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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近 年来国内 外几种主要物探刊物上发衰的金

属物探文献
,

以及国外文献翻译介绍的愉况进行 了统计分

析 对激发极化法
、

肠变电截法
、

位场分析理论及其应用

等方面
,

借鉴国 外经脸推动我国相应翎城发展的经脸作了

回顺
。

指出对于在国际上其翎先地位的苏联 , 盛解释理论

的研究
,

介绍不够
。

建议作出舰划
,

抓绪此项工作 发挥其

在寻找隐伏矿床中的作用
。

冶学院
。

对国内外主要物探刊物和有关刊物近 年来

发表的 金 属物探方面的文献作了概略统计 见

表
。

尽管表中的统计数字不全面
,

统计面也较窄
,

而且对金属物探所包含的内容
,

还缺乏明确的标

准
,

但从各种方法所占的相对比例
,

仍能反映出

国内外各种主要金属物探方法发展的总趋势
。

国内发表的磁法文献在金属物探文献总数

中居第一位
,

占 西方国家为
,

居

第四位 苏联为
,

居第三位
。

这反映我国

在磁法方面工作较多
,

成果也较突出 在解释理

论
、

方法技术和实际应用方面
,

与国外差距不大
,

某些方面已与国外水平相当
。

近 年来目 内外主共物裸杂忘发斑的盆口物裸文橄坟计斑

国国国内 一 西方 一 苏联 一 今今

蕊蕊蕊教教 篇数数 译文篇教教 , 教教 译文箱数数

合合计计
。 。

重重力力
。

重重滋滋
。

磁磁法法
。 。

波波谱谱

合合计计
。 。 。

直直电电
。

橄橄电电

电电磁法法
。 。

大大地电盛盛
。 。

自自电
、

充电电电电

其其 他他
。

总总 计计

只包括 年一部分
。 , 包括少数大地电盛法文献

。

吕



国内发表的激电方法文献在金属物探文献

总数中占第一位
,

西方为第三位
,

苏联为第四位
。

同样反映我国这方面的工作成果较多
,

与国外差

距较小
,

某些方面我犷胚有独倒之处
。

我国的电磁法及大地电磁法则明显落后于

西方及苏联
。

表中还列出了西方及苏联文献已译成中文的

统计教字
,

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对国外金属

物探工作成果了解
、

吸收和应用的情况
。

同时可

以看出
,

这种调查研究对推动我国有关方法技术

发展的作用
。

西方文献译文的总篇数
,

从绝对数量看
,

为

苏联文献译文的 倍以上
,

从相对比例看也超过

两倍
。

这反映近十余年来
,

我们对介绍西方金属

物拐崔】发展情况比较重视
,

而对苏联金属物探工

作
,

相对来说重视不够
。

实际上苏联在金属物探

方面作了很多工作
,

发表了大量文献
,

而且在某

些领域领先于西方
。

例如新发展的几种地电化学

方法
、

压电法以及重磁解释理论等
。

加拿大先达

利公司高级副总裁约翰
·

贝特在和作者的一次交

谈中
,

也认为苏联的仪器不如西方
,

但理论方面

是领先的
。

对国夕汹新理论
、

新技术
、

新方法
,

有针对

性地
、

集中地组织报道
,

对促进我国金属物探的

发展
,

无疑是有帮助的
。

从表中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可知
,

西方及苏联

激电方面的文献
,

已有 篇译成中文
,

比其他物

探方法的译文多
,

同时对这方面的教材也组织了

翻译
。

由于对国外激电工作的发展动态比较了解
,

所以国内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方向比较明确
,

在基

本理论
、

感应藕合的处理
、

谱特性的实验研究与

拟合 异常分类
,

乃至仪器的研制等方面
,

都获

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

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

在实际工作中也取得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

在位场波谱理论及其应用领域内
,

也有类似

情况
。

我国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
,

比国外要迟

十多年
。

同样由于我们对国外文献作了较全面
、

较系统的调查和介绍
,

因而能够在十年左右的时

间里
,

从零开始
,

迎头赶五 在基本理论
、

滤波

方法
、

误差传递和实际应用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

体系
,

某些方面已处于领先地位
。

由此可见
,

对

于国内一些处于较落后状态的方法和技术
,

特别
是对仪器依赖较少的方法技术

,

通过对国外发展

现状的调查研究
,

摸准发展方向
,

就能尽快改变

目前的落后状况
。

近年来
,

对有发展前景的瞬变电磁法也作了

较多的介绍
,

从西方和苏联有关文献翻译成中文

的已有 篇
。

只要继续努力
,

做好消化工作
,

预

期在不久的将来
,

就会有较大的进展
,

并在实际

应用 中取得成效
。

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
,

苏联重磁文 献 的译

文只有 篇
,

电法为 篇
。

这与苏联重磁解释理论

在国际上的领 先地位是不相称的
。

我国在重磁方

面的工作
,

特别是在磁法理论和实践上虽然取得

了很大成绩
,

但在解释理论方面与苏联相比仍有

较大差跑 对苏联重磁解释理论的学习
、

引进
、

消化
、

借鉴
,

已经提到议事 日程上来了
。

当前找矿的难度日益加大
,

在交通方便地区

寻找近地表浅矿体的机会越来越小
,

人们不得不

把找矿目标转向较深的隐伏矿床
。

在这种情况下
,

仍然沿用一些找浅部矿体的直接找矿方法
,

已很

难奏效
。

大量实际工作表明
,

为了寻找深部的隐

伏矿床
,

必需采用各种综合方法
,

研究各种与成

矿有关的地质环境
、

地质变化与构造条 件
。

而 重

磁方法在这种研究中能发挥重要作用
。

它 ’环是

可有可无
,

而是必不可少
,

这一点已越来越为更

多的人们所认识
。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前的航磁

和地磁仪器的观测精度
,

以及数据收录的自动化

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

为了充分利用这种高精度数

据中所包含的丰富地质信息
,

必需相应地发展已

有的数据处理方法和完善现有的解释理论
。

认真

研究
、

学习
、

介绍苏联重磁解释理论方面的成就
,

对于进一步提高我国重磁方法在找金属矿方面的

地质效果
,

将会有推动作用
。

由于重磁解释理论

涉及到较多的数学领域
,

有一些是我们还不太熟

悉的内容
,

因此
,

在这项工作中会遇倒一些困难
。

苏联重磁理论方面的著名学者 斯特拉赫夫

川 在评述苏联重磁异常解释理论发展

的现状及前景时
,

也曾指出在苏联存在的理论与

实践的差距
,

解释理论的许多成就在实践中几乎



没有得到应用
,

还没有把它们在生产性重磁测量

资料的解释中变成生产力
。

他认为造成这种差距

的原因在于

生产单位的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
,

数学基

础的准备不够
。

科研部门及高校这 方面的 研究 人员 少
,

所以没有力量把这些理论成果提高为经过充分研

究的软件
。

一些生产性的计算中心
,

目前使用的多是

自己编翻哟线性代数求解之类的程序 通用程序

的研究与掏
一

不够
。

缺少支持 科学院与高等院校开展理论研

究的政策不够落实
。

年以来
,

情况已有一些变化
,

在已发表

的重磁解释理论方面的文献中
,

有些已设计出程

序
,

并附有计算实例
。

在学习
、

引进与消化苏联的重磁解释理论的

基础上
,

只要组织好力量
,

作出规划
,

坚持数年
,

就一定能使我国重磁解释理论水平提高一步
,

并

在预测隐伏矿床的工作中见到实执
苏联金属物探工作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领域

,

是综合物探方法的合理应用
。

我们也应当重视这

方面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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