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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贵州开阳县宅吉铝土矿物探勘查方法试验，数据采集、资料处理和解释、
工程验证，介绍应用瞬变电磁法、激电等物探方法勘查似层状（透镜状）铝土矿的间接找矿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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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开阳县宅吉铝土矿，早期仅有区域矿
产调查资料。很早以前就有民间零星开采，建矿

以来一直开采露头矿，非完全连续的视层状、透镜

状矿体给现实规模性开采带来不便，特别是隐伏

区的含矿情况更无法评估。经地质踏勘后，地质

矿产人员建议作物探试验，希望在物探的配合下，

能解决该区（该类型）铝土矿勘查问题。

本次物探方法试验的地质目的是：选择两种

不同装置、不同激发方式、不同网度进行比较互证

试验，并与已知采场对比，确定方法的有效性。

１　矿区地质特征

工区位于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

段，属碳酸盐岩溶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由于受

河流溯源侵蚀，地貌景观复杂，岩溶峰丛、峰林、溶

丘与侵蚀山脊沟谷地貌共存，峰丘发育，沟谷深

切，地形崎岖，起伏较大。

１１　含矿地层特征
二叠系中统梁山组（Ｐ２ｌ）：顶部为黑色炭质页

岩炭，含星散状、结核—团块状黄铁矿；中部为灰

色豆砾状粘土岩，含星散状黄铁矿；底部为黑灰、

灰色（含碳质）粘土页岩，含星散状黄铁矿。厚 １
２０ｍ。局部有矿体穿插进入。

假整合

石炭系下统大塘组（Ｃ１ｄ）：厚０４０ ５０ｍ，是区内铝
土矿的主要赋存层位，铝土矿含矿岩系剖面类型主要为

溶坑（洼）沉积型。该类剖面是有以下特点：

ａ多层结构：铝土矿和粘土岩更迭互层，铝土矿层最

多达１５层；
ｂ厚度大：含矿岩系厚 １１０４ １０９９０ｍ，一般 ３０
６０ｍ；
ｃ中上部含炭质页岩或煤层，常见１ ２层煤，最厚

达４８２ｍ；
ｄ铝土矿自然类型主要为碎屑状，其次为豆鲕状和致

密状，有低铁和高铁铝土矿产出，高品位铝土矿常居上部；

ｅ粘土岩多为灰白色块状构造，可见不规则斜交层
理和细微层理，碎屑结构发育，棱角分明，排列混乱。粘

土岩中常含微细粒黄铁矿，ＴＳ高者达２５％；
ｆ产高硫铝土矿或硫铁矿；
ｇ底部常直接与白云岩接触，溶坑下切入娄山关群

白云岩中；

ｈ各剖面间变化大，无论是铝土矿厚度、层数、是否
产煤等均相差很大；

ｉ除最上一层铝土矿为连续分布外，下部矿层呈透
镜状产出。该类型剖面常居某一矿体中心，连续分布的

最上矿体，其质量最佳。

１２　铝土矿地质成矿模式［１］

（１）找矿标志：①铝土矿含矿岩系为一套上
部富铝、下部富铁的铝土质、粘土质沉积组合，其

上覆岩石地层主要为栖霞组灰岩，下伏地层为桐

梓组白云岩及页岩，含矿岩系岩（矿）石组合及

顶、底板岩石特征的标志十分明显。②铝土矿产
于九架炉组中上部，含矿层位固定，专属性异常典

型，因而，该层位是区内寻找铝土矿最为可靠的标

志和依据。③铝土矿含矿岩系主要沿向斜两翼展
布，分布在台地周边斜坡或陡坡地带，找矿的构

造、地形标志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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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低铁铝土矿成矿模式
Ｆｉｇ１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ｌｏｗ－ｉｒｏｎｂａｕｘｉ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

１—风化粘土岩；２—沉积型粘土岩；３—页岩；４—白云岩；５—含硅质团块白云岩；６—致密状铝土矿；

７—碎屑状铝土矿；８—豆鲕状铝土矿；９—煤层；１０—黄铁矿

　　（２）矿床成因：区内铝土矿成矿物质主要来源
于含矿岩系沉积基底的桐梓组页岩。据相关研究

成果（刘平，１９９３）显示：在同样成矿条件下，桐梓组
页岩演化为铝土矿所需 Ａｌ２Ｏ３、ＴｉＯ２、Ｇａ的富集率
仅分别为３９４倍、４００倍、４６９倍，而另一基底桐
梓组白云岩演化为铝土矿所需 Ａｌ２Ｏ３、ＴｉＯ２和 Ｇａ
元素的富集率则分别高达 １３２０倍、１４７４倍和
２０３３倍。从稀土元素分布模式图的对比研究看，
铝土矿与桐梓组页岩非常接近，具有明显的亲缘关

