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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频繁的构造、岩浆活动造成矿区内碎屑沉积岩内外接触带围岩的硅化、矽卡岩化、角岩化和金属硫化物矿化利于多

金属矿的形成，为多金属矿的赋存场所，同时也因构造复杂，地层出露零乱，提高了地质方法找矿的难度。通过激发极化在某矿

区的成功勘探实例，说明激发极化在山地找矿勘探方面有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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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极化法在南靖北坑铅锌矿区勘探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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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极化法在北方平原找矿方面已得到了广泛应用，福

建省 121 煤田地质勘探队地球物理勘查院应用该方法，在南

方构造复杂的山地找矿工作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效果不错。

1 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位于新华夏系第 2 隆起带东南缘之东侧，属中低山

侵蚀地貌，地表出露地层为早侏罗世梨山组（J1l）碎屑沉积岩

和早白垩世玛坑超单元（船场岩体）钾长花岗岩。由于多期的

构造及岩浆活动结果，造成区内构造复杂，地层出露零乱，残

缺不全。 频繁的构造、岩浆活动造成区内碎屑沉积岩内外接

触带围岩的硅化、矽卡岩化、角岩化和金属硫化物矿化。并形

成铁、铅锌、铜、钨、钼铅锌矿。
区内总体为一倾向南南东的单斜构造，倾角 15～30°。 断

裂不发育，目前初步推测较大断层有 2 条，为 F1、F2 正断层，

F1 位于矿区南西部的侏罗系梨山组 （J1l） 之间， 走向北西

320～340°，倾向北东，倾角 80°，带宽 10～25m，破碎带常具强

扭性特征，岩石多呈糜棱状结构，见硅化现象。矿区中部的侏

罗系梨山组（J1l）之间，走向北东东 75°，倾向近南，贯穿整个

矿区，倾角 65°，为矿体控矿断层。 区外岩浆岩较发育，主要

为早白垩世玛坑超单元（船场岩体）钾长花岗岩。区内岩浆岩

活动不强烈，见晚白垩世石牌前单元（K2S）浅肉红色花岗斑

岩，分布于矿区中部、北东部，浅肉红色，斑状结构。斑晶主要

为钾长石、斜长石和石英及少量黑云母，都呈自形和半自形

结构；基质呈隐晶质，一般为长石石英质。区内的花岗斑岩多

呈岩脉、岩株产出。

2 矿区岩（矿）石电性及极化场特征

工作区以往地质工作程度较高，对地层、
岩浆岩、构造进行了较详细研究，将区内圈为

铅、锌二级成矿远景区。 我们对该区岩（矿）石

标本（90 块岩石标本）进行了系统的岩矿石参

数标定，本区岩矿石电性特征参数见表 1。
电参数极化率 η 值由高到低依次为:铅锌

矿石、粉砂岩、泥岩、花岗斑岩、石英砂岩，矿石标本平均极化

率 14%，围岩标本 1.5%，2 者之比为 9.33。 由此可见，矿化岩

石极化率与围岩极化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极化效应差异（9～12
倍），具备开展激发极化法探测的地球物理前提。

3 野外工作方案

测量仪器选用重庆奔腾数控生产的 WDFZ 大功率智能

发射机与 WDJS-1 数字直流激电接收机。工区内采用中间梯

度测量法，共布置 8 条测线，测线垂直地形走向。其中供电极

A、B 距离为 600m，测量极 M、N 距离为 10m，每测线设计为

300m，但限于地形陡峭等原因，个别测线长度未达到相应米

数。 该方法成本低，效率高，信息丰富，解释方便。

图 1 测线视极化率和视电阻率图

图中实线为视极化率，虚线为视电阻率

企 业 平 台

102



2010．NO．1.

