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物探 li1ff 井 (擅完 )

1
.

在深度为 2 4
.

04 一 92
.

0米处
, K C

r

曲找早高

电阻厚岩层的表瑰
,

其岩层底部界面应在曲技最大

值处
,
而最大值位于28

.

8米 (
a
点 )

,

也可能在深度

为 2 8
.

3米处 b( 点 )
。

岩层顶部界面原在曲艘最小值

处
,

但这里的最小值是不清楚的
。

由于围岩与煤层

的电阻率值相差很大
,

根据底部梯度曲棋的理箫曲

换可知
,

岩层顶部界面是在曲修下降后
,

视过一段

与深度轴平行的地段其长度为一个电极距
,

然后出

现为顶部界面的最小值
,

从曲旗 C d 段可以找到深

度为 25
.

4米的 C点
,

即为曲修下降后的位置
。

自此

点简上一如巨极距
,

就是 24
.

4米 (因为所用的电极

系是 A o
.

95 M o
.

I N
,

其电极距 A O = 1米 )
,

最小值

应位于此处
,

也就是岩层顶部界面的位置
。

在电位

曲技上也呈现高电阻厚层反映
,

根据理箫曲撇
, 。
岩

层顶和底界面
,

原在曲耪急剧上升处分别向上和向

下半个电极距
,

而所用的电位电极系为 N o
.

95 M o
.

1

A
,

其电极足巨万丽
`

= 。
.

1米
,

所以半个电极距为 0
.

05

米
。

这样短的距裹
,

在旋向深度此例尺为 1: 2 0 0 的

测井 图上是无味 表示出来的
,

所以在一般的情况

下
,

往往把岩层顶底界面直接确定在曲修急剧上升

的位置
,

即岩层顶部界面在深度为 24
.

4 米 h( 点 )

处
,

岩层底部界面在深度为 2 9
.

。米处 ( g点 )
。

其他在电流曲枝
,

电解曲楼和自然 电 位 曲 技

上
,

曲修都皇对称的形状
。

确定岩层顶底界面
,

完全

根据曲修急剧上升的位置来划分的
,

但对自然电位

曲修而言
,

刻应按蒋折点来定界面 ;不过在实际曲穆

上是难于找到蒋折点的
,

一般把界面定在急剧上升

栽段的中点
,

所以从图上可以看出
,

自然电位曲枚

所定顶底界面的 A
、

B 点在曲枝上的部位比电解曲

棋的 S
、 r
点略高些

。

总之根据这五条曲修的粽合分

析
,

把岩层顶面确定在深度为 24
.

4米
,

底面确定在

29
.

0米是合适的
。

而 K C
,

曲换的最大值 (相当于岩

层底面 ) 却位于28
.

8米处是一个例外
,

这主要是操

作曲徽的改差
,

实际上对于深度比例为 1 : 2 0 0 的曲

枝
,

其确定界面的敲差不大于 0
.

2米是允齐的
。

2
.

根据以上的原则
,

确定位于 2 9
.

7 5一 30
.

35米

和 34
.

60 一 35
.

80 米处的煤层
,

也是没有因难的
。

3
.

从深度为 2 4
.

4。一29
.

00 米处的曲换表观表

看
,

虽然是高电阻厚煤层的反映
,

但曲枝在煤层上
,

仍然是有变化的
。

这可能是煤质变化所引起
,

或

者是煤层中的夹歼造成的
,

从曲袋上可
,

明显看出
,

在深度为 2 6
.

5米处有二个砚电阻率的降低
,

倒年阮

的数值井不很大
,

因此估箭仍然是煤
,

不过与其上

下层位相比
,

在煤质上会有些变化
。

但也有可能是

煤中的夹歼
,

不过厚度很小
,

所以砚电阻率降低不

大
,

因此最谨惧的办法是在 2 6
.

5米处进 行井壁取

心
,

否则总是个疑简
。

尤其是在煤层桔构复杂
,

夹

歼多的矿区
,

这种可疑地段必镇进行井壁取心工 {甘

4
,

深度在 29
.

75 一30
.

35 米处的煤层
,

在K c
。

面
枝上是反映不明显的

,

这一方面是煤层厚度小汗电

极距
,

以致砚电阻率的最大值降低
,

另一方面也是

受上面厚煤层的屏蔽影响
。

因为这两层煤相隔幻
.

