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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分析法在广西南丹芒场

锡一多金属矿田隐伏矿床预测中

的应用

沈
(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

镭
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

提 要 作者利用特征分析法对广西南丹芒场锡一多金属矿田隐伏矿床 (体 )进行了定量预测
。

通

过选择21 个地质
、

物化探变量
,

建立
一

r 矿田内成矿预测模型
,

并计算了预测区 内各单元的成矿有利

度
,

指出了矿 田内成矿预测远景区
.

部分成矿远景区已为勘探所证实
。

关键词 特征分析法 成矿有利度 成矿模型 芒场锡一多金属矿田

一
、

方法概述

特征分析是从变量中提取各变量具有的综合特征
,

通过建立反映某一类型矿床的特征模

型来达到预测该类型矿床的 目的
,

以已知对 比未知
,

即通过一定的数学方法找到该类型矿床的
“

特征
” ,

利用矿床的三维环境 (包括地质环境
、

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以及卫星影像特征和成矿

作用等方面的数据
,

建立
、

检查和运用矿床模型
,

快速确定评价区的评价对象 (单元或矿点 )同

已知模型的相似程度或产出矿床的有利程度
。

我们参照了 R
·

B. M c
ca m m on 最新成果

,

对广西南丹芒场锡一多金属矿 田隐伏矿床 (体 )进

行了预测
,

其预测的特征模型是按下列三个步骤来建立的
。

(l) 根据含矿单元建立原始成矿模

型 ; (2) 用原始成矿模型计算各单元的成矿有利度
,

挑选有利度与含矿单元相等或相近的单元
.

重建广义成矿模型
; (3) 检查广义成矿模型中是否有成矿有利度低于含矿单元中最小有利度的

单元
。

如有则删除
,

删除后再重建的模型称为最终模型
。

控矿单元各变量的原始数据必须转换成逻辑变量 (即表示地质因素逻辑上对立的各种状

态 )
。

逻辑变量可以是
“ 0 ”和

“ 1”两种状态
;
也可以是

“
一 1 ” “ 0 ”和

“
+ 1 ”三种状态

。

三态变量中
“
一

l”和
“

+ 1 ”表示某变量在逻辑上两种对立的状态
, “ 0 ”

表示中间状态
。

本次预测中所有变量均转

换为三态逻辑变量
。

转换准则以对成矿是否有利为准
,

对成矿有利为 + 1 ,

对成矿不利为一 1
,

介

于两者之间则为 0
。

预测区位于广西著名的(南)丹一 (河)池成矿带北部巴平一芒场一星店一带 (图 1)
。

前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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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了械础地质资料之

O 麻阳

场

拉希 O

,

进 行过较大 比例尺的矿产详查和勘探工作
,

提交了一定的矿产储

量
,

同时该区还先后进行各种科研和生产

一
工作

,

为本区 的成矿预测提供了大量的原

} 始 数据资料
。

本文 旨在大比例尺 (l
: 5 0 0 0)

} 资料的基础上
,

利用特征分析法和计算机
,

、 } 挖掘有关成矿信息
,

预测矿田内有利的成

一
、 { 矿远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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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矿床 (点 ) 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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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产场背斜轴 7
.

黔桂铁路 8
、

矛勺劝们 111 !
,

心范围

图 l 芒场矿田矿床 (点 )分布示意图

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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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田地处丹池褶断带北西端
,

