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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一种简便易行的元素背景值计算方法 用概略统计确定今加精确统计

的含一区间 将参加统计的含一区间等分为三组
,

初步判断数据分布类型 根据分

布类型对数据进行分组和统计
。

计算元素背景值是化探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

环
,

对其确定恰当与否
,

直接影响地球化学异常

的形态
、

特征及规模
,

甚至影响对异常的推断解

释及找矿效果
。

鉴于元素背景值的计算过程非常

繁杂
,

花费时间多
,

笔者对此作了探讨
,

提出一

些初浅看法
,

供参考
。

一 概略统计确定参加精确统计的含

区间

对给定一批样品的各元素分析数据
,

采用
“

选

举唱票
”

的办法分别统 计各元素不同含量的频数
。

黑龙江省一些地区
、 、 、

分析数据的

统计结果见表
。

计算每个元素全部样品的含量

平均值 和标准差 ‘ ,

舍弃平均值加
、

减

倍标准差的数据
,

确定参加统计的含量区间
。

参加统计最低含量的确定 当 一 , 大于样品的

最低含量时
,

则 一 , 为参加统计的最低含量 ,

分组时以此为起始值 当 一 小于样品的最低

含量时
,

样品的最低含量即为参加统计的最低含

量
,

但分组时的起始值可略低于此值
。

参加统计

的最高含量均以 。 为准
,

分组时的终值尽

量不超过该界限
。

当信度取
“、时

,

凡落在区间
一 , 十 。 以外的数据都属于异常

,

即

使对结果影响不大
,

统计时也应舍弃
。

根据以上

原则
,

对
、 、 、

各特征值的计算结果

列于表
。

、 、 、

各特征位及分组悄况 衰

元元素素 样品数数 最低含量量 最高含量量 平均值值 标准差差 第 一 组组 第 二 组组 第 三 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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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步判断数据分布类型

在进行数理统计时
,

常用频率 频数 分布

近似地代替概率分布
,

即在对概率分布形式完全

不知道的情况下
,

利用频率 频数 分布初步判

断数据的分布类型
。

将正态和对数正态分布的频

率 频数 曲线 图
、

等分为三段
二 二 。 。

由图
、

可见
,

正态分布时第 图 正态分布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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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段面积最大 对数正态分布时第一段面积最大
。

面积大实际上就是频数多
。

图 对数正态分布 曲线

基于上述情况
,

我们将参加统计的含量区间

等间隔分成 组
,

根据各组的频数分布情况初步

判断数据的分布类型
。

如表 中的 第二组频数

最多
,

为正态分布 而 第一组频 数最多
,

为

对数正态分布
。

这种判断方法在分布类型近于标

准的时候
,

意义不大
,

因为不等分 组也能直观

地看出 为正态分布
,

为对数正态分布
。

但数

据很离散
、

不能一 目了然地判断分布类型时
,

就

显出该法的实用性
。

如
、

的数据都很离散
,

当 等份后
,

就可清楚地看到
,

的数据在第二

组频数最多
,

应为正态分布 在第一组频数

最多
,

是对数正态分布
。

这样就达到了初步判断

数据分类的 目的
。

三 准确判断数据分布类型

该步是进行正态检验
,

采用概率格纸法和偏

度
、

峰度法相互配合进行检验
。

检验前
,

将参加

统计的数据从最低到最高按等差间隔 初判为正

态分布时 或对数等差间隔 初判为对数正态分

布时 进行分组
,

一般分 组左右即可
。

概率格

纸检验合格后
,

再进行偏度
、

峰度检验
,

不论那

种检验法的指标值超限
,

都需采取一定的方式对

数据重新处理并重新检验
,

直到指标值合格为止
。

重新处理的方法主要是变换组距和起始值
。

变换

起始值只适用于 一 。 小 于样品最低含量时
,

故常用的方法是变换组距
。

下面着重谈用偏度
、

峰度法检验指标值超限时调整组距的方法
。

当 合格
,

、

时
,

频率直 方图向正

向倾斜
,

此时可适当缩小组距
。

、 一 时
,

直方图向负向倾斜
,

此时应加

大组距
。

当 合格
,

时
,

峰值偏高
,

是频

数过于集中造成的
,

缩小组距
,

可使峰值降低
。

一 时
,

说明直方图平缓
,

峰值不明显
,

此时扩大组距
,

这种状态会有所改善
,

但也 , 不

必调整组距
,

因这种状态对计算结果无影响或影

响不大
,

, 。

如果
、

关 同时超限
,

优先考虑 的状

态
,

按前面提到的两种状态
,

调整组距
。

从事计算工作的同志都感到把分组 方案确定

得恰到好处
,

很不容易
,

认为这是由人为因素造

成的
。

事实并非如此
。

一批数据固然有很多分组

方案
,

但必有一个是最佳的
,

并且这个最佳方案

是由数据的内在规律所决定
,

是不随计算者不同

而改变的
。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能尽快地找到它
。

前面所谈的根据检验结果调整分组 方案的作法
,

对快速寻找最佳方案还是有所帮助的
。

四 精确统计

对经检验合格的分组方案进行统计计算
,

确

定元素背景平均值 , ,

标准差 们 和异常

下限
。 ‘

常用的方法有数理统计
、

直方图图

解
、

概率格纸图解等方法
,

这里不再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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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差异 向 法及其应用

—地球化学找矿新方法初探

余祖成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

矿床所处的地球化学背景不同
,

其标志性伴生元 的特征异常值也不同
。

但元

素的原子结构
、

矿物结构及其能 特征是墓本不变的 在成矿过程 中发生活化
、

迁

移所衰现出的相对活 动性也墓本不变
。

通过研究矿区中 相关元素的畜集中 心差异 关

系
,

可预侧另 一些元素陇伏的富集中心
,

这就是本文提 出的 中心差异向 法
。

该方

法对四川拉拉们矿 个元素中心差异向 计算结果
,

已为钻探工作证实
。

表明该方

法是一具有实际意义的地球化学找矿方法
。

计算共生元素的相关系数
,

根据相关性较强

元素的异常分布特征追索隐伏矿床
、

矿体在地球

化学场中的空间位置
,

是地球化学找矿常用的方

法之一
。

国外一些专业地质机构
,

投以重金研究

典型矿床找矿标志元素之间的相关性和成矿特征

值 如金矿区中的
、 、

等共生元素
,

一

些单位甚至不惜万元巨款购买典型矿区标志元素

的成矿特征异常值数据
,

以作为不同矿区地球化

学找矿的依据
。

尽管一些元素 如亲硫
、

亲铁元素等 的共

生组合关系具有普遍性
,

但因地区或地质单元不

同
,

地球化学背景也不尽相同
,

有的元素可能相

差甚远
,

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不同地区类似矿床地

球化学勘查工作中
,

对标志元素相关性及其成矿

特征异常值的套用
。

求同一地质母体中共生元素的相关系数
,

常

规方法是求两元素含量的协方差与两元素含量标

准差乘积之比
。

即

寿

,

甲
。 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