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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金属矿的地质与地球物理勘查》内容简介：金属矿床的物质基础来源于地球深部。
金属矿床的成矿过程及其规律性认识，往往与全球性或区域性的重大地质事件紧密相关。
为此，金属矿床的找矿勘探不能再停留于根据露头的就矿找矿阶段，而应综合应用地质、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的资料，了解地球动力学环境，特别是壳幔相互作用及其时空演化规律，来“攻深探盲，寻
找大矿、富矿”。

《中国金属矿的地质与地球物理勘查》共分三篇。
上篇金属矿勘查理论与方法，着重论述地球物理勘查理论与方法，并讨论地球物理场与矿床地质的关
系。
中篇中国大陆金属矿产的区域研究，从客观上论证地球物理场与大地构造格架之间的关系，及其控岩
控矿作用。
下篇金属矿勘查实例，列举了六个矿集区，较详细地论述了金属矿床的勘查。

《中国金属矿的地质与地球物理勘查》可供从事金属矿找矿勘探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教学
、科研的相关人员以及工程师和研究生等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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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每一种物探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使其对一个具体的勘探目标的解释都存在
“多解性”，并且随着勘探目标的深度和地下构造复杂化的不断加大，单凭一种物探方法难以得到合
理的解释。
因此，综合利用目标体的不同物性，从各个角度对同一目标体进行描述，就能使解释结果更接近于实
际地质情况，以减少多解性。
目前，国内外也都采用综合物探方法来进行深部找矿。
澳大利亚利用综合物探法在新南威尔士科巴地区找到了一个大型的隐伏铅锌、银多金属矿床。
赵家围子银铅锌多金属矿床和河北蔡家营铅锌银矿床的发现也是应用综合物探方法取得成功的范例，
后者分别利用了激发极化法、重力、磁法等勘探手段，发现了多个矿带的隐伏矿体。
东天山白石泉矿区隐伏铜镍矿的预测综合利用了地球物理多种方法，尝试性引入了高分辨率的浅层地
震与大地电磁测深法，并结合常规的高精度重力、磁法和激电，探查获得了隐伏含矿岩体空间分布形
态与定位预测信息，发现了5个隐伏低阻异常区，有力地证明了综合物探方法的找矿效果。
 2.5.1 综合地球物理勘探依据 地球物理方法的重要能力在于它能够了解并提供地下三维结构及相应的
物性参数信息，对隐伏矿床的预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光鼎提出了应用地球物理方法来研究深部构造特征与地质环境，给出了隐伏矿床预测的综合地球物
理方法，从宏观与微观两个预测层次上，为盲矿和隐伏矿的预测提供了地球物理依据。
 地球物理勘探在金属矿深部找矿中的思路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①在地质理论认识的指导下尽量丰
富的获取岩石物性资料，建立地质模型；②通过野外数据采集获得地球物理场数据；③经过数据处理
，提高资料信噪比；④努力使地质与地球物理、定性与定量、正演与反演相结合，实现联合反演；⑤
通过多次迭代、拟合，最终逼近最优解。
 应该强调指出，任何一种地球物理方法都是以一种岩石物理性质为依据，从而仅只能获取探查对象这
个侧面的物理信息。
例如，重力勘探只能获取岩石密度的信息，磁力勘探只能获取岩石磁性的信息，电法勘探获得的仅是
电阻率的信息，而地震勘探则只能获取介质中地震波传播速度或波阻抗的信息。
因此，只有综合各种地球物理方法所给出的信息，才可能取得对探查对象比较全面的认识。
 还应该进一步说明，应用地球物理方法，攻深探盲，寻找大矿、富矿，归根结底是要解决地质找矿问
题。
这样，就应该从地质环境条件出发，应用地球物理方法技术，解决地质问题。
因此，地质与地球物理相结合，就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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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金属矿的地质与地球物理勘查》可供从事金属矿找矿勘探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专业教
学科研的相关人员以及工程师和研究生等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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