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下物探工作的几点意见
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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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下物探最早应用于生产的是测井
,

并

在石油
,

天然气
,

煤炭和放射性铀等矿种的

普查勘探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 70 年代以来

,

测井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

出现了井中物探
。

测井和井中物探的区别在于
:

测井主要解决

井壁的地质问题
,

探测半径不超过几米
,

而

井中物探则解决井周的地质问题
,

探测半径

为几十米到上百米 ; 前者主要用 于 勘 探 阶

段
,

成果参与储量计算
,

后者则主要用于普

查
,

目的是寻找井底和井旁隐伏矿
。

当前
,

有人认为测井和井中物探都在钻

孔中从事工作
,

可以统称测井
;
有人认为测

井和井中物探有所区别
,

可以统称钻孔物探
;

而有人认为钻孔物探就是井中物探
,

在用词

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

认识的分岐
,

造成了

用词上的混乱和含意的不清
。

笔者认为
,

测

井和井中物探有所区别
,

与坑道中的物探工

作一起可统称为
“

地下物探
” 。

地下 物 探是

相对于航空物探和地而物探而言的
,

是根据

工作的场所不同而加以分类
,

这样既能反映

各种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综合应用时在生产管

理
、

工作方法
、

仪器功能等方面一系列的特

殊性
,

又能明确
“

地下物探
”
在物探中的学

术地位
,

显示出 自己的归属和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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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地下物探工作正在发展
,

现就存

在的几个问题谈点意见
:

随着改革的深人
,

经济效益提上了议事

日程
,

而在地质工作中
,

钻探投资比重比较

大
,

就地矿系统而言
,

每年钻探的投资约为

物探
、

化探投资的 5 倍
。

因此
,

如何充分利

用钻孔
,

获取更多的地质
、

找矿信息量
,

地

下物探是具有某些优势的
,

而且也是对钻探

和地质工作质量的最佳外部检查
。

此外
,

随

着地质研究程度的不断提高和选冶技术的进

步
,

寻找深部隐伏矿
、

低品位矿的任务愈来愈

明显
,

找矿深度和难度的增大使找到一个矿

或探明一吨储量所需的成本逐年上升
,

为了

节约投资
,

应采取的一垂要技术措施
,

就是

发展地下物探
。

因为地 卜物探可 以 借 助 钻

孔
,

把发射或接收装置放入井
,
l
` ,

接近了日

的物
,

这样就突出了异常
,

提高了分辨率
,

这是一般地面物探方法所难于比拟的
。

在新的地质找矿形势下
,

地下物探工作

者除 了继续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和领域外
,

还

应努力开拓新的应用领域
。

为此
,

首先应做

好以下三点
:

1
.

地矿系统的测井工作
,

在 石 油
、

夭

然气
、

煤炭和放射性铀等矿产上
,

已经通过

立法的形式做到了有孔必测
,

其成果有较高

的可信度
,

但是应该着到在其它矿种上的可

用性尚有很大的潜力
。

因此
,

地下物探工作要

跳出已有的工作领域
,

更广泛的开展普查找

矿
。

在普查找矿中要把井中物探和测井密切

结合起来
,

例如在江西省九 ( 江 ) 一瑞 (昌 )

铜矿田中部一个金银铅锌多金属矿上
,

根据

岩心未见砂层
,

通过激电测井等综合方法
,

推断有矿层被打丢
,

经补斜发 现 了 工 业矿

层 ;
在同一矿区

,

还做了井中激电
,

根据地一

井方式
,

均在两个未见矿钻孔的东南方向发

现了旁侧异常
,

经钻孔验证
,

在预计深度都

见到了工业矿体
。

由此可见
,

在异常查证孔

中
,

应积极安排地下物探工作
,

才能正确做

出异常评价
。

还应指出
,

利用测井提供的钻



孔原位岩 (砂 ) 层物性参数
,

可以帮助井中

物探和地面物探解释异常
,

提高见矿率
。

2
.

测井工作过去习惯于单孔 解 释
,

很

少研究邻孔资料或地面物探资料
,

更缺乏在

大面积内做多井解释
,

.