属于

J“西山字型构造南弧西翼北端
。

矿田主体

构造为芒场复式背斜和北北西向丹池深大

断裂
。

芒场背斜轴部由中泥盆统纳标组
、

罗

富组泥质灰岩
、

灰岩
、

角岩
、

砂岩
、

泥岩
、

硅

质岩及上泥盆统榴江组硅质岩
、

泥岩
、

灰岩

组成
,

两翼为石炭
、

二叠系地层
。

在 中泥盆

统纳标组上
、

下段
,

罗富组及上泥盆统榴江

组上
、

下段中
,

分别有锡
、

铅
、

锌
、

锑
、

汞矿

化
,

局部赋存有工业矿体
。

矿田内断裂除丹

池深大断裂外
,

还发育有北西
、

北东及近南北
、

近东西向断裂
。

丹池深大断裂是矿 田内的导岩导

矿构造
,

而与之相伴生的次级断裂
、

裂隙则是控矿
、

容矿的重要构造
。

芒场背斜控制矿 田
,

而断

裂纵横交错
、

裂隙发育地段对成矿极有利
。

另外
,

矿田内还发育有一系列 N N E 向燕山晚期褶

皱
,

广泛叠加于芒场复背斜之上
,

形成等间距离分布的叠加褶皱
,

这些叠加褶皱控制了工业矿

体的产出部位
。

矿田内出露有10 多条燕山晚期花岗斑岩
、

石英斑岩
、

闪长粉岩
、

石英黑云母安山粉岩
。

它们

侵入于中
、

上泥盆统及下石炭统中
,

多呈岩脉
,

少数呈岩床
、

岩墙产 出
。

围岩较普遍发生热变作

用和蚀变作用
。

岩体本身普遍含 w
、

S n 、

C u 、

Pb
、

z n 、

As
、 A g

、

Ga
、

N b
、

Li 等微量元素
,

和有用矿物

锡石
、

黑钨矿
、

白钨矿
、

辉钥矿
、

方铅矿
、

辉锑矿
、

毒砂等
。

矿体产于岩体内外接触带
,

同时也是土

壤及 s n 、

e u 、

Pb
、 z n 、

劫
、

s b 等元素和航磁
、

重力异常分布区
。

己知中小型矿床〔点 )十多处
。

有产在芒场隐伏岩体高突处的汇龙坳钨
、

钥矿床
;芒场背斜

轴部烂坳
、

西翼烂排
、

东翼大山和汇龙坳等锡一多金属矿床
;
北倾伏端的马鞍山银铅锌矿床

;
南

倾伏端的雍对银锑矿点
;主背斜外围还有麻阳

、

巴平
、

大平
、

东进等汞矿床及拉希
、

洞湖
、

下水
、

一碗水等汞
、

锑矿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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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成矿远景区预测

(一 )网格的划分及变量的确定

芒场矿 田地质矿产研究程度较高
,

所获各种资料亦较多
,

因此
,

选择 ! : 5 0 0 0为预测比例尺
,

以芒场矿田 l : 5 0 0 0地质[Yl 为底图
.

考虑到计算机的容量
.

按 0
.

2 火 0
.

2 一 。
.

叫 (kn
l
勺而积为单元

,

将预 测 区规 则网格 化 为

2 4 4 个单元 (图 2 )
。

选择 如

下变量
:

( 1) 化 探 元 素 变 量

(S n 、

C u 、

Pb
、

Z n 、
A g

、

A s 、

W
、

M o 、

B )

以其在各单元 中含 蜻

超过背景值的两倍为 + l
,

小于背景值则为一 l
,

介于

两者之间则为0
。

(2 )地层变 量 (D
z n ’

、

D z n Z 、

D z n ’一 峨
)

对成矿有利的变量以

其在单元中出露的面积达

到一定数值时赋予 + 1
,

未

出露则赋予一 1
,

介于两者

之间为0
。

对成矿不利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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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芒场矿田成矿预测单元编号及其分布图

Fig
.

2 Se
r ie s n u m 比r a n t l d is tr ib 奥一1一o n o f t h e n l e t改【I‘)g e n ic Pr e d ic rio n u n it fo r

M a n g eh a n g o r e field
.

相反
。

上述
“

一定数据
”

是指某个变量在各单元中出露最大面积除以 2作为划分标准
。

(3) 构造变量 (断层
、

断层交汇
、

其赋值标准见表 1
。

表 !

褶皱叠加)

S t奋川d a r( 1

芒场矿田构造逻辑变量赋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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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一 卜三

交 汇 部 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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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围岩蚀变变量

以单元内出露硅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等为+ 1
,

未出露为一 1
,

不能确定的为O
。

( 5) 热变质变量

热变质逻辑变量取值以单元内热变质作用发育的

强
、

中
、

弱
,

分别取+ l
、

0和一 l
。

( 6) 磁场强度特征

矿体一般出现在正
、

负磁场交替部位
,

磁场梯度变

化大
。

故选择
“

正
、

负磁异常共存
” 、 “

有磁异常封闭圈
”

