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劫 
GEOL．oGY AND PROSPEC"13 ●G 1994年 7月 

一  

对陈家河激电异常的研究 
。6 f ·4-／,~-S 

(湖北冶垒地质职工中专学校 ·孝怠) 

r概述了用以下方法对湖北大悟陈家河激电异常的研究 ，即：用澈 电 

环形剖面确定矿体走向}用主纵刹确定矿体走 向长度及变化 }用联耕确 

定矿体产状和向下延伸情况。经钻探验证 肯定了研究成果。 

关键词 湖北大悟 陈家河锕矿 激 电异常 ；3％的等值线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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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悟芳畈陈家河激 

电异常，于 1 972年由中南冶 

勘 606队发现。异常全部落 

在第四系覆盖层上。原异常 

平面等值线 的形态是这样 

钧探与键琴 的：视极化率异常 一2％的 

背景上， 一3 的等值线构成明显的局部异 

常 ；形态规则 ，走向稳定，走向长 360m，宽 5O 
" --'120m； 极大值 6．9％}整个异常走向北西 

4O。左右 ，与本 区构造方向一致。 

地质与物化探密切配合达成共识：认为 

该处为成矿有利地段。经钻探验证 ，在 一 

3％的等值线范围内，均见到工业铜矿体 

1 地质筒况 

该异常位于芳畈向斜中一段狭缩并仰起 

部位 。此处 岩石受 强烈挤压 ，形成 一倾 向 

4O。、倾角 24 的破碎带，矿体即赋存其中。围 

岩为硅化灰岩、白云质大理岩、绢云母石英片 

岩和白岗岩等(图 1)。 

2 研究的问题 

我校于 1982年 3～5月在该地进行电法 

实习。在研究了以往的资料后，发现在异常北 

西侧 一2 的范围之外，仍有工业矿体存 

本文 1993年 6月收到，12月改回，昊贝编辑 

在，需研究其原因，并圈定矿体的范围(图 

2)。 

园 1目 2囫 3 囫 · 

圈 5囡 6田 7 囤 l 

图1 60勘探线地质剖面围 

1一第四系j 2一硅化灰岩 I3一绢云母石荚片岩-4一混合岩 

5一白岗岩I6一地质界线}7一施工钻孔 jB一铜矿体 

我们采用以下几种工作方法对异常进行 

研究：①用激电环形剖面确定矿体走向；②垂 

直矿体走向重新布置面积工作，求得该异常 

的平面形态；③用主纵剖面确定矿体在走向 

上的长度和了解在走向上的变化情况；④用 

联剖确定矿体的产状和向下延伸情况 。 

3 成果及解释 

3．1 激电环形剖面(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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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矿体产于硅化灰岩、白岗岩、白云质大 

理岩、绢云母石英片岩之中 ，根据测定 ，矿体 

的极化率为 35 ，围岩极化率为 2．5 ，而导 

电性差异不大。但因矿体被埋于厚 lOre左右 

的第四系沉积层下，第四系沉积、围岩对导电 

性的综合作用结果，使其导电性 比矿石为好 ， 

故从宏观看，矿体相对围岩应为高阻，围岩应 

为低阻。环形剖面极形图的短轴指示矿体的 

走向。从图 3可知，矿体走向应在 31072~右。 

这与钻探结果是一致的。 

图 2 澈电中梯 平面等值线、矿体地面投影勘探 

线布置图 

(据 606队) 

l一勘探线及其犏号；2一矿体在地面投影 

图 3 激电环形剖面极形图 

3．2 布置激电中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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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垂直于矿体走向(北东 39。)重新布 

置测线，进行激电中梯工作，从得到的激电中 

梯 异常平面等值线图(图 4)中可以看出： 

(1)异常走向与矿体走向基本一致 。 

(2)矿体基本上都在 3g等值线范围之 

内(因有 居民住房 ，西北 边无法旋工 ，所 以 

3 等值线没有闭合) 

(3)异常轴走向 310。，与 606队所测异常 

轴走向交角1O。左右。 

图 4 澈电中梯 异常平面等值线 、矿体在地面 

投影、勘探线布置图 

(雷侧同雷 2) 

由此可知，606队所测激电平面等值线 

图的西北侧 2 等值线以外，仍见到工业矿 

体的原因，是测线的方向与矿床走向不垂直， 

异常轴的走向与矿体走向发生偏移。606队 

的基线方向为 332。，矿体在东南侧(61线的 

东南边)，走向为 320。左右，基线与矿体走向 

夹角 1O。左右，在东南侧异常有位移，但不明 

显。在 6l线的西北边 ，矿体走向为 31o。，基线 

与矿体 走向相差 22。，因此引起较大的异常 

位移，致使西北边有矿部位异常<2 。 

我们实习时，基线方向为 309。，在 61线 

西北侧，与矿体走向一致 ，因此矿体基本上在 

3 的等值线范围内。而在 61线的东南侧，基 

线与矿体走向相差 1O。，所以在东南侧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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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异常也有不太明显的位移 。 

3．3 主纵剖面(图 5) 

从主剖面图可看出： 

(1)因矿体相对围岩来说是高阻的，所以 

主纵剖面上异常较低， 极大值为 5．5％， 

=2％以上都是矿体引起的。矿体位于 20～ 

56号测点之间 ，点距 10m。故矿体在我们所 

测剖面经过的方向上，走向长 B60m，与钻探 

结果一致 。 

(2) 值在 24、34、44、54号测点上突起 

这反映了矿体在走向上是多层的或矿体在走 

向上有所起伏 

图 5 澈电中梯主数剖面图 

经钻探发现，该区共有 l3个矿体，其中 

l号矿体为最大，占总储量的 95 0A(图 2和图 

4中矿体在地面的投影范围就是以 l号矿体 

为准的)，其次是位于 l号矿体之上的2号矿 

体，其他的小矿体分别位于 l号矿体的上下 

或旁侧。 

主纵剖面上的 4个异常突起 ，34号的测 

点异常对应于 2号矿体之上已知的 7号矿 

体，44号测点的异常对应于 2号矿体之上的 

4号、5号矿体。而 24、54号测点位于两勘探 

线之间，推测应为两个未被发现的小矿体。 

由上述情况可 以看出，主纵剖 面可用来 

确定矿体走向上的长度，了解矿体在走向上 

的变化细节，可用于指导钻探施工和矿山的 

开采 

3．4 联合剖面法 

3．4．1 电阻率联剖 

两种极距都没有交点，B基本上是同步 

升高或降低。不能反映矿体的存在 由于受大 

号测点方向第四系沉积 的变薄和消失 ．且因 

片岩出露地表的影响，使得 总是大于 。 

3．4．2 激 电联剖 

图 6a、b为 I号剖面激电联剖。 

’‘) AO*150m 

图 6 I号剖面激电联剖 

由图 6a可知 ，交点明显 ，明确地反映 出 

矿体的存在。根据 瞻与 瞎曲线所围成的面 

积，交点右侧大于交点左侧 ，所以矿体向大号 

测点方向倾斜 

由 图 6b可 知 ，当 极 距 大 时 (AO一 

150ra)，交点变得不明显，说明矿体向下延伸 

不大，交点向大号测点方向位移，也说明矿体 

向大号测点方向倾斜。 

Study 0nIPAbnormal时  C'hen$1a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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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ike，the strike stretch vazJntion and the atthude and dip stretch of orebodtes of ChenjJahe Cu defmsit were 

predicted by the ring profile·the 0rinelpal longitudinal profile and the  comhirted profiles of IP， ly，After drilling
． 

pred icted results were cc~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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