系。上述地球化学研究成果表明，桐梓组页岩，不

仅有最大机率成为铝土矿的成矿母岩，而且有最大

可能为其形成提供充足的成矿物质来源。

（３）次生作用：铝土矿原始沉积的大多为含
硅、硫较高的铝质岩或铝土矿，成岩期后的表生风

化（后期改造）作用使地表浅部及地下水能影响

的深部含矿岩石进一步去硅、去硫、脱碳，促使有

用组分（Ａｌ２Ｏ３）含量的进一步提高而成为铝土矿
或使铝土矿优质化。据遵义县后槽、仙人岩铝土

矿区现有勘查资料统计：含矿岩系在当地最低侵

蚀基准面之上，一般往矿体倾斜方向延伸 ３００
５００ｍ，再往深部延伸其铝土矿质量变差，变为铝
土岩。

１３　矿区地层
本区出露地层由上至下为：

栖霞组（Ｐ２ｑ）：主要岩性为薄—厚层块状灰岩，局部
夹有机质泥质条带和燧石团块及条带。厚度＞５０ｍ。

整合

二叠系中统梁山组（Ｐ２ｌ）：顶部为黑色炭质页岩炭，

含星散状、结核—团块状黄铁矿；中部为灰色豆砾状粘土

岩，含星散状黄铁矿；底部为黑灰、灰色（含碳质）粘土页

岩，含星散状黄铁矿。厚１ ２０ｍ。
假整合

石炭系下统大塘组（Ｃ１ｄ）：厚０４０ ５０ｍ，是区内铝
土矿的主要赋存层位，铝土矿含矿岩系剖面类型主要为

溶坑（洼）沉积型。

假整合

寒武系娄山关群（ ２－３ｌｓ）：为灰白、浅灰、灰色中厚状

细晶白云岩，间夹乳白色硅质条带。 厚度＞１００ｍ。

２　矿区地球物理特征

鉴于本工区地质矿产情况，对本区铝土矿及

铝土矿顶底板三个物性单元进行了小四极视极化

率和视电阻率实地测定、室内密度测定。其电性

和密度特征测定结果如下表：

根据上表：从电阻率看，工作区灰岩及白云岩

电阻率值较高，其平均值一般在 ３０００欧姆 米
左右；铝土矿电阻率值较低平均在２６０欧姆米
左右；浮土电阻率值最低，平均值在９０欧姆米
左右；从极化率看，白云岩最高平均值在２５％左
右；灰岩、铝土矿、浮土极化率较低，最大值在

０８％。由于白云岩的密度和视极化率均高出正
常值，推测其中可能含黄铁矿。由物性资料可知，

底板白云岩呈高阻高极化率，顶板灰岩呈高阻低

极化率，铝土矿显示为中低阻低极化率，浮土呈低

阻低极化率。物性差异１０倍以上，具备电法工作
物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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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参数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样号 地层 岩性 密度
视电阻率范围

（Ｐｓ）
平均视电阻率

（Ｐｓ）
视极化率范围

（ηｓ）
平均视极化率

（ηｓ）

Ｚ（１－１０） Ｃ１ｄ 铝土矿 ２５９ １４８７９ ３８３９５ ２６２２９１ ０２７ ０７９ ０５０１
Ｚ（１－１０） Ｐ２ｑ 灰岩 ２６７ ２６９６７９ ５３０４２６ ３３７６７９７ ０３２ ０７４ ０４１９
Ｚ（１－２９） Ｐ２ｌ 白云岩 ２７６ ２４３５２３ ２７７９４ ２５４６１９３ １９７ ２７８ ２５３６