、

。

无磁异常封闭圈
”

作为叠辑变量
,

分别取值为+ 1
、

。和

一 1
。

( 7) 隐伏岩体

按钻孔揭露或航磁异常解译
,

认为有隐伏岩体所

在单元为 + l
,

不能肯定为0
,

否则为一 l
。

上述变量 (共 21 个 )经过 三态逻辑转换之后
,

即可

用来表征模型单元的特征
。

O N 呀 心 . 0

0 0 0 0 0 ~
~ ‘- J ~ - 咨~ - 占- - ‘- 山-

为
溉周劣旧

(二 )成矿模型的建立

3仍111613时朋207(1

:

但
胃幼哪111吊以哪胃币盆176
”添锹刀

.

⋯

1
、

根据已知含矿单元及聚类分析结果建立原始成

矿模型

为了确定模型区
,

将有矿脉分布的单元作为有矿

模型单元
·

其分布如图 2中9 5
、

2 1 2
、

1 3 3
、

2 3 5
、

2 4 0
、

15 3
、

15 4
、

16 0
、

1 7 3
、

1 7 5
、

1 7 8
、

15 5
、

13 4
、

1 9 5
、

4 7
、

1 5 7
、

3 1
、

1 16

等号单元
。

对无矿模型区的选择因工作程度的限制
,

深

部是否存在矿体难以主观臆测
。

鉴此
,

我们利用化探资

料中 S n 、

C u 、

p b
、

z n 、

A g 、

A s 、

W
、

M o 、 B 等元素含址
.

对

100 个单元作 Q 型聚类分析 (图 3 )
。

有充分理 由认为
.

要选择的无矿单元应落在不与有矿单元聚为一类的单

元中
。

从图上可知
,

有矿单元最后聚为一类 (如 3 1
、

95
、

11 6
、

1 3 3
、

1 3 8
、

1 5 3
、

17 9
、

1 9 5等)
,

与前类距离系数可达

0
.

3 0 8 以上
,

相对矿化规模较小的有矿单元 (如 15 4
、

31 )

与前类单元的距离系数为0
.

2 2 3 9
。

所以
,

无矿模型单元

可以在31 号单元以前聚类 的
,

距离系数为0
.

21 的单元

中 寻找
,

在 每一小类 无矿单元中选取一
、

二个作为代

表
。

结合野外地质资料
.

最后选择 了15 个单元 ( 94
、

95
、

图3 单元 Q 一型聚类谱系图

( . 已 知含矿 单 匕 ;
已知 龙扣

.

准
,

口

F‘9
.

3 令 t )
·

伴 吕r、川 p 一n g h ie r a r e hy d ia g r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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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
、

1 3 3
、

1 3 8
、

14 0
、

1 5 3
、

15 4
、

2 6 0
、

17 3
、

一7 4
、

17 5
、

一7 8
、

一7 9
、

x 9 5 )
,

据此建立原始成矿模型
。

表2 广义成矿模型单元的变量权系数及排列顺序

Ta bl e
.

2 A r

旧g em 叨t of W e ig ht e
oe fic ien 妇 of v a riab】。 t倪 g朋er a ll吐ed me ta ll创笋n ic m o d e l

平平方和法法 乘积矩阵主分量法法 匹配概率矩阵主分量法法

变变量量 排列顺序序 权系数数 变量量 排列顺序序 权系数数 变量量 排列顺序序 权系数数

XXX 444 111 0
.

06 9 888 X 444 111 0
.

3 刁2 666 X 1222 lll 0
.

3 2 8 000

XXX 666 222 0
.

0 6 9 888 X 555 222 0
.

3 4 2 666 X 1 111 222 0
.

3 0 1 999

XXX 1 555 333 0
.

06 4 666 X 1 555 333 0
.

3 1 6 555 X 1 999 333 0
.

2 6 7 777

XXX 1 777 444 0
.

0 6 2 000 X 1 777 刁刁 0 3 0 3 666 X 1 333 444 0
.

2 6 2 444

XXX 1666 555 0
.

0 6 0 222 X 1 666 555 0
.

2 9 7 111 X 1 888 555 0
.

2 5 2 000

XXX 777 666 0
.

0 5 6 444 X 777 666 0
.

