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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探低密度采样和混样分析

王 义 为

冶金部物探公司物化探研究所

讨论了 化 探 低 密度采样和混样分析问题
。

指出应根据工作目的

并考虑投入产出
,

选择适当的工作比例尺
,

在异常衬度高
、

被测元素

分布均匀
、

异常样品比例不高的情况下
,

适于采用混样分析
。

关健词 化探低密度采样 , 混样分析

低密度采样

工作 目地
、

比例尺
、

技术要求三者的关

系可简示为

工作 目的些比例尺

卜 一 几产

达到
‘

决定
、

技术要求尸

物 探 与 化 探

目前
,

化探界颇主张
“ 低密度采样

” 。

细辨之
,

诸家所述的 低密度 ”
‘

有

两种含义
。

一
户

一是主张在区调
、

普查中采 用 小 比 例

尺
。

低密度的工作方法
。

地矿部各地矿局在

的 年中
,

主要根据化探资 料 发

现的矿床和矿产 地 达 处〔 〕,

是

年 年内所发现总和的 倍
。

地矿部系

统化探找矿效果提高如此之快
,

其重要原因

之一是开展 了以水系沉积物测量为主要方法

的 万区化扫面
。

显然
,

个 点 的采

样密度
,

比较而言
,

可谓是低密度的了
。

不

过
,

这是属于因比例尺小所致的采样密度低

的情况
。

另一种含义是主张将采样密度降至规定

的
。

其根据是经某些地区的 “ 抽样

试验
” 、 “

移动平均
”

和对 “ 已知矿异常 反 映

的统计
” ,

认为不同采样密度其地质找 矿 效

果大同小异 , 但
“

经济效益却相差很大
”〔 〕。

不过 既然找矿效果相仿
,

所以仍主张按原

比例尺提交成果
。

对这一见解
,

笔者不敢苟

同
。

工作比例尺一经确定
,

按技术文献
,

对

底图比例尺
、

成图比例尺
、

采样密度等一系

列技术要求都有明确规定
。

各种比例尺的工

作都有相应的技术精度要 求
。

万 和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
,

不只是采样点的疏密之

差
,

而且各 自还必须控制相应的 汇 水 域 范

范
。

以图 为例 该图引自 区域化探 全 国

扫面工作方法若干规定 》一书 中的图
,

图

中 个采样点部署得十分合理
,

若随机 抽 弃

点
,

则无论留存何点
,

对图 中全域均 无 代

表性
。

可见水系沉积物测量的采样点密度
,

不同于规则测网
,

是不宜用机械的抽样试验

来确定的
。

再者
,

对数据进行移动平均处理
,

势必模糊了细节
。

’

精度的对比
,

其关键就在

于视其对细节反映程度上的差异
,

至于对已

知矿异常反映的统计对比
,

只能说明己知部

分的偶合情况
,

即使小比例尺测量没有遗漏

大比例尺所圈定的异常
,

但决不等于两者具

有同等精度
。

何况资料
、

成果的实际价值主

要在于提供未知区的找矿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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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惯用的 个单样混成一个合样为例
,

