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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乳山金青顶金矿床的

品位分布特征及其成矿作用

付 栋
(山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

提 要 本文通过对山东乳山金矿床 n 号主矿体参加储量计算的 3峨个钻孔和三个中段的 278 个

样品的金品位进引了统计分析
,

探讨了金品位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成矿作用的联系和特高品位的处

理间题
。

据分析统计的结果
,

显示出该矿体具有对数正态分布和双峰频率分布的特征
。

因此
,

可以

推断该矿床为两期以上矿化叠加的结果
。

为了消除储量计算中金品位非正态分布的影响
。

作者亦

提出了对特高品位的处理方案
。

关键词 金品位统计 正态分布 频率 叠加作用

地质学 中通常遇到许多连续型变量都接近正态分布或对数正态分布
。

不同成因的地质

体
,

其数据统计分布特征不同
,

据此
,

我们可通过数据统计分布特征进一步研究地质体的成因

特点
〔1〕 。

国内外 己有许多金矿区证实
,

金品位符合对数正态分布
。

本文通过对山东乳 山金青顶金

矿床 n 号矿体样品金品位统计分布特征的研究
,

探讨了金青顶金矿床的成矿作用与金品位分

布的联系
、

高品位样品的概念及有关特高品位处理的若干间题
。

一
、

研究区地质特征概述

金青顶金矿床位于胶东隆起东部
,

为一大型石英脉型金矿床
。

区内地质情况较简单
,

矿区

位于混合花岗岩带中
,

混合岩化程度较高
,

太古界一下元古界胶东群是本区最发育的地区
,

主

要分布在西部
,

其次为第四系
。

区 内仅见有咬东群底部的蓬奇组和中部民山组
,

主要为一套角闪岩相变质岩
,

地层走向北

东
,

倾向南东
,

倾角 4 00 一 6 00
。

矿床 内仅于局部地段见到一些残留体
。

区内广泛发育有花岗岩

和多种脉岩
。

(图 1)

(一 )
、

花岗岩类及脉岩

区内花岗岩类可划分为混合花岗岩和二长花岗岩
,

前者为混合岩化作用形成的
,

后者为岩

浆侵入形成的
。

昆箭山混合花岗岩是本区混合杂岩体的主体
,

以中粒为主
,

有时为中粗粒
,

普遍发育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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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纹长石
。

造岩矿物主要为石英
、

微斜

长石
、

钠更长石
,

次要为黑云母
,

偶见

普通角闪石
。

副矿物主要有磁铁矿
、

错石
、

檐石
、

磷灰石等
。

地质年龄为

1 34 M a ,

为中生代燕 山期早 白垄纪的

产物
。

混合花岗岩出露广泛
,

是区内金矿的

主要围岩
,

与胶东群地层没有明显界

线
,

呈渐变过渡关系
,

但也有呈侵入接

触的关系
。

混合花岗石与其他混合岩

类混杂伴生
,

岩体中围岩残留体多己

混合岩化
。

二长花岗岩是三佛 山岩体的主要

岩石类型
,

分布于区内的东南部
,

呈岩

基产出
,

侵入本区混合杂岩体中
,

与昆

箭山混合花 岗岩呈侵入接触
,

基本上

呈北北东一北东向展布
,

形成于中生

代燕山中晚期
。

岩石呈灰白色
,

中粗

粒结构
、

块状构造
。

主要造岩矿物为

正长石
、

钠长石
、

石英及少量黑云母

等
,

副矿物有磁铁矿
、

褐帘石等
。

区内脉岩较发育
,

主要有煌斑岩
、

花岗闪长斑岩
、

闪长粉岩
、

混合伟晶岩

及石英脉等
。

脉岩规模较小
,

倾角一

般较陡
,

是一种脉状侵入体
。

与金矿

有关的主要为闪斜煌斑岩和云煌岩
。

二佛山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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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青顶金矿床区域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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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构造

区 内构造变动强裂
,

断裂构造发育
,

北北东向断裂纵贯全区
,

为区内主要控矿构造
,

断裂长

4 o km
、

宽 1 ~ Zom 不等
,

走向 5
0

一2 5
0 ,

倾向南东
,

倾角 7 5
0

一 9 0
0 。

(图 l )

上述断裂具有如下特点
:

1
、

断裂多呈断续出现
;

2
、

断裂具多期活动
,

呈复性结构面
;

3
、

各断裂近于平行排列
;

4
、

主裂面在走向和倾 向上均呈舒缓波状
;

5
、

由于石英脉抗风化
,

在地貌上断裂带常呈脊状高于两侧
。

除上述北北东向断裂外
,

区内尚有北北西
、

北北东及北东向断裂
,

但均不及北北东向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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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大
,

含矿性也欠佳
。

金青顶金矿床位于将军石一 曲河庄断裂中
,

断裂纵贯矿区
,

断裂走向在地表和垂向不同水

平部位有较大的变化
,

变化范围 5o 一 50
“ ,

倾向南东
,

倾角 77
。

~ 90
。 ,

局部有反倾现象
。

断裂沿

走向及倾向呈舒缓波状
,

局部地段急剧转折或有分枝复合现象
,

主断裂旁侧发育有平行的次级

断裂
,

断裂内赋存有不连续的含金黄铁矿石英脉
,

局部地段还有晚期的煌斑岩脉充填
。

根据断裂性质和节理统计可初步确定矿床内有三期断裂活动 (图 2 )
:

第 I期 (成矿前期断裂 F
:

)
:

走向 45
“

左右
,

倾

向北西或南东
,

倾角 80
“

一 86
“ ,

断裂规模较小
,

并

为后期成矿断裂所改造
。

延伸达百余米
,

宽 1 一

3m
,

切割较深
,

属压扭性左行断裂
。

第 11 期 (成矿期断裂 F
:

)
:

走向 150 左右
,

倾向

南东
,

倾角 7 70 一 9 00
,

规模较大
,

属压扭性右行断

裂
,

伴生有一组剪节理
,

沿垂深局部地段迁就
、

利

用和改造了早期断裂 F
: ,

断裂复合处发生拉张作

用
,

形成了张开扩容的有利成矿空间
,

该断裂与成

矿热液活动关系密切
。

第 川 期 (成矿后断裂 F
3

)
:

走向 3 3 00 左右
,

倾

向北 东
,

倾角 7 5
0

一 8 5
0 ,

断裂长 6 0 0m 左 右
,

宽

0. 2 ~ 1
·

sm
,

对矿体有错动
,

上盘相对斜落
,

属左

行张扭性断裂
,

同时伴生有一组密集的剪节理
。

F Z (15
“

)
F 一七45

卜一主断层 S 一伴生剪节理 T
es es

拌生张节理

图 2 断层与节理配套示意图

F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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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成矿作用

金青顶金矿床矿体主要受将军石一曲河庄断裂控制
,

根据矿石结构
、

构造
、

矿物共生组合及其

相互穿切关系
,

该矿床的成矿作用大致可分为两期
:

早期为石英一黄铁矿期
,

主要金属矿物组

合有 自然金一银金矿一黄铁矿
;晚期为石英一多金属硫化物期

,

主要金属矿物组合有 自然金一

蹄金矿一银金矿一黄铁矿一黄铜矿一方铅矿一闪锌矿一菱铁矿
。

晚期石英一多金属硫化物期

为主要成矿阶段
,

其叠加于早期石英一黄铁矿期之上
。

该矿床早期成矿热液可能与昆箭山混

合花岗岩热液有关
,

后期成矿可能与三佛 山二长花岗岩热液有关
。

金青顶金矿床有一个主矿体和十余个小矿体
,
H 号矿体为该矿床的主要矿体

,

其储量占该

矿床总储量的 90 % 以上
,

以较规则单脉产出
,

呈似板状
,

向北北东侧伏
,

延探达 70 o m 以上
,

沿

走向和倾向矿化连续
,

金矿品位变化较大 (表 1 )
,

采样所见最高品位达 24 2
.

3 8 9 /t
,

一般为 1 ~

5鲍八
,

该品位范围的样品占样品总数的 90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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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号矿体主要勘探线上金的平均品位及品位变异系数

T a ble 1 A v er . ge gr a de a n d c
oe fic ien t of gr a d e v

arl ati on

表 1

2 3
.

9 6 1 4
.

5 7 2 9
.

9 0 2 4
.

7 5 3 1
.

1 2

0山一八O一

线号

平均品位(邸t)

变异系数 (% )

11 号矿体沿走向以 10 线
.