2 7 7 111 X 1 666 666 0
.

2 4 8 222

XXX 111 777 0
.

0 5 5 555 X lll 777 0
.

2 5 8 666 X 1 777 777 0
.

2 2 7 111

XXX 1 222 888 0
.

0 5 4 666 X 333 888 0
.

2 4 4 000 X 1 444 888 0
.

2 2 5刁刁

XXX 333 999 0
.

0 5 2 222 X 1 222 999 0
.

2 2 3 444 X 999 999 0
.

2 2 4 111

XXX 1 111 l000 0
.

0 5 0777 X l lll l000 0
.

2 1 5 444 X 333 l000 0
.

2 2 0 555

XXX 1 999 llll 0
.

0 4 9 222 X 1 999 1 111 0
.

1 9 3 777 X 777 llll 0
,

2 1 8 999

XXX 1 000 l222 0
.

0 4 7 555 X 1 000 l222 0
.

17 0 888 X 222 l222 0
.

2 1 5 666

XXX 1 333 1 333 0
.

0 4 2 555 X 999 1 333 0
.

1 6 6 666 X 1 555 l333 0
.

2 14 222

XXX 】888 l444 0 0 4 1 888 X 1 888 1 444 0
.

16 5 000 X 888 l444 0
.

2 0 3 444

XXX 1 444 1 555 0
.

0 4 0 888
’

X SSS l555 0
.

1 4 4 111 X ZIII l555 0
.

1 9 7 333

XXX 999 1 666 0
.

0 3 7 111 X 1 333 1 666 0
.

12 1 444 X 111 l666 0
.

1 8 9 666

XXX 555 1 777 0
.

03 5 333 X 222 l777 0
,

1 0 3 111 X 555 1777 0
.

1 8 0 111

XXX 2 000 l888 0
.

0 3 4 333 X 888 l888 一 0
.

00 9 666 X 艺000 1888 0 1 7 0 000

XXX 222 1 999 0
.

03 2 888 X 2 000 1 999 一 0
.

0 3 9 666 X 1 000 l999 0
.

1 2 8 000

XXX 2 111 2 000 0
.

0 3 2 333 X Z III 2 000 一 0
.

0 4 1 888 X 444 2 000 0
.

0 0 0 000

XXX 888 2 lll 0
.

0 1 0 888 X 1 444 2 111 一 0
.

1 18 777 X 666 2 111 0 0 0 0 000

2
、

建立广义成矿模型

上述原始成矿模型虽考虑 了含矿脉的单元和聚类分析的结果
,

但并非最佳
。

应用于预测

时
,

因缺乏代表性而受到很大限制
。

作为模型尚应包括与模型单元类似的单元
。

据 R
·

B. M c -

Ca m m on 意见
,

类似单元可含矿或不含矿
。

我们利用原始成矿模型的单元计 算出的变量权 系

数
,

计算了22 9个单元的成矿有利度
。

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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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l )中 F 。

为第

的逻辑值
。

F i 二

单元的成矿有利度
,

aj

2 l

:

艺 a J · X IJ

j~ l

为第 j个变量的权系数
,

x 。
为第 i单元中第

(1 )

变量

表3 广义成矿模型单元的成矿有利度

Ta b le 3 M e ta ll呢e n ic ta v

ou
ra b le d昭 ree for 比e 醉n e ral 祖目 m o d el u n l.

单单元号号 平方和法法 乘积矩阵主分量量 匹配概率矩阵主分量法法

成成成矿有利度度 成矿有利度度 成矿有利度度

999 444 0
.

0 0 1 111 一 0
.

3 6 9 888 一 0
.

7 4 3 111

999 555 0
.

7 1 2 333 3
.

6 7 8 555 2
.

5 9 9 444

(((1 222 0
.

2 8 6 111 1
.

4 5 6 444 0
.

4 3 1 222

1113 333 0
.

2 0 6 666 1
.

7 8 6 333 一 0
.

19 2 222

1113 888 0
.

2 2 4 000 1
.

06 1 888 0
.

0 1 7 888

111 4 000 0
.

0 1 9 444 0
.

3 1 1666 一 0
.

9 4 8 333

1115
了了

0
.

7 2 9 111 2
.

6 3 2 666 2
.