Ｑ 浮土 ８８６９ ９７２７ ９０８２５ ００１ ０７２ ０５３９

基于以上分析，所处在视极化率梯级带上的低阻异

常，应在栖霞组（Ｐ２ｑ）的下伏、寒武系娄山关群（ ２－３

ｌｓ）溶坑、溶凹沉积物，也就是地层（Ｃ１ｄ＋Ｐ２ｌ）。异常
大小与地层（Ｃ１ｄ＋Ｐ２ｌ）沉积空间的大小成正相关性，
异常形态与沉积区域形态成正相关。本次工作仅通

过圈定地层（Ｃ１ｄ＋Ｐ２ｌ）达到间接找矿。

３　工作方法

选择矿权内采场揭露的矿段，选择１００ｍ×４０
ｍ和２００ｍ×４０ｍ两种网度近垂直矿露头（或地
层）走向布设（ｚ１、ｚ２、ｚ３、ｚ４、ｚ５、ｚ６、ｚ８、ｚ１０、ｚ１２）九
条物探剖面，ｚ１ ｚ６网度为１００ｍ×４０ｍ，采用瞬
变电磁法、激电三极断面法同点位对比工作；ｚ６

ｚ１２网度为２００ｍ×４０ｍ，只用瞬变电磁法。见以
下矿区异常图（图２）。

３１　瞬变电磁方法与技术
瞬变电磁法采用单点测深方式，由于瞬变电

磁法具有不接地回线、施工灵活、适于各种复杂施

工环境、观测断电后的纯二次场、受地形影响较

小、对高阻层穿透能力强、对低阻目标物反映敏

感、横向分辨能力强等特点，特别适合本测区地形

切割起伏接地与通行困难、多层次、探测深度较

大、支持二维和三维数据成图等条件，故选择瞬变

电磁作为本次物探工作方法［１］［２］。

据实测的ＴＥＭ数据应用随机配置软件，应用
烟圈反演方法进行数据处理［３］。

图２　矿区实际材料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

１—二叠系中统茅口组；２—二叠系中统栖霞组；３—石炭系大塘组加二叠系中统梁山组；４—寒武系中－上统娄山关组；５—逆断层；

６—地层界线；７—强异常范围；８—中等异常范围；９—弱异常范围；１０—采矿场；１１—激电三极测深剖面线；１２—瞬变电磁剖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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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变电磁法仪器选用西安物探所研制的
ＥＭＲＳ－２Ｂ型电磁矿产勘探仪。采用重叠回线采
集装置，供电脉冲宽为４ｍｓ、供电电流为１０００
１６００Ａ，采样率为８０μｓ，采集４００道数据，滤波
合成 ２２道：８０μｓ １９４ｍｓ，选择 ４ ３２次叠
加，回线边长为３ｍ×３ｍ。

３２　激电三极断面方法与技术
激电三极断面测深法，具有比采用四极装置

抗干扰能力强、地形改正相对简单，同时观测视电

阻率、视极化率两个参数，数据支持二维和三维成

图。布极方式采用在剖面上以 Ａ、Ｍ、Ｎ三极组合
成温纳三极测深方式，ＭＮ以 ８个不激化电极以
观测点点位排列，Ｂ（无穷远）大于１２００ｍ，ＭＮ＝
４０ｍ＝点距，将供电电极 Ａ１供电，分别对观测电
极Ｍ１Ｎ１、Ｍ２Ｎ２、Ｍ３Ｎ３、Ｍ４Ｎ４、……Ｍ７Ｎ７进行逐
次正向观测，每跑极一次，观测一个斜线排列。