13 线
、

15 线及 17 线矿化强度为最强
,

沿垂

深以一 1 1 5m
、

一 3 5 0m
、

及一 5 0 0 m 标高

的矿化强度为最强 (图 3 )
。

在样品金

品位分析数据的空间分布的研究中可

明显地 显示 出从 10 线 一 60 米至 一

3 6 0m 标高
、

沿矿体侧伏方向向 15 一

1 7 线 一 4 4 o m 至 一 5 3 o m 标高 的范 围

内有一个连续的高品位样品区域 (图

3)
,

剖面对应也很完整连续
。

这部分

样品采 自矿脉的含金黄铁矿的核心部

位上
,

它反映了矿化阶段的成矿有利

条件形成的客观现实
,

它处于断裂复

合处发生拉张作用部位的中心地带
,

在成矿热液活动过程中
,

金和其他金

属元素相对富集和沉淀
。

呼

一 10 0

10线 12线

10 2 0 30

1 3线

1 0 20 10 2 0 3 0

‘5”
.

{
.

‘7线
.

}
10 20 0 10 20 矿化强度

图 3

F ig
.

3

n 号矿体金矿化强度指数变化图

V a rat ion
o f rn lll era liza tion

eoe f ie n t for n or e 卜xl y

二
、

矿体样品金品位统计分布特征

本文以金青顶金矿床 11 号矿体为 目标总体
,

对参加储量计算的 34 个钻孔和三个中段的

2 了8 个地质样品的金分析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
。

考虑到样品水平厚度差别的影响
,

故对每个

地质样品的水平厚度按 0
.

lm 的间隔进行分解
,

总计得到 1 2 07 个分解数据
。

按 1 0 9 /t 的分组间隔
,

将 n 号矿体的全部分解数据共分为 25 个组
。

图 4 为做出的频率分

布直方图
。

由图可见该矿体样品金品位的统计分布呈对数正态分布
。

将数据进行 自然对数变换。 ~ 1n (X + 1 )
,

x 为品位值)后
,

做频率分布直方图(图的
。

频

率分布直方图呈现明显地双峰
,

说明该矿体样品金品位的统计分布为一混合分布
,

并可推断该

矿床为多期地质成矿作用叠加的结果

累积概率 图线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2 〕 。

金青顶金矿床 H 号矿体样品金品位的对数变换数

据的累积概率图线在概率格纸上表现为一条有明显拐点的曲线 (图 6 )
,

说明从 目标总体中取

得的抽样总体为两个个别总体的混合
。 {

根据 A. B. 维斯捷利乌斯提出的常变异系数的理论
,

在一个地区取样
,

可能得到一组代表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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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 少

5。日

0 50 10 0 1 5 0 2 0 0

品位 (g / t )

一 ,

25 0

图 4 11 号矿体样品金品位频率分布直方图

Fig
.

4 Ilj stog
r

am
o f A u gr 时

e d lstri加tio
n ft e g u en ey o f 11 or e 伙记 y

同一地质过程不同阶段和产物的

数据
。

即抽样总体是多个个别总

体的混合
,

所以可以推断 目标总

体是由两期地质矿化阶段和产物

的数据混合组成的混合总体
〔3〕 ,

混合分布总体累积概率与组成它

的各单一分布总体累积概率的关

系为
:

P , + 。
= R 尸

,
+ R , P 。

其中
: P、

,

为混合分布总体

累积概率
;

p , 、

p 。

分别为 A
、
B 两总体

的累积概率
;

R , ,
R 。

分别代表 A
.

B 两总

体在混合分 布总体 中占的百 分

数
,

且 R ,
+ R ,

= l
。

由累积概率 曲线上的拐点
,

频率

.

J矛

日日训”
衬

可以确定总体 A 和 B 在混合分布中所 占的比例

的分界点
。

由图 6 可确定

R ,

、 3 3 % R 。

、 6 7 %

对混合分布总体进行筛分后
,

计算得 A 总体

样品金品位的几何平均值为 2
.

25 9八
,

样品金品位

对数值的无偏均方差为 0
.

6 9 16 ; B 总体样品金品

位的几何平均值为 19
.

1 7 9 /t
,

金品位对数值的无

偏均方差为 0
.