9 4 7 555

JJJS搜搜 0
.

5 8 2 777 1
.

9 7 ] 333 2
,

3 8 8 333

】】6 000 0
.

5 88 555 2
.

7 1 8 333 1
.

8 3 6 333

111 7 333 0
.

5 4 3 333 3
,

6 1 9 111 1
.

5 6 5 444

111 7 444 0
.

4 6 7 444 2
.

7 9 6 000 1
.

3 6 6 333

111 7 555 0
.

0 6 2 444 1
.

19 3 222 一 1
.

0 6 7 888

111 7 888 0
.

12 2 444 1
.

5 12 777 一 0
.

7 7 5 666

111 7 999 0
.

] 5 1 111 1
.

5 6 0 222 一 0
.

6 0 2 444

1115 555 0
。

7 7 8 666 2
.

7 8 7 888 3
.

3 7 7 888

111 3 444 0
.

7 9 2 999 2
.

9 12 666 3
.

2 1 1888

666 888 0
.

8 04 999 3
.

5 3 7 999 3
.

3 1 2 111

444 777 0
.

7 2 8 999 3
.

2 3 0 333 2
.

7 7 9 555

111 1 666 0
.

7 3 9 444 3
,

9 4 1 666 2
。

7 0 4 999

333 lll 0
.

7 53 000 3
,

33 9 111 2
.

8 0 2 111

111 5 777 0
.

6 8 9 888 2
.

9 2 4 111 2
.

5 5 3 000

555 000 0
.

6 9 0 555 3
.

1 3 2 444 2
.

4 9 7 222

999 666 0
.

7 3 2 222 3
。

9 6 4 333 2
.

6 2 2 666

444 888 0
.

6 7 6 666 3
.

0 9 0 666 2
.

4 7 0 444

777 444 0
.

6 60 888 3
.

5 8 9 777 2
.

3 3 3 888

333 222 0
.

7 0 8 999 3
.

3 4 1 333 2
.

2 5 3 222

111 7 111 0
.

4 0 7 111 2
.

7 4 9 DDD 0
.

6 6 2 444

555 333 0
.

6 4 2 444 2
.

8 8 9 111 2
.

2 5 5 777

22222 0
.

0 3 2 333 0
.

8 4 0 333 一 0
.

9 7 9 555

111 9 444 0
.

5 0 2 111 2
.

2 7 6 555 1
.

7 12 222

111 5 666 0
.

5 7 0 444 2
.

59 0 555 1
.

5 6 9 777

各单元号详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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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成矿有利度中挑选出等于和大于 已知含矿单元中最小成矿有利度的单

共选出 17 个单元
,

加上 15 个已知含矿单元共 32 个
,

构成广义成矿模型单元
。

~

用乘积矩阵平方和
、

乘积矩阵主分量及匹配概率矩阵主分量法对广义成矿模型进行特征

分析
,

可得出广义成矿模型的变 过权系数 (表2 )
,

由这些变量权系数计算的广义成矿模型单元

的成矿有利度如表3所示
。

表4 特征分析各种方法预测的综合成矿单元

T a b】e 4 In .昭 ra 峨ed m e扭U呢
en ie u n its Pr ed ieted by e

ha ra d e r肠tie a n ai ysis

预测含矿单元

单元级别 乘积矩阵平方和

13 6 8

[ 3 1 1 5 5

乘积矩阵主分量法

6 8 7 4 9 5

9 5 14 6 1 5 1

匹配概率矩阵主分量

一级含矿单元
6 8

1 5 5

二级含矿单元

1 3 1 4 1 5 3 2 4 7 4 8

4 9 5 0 5 3 7 4 9 5

9 6 9 8 1 1 3 1 1 6 1 1 7

1 3 5 1 5 1 15 3 1 5 4
“

1 5 7 1 5 9 1 6 0 1 7 2

1 7 3 1 8 0 1 9 4 1 9 5

’