激电三极电测深数据处理，首先校对数据，复

核Ｋ值；结合以往经验将深度数据对应 ＡＯ乘
０７作为视深度系数；对以上数据作地形校正；经
以上各项校正后的数据，各点对应高程减去是视

深度得到各个观测点视电阻率、视极化率以及对

应的视标高。由点位剖面长度、视标高、视极化率

（或视电阻率）支持（Ｘ，Ｙ）二维、（Ｘ，Ｙ，Ｚ）三维数
据模式。使用 Ｓｕｒｆｅｒ８０软件对（点位剖面长度、

点位高程（数据有效高程））数据进行编辑处理成

白化线文件。

本次激电工作仪器系统由一台发射机（ＳＱ—
３Ｂ）、一台接收机（ＳＱ—３Ｃ）及相关配套设备组
成。激电仪器设备参数见附件。经试验，整个工

作区均采用２频点工作。

４　资料对比分析与解释

由于该区地下水位很低，不在勘查深度内，构

造不发育，干扰较小。资料分析主要以地层（Ｃ１ｄ
＋Ｐ２ｌ）为参考，将与地层（Ｃ１ｄ＋Ｐ２ｌ）重叠和向下伏
地层连续延伸的低阻（相对低阻）异常视为目标

异常，上浮于地层（Ｃ１ｄ＋Ｐ２ｌ）的异常视为栖霞组
（Ｐ２ｑ）的溶蚀异常，与矿层（Ｃ１ｄ＋Ｐ２ｌ）无关联、独
立出现在下伏寒武系娄山关群（ ２－３ｌｓ）中的异常，
视为溶蚀异常。

４１　断面异常分析
全区实测了九条剖面，均发现了低阻异常，它

们赋存部位基本与含地层（Ｃ１ｄ＋Ｐ２ｌ）一致和下延进
下伏地层寒武系娄山关群（ ２－３ｌｓ）中，显示了古沉
积环境的地貌特征。现以ｚ２剖面（线）为例见插图
（图３）对断面异常进行分析解释。

图３　ｚ２剖面瞬变电磁法与激电三极测深断面异常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Ａｂｎｏｒｍ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ＥＭ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ｚ２

１—二叠系中统茅口组；２—二叠系中统栖霞组；３—石炭系大塘组加二叠系中统梁山组；４—寒武系中－上统娄山关组；

５—视激化率等值线及标注；６—视电阻率等值线；７—地层界线；８—剖面点号及点位；９—视电阻率强异常范围；

１０—视电阻率中强异常范围；１１—视电阻率中等异常范围；１２—视电阻率弱异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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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　ｚ２剖面瞬变电磁法视电阻率断面等值线 异常图插图（图 ４）可见：

图４　地层（Ｃ１ｄ＋Ｐ２ｌ）瞬变电磁法视电阻率等值线异常平面投影图
Ｆｉｇ４　Ａｂｎｏｒｍｉｔｙｐｌａｎ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Ｍ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ｏｆｌａｙｅｒ（Ｃ１ｄ＋Ｐ２ｌ）

１—剖面点号；２—视电阻率等值线；３—瞬变电磁剖面线；４—视电阻率强异常范围；５—视电阻率中强异常范围；

６—视电阻率中等异常范围；７—视电阻率中弱异常范围；８—视电阻率弱异常范围

　　（１）在 ｚ２／２ ｚ２／４号点之间，标高在 ｈ＝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５ｍ，存在与地层法线方向的 Ｕ字形
下切的相对视电阻率低阻带异常，上部与地层

（Ｃ１ｄ＋Ｐ２ｌ）和地表相接，下部延伸至娄山关群
（ ２－３ｌｓ）中，满足物性条件，推测为采场揭露矿体
引起。

（２）在ｚ２／５ ｚ２／８号点之间，标高在ｈ＝９００
９７０ｍ，存在与地层法线方向的 Ｖ字形下切的

相对视电阻率低阻带异常，上部与地层（Ｃ１ｄ＋
Ｐ２ｌ）、二叠系栖霞组（Ｐ２ｑ）相接，下部延伸至寒武
系娄山关群（ ２－３ｌｓ）中，满足物性条件，推测为近

地表揭露矿体矿体引起。

（３）在 ｚ２／８ ｚ２／１０号点之间，标高在 ｈ＝
８８０ ９４０ｍ，存在圈闭的视电阻率低阻带异常，
下部与地层（Ｃ１ｄ＋Ｐ２ｌ）相接，从物性条件看，推测
为栖霞组（Ｐ２ｑ）的溶蚀空隙与局部构造综合引
起；标高在ｈ＝７３０ ８８０ｍ，存在Ｕ字形向下延伸
拖尾的相对视电阻率低阻带异常，上部与地层

（Ｃ１ｄ＋Ｐ２ｌ）相接，下部延伸至娄山关群（ ２－３ｌｓ）
中，从物性条件看，推测地层（Ｃ１ｄ＋Ｐ２ｌ）与局部构
造综合引起。

（４）在ｚ２／１２ ｚ２／１４号点之间，在ｈ＝７６０

·５２１·第２期　　　　　　　　　　敖怀欢，杨世欲：黔中似层状铝土矿物探勘查方法试验效果



图５　地层（Ｃ１ｄ＋Ｐ２ｌ）激电三极测深视电阻率等值线异常平面投影图
Ｆｉｇ５　Ａｂｎｏｒｍｉｔｙｐｌａｎ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Ｐｐｏｌｅ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ｏｆｌａｙｅｒ（Ｃ１ｄ＋Ｐ２ｌ）

