 号号 长长 号号 长长 号号 长长
米 米 ,,,,, 米 米

。 。

即 一一

⋯
汉汉

。 。 。 。 。 。

的的
。 。 。

加加

。 。 。

”
。 。 。 。 。 。 。 。 。

的的
。 。 · 。 。 。 。 。 。 。 。

的的
。

的的
。 。 。 。 。 。 。 ·

阅 ⋯⋯
。 。 。

。 。 。

’吕吕
。 。 。 。 。 。 。 。 。

。 。 。
“ ,,

。 。 。 。 。 。

叨叨
。 。 。

。 。 。

」”
。 。 。 。 。 。

印印
。 。 。

。 。 。

团团 ‘‘
。 。 。 。 。 。 。 。

。 。 。
”

。 。

一一
。 。 。 。 。 。

。

翁翁
。 。 。 。

印印
。

阅阅
。 。 。

加加
。 。 。

阅阅
。 。 。 。 。

团团
。 。 。 。 。 。 。

的的
。

即即
。 。

”
。 。 。

加加
。 。 。 。 。

的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即
。 。 。

阅阅
。 。 。

”
。 。 。 。 。 。 。 。

。 。 。

加加 ”
。 。 。 。 。 。 。 。 。

的的
。 。 。

⋯
。 。 。 。

翁
。 。 。

。 。 。

‘
。 。 。

叨叨
。 。 。 。 。

。 。 。

‘
。 。 。 。 。 ‘

一一
。 。 。

。 。 。 。 。 。 。 。
,

‘
”

。 。 。

的的
。 。 。

⋯
。 。

肠肠
。

一
。 。 ·

。 。 。 。 。 。

的的
一

。 。 。

。 。 。 。 。

一阳阳
。 。

。

阅阅阅阅阅阅
。

二
‘

”
’

个子祥

砧 广
、

树 气
只户们 限气

甘
。

峭叮为的呼的的叮卜的一的卜入叮肠卜的一仍
。

工的呼
。‘

圈 标准对傲正态分布

一几初 二 几抢 二 二 一 , ‘

一 二 。

引 二 。

而式 和表 直接算得
, 二 ,

二者仅差
· ,

符合较好
。

负偏的对数正态分布情形 所选的 个数据

表 呈负偏的正态分布 图
。

由 图 虽不

能直接求得
, ,

却可求得中位数
,

八
,

由

于 , 与几 接近
,

可用前者代替后者
。

而据式

及表 计算得
, 。 ,

两者相差 八
,

符

合也较好
。

正偏的对数正态分布情形 新选 个数据 表

呈正偏对数正态分布 图
。

由图 也不能直

接求到元
,

却可求得中位数 一
,

同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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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样长来序号样长米

八
了

吕
‘

八
矛序号样长米序号样长米

‘

‘序号

。

。

。

。

。

加
。

印
。

即

。

。

肠
。

。

。

。

。

。

。

。

。

。

。

。

。

。

阳
︸﹄‘,

即印八八

。

印
。

。

。

。

。

。

朋
。

卿

⋯⋯

。

叨
。

。

。

。

印
。

。

。

。

。

。

组月﹃‘绪峨曰,加月,月了

。

的
。

。

。

。

阅
。

。

。

。

。

。

阅
。

。

。

。

。

。

。

。

。

。

。

。

。

。

。

。

。

。

。

侧

。

。

。

。

。

。

。

。

。

。

创

。

。

。

。

岛
。

。

。

。

。

。

。

。

。

。

。

印

。

。

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邪
。

。

。

。

。

。

。

。

。

。

。

幼
。

。

叨
。

即
。

。

。

仪

。

。

卿
。

印

尸
“

脾
“

卜卜卜

加印

。

洲

。

。

。

。

。

印
。

。

。

。

。

。

。

。

一

。

。

。

躺
。

犯
。

即
。

。

。

一 。

。

。

。

。

。

驼
。

。

。

。

。

。

印
。

。

匆

。

。

。

。

。

。

。

。

。

邪
。

。

。

。

。

。

。

。

⋯
妞几几“︸‘压

即朋

阮际厂尸沪恤旧

。

即

论“别龙

用 代替万, 。

而用式 和表 计算得 ,

哪
,

两者仅差 盯
,

也符合较好
。

才才

圈 负偏对橄正态分布

时 二 。 ‘ 。 , 朋 ‘

一 二 。 一 二 。

圈 正偏对橄正态分布
。 。 , 。

二 抽 。 二

由此可见 在上述情况下
,

应用式 的结果

都与理论几何平均值吻合
,

计算简便
,

易掌握
,

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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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计算器上通过
,

便于在野外队和矿山推广
。

在实践中发现
,

当一组样品中出现较多的高品位

和特高品位
,

并且不出现或极少出现 即 以上

八以下 以下的子样时
,

品位一般呈正

偏对数正态分布 否则
,

品位呈负偏对数正态分布
,

求得的
,

偏小
,

特别是子样数量较少的情 况下更明

显
。

此时
,

数学期望介于云
,

和云
。

之间
,

略偏向亡
。

为使平均品位更符合实际
,

均值
。

工作中得到本矿江建东
、

助
,

谨致谢意
。

建议采用
,

和 二 的平

高三华等同志的热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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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制 谱 系 图 程 序

苏 建 堂

广 西 区 调 队

聚类分析的最终结果是用谱系图 或称枝状图

来表现各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
。

当标本数目少时
,

可

用人工直接绘制谱系图
,

若标本数超过 个
,

绘制谱

系图是很费时的
,

可由电子计算机计算绘制
。

目前
,

地质队有 一 机及其聚类分析程序的为数不少
,

但软件具有绘制谱系图功能的则很少
。

笔者用该机编

出绘制谱系图程序 以为野外地质队带来一些方便
。

程序使用说明

用 语句输入

显示
“ 二 ”

愉入绘制谱系图各标本之

间距离
,

单位为毫米
。

当标本过多
,

可能绘出不完整的图形或发出
,

类错误
,

请按 巨工二亘 固
,

即从第 步开始
,

减少 值重新运行程序
,

直至 等于 毫米为止
。

实 例

有如下聚类分析计算结果 见表

功能

本程序用于根据聚类分析计算结果 包括系数值
河 ,

标本顺序号
,

标本顺序号
,

标本号 小于标

本号 来绘制出谱系图及其统计量标尺
。

与用户有关的标识符愈义

一联接表行数 标本数减 多一作距离

系数或相似系数的控制参数 月 ,

一存联接

表数组 一存谱系图中标本的纵向坐标值
。

操作步骤

数据愉入顺序是依计算结果按行顺序愉入 见实

例计算结果表
,

以下 回 即是 匡亘工亘
回 显示

“ 二 ”

愉入

显示
“ ”

若统计量是距离系数

则打
“

国
” ,

否则打 以外的任一字符

显示
‘· ”

提 ’数据愉

入方式
,

若用健盘输入打
“

回
”

显示 “

, 二 ”

按行顺序愉入计算结果
, 二 ,

, ,

⋯
, 二 , ,

否则打任一字符

数数 值值 标本序号号 标本序号号 数值值 标本序号号 标 本序号号

月 月

。 。

。

即
。

。 。

。

加加
。

。 。

。 。

。 。

。 。

。 。

砚

。 。

。 。

。 。

。 。

。 。

。 。

。 一 。

月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