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的问题
。

对其重要性虽有所认识
,

但在政

策和措施上长期未能落实
。

为改变现状
,

建议

将部分黄金地质勘查基金用于此项承包
,

并

且
,

要比前两项储量承包更优惠的价格进行储

量发包
。

根据矿区具体条件
,

由生产部门向地

质部门招标
,

可实行普查
、

详查两阶段或普

查
、

详查
、

勘探全过程储量承包
。

以此将地

质队吸引到储量危机或有找矿前 景 的 老 矿

山
,

为接续资源不足和储量濒临枯竭的矿山

寻找资源
,

以延长矿山服务年限和扩大再生

产
。

“ 特殊储 ” 承包

所谓特殊储量
,

是指那些勘 探 程 度 不

足
,

并在国家储量平衡中列为能利用的矿区

级储量
。

当前承包的储量
,

系指新增储量

而言
,

而对这种特殊储量无人进 行 补 充 勘

查
。

如再用上述的勘探储量承包办法则 有问

题
,

因勘探储量承包
,

是在详查基础上进行

的
,

而特殊储量几乎都是普查储量
。

如要达

到可供工业利用的程度
,

小型矿床需要达到

详查
,

而对中型及部分小型矿床则应进行详

查
、

勘探两阶段的勘查工作
,

所需资金也有

较大的差异
。

因此
,

对这些矿区的特殊储量

补充勘查
,

也应使用黄金地质勘查基金进行

储量承包
,

有的可承包详查阶段储量
,

有的

则进行详查
、

勘探两阶段储量承包
,

促进这

些矿 区进一步开发
。

关于黄金地质勘查基金使用的原则已作

过规定
。

随着黄金地质管理体制和储量承包

方式的改变
,

对此项资金使用的原则也应适

当予以修改
,

以利推动黄金地质勘查工作的

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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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正态分布表的一种简便编程方法

赵玉深

安徽省地犷 局 地质队

许多统计研究都涉及服从正态或对数正

态分布的数据
。

例如
,

在资源总量预测中
,

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取得一批抽样值
,

其值一

般都服从正态或对数正态分布
,

但还应依标

推正态分布表转换出它们的概率分布曲线
,

最后根据累计概率切割出各种预测值
。

这在

手工或计算器运算 中可以查表
,

但在电子计

算机运行中则不适用
,

因此
,

标准正态分布

表的编程
, 一直是有关程序设计者关心的问

题
。

笔者在编制资源总量预测程序时发现
,

用拉格朗 日插值函数可对标准正态分布表近

似模拟
,

并具有程序空间小 约 个字节
、

检索快 约 秒 等优点
。

模拟值与原表数

值的多数绝对误差在
,

左右
,

可满足一

般使用要求
。

拉格朗 日擂值函数是一 次多项式
,

其

数学式为

尸 艺
卉 一 八

, ,

仁万下沈丁了 ‘



式中
, ‘ , ,

分别为已知数 据 的坐

标
, 尸 为内插点坐 标

。

在模拟芷态分布表时
,

本文选该表中

个特征值为已知数据 见表
。

拟用特征位衰

特征点号

尤

入中

。 。 。 。 。 。

。 。 。 。 。 。 。 。

为与原表表达一致
,

值 插点 从

到 之间技 间隔递增
,

依插值公式分

别解出 个模拟值口 和计算机模拟 的

函数图象 见图
。

值
。

如此处理后
,

除个别 点 误 差 为

外
,

其余均与原表值相同或仅相差
。

下面给出模拟标准正态分布表的程序清

单

百记

,

,

,

二
,

, , ,

,

二
, , , ,

,

八

“

三

峨 一

一

二 一

人二

一

一

一

二
一

‘

非
,

沁

卫

甘︸路一‘

,自

‘羊一 , 一。

图中回点为 个给定的特征值
,

插值曲

线连续光滑并穿过各已知点
,

不存在跳跃的

崎变值
。

另外
,

该曲线仅给出正态分布函数

的右半枝
,

其左半枝 即 二 一 区间

对原点
,

是对称的
,

其中 值

只需从 中减去右半枝相应的价 值即 可

源程序 行
。

显然
,

两枝的模拟 精 度是

一致的
。

从报出的模拟值与原来的实际数值对比

看
,

一般绝对误 差 均 在 。 之

间
,

即模拟值与原表相同或小数点后 位数

相 同
。

但高端 与 低 端

误差较大
,

绝对误差在 左右
,

为此
,

采取在原模拟曲线的高
、

低端进行误

差矫正
。

即根据误差性质
,

在低端报出值上

减 源程序 行 在高 端 加

成 源程序 一 行 后 为 新 模 拟

只要改换出人 口指令
,

如 行
、

行
,

即可设计为通用子程序
,

供研究有关正态分

布各类问题主程序调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