１—剖面点号；２—视电阻率等值线；３—激电三极测深剖面线；４—视电阻率强异常范围；

５—视电阻率中强异常范围；６—视电阻率中等异常范围；７—视电阻率弱异常范围

９８０ｍ标高间，存在近直立的串珠状视电阻率低
阻带异常，下部有向外延伸趋势，地处栖霞组

（Ｐ２ｑ）灰岩中，从物性条件分析，推测局部构造溶
蚀张开引起。在ｈ＝７２０ ７６０ｍ标高间，存在与
地层法线方向的 Ｕ字形下切的相对视电阻率低
阻带异常趋势，上部与地层（Ｃ１ｄ＋Ｐ２ｌ）相接，下部
延伸至娄山关群（ ２－３ｌｓ）中，满足物性条件，推测
深部存在地层（Ｃ１ｄ＋Ｐ２ｌ）。
４１２　ｚ２剖面激电三极断面法视电阻率、视极
化率等值线断面异常插图（图４、５）可见：

（１）在 ｚ２／２ ｚ２／４号点之间，标高在 ｈ＝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５ｍ，由于装置原因数据不全，仅存在
ｖ字形下切的相对视电阻率低阻带异常趋势，上
部与地层（Ｃ１ｄ＋Ｐ２ｌ）和地表相接，下部延伸至娄

山关群（ ２－３ｌｓ）中，满足低阻或相对低阻异常位于
视极化率梯级带的物性条件，推测采场揭露矿体

引起，位置存在偏移。

（２）在ｚ２／５ ｚ２／８号点之间，标高在ｈ＝９００
９７０ｍ，存在与地层顺向的椭圆状相对视电阻率

低阻圈闭异常，上部与地层（Ｃ１ｄ＋Ｐ２ｌ）、顶部与栖
霞组（Ｐ２ｑ）相连，下部延伸至娄山关群（ ２－３ｌｓ）
中，满足低阻或相对低阻异常位于视极化率梯级

带的物性条件，推测为近地表揭露矿体。

（３）在 ｚ２／８ ｚ２／１０号点之间，标高在 ｈ＝
８００ ８８０ｍ，存在与地层顺向的囊状相对视电阻
率低阻圈闭异常，上部与地层（Ｃ１ｄ＋Ｐ２ｌ）相接，下
部延伸至娄山关群（ ２－３ｌｓ）中，满足低阻或相对低
阻异常位于视极化率梯级带的物性条件，推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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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存在地层（Ｃ１ｄ＋Ｐ２ｌ）。
（４）在ｚ２／１２ ｚ２／１４号点之间，在ｈ＝７４０

９００ｍ标高间，存在未封闭直立囊状视相对电阻
率低阻带异常，异常主体处于栖霞组（Ｐ２ｑ）灰岩
中，下部有向外延伸趋势，切地层（Ｃ１ｄ＋Ｐ２ｌ）和娄
山关群（ ２－３ｌｓ）中，异常底部满足低阻或相对低阻
异常位于视极化率梯级带的物性条件，推测异常

