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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矿物晶体形态标型研究广泛应用于矿床成因研究和成矿预测工作%是成因矿物学研究中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文章以黄铁矿晶体形态统计为例%介绍了适用于简单晶体形态统计的形态统

计法(适用于复杂晶体形态统计的习性统计法%以及根据实际观测实践提出的权重统计法&通过

对这
&

种方法的比较%指出了不同方法的利弊%给出了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及样品实际情况选择不

同方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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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矿物晶体形态标型广泛应用于矿床成因研究和

成矿预测工作中%是成因矿物学研究中一个很重要

的方面&利用晶形标型特征及其填图法来判别矿床

成因(成矿阶段(矿体剥蚀深度(矿床规模和进行远

景评价等都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

*

&而在以往文

献中%涉及矿物晶体形态统计方法的内容较少&本

文以黄铁矿晶体形态统计为例%介绍
!

种常用的方

法%并推荐一种改进的方法+++权重统计法&

%

!

形态统计法

形态统计法是将矿物的所有晶体形态分别统

计%然后计算比例%以进行形态分析和矿物学形态填

图的一种方法&形态统计法的结果%包含了观测到

的所有晶形%可以准确描述矿物样品的形态特征&

陈光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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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胶东灵山沟金矿黄铁矿晶体

进行了统计%主要由/

%$$

0%/

%%%

0和/

!%$

0等
&

种单

形和/

%$$

0

N

/

%%%

0%/

!%$

0

N

/

%$$

0及/

%$$

0

N

/

%%%

0

N

/

!%$

0等
&

种聚形组成#表
%

$&黄铁矿样品中仅

有
F

种主要晶体形态&采用形态统计法观察到的所

有晶体形态在最后的结果中均有体现%对黄铁矿的

晶体形态特征描述准确&

形态统计法是最简单也是最准确的方法%适用

于晶体形态比较简单的黄铁矿样品"对于晶体形态

比较复杂的样品%采用此方法获得结果后%矿物学填

图的工作将会很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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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性统计法

习性统计法是将矿物晶体中的聚形计算在其占

优势的单形习性中%然后计算各种单形习性比例%以

进行形态分析和矿物学填图的一种方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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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统计法的结果%包含了矿物晶体中主要的

单形习性%可以突出矿物晶体的主要习性&

笔者根据太白金矿矿区的开采状况和采样条

件%选取了
)

号矿体
&

个中段的
%)

个黄铁矿样品进

行形态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

&

由于未进行晶体测量工作%故将五角十二面体

单形记为/

=b$

0&黄铁矿样品共有
%!

种晶体形态%

如果采用形态统计法%则需要讨论
%!

组晶体形态数

据与金矿化的关系%难度极大&所以在此采用习性

统计法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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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占优势的聚形&可以看到%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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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晶体形态简化为
&

种主要习性%在进行相关性分析

和矿物学填图时%操作简便%重点突出&在实际统计

中发现此法在整体上对晶体形态的表现能力不足"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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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占劣势"习性统计法结果中没有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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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习性

也有发育&在聚形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如果将劣势

单形忽略%将会影响矿物学填图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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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统计法

权重统计法是将单个矿物晶体中的单形按是否

占优势赋予不同的权重值%然后将所有晶体中各单

形的权重值分别相加计算比例%以进行形态分析和

矿物学填图的一种方法&结合双王金矿黄铁矿晶体

形态特点%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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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形占优势黄铁矿样品习性统计法与权重统计法结果比较

$单形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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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最多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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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单形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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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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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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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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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样品中发育

占劣势的形态在最后结果中也有体现"表达

出的信息更全面也更准确"虽然计算略显繁

琐%但是在计算机中很容易实现&那么在晶

体形态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

种方法的结果

相差有多大呢1 下面将
!

组数据作比较&

首先引入一个参考系数
"

%

"

V

单形种类

数'形态种类总数"单形比例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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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线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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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数学统计中的-标准差.的计算方法来衡

量
!

种方法所得结果的差异大小"计算每个样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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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所得结果的差的平方%求出平均值后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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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组数据中样品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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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越大%说明

!

种方法差别越大&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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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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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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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形发育较好的黄铁矿样品习性统计法与权重统计法结果比较

$单形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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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性统计法黄铁矿形态分值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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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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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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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的比例$%得到形态分值图#图
&

%图

#

$"数值较高的地区指示含金的可能性较

高&

图
&

和图
#

的等值线梯度是相同的%从

等值线数值及密度可以看出%权重统计法高

值区峰值比习性统计法要低"同时在图
#

中

%%$$

中段
&)

勘探线处出现图
&

中没有的

高值区&可见%权重统计法与习性统计法相

比%弱化了较强的矿化%但是可以指示出较

弱的矿化%使成矿预测更加准确全面&所以

在晶体形态复杂时%特别是聚形较发育时%

权重统计法准确性更高%也可以提高形态分

析及矿物学填图的准确性&当然%权重的赋

值方法并不局限于笔者使用的-

L&!&%

."在

实际操作中%应当根据研究目的及样品的实

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赋值&

#

!

方法选择

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适用情况及优

缺点#表
L

$&在方法选择方面%根据实践经

验#图
L

$%笔者给出以下建议!

#

%

$不论选择哪种方法%应将所有的晶

体形态均分别统计%以便于发现选用方法不

合理时改用其他方法&

#

!

$当样品中晶体形态比较简单时%形

态统计法是最准确的统计分析方法#形态简

单与复杂需要由观测者根据黄铁矿样品情况兼顾

自身工作能力来评定$&

表
)

!

不同统计方法的比较

X8054L

!

X=4<+D

B

8./2+,+Q9/QQ4.4,-2-8-/2-/<85D4-=+9

统计方法 形态统计法 习性统计法 权重统计法

适用情况 晶体形态简单 晶体形态复杂"单形发育较好 晶体形态复杂

优点 对黄铁矿样品的晶体形态表达准确 突出较强矿化%便于操作 可以指示出较弱矿化

缺点 晶体形态较多时%不便于分析和填图 聚形占优势时%准确性较差 操作较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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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选择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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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2-/<85D4-=+922454<-/+,Q5+P<=8.-

!!

#

&

$当晶体形态较复杂时%如果需要获得准确的

晶体形态%可以选择形态统计法"如果需要掌握主要

的晶体习性%进行矿物学填图%则需要考虑参考系数

"

来选择"如果单形比例大于
"

%可选择习性统计法"

如果单形比例小于
"

%应当选择权重统计法&

以上介绍了不同方法在黄铁矿晶体形态研究中

的应用&在其他矿物的研究中%也可以根据研究目

的及矿物样品特征%选择不同的方法&矿物晶体形

态统计没有绝对的-好方法."针对不同的矿物%只要

能达到研究目的并兼顾一定的准确性%都可

以选用&在研究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不

断改进方法%使其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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