2 0 7 2 0 8 2 0 9

1 3 1 4 1 5 3 0 3 1 3 2

4 7 4 8 4 9 5 0 5 3

7 5 8 9 9 7 9 8 9 9

1 1 1 1 1 3 1 1 4 1 1 7

1 1 9 1 3 0 1 3 2 1 3 4

1 3 5 1 3 7 1 5 0 1 5 3

1 5 5 1 5 7 1 5 9 1 6 0

l九 1 7 2 1 7 3 1 7 4

] 8 0 1 8 8 1 8 9 19 0

1 9 1 1 9 4 1 9 5 19 6

19 8 2 0 3 2 0 4 2 0 6

2 0 7 2 0 8 2 0 9 2 1 5

2 2 0 2 2 ]
、

2 2 5 2 26

] 3 1 4 1 5 3 0 3 ] 3 2

4 7 4 8 4 9 5 0 5 2 5 3

8 9 9 5 9 6 9 8 1 1 3 1 1 6

1 1 7 1 3 0 1 3 2 1 3 4

1 3 5 1 3 9 1 5 0 1 5 1 1 5 3

1 5 搜 1 5 5 J5 7 1 5 9

1 6 0 1 7 2 1 7 3 1 7 4 1 8 0

19 4 19 5 1 9 6 1 9 8

2 0 6 2 0 7 2 0 8 2 0 9 2 2 5

三级含矿单元

3 0 5 2 7 6 7 8 17 1

8 9 9 7 99 1 1 1 1 1 4

1 1 8 1 1 9 1 7 4 1 3 0

13 2 1 3 7 1 3 9 ] 8 ]

18 8 1 8 9 1 9 0 1 9 1

1 9 6 1 9 7 1 9 8 】9 9

2 0 3 2 0 4 2 0 6 2 1 5

2 2 0 2 2 5 2 2 6

1 9 2

2 1 0

5 8

1 00

1 1 2

] 3 3

1 5 4

1 7 9

1 9 7

6 7 7 7

1 0 8

1 1 8

13 8

1 7 5

1 8 1

1 9 9

33 3 4 7 7 5 1 5 2 5 7

5 9 6 0 1 1 0 1 1 1 1 1 2

1 1 4 1 18 1 ] 9 1 3 7 1 3 8

1 7 1 1 8 】 1 8 2 1 8 8

J8 9 1 9 0 1 9 1 1 9 7 1 9 9

2 0 0 2 0 3 2 0 4 2 1 0

2 1 5 2 2 0 2 2 6

90561021钧7893
9�一匀n6

�匕9CUq
�
7

nU2
njt厂

月住
1
,.�.1.
1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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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矿远景区的预测

( l) 按最终成矿模型计算的各变址权系数
,

计算全区2 4 4个单元的成矿有利度
。

(2 )根据表 3
,

对 于

乘积矩 阵平方和法
,

按

其模型单元中成矿有利

度大小可划分四个等级

即 > 0
.

7 5
、

0
.

7 5 一 0
.

5
、

0
.

5 一 0
.

3及 < 0
.

3
,

分别

对 应 四 个级 别 的 预测

区
。

对于乘积矩阵主分

量法和匹配概率矩阵主

分量法划分的等级分别

为> 3
.

5
、

3
.

5 一 2
.

0
、

2
.

0

一 ]
.

0
、

< J
.

0和 > 3
.

3
、

3
.

3一 1
.

0
、

1
.

0 一 0
.

0
、

万

0
.

0
.

也可得到本矿田内

四个级 别的预测 区
,

见

特征分析法预测 单
,止分

布图 1

⋯⋯月月门门日日曰曰日日二二厂厂厂厂日日日日
门门门门门麟麟瀚瀚麟麟口口日日日 日日曰曰曰 曰曰日日日日日日日日叮叮
门门门}马性性俞俞翻翻麟麟门门日日门门曰曰曰曰日日日 门门曰曰口口口口口口
曰曰曰]]] 翻翻圈圈瀚瀚娜娜曰曰目目翩翩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日日曰曰曰曰曰曰日日曰曰口口
曰曰曰厂厂翻翻节节门门日日曰曰厂厂姗姗目目图图口口口口口口 门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曰曰曰门门门 曰曰曰曰曰曰口口曰曰翻翻翩翩匡匡潮潮潮潮潮潮 曰曰门门口口口口口口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
口口口门门门门国国口口