75

米
,

小于电极距
,

所以造成砚电阻率的降低
。

但在

其他曲找上都反映很好
。

不过也应敲指出
,

无抬砚

电阻率如何降低
,

也不应一点显示都没有
,

这又熟

明了在祝电阻率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

操作曲柳提

有疏忽的
,

联系到前面所靛位于 2 4
.

4 0一 2 9
.

0米处

煤层的底界面在 K C ,
曲麟上却位于 28

.

8米处
,

.

可以
’

忽为这条曲袋的操作质量不是最好的
。

由此可知
,

在任何情况下仅做 1 一 2 条曲裁就

进行食料解释是容易造成错改的
。

5
.

深度在 31
.

8米处
,

在 K c
二 、

J
、

和 n c 曲枝止:

甜
有一个高电阻薄岩层的反映

,

厚度的为。
.

2米
,

但泥奋

底部梯度曲换上和 3 K曲徽上则没有反映
,

这可能是

岩层过薄
,

因而在个别曲换上由于操作视差没有靓

录下来
。

根据多数曲换都有反映而且厚度相仿来看
,

这个高电阻薄岩层肯定是存在的
,

是否煤层需掀进

一步分析
。

假毅 3 K曲换的韶录是正确的
,

助高电血薄

层不是煤层
,

因为 ( 1 )此层上下煤层在 3 K曲换上省弓有

反映
,

此层如果是煤层也不应例外
,

而且根据煤层的

物理性质来看
,

也不应萨没有3 K异常
。

( 2) 根据钻攘

食料这段剖面主要是砂质夏岩
,

从曲袋上也可看出
,

自 34
.

6一 35
.

8米煤层处向上
,

砚电阻率曲枝怠的幅

度不大
,

反映了砂质夏岩的特征
,

曲换有些小的趁浅

又靛明砂质真岩本身的不均匀性
,

其中个别较高的



小嗽可能是砂质亘岩中局部含砂量潜多而引起的
。

假定 3 K 曲褛的祀录不正确
,

可能是煤层
,

但

因操作质量不好而浚有反映出来 (这种怀疑的根据

是不足的 )
,

那么这个煤层
一

也是很薄 的 (俗 称 煤

御
,

无开采价值
,

除非地质人员忍为有必 要 征

买
,

为了节省测井工作量
,

和减少占用井踢工作时

降
、

可以不做井壁取心工作
。

6
.

架度在2 4
.

40 一 29
.

00 米的煤层底部在 K C r

解鲍上的反映
,

最大值不在曲枝最底部的
。
点

,

而在

磕
·

这主要是 K C 。

曲换受煤层煤质变化而引起的

麟影响
,

从曲接上可以看出
,

在
a
点和 b点都分别

代表着一个高电阻薄层
,

其中被一个电阻稍低的极

薄套所满开
,

而
a
点和 b点的距离

,

又小于梯度电极

肠人0 二 1米
,

所以
a
点的数值低于 b点

。

7
.

深度在 2 9
.

7 5一 3 0
.

7 5米处的煤层
,

由于厚度

李笋电极距
,

本身又在 1 米以下
,

为了准确的划定其

潭变
,

并指导井壁取心工作
,

应做深度比例尺为 1 : 50

的碑翎讯量
,

群糊测量只需在煤层附近做一条主要

偏往即可(图上为 K C 二曲修 )
,

从 1 : 5。的电位曲换上可

以彗到
,

曲换的变化情况比 1 : 2。。的电位曲换更清楚
。

桔 束 藉

物攘薄座各章
,

分别介招了每一种物探方法的

蓄仁系理
、

查料解释方法及方法的应用范围
、

条件

等等
。

本章刘着重税明一些应用物探方法时
,

一般

应勿注意的阴题
。

物探方法的作用

物镶方法的应用不可能是代替全部地质工作
,

龟不可能是代替全部地质勘探工作
,

而是在于与这

红作抬合起来
,

以加速矿床的普查勘探
,

并降低

鹉工作的成本
。

物探方法在地质工作的各个阶段
,

都可以发挥
一

定的作用
。

但总的来甜
,

它与其他地质工作相桔

合扮
,

常起着下列两方面的作用
:

