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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明地质学校

在化探工作中
,

正确地确定地球化学背景值和异常下限值至 关 重

要
,

本文根据矿化作用产生的元紊带人
、

带出等不同情况提出 不同 的

计算方法
,

以提高化探找矿效果

关份何 背景值 , 异常下限值 , 正态分布

确定地球化学背景值及异常下限值的方

法很多 根据元素含量的概率分布规律
,

多

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
。

用直方图法求背景值

和异常下限值是一个简便的方法
,

且醒 目
、

客观
。

但确定性较差
,

往往因连线误差
,

不

同人绘出的图形及求出的结果会多少有所不

同
,

而更重要的是在受矿化影响的地区
,

不

能排除矿化过程中元素带入带出的影响
,

致

使正异常下限偏高
,

负异常上限值偏低
,

圈

出的异常范围变窄
,

甚至漏掉一些 低 值 异

常
。

用计算法求背景值和异常下限值其确定

性好
,

计算结果精度高
,

是化探工作中常采

用的方法之一
。

但其基础是元素在地质体中

呈标准正态或近似标准正态 对数正态 分

布
。

因此
,

在不受矿化影响或只有微弱矿化

影响的背景分布区应用效果很好
。

但化探工

作的 目的是找矿
,

多是在受矿化影响较大的

地区开展
,

应据不同情况改进计算方法
。

受矿化影晌带入元案是正异常分布

在这种情况下
,

元素在地质体中的含量

频率分布呈右侧双峰
,

或呈向右侧撒开的不

对称或很不对称的图形 图
,

如用简单的

计算法求背景值和异常下限值就会因矿化异

常含量参与计算
,

使背景值和标准差值比矿

化 前的背景区偏高
。

而图形左侧部分由于未

受异常叠加
,

仍保持原来背景含量分布的基

本特征
,

利用这部分样品的含量 计 算 标准

差
,

以确定异常下限值是比较合理的
。

背景值用样品含量的众值来确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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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下限值的计算所用标准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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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图形左翼各组的频数 工 、

—图形左冀各组组中值
。

—众值 ,

—图形左翼参加计算的样品数
。

其异常下限为
。 。 。

受矿化影晌元索带出呈负异常域大

部分为负异常
,

仅少数弱正异常分布区

在这种地区元素在地质体中的含量频率

分布图形与正异常地段相反
,

图形的左侧呈

双峰或向左侧撒开的不对称形态 图
。

但

图形右侧部分未受或仅受弱矿化 带 出 的影

响
,

基本上保持了原背景区含量频率分布特

征
。

因此利用图形右侧部分的样品含量计算

标准差
,

以确定异常下限值是比较合理的
,

所用公式与正异常分布区相同
,

其异常下限

为
。一

。



尹

了

口

乡

口

理肠,

圈

洲
一。牙

正异常分布区元索含皿撅率宜方圈

呈左侧向左撒开
,

右侧呈双峰形或向右侧撤

开 图
。

这是由于矿化作用的朴加或减除

引起异常含量频率分布标准差的增
、

减所形

成的
。

因此
,

采用剔除异常含量样品后再计

算标准差值
,

便可以求得矿化前原背景含 量

的上限或异常下限的近似值
。

用该值圈定
、

解释和评价异常
,

效果较好
。

例如
,

某异常

分布区的样品含量分组和计算如表中数据所

示
,

其计算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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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地区矿化作用表现为元素的带人和

带出
,

元素在地质体中的含量频率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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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异常分布区的样品分组及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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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值以样品的众值来确定 首先计算样品含业 变化的均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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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异常下限值

其异常下限
日

。
二

剔除 厉出正异常 下限和低 于负异

吞



常上限的样品后再计算均方差

由表中数据看出
,

已知元素含量分组第

一组样品中
,

低于负异 常上限值 坛
。

·

一 的负异常样品仅
口

有 个
,

第七组
、

第八组样品含量远远高于

背景值
,

第六组样品中有 个样品含量高于

背景上限值
,

剔除上述样品后再计算均方差

则为

了
以 一 〕“ 〔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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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除异常含量样品后求出的正异常下限

值为
,

未剔除异常含量 样 品求出

的正异常下限值为
,

两值相差甚

大
。

显然
,

剔除异常含量样品后计算的异常

下限值更接近于受矿化影响前的原背景值上

限
。

由以上计算可以看出 用直方图和计算

法求出的背景值基本相似 。

认为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都是正确的
。

用计

算法以全部样品进行均方差计算后再计算异

常下限
,

其值与直方图所得异常下限值亦基

本相似
。

二 但与剔除异常

含量样品后所求得的 异 常 下 限 值
。

相比
,

前者高出很多
,

因 此认

为后者更接近于矿化前的原背景上限值
,

用

该值圈定
、

解释和评价异常会取得更好的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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