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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桃山罗布里南部地区三维地质建模与成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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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维地质建模技术是中国“玻璃地球”战略的支撑技术之一ꎬ对推动国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基于

３Ｄｍｉｎｅ 建模平台和前人研究成果ꎬ以钻孔、勘探线剖面等资料为依据ꎬ初步建立了桃山罗布里南部地区的地质数据库和三维

地质模型ꎮ 基于 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ａｔ 地质统计模块ꎬ分析样品点文件ꎬ确定长轴、次轴与短轴参数ꎬ寻求实验半变异函数ꎬ再通过验证与

模拟确定变异函数ꎮ 最后ꎬ利用克里格法对空块模型赋值ꎬ建立了基于三维建模的罗布里南部地区三维预测体系ꎬ探讨了“立

方体预测模型”找矿方法的可行性ꎬ初步把建模区变量类型划分为矿体赋存岩体变量、碎裂蚀变带变量和铀克里格品位估值

变量ꎬ并且分别对这 ３ 类主要变量进行立方体单元的划分与提取ꎮ 最终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计算ꎬ圈定了找矿靶区位置ꎬ预测成

矿概率为 ６５.６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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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随着矿产勘查工作的有序推进ꎬ当前

国内的主要找矿方向由地表矿和浅部矿转为隐伏

矿和深部矿ꎬ三维成矿预测逐渐成为矿产资源预测

研究的热点 １－３ ꎮ 目前ꎬ国内外多个地区已相继开

展了三维成矿预测工作ꎬ该项工作显现出较好的发

展势头ꎬ并成功圈定多个深部找矿靶区ꎬ相关成果

为深部找矿勘探提供了新方向 ４－９ ꎬ如王素芬等 ４ 在

西藏甲玛矿区进行三维地质建模ꎬ预测了区内的层

状矽卡岩靶区ꎬ为下一步的深部资源潜力评价与矿

集区的增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ꎻ黄超等 ５ 对西藏雄

村Ⅰ号矿体进行建模ꎬ展示了矿体深部三维空间成

矿元素分布特征及相互关系ꎬ有效减少了雄村Ⅰ号

矿体深部成矿单一信息多解性问题ꎬ为深部定量找

矿奠定了基础ꎻＪｉｎ 等 ９ 在华北砂岩型铀矿调查中ꎬ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三维地质模型ꎬ进一步验证了

“红黑岩系耦合沉积”控矿理论等ꎮ
本次建模基于 ３Ｄｍｉｎｅ 建模平台ꎬ以桃山罗布

里南部地区为研究区域ꎬ对研究区钻孔数据、勘探

线剖面等原始数据进行归纳、总结与分析ꎬ建立建

模区域地质数据库ꎻ以建模区最新成矿理论为指

导ꎬ以地质体三维建模技术为研究手段ꎬ通过对地

质体三维找矿信息的定量化统计ꎬ确定找矿预测所

需的找矿指标ꎻ利用找矿信息量和数学统计方法ꎬ
将预测模型应用于地质找矿信息的筛分、提取及综

合研究ꎬ对矿体进行定位和定概率预测ꎮ

１　 区域地质概况

桃山铀矿田位于江西省宁都县境内ꎬ集成矿地

质条件、控矿因素、含矿岩石建造、组成成矿物质场

等多种成矿有利因素于一体ꎬ是中国目前探明的大

型花岗岩型铀矿田之一 １０－１１ ꎮ 该矿田位于大王山－
于山花岗岩铀成矿带中段ꎬ产于桃山大型陆壳重熔

型花岗岩体中 １２－１３ ꎮ 大府上(６２１４)铀矿床(图 １)
位于桃山矿田的中东部ꎬ该矿床包含Ⅰ、Ⅱ、Ⅲ等 ３
个矿带ꎬ矿带的变化幅度较大ꎬ铀矿体多短小分

散 １４－１５ ꎮ 桃山断裂是区内最主要的控岩控矿构造ꎬ
为多期活动具有多种充填物的大断裂带 １６－１７ ꎬ总体

走向为 ＮＮＥ(４０° ~ ６０°)ꎬ倾向 ＳＥ、倾角 ６０° ~ ７０°ꎬ
沿走向长 ４５ ｋｍꎬ一般宽 １０ ~ １５ ｍꎬ最宽可达 ７０ ｍꎮ
赋矿围岩主要为燕山早期第二阶段中粒、中细粒二

云母花岗岩ꎮ 矿床中热液蚀变发育ꎬ主要包括红化

(赤铁矿化)、绿泥石化、伊利石化、萤石化、钠长石

化、碳酸盐化及硅化等 １８ ꎮ

２　 找矿信息量法概述

找矿信息量法是基于地、物、化、遥等找矿标

志ꎬ以成矿理论为指导ꎬ通过分析建模区各标志的

分布情况ꎬ定量评价它们与矿体的密切关系ꎬ进而

进行找矿预测ꎮ 由于总体概率估计困难ꎬ具体运算

时以频率值来估计概率值:

ＩＡ(Ｂ) ＝ ｌｇ

Ｎｊ

Ｎ
æ

è
ç

ö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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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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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此时公式中ꎬＮｊ 表示该建模区内含矿单元体含