主体为岩溶、深部存在地层（Ｃ１ｄ＋Ｐ２ｌ）。

４２　地层（Ｃ１ｄ＋Ｐ２ｌ）平面异常特征

４２１　瞬变电磁法与激电三极断面法的平面异
常对比

从插图（图４、５），瞬变电磁法（Ｃ１ｄ＋Ｐ２ｌ）视电
阻率平面等值线异常投影图与激电三极断面法

（Ｃ１ｄ＋Ｐ２ｌ）视电阻率平面等值线异常投影图ｚ１
ｚ６剖面之间段比较，可以看出，串珠状、瓜果状异
常，异常中心位置、异常与异常之间的连接（关

联）方式在平面上一致，满足方法的物性规律及

方法的同一有效性；在露头或近浅表瞬变电磁法

异常较强、范围较大，与地层（Ｃ１ｄ＋Ｐ２ｌ）露头吻合
性较好。

４２２　平面异常推断与分析
地层（Ｃ１ｄ＋Ｐ２ｌ）综合视电阻率低值异常平面

推断投影图，是以瞬变电磁法（Ｃ１ｄ＋Ｐ２ｌ）视电阻
率等值线异常平面投影图为主，激电三极断面法

（Ｃ１ｄ＋Ｐ２ｌ）视电阻率等值线异常平面投影图为
辅，综合勾绘而成，其异常等值线越多显示地层

（Ｃ１ｄ＋Ｐ２ｌ）沉积厚度越大（或下延深度越大）、异
常圈闭的中心为地层（Ｃ１ｄ＋Ｐ２ｌ）沉积中心位置。
异常的平面有效宽度与地层（Ｃ１ｄ＋Ｐ２ｌ）平面范围
大小呈正相关。

靠露头和近浅表部分，异常连续性较好，见北

西侧异常带；在该异常带上异常成串珠状或树枝

状（瓜果状）连接。异常强度相对较大，显示了浅

表风化松散、孔隙度较大的特征。

埋深较大的隐伏部分，异常仅有成带排列趋

势，异常却相对独立，见南东测异常带。异常强度

相对较弱，显示了成岩压实程度较高、含水空隙度

较低的基本特征。

４２３　平面工作网度与异常分布
从整个测区插图（图 ４、５）看，北东段（Ｚ１断

面—Ｚ６断面），工作网度为１００ｍ×４０ｍ，异常较
为连续密集；南西段（Ｚ６断面—Ｚ１２断面），工作
网度２００ｍ×４０ｍ，异常较为稀疏孤立，仅有规模

较大的异常才能被发现。说明２００ｍ×４０ｍ的工
作网度比１００ｍ×４０ｍ工作网度漏掉异常的可能
性大了很多，只有在至少有１ ２个观测点落在
异常体上时才能明显发现异常。

５　工程验证情况

随开采工程的不断展开，随着采矿场２向西
南和南逐渐扩展，采矿场３向东南扩展，物探推测
的较浅部异常已经得到工程证实（见图２）。

６　结论

（１）在物性条件满足的前提下，瞬变电磁法、
激电三极断面法均能有效圈定含矿层位的赋存状

态，是可以达到间接找矿勘查的目的。

（２）本次瞬变电磁法间接勘查卡斯特地貌下
的似层状（透镜状）铝土矿地质效果，针对复杂的

地质－地貌条件，在满足勘查深度和精度的情况
下，瞬变电磁法采用小线框、重叠回线、大电流的

采集装置，特别适应崎岖起伏、接地困难的山区施

工，显示出了瞬变电磁法灵活、高效率优点。

（３）激电三极断面法虽然具有多参数观测、
容易发现异常（断面异常规模较大）等优点，也能

间接圈定含矿地层，达到勘查目的。由于受装置

的限制，在地形起伏剧烈时，施工难度大、地形改

正难度大、数据覆盖率低、勘查深度相对较小等

缺点。

（４）建议在以后类似矿种的勘查（探）工作
中，工作网度尽量采用１００ｍ×４０ｍ；如果地质填
图工作能满足１∶５０００时，如果地形难度较大时，
可以只采用瞬变电磁法进行工作；如果地形较好，

也可以只选择激电三极断面法。

［参考文献］

［１］　刘平（贵州地矿１０６地质大队）铝土矿成矿物质主要来源

与含矿岩系沉积基底的桐梓组页岩［Ｒ］１９９３

［２］　朴化荣电磁测深法原理［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０

［３］　郭嵩巍，李斌，郑凯瞬变电磁烟圈反演方法研究［Ｊ］内

蒙古石油化工２００９（１８）：９－１０

［４］　时间域激发极化法技术规定［Ｓ］（ＤＺ／Ｔ００７０－１９９３）

［５］　地面瞬变电磁法技术规程［Ｓ］（ＤＺ／Ｔ０１８７－１９９７）

（下转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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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矿局１０３队，谢小峰）。
综合前述认为：两个水下隆起带之间的乌罗