8 91 1
。 .

A. B 两总体的概率密度函数分别为
:

f
,
(
忍
) ~

1

0
.

69 1 6
.

习
呱

l
, 越
一 1

.

2 0 9 3
、 , 、

e z 夕生一 兀于欠
一
一五一万石不石一少

一

少
乙 U

一

U J 工 U 。

f
,
(
越
) =

0
.

8 9 1 1
·

勺值菇

二 , 、一告户衰儡黔
卫)

2

,
/ } {⋯\

0 0
.

8 1
.

6 2
.

4 3
.

2 4
.

0 4
.

8 5
.

6 “

对筛分总体的进一步研究可发现
,

3 9 /t 以下

的样品主要是来 自总体 A
。

在 A 总体中
,

金以自

然金和银金矿赋存于黄铁矿
、

石英晶体晶隙中
,

但

富集程度较低
,

属早期矿化 (石英一黄铁矿期) 的

产物
,

样品金品位一般在 0 ~ 1 2
.

36 9八之间
,

个别

图 5 11 号矿体样品金品位对数频率分布直方

图

凡9
.

5 功st o gra m of A u g ra de

Lo g dis tri b u 巨。

fre即
en e y in n or e 饮对y

较高品位的样品己被晚期矿化所改造和掩盖
。

金品位在 3 9 /t 以上的样品
,

在该矿化期中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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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

37 %
,

该期矿化提供的金资源量只占矿床金资源总量的 27
.

44 %
。

11 号矿体样品品位的频数分布

T a b le Z L万str ibu tion fr e q u e n cy of A u 一孚a d e

表 2

分分组区间间 混合总体体 B 总体体 A 总体体

品品位值(g /t ))) 对数变换值值 频数数 累积频率(% ))) 频数数 累积颇率〔% ))) 频数数 累积频率(% )))

111 8 0
.

2 7 ~ 2 6 9
.

4 333 5
.

2 ~ 5
.

666 999 0
.

7 555 999 1
.

1 2222222

1112 0
.

5 1 ~ 1 8 0
.

2 777 4
.

8 ~ 5
.

222 l lll 1
.

6666 l lll 2
。

49999999

888 0
.

4 5~ 1 2 0
.

5 111 4
。

4 ~ 4
.

888 2 999 4
.

0666 2 999 6
.

1 1111111

555 3
。

6 0 ~ 8 0
.

4 555 4
.

0 ~ 4
.

444 5 lll 8
.

2 999 5 lll 1 2
.

4 7777777

333 5
.

6 0~ 5 3
.

6 000 3
.

6 ~ 4
.

000 8 888 1 5
.

5 888 8 777 2 3
.

3222 lll 0
.

2 555

222 3
.

5 3~ 3 5
.

6 000 3
。

2 ~ 3
,

666 1 4 999 2 7
.

9 222 1 4444 4 1
。

2 777 555 1
。

4 888

111 5
。

4 4~ 2 3
.

5 333 2
.

8 ~ 3
.

222 1 8 555 4 3
.

2 555 1 7 111 6 2
.

5 999 l444 4
.

9 444

111 0
。

0 2 ~ 1 5
.

4 444 2
。

4 ~ 2
,

888 9 333 50
.

9 555 8 888 7 3
.

5 777 555 6
.

1 777

666
.

3 9 ~ 1 0
.

0 222 2
.

0~ 2
.

444 1 2 222 6 1
.

0 666 1 0 444 8 6
.

5 333 1 888 1 0
。

6 222

333
.

9 5 ~ 6
.

3999 l
。

6 ~ 2
,

000 1 1 666 70
。

6 777 7 000 9 5
.

2 666 4666 2 1
.

9888

222
.

3 2 ~ 3
.

9 555 1
.

2 ~ 1
.

666 1 0 222 7 9
.

1 222 2 555 9 8
.

3 888 7 777 4 0
.

9999

111
.

2 3 ~ 2
.

3222 0
.

8 ~ 1
.

222 1 2 999 8 9
。

8 111 l000 9 9
.

6 333 1 1 999 7 0
.

3 777

000
.

4 9 ~ 1
.

2 333 0
.

4 ~ 0
.

888 8 333 9 6
.

6 999 333 1 0 000 8 000 9 0
.

1 222

000~ 0
.