ISSN1672-9064
CN35-1272/TK

头过热并致铜芯线氧化，而氧化的铜芯线又使触头接触电阻

增大，导致触头过热，当热量达到一定值时将烧断电缆引起

电气火灾。在日常的起停机中，由于个别开关负荷大、运行时

间长，电缆在长时间大负荷下运行，产生热量使电缆发热；在

停机时温度下降，SYJ 型触头压接部位采用开口铜鼻子，在

经过多次热胀冷缩后，个别铜鼻子出现松动现象，也会增大

接触电阻使触头发热，并导致压接部位产生氧化。

3 预防措施

（1）SYJ 型触头接头处属开口铜鼻子采用机械压接钳压

接，在压接过程中必须使用匹配的压接钳，防止出现压接紧

力不够引起接触电阻增大。 （2）对所有该类形开关进行认真

检查，发现铜鼻子端部铜芯线发黑的，必须更换并对触头压

接部位搪锡处理。 在开关内：靠近触头的电缆、接触器、断路

器上贴试温片为日后检修寻找发热点提供依据。 （3）加强巡

检。 在日常维护检修中发现：该类型开关铜鼻子压接处出现

铜芯线过热、氧化到开关烧毁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如开

关电缆头压接处过热，由于铜的导热性比较强，将导致整个

开关温度明显高于其它开关，因此加强巡检、检查可以在开

关烧毁前发现故障。（4）由于设计原因所有抽屉式开关，不具

备自身的温度保护功能。 为了提高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对

所有 0.4kV 抽屉式开关加装“温度保护”系统。 （5）SYJ 型触

头在我厂的使用情况看并不稳定， 运行周期越长故障率越

高，特别是长时间、大负荷运行的开关。该触头压接制作工艺

有问题并不可靠，为了提高可靠性减少压接部位接触电阻必

须采用搪锡处理。

（上接第 101 页）

图 3 南靖北坑矿区中梯装置视电阻率等值线图

图 2 南靖北坑矿区中梯装置视极化率等值线图

4 探测效果

观察测线资料成果如图 1 所示，一般金属矿化带的异常

为高视极化率和低视电阻率。
在 3 测线上，第 12、第 13、第 16、第 34、第 35 测点位置

呈异常反映，有相对较高的极化率和较低的视电阻率的激电

异常。 在第 10 点测有高极化率，高视电阻率的反映。
在 1 测线上，第 10、第 14、第 15、第 16、第 21 测点位置

呈异常反映，有相对较高的极化率和较低的视电阻率。
在 0 测线上，第 14、第 17、第 18 测点位置呈异常反映，

有相对较高的极化率和较低的视电阻率。
在 2 测线上，第 12、第 14、第 15、第 22、第 26、第 27、第

28 测点位置呈异常反映， 有相对较高的视极化率和较低的

视电阻率。
在 4 测线上，第 12、第 24、第 25 测点位置呈异常反映，

有相对较高的视极化率和较低的视电阻率； 第 26 测点位置

呈高极化率反映，但电阻率相对提高。
在 6 测线上，第 11、第 12、第 14、第 18、第 19、第 20 测点

位置相对

呈高极化

率低视电

阻率异常

反映。
在 8

测 线 上 ，
第 16 到

23 测 点

位置呈低

视电阻率

异常反映， 其中第 17、18、21、22、23 测点还具有相对较高的

视极化率，这 5 个测点具有高极化率低视电阻率的激电异常点。
在 10 测线的激电异常点为 11、14 测点， 因其有相对较

高的视极化率和较低的视电阻率。
图 2 图 3 分别为北坑铅锌多金属矿区极化率等值线平

面 图 和 视 电

阻 率 等 值 线

平 面 图 。 图

中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铅 锌

矿 体 的 平 面

展 布 特 征 。
分 析 测 区 视

极 化 率 等 值

线 平 面 图 和

视 电 阻 率 等

值线平面图，可以看到主要有 3 个异常点，成三角形分布。
表现为视极化率较高，视电阻率为低阻。 以上是本次 8

条激电测线勘测反映的主要矿化（构造）异常。

5 结束语

系统的岩矿石参数测定表明，北坑铅锌多金属矿区金矿

化体相对围岩（大理岩）呈相对低阻高极化特证，两者物性差

异明显，具备良好的地球物理探测前提，投入激发极化法寻

找隐伏铅锌多金属矿化体，可以取得较好的探测效果。 选择

合理的装置， 可以提供隐伏矿化体平面形态及空间展布特

征。 通过开展铅锌多金属矿勘查工作及取得的成果说明，投

入激发极化法快速查明评价区的矿化体空间展布及矿产规

模，初步预测远景资源量，为一种经济、快速的物探方法。 建

议在矿区（测区）在 3 个异常点（带）处选择激电反映较好的

地方，开展瞬变电磁测深或钻探工作，进一步对异常带岩层

定性和确定矿体埋深。为下一步资源评价和开采工作提供全

面的基础资料和依据，以降低矿产开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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