司—望秀—石门坎一线，属猴子坳构造盆南西侧、

杨立掌聚锰盆地北东延伸部位，具有盆地中心微

相环境的存在条件，其间极有可能存在一规模较

大的北东向聚锰盆地。

６　结论

（１）“含锰岩系”为菱锰矿—炭质粘土岩—炭
质页岩组合（局部含硅质），属盆地中心微相环

境，锰矿层较厚、品位较好。“含锰岩系”为粘土

岩—炭质粘土岩或炭质粘土岩—碳酸盐岩组合，

黑色炭质粘土岩不发育，属盆地外围微相，一般不

含工业锰矿体。“含锰岩系”岩性为微 泥晶白云

岩—不等晶白云岩或含砂屑微晶白云岩—白云质

粉砂质砂岩，属于水下隆起带微相，“含锰岩系”

与“基底”地层直接接触，无锰矿沉积。

（２）乌罗司—望秀—石门坎一带，具有盆地

中心微相环境的存在条件，其间极有可能存在一

规模较大的北东向聚锰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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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周琦松桃大塘坡菱锰矿床矿枕形成机理初探［Ｊ］贵州

地质，１９８９，０６（１）：００１

［２］　贵州省地矿局１０３队松桃地区早震旦世大塘坡早期沉积

菱锰矿成矿条件及找矿方向研究［Ｒ］１９８１—１９８４

［３］　贵州省地矿局区区域地质调查大队贵州松桃地区大塘坡

时期锰矿形成条件及富集规律初步研究［Ｒ］１９８８

［４］　王砚耕，等贵州东部大塘坡组地层沉积环境和成锰作用

［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５］　周琦，覃英贵州铜仁—松桃地区南华纪锰矿成矿条件与

预测［Ｒ］２００５

［６］　彭加强，江映，潘仁凯贵州省松桃县杨立掌锰矿床矿物组

分研究［Ｊ］贵州地质，２００９，２６（２）：１１２

［７］　黄道光，牟军，等贵州印江—松桃地区含锰岩系及南华系

早期沉积环境演化［Ｊ］贵州地质，２０１０，２７（１）

［８］　谢小峰 贵州省松桃县李家湾锰矿矿床地质特征概述

［Ａ］贵州省地质学会青年论坛文集［Ｃ］２０１３

［９］　牟军，黄道光，王安华贵州松桃—铜仁锰矿潜力区调查报

告［Ｒ］２００９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ｃｋ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Ｓｏｎｇｔａｏ－Ｙ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ｒｅａ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

ＭＯＵＪｕｎ，ＷＡＮＧＡｎ－ｈｕａ，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ｇｕａ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０５，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ｙ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ｃｋ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Ｄａｔａｎｇｐ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ｏｎｇｔａｏ－Ｙ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ｒｅａ，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ｐｌａｎｏｆ３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ｃｋ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ｔ’ｔｈｏｕｇｈｔ
Ｙａｎｇｌｉｚｈａｎｇ，Ｄａｔａｎｇｐｏ，ＤａｗｕａｎｄＨｅｉｓｈｕｉｘｉ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ａｒ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ｏｕｔｓｉｄｅｂａ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ｔｈｅａｒｅａｆａｒ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ｂａｓｉｎｉｓｕｐｌｉｆｔｕｎｄｅｒｒｉｖｅｒ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ａｓｉｎｃｅｎｔｅｒ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ｕｐｌｉｆｔｚｏｎ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ｂａｓｉｎ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ｎｄ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ｔ’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ｒｅｍａｙｂｅａｂｉｇ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ｉｎｉｎＷｕｌｕｏｓｉ－Ｗａｎｇｘｉｕ－Ｓｈｉ
ｍｅｎｋａｎａｒｅ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ａｔａｎｇｐ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ｏｃｋ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ｉｃｒｏ－ｆａｃｉｅｓ；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
ｓｉｎ；Ｓｏｎｇｔａｏ；Ｙｉｎｊｉａｎｇ

（上接第１２７页）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ＬａｙｅｒｅｄＢａｕｘｉｔｅ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ＯＨｕａｉ－ｈｕａｎ，ＹＡＮＧＳｈｉ－ｙｕ

（Ｇｕｉｚｈｏｕ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０５，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ｂ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ｙｅｒｅ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ＥＭ 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ＥＭ；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ａｙｅｒｅｄｂａｕｘｉｔ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ｕｉｚｈｏｕ；
Ｋａｉｙａｎｇ，Ｚｈａｉｊｉ

·４０１·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１４年３１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