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将被积函数 〔 展开成麦克 劳林级数
,

然后再以幂级数形式积分
。

首先
,

以 一

斗替换展开式
‘

十 一

厄丁 十厄丁
’ ‘ ’

十

扩一艺﹃
月

十

—
二

刀

中的
,

得

吞 , 、
·

、

八 二 丁 母汾拼 夕
‘

一 一万一 】
乙‘ 六几 又 、 ‘

然后
,

依上述结果便可计算 的 中的

一 , 二 、二

一

命轰〔
一

等
”

一 “·

上一 令
一 杯 二

忠 一
” ·

引

去升 〕

一

二 八

加

” 一 一 ,

一

一 · 侧一 万

了一 兀

丁

” , ,

加加

程序中的变量 为任意确定的精度
。

误

差估计采用事后估计法
,

即
‘ 一

, 。

, 十 、 ‘

分别对应于程序中变量
、 ,

其余变量意义 同前述
。

所附程序是制表程序
,

若 一般计算做如

下 改 动 即 “ ”乡

行中 “ ” 必 须 相 应 改 为
“ ”

亦可删去 行 作 为子程

序使用 行中 “ ,, 则改

为 ,’ ” 。

笔者使用本程序已打印出标准正态分布

函数图 图
。

‘

一 一 下 一二二 , 一一

它
户

万万
一 全 一

” · 。

一竺兰兰

显然
,

展开式项数 越大
,

误差越小

精度越高
。

程序设计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
,

笔者 用 语

言设计编制 了计算程序
。

一一一解匕二一一一丰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一 二 口

田 标准正态分布函橄

本程序在 一 机 上通过
,

输 出格

式语句略作变动后也可在长城 机上

运行
。

江西斑岩型矿床的勘查不断取得进展

序 经 祯

南昌有 色冶 金设计研 究院

年代对德兴特大型斑岩铜矿的勘探使

江西铜的探明储量居全国首位
,

从资源上保

证 了铜基地的顺利建设
。

对以德兴斑岩铜矿

床为主的成矿理论和模式的深人研究
,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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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斑岩铜矿的找矿远景
,

也促进了其他矿种

斑岩型矿床的勘查
。

一 系列斑岩型有色金属

找矿成果的出现是 年代江西矿产地质勘查

的显著特点
。

。年代末至 年代前期
,

详查的阳储岭

斑岩钨铂矿床位于九岭东西构造带 与新华夏

系断裂的复合部位
。

中酸性杂岩体侵入于元

古界浅变质岩系
。

细 网 脉浸染状矿化形

成在二长花岗斑岩
、

花岗闪长斑岩和花岗闪

长岩的爆破角砾岩筒 内
。

有关蚀变为硅化
、

钾长石化
、

绢云母化和青磐岩化
。

工业矿物

为白钨矿和辉铂矿
。

矿石品位 ,

, 。

矿 化 深度超

过
,

且深部铂矿化增强
。

近于 水 平似

层状
、

透镜状矿体的浅部已出瑟地表
。

采用

一般重
、

浮选矿工艺
,

和 。 的 回收率

均大于
。

阳储岭大型钨钥矿床的发现对

突破江西原有 “ 南钨北铜 ” 的 矿 产 分 布格

局
,

开辟翰北找钨新领域有重要意义
。

特大型冷水坑斑岩型银铅锌矿田地处北

武夷山隆起带北缘中生代火山 岩 盆 地 的边

部
。

蚀变矿化发生在超浅成相花岗斑岩和流

纹质晶屑凝灰岩接触带附近的破碎带和爆破

角砾岩带中
。

花岗斑岩内普遍硅化和绿泥石

化
,

接触带上为绢云母化
,

围岩则以碳酸盐

化为主
。

金属矿 化主要是银
、

铅
、

锌
,

深部

出现金
、

铜
。

矿体受花岗斑岩接触带产状的

控制
,

呈大致平行的似层状和透镜状矿体群

产出
。

矿化垂直高差超过
。

矿石构造

呈浸染状和细脉状
,

品 位 贫
,

铅
、

锌 合 量
,

银 八
。

年 代初
,

矿区

按伴生银的斑岩型铅锌矿进行详查
。

深人查

定和研究矿石物质组成和成矿作用特点后发

现
,

银呈独立矿物存在 主要是辉银矿
,

其

次 自然银
。

在热液成矿期内
,

大量 银 的晶

出稍晚于铅锌的主要沉淀阶段
,

且不均匀地

益加在铅锌矿体之上
。

故银矿化富集部分能

够圈出与铅锌共生的银矿体
。

银铅锌共生矿

石和伴生银的单铅锌矿石是矿床的两个主要

矿石工业类型
。

近期提交的江西第一个大型

银矿床勘探报告是对其首采区以银为主要对

象的勘探成果
。

银品位达
。

全区拥有

共生和伴生银总量可观
,

为国内迄今 已知规

模最大的银矿田
。

年发现并于 年完成勘探的会昌

岩背斑岩锡矿床位于南岭东西构造带与北北

东向深大断裂交合处的晚侏罗世火山岩盆地

中
。

细脉浸染状和浸染状锡矿化产于花岗斑

岩顶部与流纹质火山熔岩接触带的内外
。

花

岗斑岩内部钾长石化普遍
,

接触带为黄玉
、

云英岩化
,

自矿体向外出 现 硅 化
、

绿 泥石

化
、

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和粘土化
。

主矿体

总的剖面形态为厚大不规整的透镜状
。

有用

矿物是锡石
,

品位为
,

伴有微量

铜
、

银
。

锡的选矿回收率大于
。

以往江

西锡资源较少
,

探明的储量大 部 分 是 伴生

锡
。

岩背锡矿的勘探使情况得以扭转
,

同时

提出了在以钨矿床密集分布的江西南部的找

锡新思路
。

以上斑岩型钨
、

钥
、

锡
、

铅
、

锌
、

银矿

床所表现的一些共同特点是
,

矿床位于区域性构造隆起和拗陷交

接带 隆起区内不同方向构造的交汇复合部

位或深大断裂带旁侧的次一级断裂构造中
。

成矿岩体均为燕山期浅成一超浅成

相 中酸性杂岩体
。

大都发育有隐爆角砾岩
。

成矿物质除源 自上地慢或地壳深部的混合同

熔岩浆外
,

还存在由区域断裂活动和深部热

流作用下发生的地壳浅层的重熔岩浆
。

斑岩

体均是在其高侵位分异演化的后期产物
。

岩体以及与矿化有关的蚀变具面型

分布特征
。

岩体内普迫钾长石化
。

与矿化相

伴的蚀变有硅化
、

绢云母化
、

黄玉化
、

绿泥

石化
、

碳酸盐化
、

粘土化和青磐岩化
。

矿 体多产 出在岩体顶部与围岩的接

触带 内外
。

矿床多为大一特大型
,

主矿体或

矿体群厚大
。

埋深较浅
,

部分已出露地表
,

适宜露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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