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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地球物理方法在安徽某金属矿勘探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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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属矿产的勘探过程中，地球物理方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复杂的地质环境的影

响及地球物理反问题本身的多解性，使用单一的地球物理方法通常很难获得有效且准确的地质体信息。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综合使用多种地球物理方法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有效降低多解性，为后续的找

矿工作提供有力证据，从而达到寻找深部隐伏矿床的目的。本文以安徽某矿区隐伏矿体勘查工作为例

阐述综合地球物理方法的必要性和应用情况。该勘探区域地形起伏大，以往地质工作以区域地质填图

为主，地球物理方面仅完成了激电扫面，并确定了 2 个激电异常点。为了进一步认识地层结构和异常

地质体分布，在已完成的工作基础上开展了地面高精度磁测、双频激电测量、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

（CSAMT）测量。 

1 地质概况 

该勘探区域位于毛里山向斜，为牛行山背斜北翼的次一级构造，向斜轴向 60°～70°，轴部为志留

系上统茅山组地层，两翼为志留系中统、下统地层。断裂发育以北北东向为主，位于工区东部，沿青

阳岩体西接触带向北东延伸，在其南西侧发育次级断裂。青阳岩体的西南边界受北东向断裂控制，岩

体总体延伸为北东向，呈岩株状，自岩体边缘向中心可划分出三个相带，边缘相为细粒花岗闪长岩，

过渡相为中粒花岗闪长岩，中心相为花岗闪长斑岩。 

2 综合物探方法测量效果 

本次工作中的地面高精度磁法测量的是地磁总场的绝对值 T，在完成日变校正、高程校正后，对

数据进行化极、导数变换、场源深度估计、多尺度边缘检测和人机交互反演。通过对处理结果的分析，

确定了断层的位置，较区域地质图的结果更为可靠，与野外实际踏勘结果基本一致；并推断岩体应向

西倾，延伸至沉积地层之下，而断层以东则可能存在磁性异常体。 
激电测量方面，本次工作主要圈出视极化率异常的分布情况和分析异常的来源。室内岩样测量发

现，整个工作范围内含黄铁矿的砂岩、钾长花岗岩有较高极化率，其余岩石样品极化率很低，故推测

这些异常可能与黄铁矿细脉、钾长花岗岩和附近的水体有关。 
CSAMT 测量能直观反映地下地层及矿体的电性变化，主要目的是查明深部接触带的总体变化趋

势、断层分布和岩体的深部延伸。对采集的数据分别作了 1D、2D 反演，分析认为花岗岩体和砂岩之

间存在低阻断层带，整个低阻带随深度增加向西移动，推测断层为西倾。随着深度加大，低阻带向西

移，且存在右旋的可能；结合可控源剖面及水平切片图，勘探区域存在明显的北北东走向的低阻带，

倾向西，宽约 40 m；结合磁异常图和地质图，推测该处为断层破碎带，岩体与上覆地层表现为不整合

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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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地面高精度磁法、激电测量、CSAMT 测深结果的推断解释，共设计了 4 个验证钻孔，除一

孔未能穿透砂岩地层外，其余均穿透至岩体。接触带深部延伸情况与磁法、CSAMT 的推断是一致的，

在砂岩中见到轻微矿化，但不能达到开采品位。 

3 结 论 

通过综合利用磁法、激电测量和 CSAMT 测量进行推断解释，能充分反映地层及构造信息，圈定

出有意义、有潜力的异常，为下一步工作的设计和开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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