应改变这种状况
,

积

极参予区域地质调查研究
。

近年来
,

通过水

文
、

地热和煤田的远景调查等项活动
,

发现与

地面物探资料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

进行多孔

解释能够得到单孔解释难于得到的不少新信

息
,

开阔了测井的视野
,

做 出了新的贡献
。

例如
,

在华北平原 30 平方公里范围内
,

根据

2 0 0 0多口井的测井资料
,

划分咸 淡 水 分 界

线
,

结合电测深
,

提出咸谈水分布的基础图

件
,

为华北平原的半咸水资源的改造利用
,

创

造了条件 ; 又例如
,

四川盆地在 20 万平方公

里内
,

根据近千 口井的测井 资 料
,

结 合 航

磁
、

重力
、

地震资料
,

提出了煤系地层的分

布和埋深情况的基础图件
,

并进行煤田的远

景预测
,

其依据是比较充分的
,

这些做法为

测井参予立体填图
、

成矿预测
,

起 了带头作

用 ,
在测井资料的基础上

`

编制的标准物性柱

状图
,

又为建立地质一地球物理找矿模型
,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

.3 近十年来
,

地矿部物探所利用高精度

井温测量和井中无线电波法相结合
,

在河北

省峰峰煤矿的止水获得成功
,

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都是相当好的
,

而且也是首次把测井

方法和井中物探方法结合起来
,

解决水文
、

工

程地质问题的一个实例
,

说明了测井和井中

物探综合应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

浙江物探

队在杭州利用测井综合方法
,

从事老井的修

复和利用
·

井 液 电阻测井方法监测西湖换水

情况
,

都取得了好的效果 ` 这些事例都说明

了
,

地下物探有较稳定的地质市场
,

也 只有

积极开拓地质市场
,

地下物探才能更具活力
。

鉴于当前的测井力量过于分散
、

应变能

力差的现状
,

笔者认为
:

只有把这些分散的

力量组织起来
,

各司其职
,

才能发挥整体效

能
,

因此
,

要按系统工程的观点
,

做好下列

工作
:

( 1 ) 千方百计抓紧立项

立项是至关重要的
,

否则就存在解体的

危险
,

各级测井管理人员应重视这个问题
。

立

项不仅是生产的立项
,

还有科研的立项
,

立

项要争取与国家重点工程或部的重点工作挂

钩
,

积极做好各项服务
。

1 9 8 8年在立项方面

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

并初见成效
,

例如青海

省的卤水型钾盐测井工作
,

山东省的金矿测

井应用
、

西藏的地热测井
、

北京地质仪器厂

的高精度微机井中磁力仪和井中微机激电仪

的研制
,

以及院校承担的一批井中物探和水

文
、

工程与煤成气测井软件的开发等
。

( 2 ) 花大力气促进立项工作

石油
、

天然气
、

煤炭和放射性铀矿物的

测井工作
,

能够做到每孔必测
,

由于显著而

而稳定的地质效果
,

提高了测井的可信度
,

从而顺利的通过 了立法
,

而立法又促迸了测

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

这样就形成了

良性循环
。

目1称在上述四个矿 种 的 范 围以

外
,

测井也取得了
,

较好的效果
,

例如用测井

方法原位侧定矿层的品位
,

已经在含铀磷矿
、

钙芒硝矿
、

萤石矿
、

钒钦磁铁矿上取得 了成

功
,

部分成果参予了储量计算
,

由测井提供

的品 位数据
,

共代表性优于劈样化验分析的

数据
,

这是囚为测井数据不包含由于岩心采

取率不足和劈样的随机性所带来的误差
。

现

在的问题是
,

要通过取得的成果
,

有力地提

高地下物探在地质工作中的可信度
,

促成立

项
。

( 3 ) 不断地推动技术进步
,

取得更多

的地质效果和经济效益

地下物探的发展
,

取决于地质效果和经

济效益的大小
,

当然这又依赖于 技 术 的 进

步
,

近些年来
,

数字测井技术的应用开始起

步
,

引进的数字测井仪
,

在山西省的煤 田测

井 中
,

为露采区的矿山设计
,

提供了可靠的

资料
,

国产数字侧井仪已获成功
、

上海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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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厂生产的 JX W一 1型微机数字测井仪 正

在逐步推广
,

重庆地质仪器厂研制 的 J Z S一 1

型数字综合测井站和 J B S一 l型轻 便 数 字测

井站即将组织鉴定
。

此外
,

利用老方法解决

新问题
,

也有创建
,

例如伽玛测井和密度测

井研究滑坡面
,

已在灾害地质研究领域中应

用 ; 又如在打井工作中
,

利用测井方法配合

不取心钻进继续取得进展
。

在井中物探方面
,

仪器的系列化也取得 了进展
,

今后要促进测

井和井中物探的综合应用
,

井中物探方法之

间的综合应用
、

以及地下物探与地面物探之

间的综合应用
,

使我国的地下物探技术提高

到新的水平
。

( 4 ) 做好地下物探成果宣传报道

目前地下物探的成果
,

并未 得 到 充分

的利用
,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宣传报道不

够
,

近年来
,

测井方法技术中心的建立
,

为

宣传报道
、

交流经验
; 创造了更多的条件

,

只有把地下物探成果
,

向各级领导和国内外

同行经常介绍
,

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

才能

促进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

( 地矿部勘查技术管理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