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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磁法在西昌某铁矿勘察中的应用 

蒋首进 李福强 陈永凌 周佃刚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物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 0059) 

摘 要：本文利用地面WCZ一1质子磁力仪，对西昌某地区进行了地面高精度磁测，通过室内的数据处理与解释 ，圈定了异 

常体范围，分析预测了磁铁矿的找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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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精度磁测能够使获得的磁场信息更加丰富和详细，可 

以解决由以往的中、低精度磁测无法或难以解决的一些找矿 

和其它问题，极大地提高了磁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近几年来， 

随着高分辨率磁力仪的国产化，我国的地面高精度磁测工作 

蓬勃开展起来了，它在固体矿产勘探、油气矿床勘查和考古 

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地应用。 

2 矿区地质 

该工区位于云贵高原西北部，云南高原北缘，金沙江东 

岸的中低山区，地处横断山东侧，金沙江东岸大雪山山脉南 

延余支的山岭地带，为中低山丘与山间盆地及溪沟相间的波 

状起伏地形。主要含矿层是一个火山碎屑岩的透镜体，它可 

以划分为上、下两个较大的火山喷发旋回，下部火山喷发旋 

回的爆发强度大，火山角砾岩的数量较多，火山碎屑堆积的 

厚度也相对较大，可进一步划分为2个次级旋回；上部火山 

旋回以角砾凝灰岩及凝灰岩较多，厚度较小，也可以划分出 

3个次级旋回。矿体形态一般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叠 

瓦状。矿体相互间呈平行产出，产状与围岩产状一致，并且 

与围岩呈渐变过渡关系，矿体走向为北西、倾向南西，倾角 

10。～3O。。多顺层分布，分支复合现象明显。 

矿区位于河 口复式背斜南翼的次一级双狮拜象背斜南 

端西侧，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为前震旦系会理群天生坝组沉积 

— — 火山变质杂岩中部旋回，主要含矿岩石为变质的火山凝 

灰质岩石：黑云石英片岩，石榴黑云片岩以及变质钠角斑质 

岩石，石英钠长岩等。成矿受火山作用及旋回的控制，属火 

山——沉积变质矿床。 

3 野外工作方法 

3．1测网布设 

本次物探工作比例为 1：5000，设计高精度磁测测线 25 

条，测线间距为 100m，测点间距 20m，各测线长度均为 

1．6km，总控制面积为 4km ，网度控制范围内，在 L16~L20 

线之间有一个开挖的铁矿，北部有零星铜矿出露。 

3．2测点定位方法 

基线测量采用野外轻便 GPS施测，定点精度为 4m。根 

据设计的基线方位、基线点坐标，用 GPS实地逐点定位测 

量，埋设质量好的竹筷子一双并标明点线号，以小红布标志。 

野外施测前，首先在国家等级拧制点上对 GPS进行了校核， 

选择符合土作地区的仪器参数。 

3．3数据采集方法 

测点观测按测网进行，观测参数为总场强度 T，观测过 

程中对异常点、畸变点均进行了重复观测，日变观测使用了 

与野外观测相同类型、性能优良的仪器，在一固定基点上进 

行。在一个工作日内，日变观测始于野外生产各仪器早校正 

点观测之前，终十晚校正点观测之后，读数采样时一间为20s。 

4 磁测成果及解释推断 

高精度磁测数据处理后经 suffer8．0成等值线平面图(见 

图 1～图4)。 

经原始数据分析表明：本次磁测共圈定 6个磁异常，其 

分布面积、强弱，形态走向，有一定差异，在综合分析对比 

研究的基础上，对各异常进行了初步定性和评价：M1～M2 

之间可能存在一个北东向小断层，M3~M4之间可能存在一 

个北东向小断层，与实际地表断裂完全吻合。 

原 始 数 据 

图 1 高精度磁测等值线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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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高精度磁测等值线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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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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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M1、M2、M3、M4异常规模和强度较大，都处在 

存矿有利部位，特别是M1为成矿最佳部位，M1极可能与 

磁铁矿有关。M2、M3、M4受地表干扰，加之综合方法有 

待提高，需要进～步查证。M5、M6与岩体有关，不是本次 

工作的重点。 

5 结论 

(1)地面高精度连续磁测是小点距地面磁场测量技术， 

当点距很小时磁场曲线是近似连续变化的，其优点是能够获 

得更多磁异常信息，提高地面磁法勘探能力和解释精度。 

(2)地面高精度磁测在实际工作中仪器轻便，操作简单， 

不需增加任何成本和工作难度，就能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劳 

动强度。 

(3)地面高精度磁测在对异常的解释中具有很高的分辨 

率，不仅可以分辨地质结构，通过延拓可以亦可辨别真假异 

常，在地质勘探中具有很高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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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异常为深部高磁性物质引起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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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漪里”的测绘，发现厅堂和住人的房间，其屋顶在椽上面 

都加了一层望砖或望板，不仅使顶部平整好看，又不落灰， 

而且其与盖瓦之间形成 60~80mm厚的空气隔热层，起到良 

好的保温、隔热作用。 

6 结语 

传统民居中的被动节能技术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只 

是人们在实践中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与生活环境而努 

力的结果，与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相适应，与自然环境相 

协调，提供了比较舒适的室内环境。当然，仅靠这些传统民 

居中的被动技术不能完全满足现代人对热舒适的需要，为获 

得理想的热舒适环境还需要采暖空调设备。但这些被动节能 

技术的应用，由于能更好地适应气候条件，可以减少采暖、 

空调运行时间，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另一方面，我国很多 

地方，特别是农村，还没有条件使用空调、采暖设备，因此， 

这种被动技术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广阔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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