4 999 0
.

~ 0
.

444 4 000 1 0 0000000 4 000 1 0 000

金品位在 59 /t 以上的样品主要是取 自总体 B
。

在 B 总体中
,

金以 自然金
、

蹄金矿及银金

矿赋存于黄铁矿
、

黄铜矿
、

石英及其它脉石矿物晶隙
、

裂隙中
,

富集程度高
,

属晚期矿化 (石英一

多金属硫化物期 ) 的产物
。

样品金品位一般在 2
.

39 一 1 18
.

8 5 9 /t 之间
,

区内己见最高品位为

2 4 2
.

3 8 9 /t
,

金品位在 3 9 /t 以上的样品在该总体中占 96
.

63 %
,

该期矿化提供的金资源量占矿

床金资源总量的 72
·

56 %
。

呈对数正态分布的数据
,

实际上是经过多阶段地质过程演化的结果
。

在多阶段的地质过

程演化中
,

每次变化都是按它前一数值的某函数的比例来进行的
,

则最终数值将取对数正态分

布
。

金青顶金矿床样品金品位的统计分布特征
,

表征了该矿床的矿化阶段分为两期
,

而且晚期

矿化是在早期矿化的基础上
,

在有利部位形成较高程度的富集
,

为本矿区主要的成矿期
,

这与

石英包体均化温度测试结果得出的结论也是吻合的
。 〔叼 (图 7)



第四卷 第三期 付栋
:

山东乳山金青顶金矿床的品位分布特征及其成矿作用 9 3

340工340]--340

20100

倾率

全部样品

22 0 3 0 0 ℃

)一一n�,r盛O

3020100

.刀.月..月.,.......
‘...............

!

⋯
B

............‘卜..u

⋯⋯6一匀5443

3
.

4 地表

3
.

0

22 0 30 0 ℃

2
。

6

0 线 80 米30即100
2 ‘ 2

W

1
。

4

1
。

0

0
。

6

O
。

2

22 0 30 0 ℃

Z K 13 一6 一 42 9 米

z60�一260仁260月260

‘

\众

0
.

1 0
.

5 1 5 10 2 0 5 0 7 0 90 95 99

累积概率 气% )
10 0

16 0

性

2030100

图 6 金品位混合总体筛分结果图
A

.

B 缔分出的单一总体累积概率分布曲线

w 混合分布总体累积概率理论分布曲线

x 混合分布总体 累积概率实洲值

F ig
.

6 R es u 】ts of 呱
e e n i n g nU X ed A u 一 沙a d e

因p u la tio n

图 7 金青顶金矿床石英包体均化温度频率

分布直方图

Flg
.

7 I万str ib u t io n 台eq u e n c y h ist昭
r

am of

b o m 剑笋 n e o u吕 te m 讲r a t u r e of qua
r tz

jD C I璐 io n

\

A. B 总体分布参数与置信区间计算表

T a ble 3 C油k u la “o n of A
.

B 四p叫Ia柱佣 . d c 0 O f id e nt 1. 应。v目

表 3

总总 体体 AAA BBB

nnn (样本容量 ))) 4 0 555 80222

万万 (样本均值 ))) 1
.

2 0 9 333 3
.

0 0 4 000

。。 (样本无偏均方差))) 0
.

6 9 1666 0
.

8 9 1 111

”” 一Z uuu 一 0
。

1 7 3 999 l
。

2 2 1 888

““ 十 Zuuu 2
.

5 92 555 4
.

7 8 6 222

... + 3。。 3
.

2 8 4 111 5
.

6 7 7 333

((( e “一 2 0

) 一 lll 0 ( g / t ))) 2
.

3 9 (即 t)))

((( e
“ + 2“

) 一 lll 1 2
.

3 6 ( s / t ))) 1 1 8
.

8 5 ( g / t )))

(((仑
, + , “

) 一 lll 2 5
.

6 8 ( g / t ))) 2 9 1
.

16 (灯t )))

百百 一 l (金品位几何平均值 ))) 2
.

2 5 ( g / t ))) 19
.