{ l) 依据所观测的物理现象
,

提出地质兄解
,

为金一步合理布置地质工程
,

指出方向和撇素
。

`
2飞物探成果与地质成果进行粽合蝙录和粽合

解醉陇 可以丰富地质图件的内容
,

提高地质拮箫

的还确程度
。

,

因貌
,

物探方法不应孤独作战
,

而应与其他地

命法粽合作战
。

在普查区测工作中
,

特别是掩盖

地区
,

物探工作一般应稍超前子相应阶段的地质工

作
。

例如
:

开始进行 :1 5 万地质普查时
,

最好先进

行 1 :5 万的物探普查工作充分发挥物探作用
,

为进一

步开展地质工作提供查料
。

当然
, 1 :5 万的物探普

查
,

工作的布置
,

也一定要有相应的地质条件
,

即

在较小比例尺的地质mlI 量工作的基础上方能进行
。

物探工作的特点

物探方法是一阴立足于研究岩石
、

矿石的物理

性质
,

从而简接地了解地质矿产情况的务法
。

它与

地质学方法立足于岩石学
、

矿物学的直接观测方法

是有区别的
。

它们之简的工作途径不同
,

但是具有
“
殊途同归

”
的性质

。

根据这一特点
,

物探方法和地质方法在观察地

质矿产现象时
,

自会产生不同的兄解和判断
。

只有

通过相互麟证
、

取长补短
,

才能更客观地瓢 歉地质

筑律
,

更好地漱别地质矿产的情况和指导矿产普查

和勘探
。

应用物探方法时
,

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特点
,

因

而首先可弄清有无可利用的物理性质
,

即是否有进

行物探工作的前提条件
。

因此
,

物探方法的应用也

是有局限性的
,

不可能是万能的
。

一般来靓
,

它有

以下三方面的局限性
:

1 ) 呆件性
。

任何二填地质任务
,

能否采用物

探方法来解决
,

首先要考虑探测对象是否具有可利

用的物理性质的前提条件
。

如果探测对象相互简没

有物性差异或差异太小
,

被研密的地质体
,

其规模

太小
,

或埋藏过深
,

以及存在难以区分 的 干 扰 因

素等阴题一般就不应布置物探工作
。

2 ) 地区性
。

方法的有效性是根据特定的物理

前提来决定的
。

物理踢的特征和规律
,

也因具体地

区的岩石
、

矿石的成 份
、

桔构的不同
,

地形
、

地

貌
、

风化破碎程度等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
,

因而也

不可能简单地应用一般的物理爆的特征或规律进行

解释
。

所以方法的有效性和物理爆的现律常具有地

区的特点的性质
。

3 ) 多解性
。

同一物理现象
,

可以由多种不同

的地质因素所引起
。

同一地质体
,

由于所处环境的

不同 ( 围岩成份的变化
、

埋藏深浅
、

干扰因素的存

在… … )也常产生具有不同特征的物理现象
。

因此
,

物理现象 (异常 ) 的解释
,

除少数商单情况外
,

常

难以得出单一的拮靛
,

而常常是多值解
。

多值解是



客观存在的物理性质的徐合反映
。

因此
,

在工作过

程中
,

要重砚多解性的特点
,

要通过合理的粽合物

探方法
。

充分对此已有的地质查料
,

深入研究岩矿

的物理性质
,

不断推断
,

才能逐步取得单一解
。

必镇重视加强试验工作

由千各地区的地质
、

地球物理条件错粽复杂
,

千变万化
,

在不同条件下
,

解决相类似地质任务
,

常需采用不同的方法技术
。

例如
,

同是矽卡岩型有

色金属矿床
,

或接触带
,

有的有磁铁矿物
,

有的无磁

敛矿物
,

这就应采用不同的物探方法来解决
。

相似

的地球物理现象
,

常应作不同的解释推断
。

事实上

不可能只根据物理曲搂的形状相似
,

就解释如何
,

如何的地质情况
。

这与不能根据磁异常
,

就筒单地

拮萧为玄武岩
、

超岩基岩
、

征层等等一样
。

因此
,

在物探工作中
,

不靛条件多么筒单或有利
,

都必需

进行相应的贰瑜工作
。

栽喻工作是物探工作的必要

粗成部份
,

物探工作过程中
,

由于可能出现一些新

情况
、

新简题故在全部生产过程中
,

必镇加强试脆

工作
,

要把这一工作食彻始修

物探献输工作的内容
,

主要包括
:

1 ) 方法贰输
,

确定解决某项地质任务能否运

用某种物探方法 (合理选泽方法和确定 方 法 有 效

性 ) ;

2 ) 技术贰盼
,

确定某种物探方法投入工作时

所应采用的最佳工作技术 (具体确定 工 作 方 法技

术 ) ;

3 ) 专题献瑜
,

解决在物探工作及资料粽合研

究过程中所遇到的某种疑难简题
。

总之
,

贰阶工作的任务一般是通过少量的物探

工作
,

取得某些典型剖面或小面积上的地球物理食

料
,

以决定进一步的工作方法
。

几年来的工作敲明
,

物探工作的条件
,

要通过

贰肺
,

才能有具体的了解
。

某些可以克服的条件限

制
,

也应通过试膝
,

才能逐步加以 解 决
。

物 探 方

法
,

较之其他地质方法
,

具更大的试输研究性质
。

因而
,

物探工作不可能按 一成不变的工艺过程进行

工作
。

在进行物探工作前和工作过程中
,

安排必要的

时简从事贰瑜
,

是保敲任务确定恰当
、

方法使用合

理
、

解释推断正确的重要前提
。

忽砚贰阶
,

或顾虑

贰肺影响正常工作是不正确的
。

当然试肺工作的 目

的性要明确
,

也要有投舒和工作步
.

嵘 (很据什么原

理
、

途径
,

如何裁脆等等 )
,

也要注意适可碱止
,

不应无意义的拖长时简
。

必镇确保原始青料的质量

物探工作的质量
,

包括毅爵
、

施工及成果报告崔
个方面

。

这里只就原始查料的质量尚题作一酮乙气

物探工作是以测定各种物理数据作为解释工作

成果的基础
。

数据不可靠
,

正如 淤 沙上盖 高棍、

样
,

必然使成果解释不正确
。

因此
,

确保原始资料

的可靠
,

是做好物探工作基本的重要的一步
。

原始查料的质量
,

主要包括仪器
、

性能
,

翻数
据

、

室内正理舒算
、

糟图等等几个方面
。

从缓定叔器
丫

性能
、

正确碴取数据起始
,

耍一步一步核查质最
,

又

有每 一步的工作可靠
,

才能使最牵卸勺成果解释可氛

根据几年未的生产实践
,

必须特别指出
:

九仪

器装备不合技术要求
,

就不得投入工作
;
凡盼晒

定方法不正确
,

数据未握检查
,

就不得用来拾制禽

果图件
。

测地工作的质量
,

也必须力求符合毅舒操

范的精变要求
。

; {

认真作好成果解释的工作

物探查料的解释推断 (粽合研究 ) 工作
,

是物
.

探野外施工
,

室内查料整理工作的撇擅 ; 是为才最
’

籽作出正确合理的地质桔谕和砰价
。

这一工作
,

应
.

坚持
“
严肃的态度

、

严格的要求
,

严密的方法气
。 ’

工作的桔希
,

既要有客观的依据
,

又要有科学的敲

敲 ; 要求最格 得出一个明确的
,

而不是
“

模神两

可
”
的拮希

。

物探成果的解释推断工作
,

一般应先磁别每补

物理现象
,

找出其与地质现象周题的相应规律和待

征
,

然后据以作出推希或初步的桔瑜
。

解释推断的

过程
,

一般应遵循如下途径
:

1 ) 鳃定资料图件的质量
。

2 ) 先就物探现象作总的
、

全面的了解
,

适当

划分类型
,

并找出有意义的物理现象 (包括异常)
。

3 ) 实地观察
,

特别是观察有意义现象地区的

地质
、

地形
、

地貌情况
。

必要时
,

应实侧一些补充

的物探 glJ 面和物性标本
,

井充分搜集当地最新的可

靠的地质资料和图件
。

4 ) 解释工作应先从已知地区着手
,

由已知到

未知
。

即根据己知地区物理爆的特征
,

桔合当地地

质情况
,

寻找物理现象和地质现象之简的规律
。

络

后
,

推已及邹
,

由近而远
,

用之进行未知地区解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