如

个单样中有一个异常样品和 个背景 样 品
,

则当

, 。 。 。 、 、 。 , 。 。 、

—
气七 一 七 叻 , 户 七 必 甲 气‘ , 以

苏联有资料表明〔 〕,

在大矿床发 现 概

率为
。

的情况下
,

中
、

小矿床的发现概率

相应为 和
。

在大面积上进行这 种 测

量
,

能查明总储量的
,

如测网符合于以

的概率发现中等矿床
,

则能查明储量的
,

但耗资要增加两倍
。

当测网密度能以

的概率发现小型矿床
,

则能 期 望 发 现

的储量
,

但耗费要增加 倍
。

总之
,

应根据工作 目的
,

考 虑 投 人 产

出
,

选择适当的工作比例尺
。

所以
,

可以说

实际上并不存在按原比例尺放稀采样点密度

的问题
。

混样分析

在面积性化探工作中
,

有时采用混样分

析
。

混样分析的 目的
,

在 于减少分析工作量

和较快地圈定异常
。

当然
,

这是以不漏掉异

常为前提的
。

但是
,

能否达到这一 目的
,

要

视被测元素的异常衬度
、

样品中被测元素分

布的均匀程度和异常样品占全部样品的比例

这三方面的具体情 况
。

被测元素的异常衬度

背景样品和异常样品混合 势必 导致异

常含 量的降低
。

对于异常衬度高的元素
,

虽

然其浓度也因混样而 “ 稀释
” ,

但往往 仍 有

异常显示
。

而对于异常衬度低的元素
,

其异

常 “ 信息 ” 就有可能因分析 “ 噪音 ” 的干扰

而无显示
。

怎样来估计漏矿的可能性呢 以

时
,

可认为混样不至于遗 漏 异 常
。

式 中
,

刁

一异常常见值 , ,

一背景含量 —
标准离差

。

对任一混样数的混样方案
,

也可采

用类似的对比方法来预估其漏矿的可能性
。

被洲元案在样品中分布的均匀程度

样品 中被测元素的不均匀分布会影响分

析的重现性
,

也就是对于分布不 均 匀 的 元

素
,

称样的偶然性起很大作用
。

岩石
、

土壤
、

水系沉积物中的金
,

其分

布往往是很不均匀的
。

在样品分析中往往 出

现时为背景
,

时为异常
,

甚至出现 “ 块金效

应
” ,

显然存在着称样时舀到舀不到微 粒 金

白圳概率问题
。

虽然
,

单样分析和混样分析都

存在着这一概率问题
,

但各 自的概率值是不

同的
,

对于分布极不均匀的元 素 如 金
,

不得不考虑这一点
。

按古典概率模型和概率求和公式
,

可以

求出称样时舀到样品中独立金微粒的概率
。

如称样重量是样品重量的十分之一
,

凡舀到

一颗微粒金便可出现异常含量
,

图 中 的 曲

线
,

便是根据概率求和公式计算出来的一

条舀到微粒金
,

从而检出异常含量的概率曲

线
,

曲线表示 了随着样品中微粒金的增多
,

其称取的样品 中存在微粒金概率 的 增 加 情

况
。

曲线 为一含金样品和三个 不 含 金 样

品
,

即四个单样混合后
,

以相同的称样重最

相当于混样重量的四十分之一
,

发 现 金

异常含量的概率曲线
。

图 可用来预测 在 被

侧元素分布极不均匀的情况下
,

由干混样而

可能导至漏矿的概率
。

其用法是在试验区对

若干个异常样品
,

进行 次 的 泌定
,

求

出 。 次测定中出现的具异常含量的次数
了 ,

或选一有代表性的异常区
,

根据异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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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总数 和异常样品数 。‘ 之 比
, ’ 。 可

视为异常含量的发现频率
,

可近似地视为图

中的户
。

狼据尸值
,

在曲线 上找到一点
,

然后引垂线交 曲线 上一点
,

该点在尸 轴上

的读数
,

便是混样后检出异常含量的概率期

望值
。 、

两曲线上相应两点 值之差
,

可视为混样后的漏矿概率
。

几

金微粒的形式存在
。

但是
,

图 毕竟可作为混

样后漏矿率的最大估计
。

异常样品 占样品总数的比例

混样分析后
,

对异常含量的混合样品仍

需进行单样分析
,

从而确定异常细
“ 。

如单

样总数为
,

异常样品数为
‘ ,

假设异常含

量的混合样品 只含一个有异常含量的单样
,

则混样和单样的总分析数为

一生
”‘ 。

阴

其中 。为组合成混合样品的单样数

拉

图 微拉金样品异常含皿检出概串曲线

一单样
,

一混样

当 。 ,

寻里纂毕咐
,

混样才节 省 分

析工作量
。

总之
,

混样分析是化探方法技术中的一

种技巧
,

应用恰当可以节约分析工作量
,

缩
‘

短找矿周期
,

取得与单样分析相类似的分析

效果
。

对于异常衬度高
,

被测元素分布均匀

的样品
,

在异常样品比例不高的情况下
,

有

利于采用混样分析
。

应该说明
,

图 概率曲线是在假设样品中

只含微粒金 且彼 此 独 立 的情况下计算绘制

的
。

由图可见
,

混样分析对分布极不均匀的元

素
,

由于称样重量 样品重量比值的 降 低
,

漏矿率增加
。

不过
,

在实际样品中即使像

那种不均匀分布的元素
,

也很少全部以独立

今 考 文 做

【 孙焕振
、

周庆来 物探与化探
, ,

第 期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 区域化探全 国扫
面工作方法若千规定》,

地质出版社
,

年

【 】蔡以评 物探与化探
, ,

第 卷
,

第 期

双 朋
,

。 月 王义为译 物探化探译丛
,

,

第 期

加 九

协
, ,

,

址
,

‘ 桩 , 万 日 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