1 7 ( g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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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特高品位及其处理

特高品位在金矿床储量计算中
,

将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

因此需要对特高品位进行处理
,

以消除其非正常的影响
。

按现行规定
,

对出现的特高品位要予以剔除并以邻近块段平均品位

的 2 倍代替之
。

对特高品位进行处理
,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确定特高品位
。

现行规定一般以矿体平均品位的若干倍 (山东现行规定为 4 ~ 6 倍 ) 作为特高品位的判定

下限
。

这种规定注意了特高品位与目标总体数字期望的关系
,

而忽视了从 目标总体的统计分

布特征来进行全面地分析研究
,

这就难免带有片面性
。

众所周知
,

当元素呈随机的空间分布时
,

无论是样品随机地选取还是系统地选取
,

如用一

组样品进行平均
,

则根据中心极限定理
,

其平均数的分布应趋于正态
。

相反
,

如果元素在空间

上不呈随机分布 (即存在某种系统的空间变化)
,

则空间上的相邻样品平均数的统计分布呈现

对数正态分布
。

因此
,

一般地说
,

金矿床样品的空间分布存在某种系统地变化趋势
。

对单个孤立的高品位样品的出现可以认为是某些成矿因素的偶然的突出影响
,

而使矿体

局部出现金元素的高度富集
。

然而对连续的高品位样品区 (带)的存在则说明成矿作用对金元

素富集的非偶然的突出影响
,

这时样品金品位与样品的空间位置有关
,

样品之间有成因上的联

系
。

这样确认为特高品位样品的元素含量值就不能孤立地单纯地进行数字上的处理
,

而应该

对矿床 (体 )的样品品位进行空间分布的分析
,

并进而对 目标总体进行统计分布的研究
,

以确定

合理的品位数值分布范围
,

对不超过分布上限的
,

应该视为正常数据
,

对超过分布上限的
,

则可

视为特高品位
。

所以
,

特高品位是个相对的概念
,

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矿床及其成矿地质背景的具体情况来

确定
。

一般地说
,

特高品位固然与样品平均品位的水平有关
,

但是通过样品金品位的空间分布

特征及 目标总体的统计分布特征的分析研究来确定特高品位
,

则更全面
、

也更能符合客观实

际
。

一般地说
,

当样品数量足够大时
,

样品金品位对数变换值的分布置信区间可由
:

P (U 一 1
.

9 6 a < U < U + 1
.

9 6 a ) = 0
.

9 5 〔
, 〕

给出
。

其中
万 一
专

‘

客
‘·‘X ‘+

·
’

n 为样品数

Xi 为样品金品位值
a 为一常数

, a 的确定以使样品金品位对数变换值能较好地符合正态分布为原则
。

a 为样品金品位对数变换值的均方差
。

当研究的矿床 (体 )为混合分布总体时
,

需要对总体进行筛分
,

对筛分的各单一总体分别进

行研究
。

这样
,

特高品位的下限 Q
H

可由下式给出
:
Q
。
一 。却 (

“
+ 1

.

9 6a) 一
。

由前所述
,

金青顶金矿床样品金品位的分布为一混合分布
,

经筛分可分为两个单一总体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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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
,

B 总体与晚期矿化阶段产物相对应
,

高品位样品基本上是采自 B 总体的
,

该总体的样本

容量较大
,

并经计算 u 一 3
.

0 0 4 0
, a 一 0

.

8 91 1
, a 取为 1

。

这样 B 总体样品金品位的置信区间

对应为 2
.

5 2一 1 1 4
.

6 5 s/ t
,

因此
,

对金青顶金矿床来说
,

品位值超过 」14
.

6 5 9八的就可视为特高

品位
,

对不超过 1 14
.

“g八 的则应按正常数值对待
。

有些文章认 为
,

样品品位为成矿作用形成的客观现实
、

故对特高品位不应进行处理
。

然

而
,

特高品位的产生
,

可以认为是某些成矿因素作用偶然的
、

突出影响的结果
。

所以
,

对特高品

位需要进行处理
,

以 消除偶然的突出影响
。

对特高品位的处理
,

以 Q
二

值替代特高品位值并参加储量计算较 为合适
,

因为这样既可消

除成矿作用的偶然突出影响
,

又适 当地反映了成矿作用的现实
。

用此方案对金青顶金矿床 11

号矿体特高品位进行处理后
,

全部样品品位的对数变换值与其均值之差不超过均方差的二倍
,

也说明了这样的处理方法对金青顶金矿床来说是较为合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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