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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域激电法单极 偶极装置

在广西某金银矿勘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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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述了勘查区广西河池市某金银矿区的地质特征*矿化类型和时域激电单极 偶极布

极方式及特点(结合实例说明该装置在确定矿体的形态*产状等空间位置方面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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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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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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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

理勘查院与广西某矿业有限公司合作(使用法国
[A

7[F

公司研制生产的
:[J #$$$$

发射机和
@1*08

J*'

接收系统(利用时间域激发极化法&

Md[J

'单极

偶极装置(对广西河池市某金银矿区进行了详查%

根据视电阻率*视充电率二维反演的定性*定量解释

成果(随后进行了探矿工程验证%坑探工程揭示了

研究区金*银矿体的存在%本文将该项工作的技术

概况和应用效果加以介绍%

#

!

地质概况

广西河池市某金银矿处于南华活动带西侧(东

与都阳山凸起相接%周边区域均为深水盆地相沉

积%区内出露地层为中三叠统百逢组第三段和兰木

组%

"

百逢组第三段&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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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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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于工作区西部*那

弱背斜核部(是区内出露最老层位%岩性为灰*深灰

&风化呈灰白*灰黄'色薄层粉砂质泥岩(钙质泥岩夹

粉砂岩或粉砂条带(金*银矿化普遍%

#

兰木组按岩

性组合特征分为
%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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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兰木

组第一段分三层%兰木组第一段第一层&

M

!

.

#A#

'分

布于工作区中部*那弱背斜两翼(岩性为灰*深灰&风

化呈灰黄*黄褐'色中厚层块状细砂岩*薄层粉砂岩*

薄层泥岩交互沉积(局部具金银矿化*铅锌锑矿化及

硫磺矿化等(目前本区发现的矿&化'体均产于本套

岩层"第二层&

M

!

.

#A!

'分布于工作区那弱背斜两翼(

岩性为灰*深灰色中厚层细砂岩*薄层粉砂岩*薄层

泥岩交互沉积"第三层&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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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布于工作区那弱背

斜两翼(单个旋回由中厚层细砂岩*薄层粉砂岩*薄

层泥岩组成(整体上由变薄变细的四级旋回组成%

兰木组第二段分布于工作区南部和北部(岩性为灰*

深灰*灰绿&风化呈浅灰*灰黄'色薄层 条带状粉砂

岩*薄层泥岩互层%兰木组第三段分布于工作区外

围(背斜南翼及北东角(岩性为灰 深灰色&氧化后呈

灰黄色'的复理岩%

区内褶皱为那弱背斜(轴向
<LL

(贯穿整个工

作区(长度
%

#$PB

(向
F@

倾伏%在核部发育有系

列纵张节理和纵张断裂%该背斜为区内主要控矿容

矿构造(其轴部枢纽产状复杂多变%矿体主要产于

背斜轴部纵张断裂带中%

区内蚀变及矿化比较发育(主要有硅化*黄铁矿

化*高岭石化(局部有金*银*铜*铅*锌*锑矿化(主要

分布于那弱背斜核部断裂破碎带附近(以硅化为主(

次为褐铁矿化(少量高岭石化%

区内岩浆岩出露极少(仅在岑王老山一带出露

有辉绿岩*橄榄辉绿岩(加尤一带出露石英斑岩脉%

矿区背斜核部张性断裂为矿液运移*贮存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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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装置在倾斜薄板上充电率和电阻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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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空间(是矿体形成的有利场所%断裂旁侧的砂岩

往往具较明显的硅化(泥岩或粉砂岩容易被强烈挤

压*揉皱(形成片理化泥岩(同时有黄铁矿化*铅锌矿

化*锑矿化*高岭石化等(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找矿

标志%背斜核部张性断裂旁侧的次级小断裂也具有

非常好的找矿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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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极 偶极装置特征及数据处理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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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极 偶极装置特征

单极 偶极装置国内也称单侧三极装置测深%

模型实验温纳*偶极 偶极*三极*二极等各装置在倾

斜&

C=W

'薄板所测得的视充电率和视电阻率水平见

图
#

(其中三极装置在埋深
$;=*

时还把薄板该向电

流偶极同一侧倾斜(测了
#

条剖面%将各种装置实

验数据的充电率和电阻率相对峰值异常进行统计比

较(结果见图
!

%

综上所述(在充电率测量方面(三极装置工作性

能表现最好(所测得的视充电率响应最大"在电阻率

测量方面三极装置的响应虽不是最大(但其表现也

属上乘"

%

!!

在本区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选择了三极装置%

激电测深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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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装置'

示意图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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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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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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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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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接收电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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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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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为供电点位置%各相邻供电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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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为
!=B

"

,#c=$B

"供电无穷远极尽

可能布置在了测量剖面中心的垂直方向(与剖面供

电极距离
%

!=$$B

"供电周期
".