彝彝
国国门门翻翻娜娜目目目目目目目 曰曰曰曰曰曰日日口口

口口口国国口口国国口口口 舰舰门门李 :::界
山山

国国国国国国国 曰曰曰 门门口口
曰曰曰

夕不勺陌况劝劝

溯溯麟麟麟 黝黝门门翩翩曰曰翻翻硼硼门门门门门 门门门 口口口口膜膜膜l坟翎翎翎翎翎翎翎翎翎翎翎翎翎翎翎翎翎翎翎

]]]]] 一麟麟瀚瀚绷绷国国国国国 门门同同网网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图图图图 国国国国 门门翻翻嫩嫩日日国国国国国国国

国国国国国国绷绷溯溯翻翻门门门门门 口口口
门门门门门门曰曰国国

人

械械械械械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口口口口

对及

图 } 芒场矿田特征分析法预测单元分布图

下}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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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用乘积矩阵平方和法计算的成矿有利度

等值线图

F ig
.

5 ( o n ro u r o f m e 扭110 罗n je 勿 v o ura b le d雌r仪

ea lc tlla t ed by
s q u a r e s u m o f Prod

u et m a trix

图6 用乘积矩阵主分量法计算的成矿有利度

等值线图

Fig
.

6 〔b n 之o u r e o f m e ra llog
e n ie fa v o u r a b le d e g r e e e a ] eu la t ed

by Pr in eiPa l e o m po
n e n t o f Pr

od
u er m a tr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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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上述三种方法
,

最为有利的含矿单元是各种方法预测为一级含矿单元的单元
,

见

表 4

(4) 将全区所有单元的成矿有利度按下列公式进行数据转换
:

_
,

FP一F 二 _ m ;。

卜广一
二二一

一
一下二丁一一一一

护 m _ 。ax 一厂 m 一 m 宜n
(2 )

式 (2) 中 F黔
、
F {分别为第 i单元转换前后的成矿有利度

,

Fm
一
~

、

Fm
一 m i。

分别为模型单元中最大
、

最小成矿有利度
。

用转换后的成矿有利度作等值线图(图5
、

图6
、

图7 )
。

(5) 成矿有利度等值线显示
,

马鞍山南东侧
、

南烂坳一虎头山
、

黄蜂窝
、

下五祥等地段均为

封闭的异常区
,

为有利成矿区
。

四
、

几点说明

1
、

本次所采用的特征分析法在广西南丹芒场锡一多金属矿 田隐伏矿床 (体 )预测的效果是

比较满意的
,

对成矿预测区的圈定和找矿实践均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

2
、

特征分析的三种 方法得出的异常基本上重叠
; 矿田内四个主要矿床 (马鞍山

、

烂坳
、

大山

图 7 用匹配概率矩阵主分量法计算的成矿有利度等值线图
F ig

.

7 C o n to t一r e o f m e t a llo g e n ie fa v o u r a b le d e g r e e e a le l一la te d by
Pr in c jPa l c o m po

n e n t o f m a teh e d Pr o
ba bility m a tr ix

和汇龙坳矿床)也均处于异常中心
,

这说明

r 本次预测是 比较成功的
。

3
、

在上述所预测的成矿远景区中
,

马

鞍 山经详查已探明大脉型和 网脉似层状

银
、

铅
、

锌矿体
,

规模较大
,

且往北西背斜倾

伏端及东西两侧次级背斜轴部预测可能有

新矿体 ;
南烂坳有大脉型铅

、

锌
、

银矿体和

鞍状锡矿包
,

具有一定规模
;
虎头山的北西

端有大脉型铅
、

锌
、

锑
、

银矿体和锡矿体
;
大

山一汇龙坳除已详查矿体外
,

隐伏岩体突

起高点有 w
、

M 。 矿体
,

南部黄蜂窝有网脉

似层状锡
、

锌矿体
。

本文是在笔者硕士研究生论文¹ 和笔者所完成的
“

七
·

五
”

科研报告
〔, 〕
中

“

数学地质预测
”

部分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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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得到中国地质大学池三川副教授
、

卫冰洁副教授和王

思源老师的亲 自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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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得到广西第七地质大 队童加松高级工程师等同志和中国

地质大学矿床教研室部分同志的大力协助
,

在此一并感谢
。

¹ 沈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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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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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西芒场锡一多金属矿田构造数学研究》
,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硕士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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