"供电电流
!

%

=

K

%这极大地提高了信噪比(观测参数为视充电率

,

.

&

B.

'和视电阻率
)

.

&

K

;B

'(双边静态观测方式%

勘探区没有电磁等人文干扰(

@1*08J*'

接收机显示

的每个观测物理点的标准离差&

F@6

'均
*

$;#"

(采

集到了高质量的数据%

%$%

!

数据处理方法

本工程数据采用
/0')'B'

公司的
70.!d+(Z

反演软件系统处理(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噪音剔除(

然后提取各项参数(主要有测线*测点号*视电阻率*

视充电率*一次场*二次场*电流*标准离差等(再对

同一测点多次重复观测的数据进行优选或平均处

理(原 始 数 据 经 过 数 据 预 处 理 后 将 其 转 换 成

70.!d+(Z

二维反演软件所需的数据格式(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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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装置在倾斜薄板上充电率和

电阻率相对峰值异常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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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薄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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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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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纳"

%;

双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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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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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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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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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特兰

图
#

!

激电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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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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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反演(将反演结果输出为
F-*Q0*

格式(在
F-*Q0*

下选取合适的滤波器进行滤波处理

后(用统一的色阶文件绘制出二维反演剖面图&包括

反演电阻率剖面图*反演充电率剖面图'%处理流程

见图
C

%

%

!

激电&

[J

'应用的地质效果

图
=

为
a+(0!"

线经地形改正后的激电测深
)

=

(

,

=

二维反演成果推断解释图(图中彩色填充部分为

以
#$

为底的反演对数电阻率等值线图(其值从蓝色

到红色表示电阻率值逐渐增大(黑色等值线为反演

充电率%图的横轴表示测线的水平位置桩号(纵轴

为反演深度(以高程表示%本测线方位角为
!%W

%

a+(0!"

激电测深二维反演成果解释!

&

#

'图
=

中反演充电率断面显示(明显的充电

率异常区主要有
%

处!异常区
"

呈椭圆状分布(以

#!B.

等值线圈定异常圈闭(其中心的充电率
%

#=

B.

(这个异常区主要分布在相对中阻区%异常区

#

范围较大(但向下未封闭%以
#"B.

等值线圈

定异常(剖面中心的充电率
%

%$B.

(这个异常区

主要分布在相对中阻区%异常区
$

范围也较大(

分布在近地表向下的区域内%如在此区域内以
!=

B.

等值线圈定异常(则在该段近地表出现呈#串

珠$状分布的
C

个相对较小的高极化圈闭&图
=

红

色虚线圆圈位置'(其中心充电率均
%

%%B.

(这个

异常区主要分布在相对中高阻区%

&

!

'结合现有地质资料分析(推断各激电异常

均分布于兰木组第一段第一层中%根据电阻率剖

面图和地质资料来看(异常区
"

(

#

的位置应处于

那弱背斜核部(且异常附近有断裂存在为找矿有

利部位(异常区
"

形态完整(推测为矿致异常%异

常区
#

范围较大(充电率的值较高(虽处找矿有利

部位(但在本剖面中未形成明显圈闭(推断在该区

域或更深部可能存在高极化体%异常区
$

推断应

为较宽范围的矿化蚀变带引起(局部位置应存在

金属硫化物的富集区%此区电阻率值较高(推断

为岩&矿'体硅化蚀变作用较明显所致%

根据激电测深结果(随即布置开展探矿工程验

证异常%并将验证结果进行系统综合(绘制了矿区

金银矿详查
!"

号勘探线地质*探矿工程及激电异常

综合剖面图&图
?

'%图中红色虚线代表反演充电

率(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激电异常与已知矿体有比

较好的一致性(其中平硐
Jd#C$#

所揭示的矿化带

与激电异常
"

完全吻合%在该激电异常区内发现了

真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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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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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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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三极装置在倾斜板状矿&化'体上有

很好的勘探效果(如数据处理合理*反演模型选择恰

当则该方法对物探异常的地质解释结论可靠性较

高%

&

!

'以多道*密集点距*多间隔系数布置的时域

激电法&

Md[J

'单极 偶极装置激电测深方法(其特

征和#高密度电阻率法$类似(数据量大(横纵向分辨

率高%

&

%

'实际工作中(充电率异常的形态并不完全代

表矿&化'体的空间形态(因此激电异常的中心不一

定就是矿体富集位置(有时在异常区的密集梯度带

上*异常的膨大及拐弯部位往往是矿体赋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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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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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二维反演电阻率"充电率综合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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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矿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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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勘探线地质"探矿工程及激电异常综合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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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地形改正的二维模型反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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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断

面图中(依据相对的#中*低阻高极化$特征并结合具

体的矿床类型和成矿地质环境(能够对金属硫化物

富集区进行有效圈定(并能确定其位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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