有 Ａ 标志的数量ꎻＮ 表示区内的总含矿单元数ꎻＳ ｊ表

示建模区含有标志 Ａ 的单元数ꎻＳ 表示建模区所有

块体单元总数量 １９－２０ ꎮ
用下列公式可以确定建模区找矿有利标志临

界值:
ΔＩ＋ ＝Ｋ∑ｎ

ｊ ＝１Ｉ ｊ (２)
此时公式中ꎬＫ(有用信息水平)一般取值 ０.７５ꎻ
Ｉ ｊ为建模区所有信息量的和值ꎻ
△Ｉ十为有利找矿标志的临界值 ２１ ꎮ
根据地质标志与含矿性ꎬ可将研究区划分为 ｆｏ、

ｆｘ、ｆｙ 和 ｆｘｙ 四个单元(表 １)ꎮ ｆｘｙ 表示有地质标志、
含矿的单元数 ２２－２３ ꎮ

任意选取 １ 个含有某些地质标志的单元ꎬ该单

元可能含矿的概率 Ｐｘꎬ计算公式如下:
Ｐｘ ＝ ｆｘ / ( ｆｘ＋ｆｘｙ) (３)

此时公式中ꎬ ｆｘ 表示有地质标志、不含矿的单

元数ꎮ

３　 数据库的构建

在地质勘查过程中ꎬ地质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

表 １　 矿体单元划分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ｏｒｅｂｏｄｙ ｕｎｉｔｓ

序号 地质标志 矿 符号

０ 无 无 ｆｏ

１ 有 无 ｆｘ

２ 无 有 ｆｙ

３ 有 有 ｆｘ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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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区域地质略图 １４ 

Ｆｉｇ. 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１—第四系ꎻ２—白垩系ꎻ３—震旦系ꎻ４—燕山晚期花岗岩ꎻ５—燕山早期第三阶段花岗岩ꎻ６—燕山早期花岗岩ꎻ

７—印支期花岗岩ꎻ８—加里东期花岗岩ꎻ９—不整合界线ꎻ１０—断裂ꎻ１１—矿床及编号ꎻ１２—建模范围

钻探、坑探、槽探、物探、化探等手段ꎮ 本文主要是

在钻探工作的基础上获取钻孔数据ꎬ然后基于钻孔

和勘探线剖面及其他辅助数据资料进行三维地质

体的建模工作ꎮ 本次的建模区域为桃山罗布里南

部地区ꎬ位于大府上铀矿床的北部ꎬ建模范围参数

为东西长约 １３００ ｍꎬ南北长约 １２００ ｍꎬ垂向高度

５００ ｍꎮ

本次数据库主要包括钻孔数据和勘探线剖面

库ꎮ 勘探线剖面库是借助 ＭａｐＧＩＳ 软件校正矿区内

勘探线剖面坐标(Ｘ、Ｙ)ꎬ并将其矢量化ꎬ然后将图

件导入 ３Ｄｍｉｎｅ 软件平台ꎬ进行坐标调换 (ＹＺ 调

换)ꎬ在剖面图上找到 ２ 个参考点ꎬ与平面图上的某

２ 个点相对应ꎬ记下坐标ꎬ然后进行 ２ 点坐标转换即

可ꎮ 转换后的勘探线如图 ２ꎮ 钻孔的空间数据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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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定位表、岩性表、测斜表、矿化表等一系列表文件

组成ꎬ三维显示(图 ３)ꎮ 可更直观地展示钻孔的空

间展布特征ꎮ

４　 数据分析与变异函数

４.１　 组合样品

组合样是根据地质统计学原理录入数据库中

的样品品位ꎬ为块体估值时要确保得到参数的无偏

估计量ꎮ 确定原始样品数据中多数样品的长度ꎬ需
要对样品的长度进行统计ꎮ 根据样长统计结果

图 ２　 勘探线剖面入库展示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图 ３　 钻孔数据库展示

Ｆｉｇ. ３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

(图 ４)ꎬ可以确定该样品分析数据的组合样长约

为 １ ｍꎬ最小组合样长一般为组合样长的 １ / ２ꎬ因
此ꎬ这里确定最小组合样长为 ０.５ ｍꎬ按指定的长

度对其进行样长加权平均ꎬ将其组合成等长的信

息样ꎮ
４.２　 特高值处理

本次特高值处理主要是通过区域内铀矿品位

频率统计ꎬ对数据的统计分布特征初步考察ꎬ发现

特异值并对其进行处理ꎮ 据样品基本统计(图 ５)可
知ꎬ铀矿品位( )的均方差为 １.８０６ꎬ算数平均值为

图 ４　 样长统计柱状图

(平均值为 ０.９８ꎬ中值为 ０.６０ꎬ方差为 １.２９ꎬ标准差 １.１３ꎬ变异系数为 １.１６ꎬ
样长统计样品点数 １４８７ 个ꎬ最小值为 ０.２０ꎬ最大值为 ２１.８０ꎬＲ 转换)

Ｆｉｇ. ４　 Ｓａｍｐ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图 ５　 区域内铀品位频率分布图

(最小值为 １.０００ꎬ最大值为 １６.３６０ꎬ平均值为 １.８９０ꎬ中值为 １.４３０ꎬ
方差为 １.８０６ꎬ标准差为 １.３４４ꎬ变异系数为 ０.７１１)

Ｆｉｇ. ５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ｇ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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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１ꎮ 品位变化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Ｖｘ ＝δｘ

Ｘ
×１００％ (４)

上述式中 Ｖｘ 为变化系数ꎬδｘ 为品位的均方差ꎬ

Ｘ 为变量的品位的算术平均值ꎮ 将均方差、算数平

均值代入ꎬ可得品位变化系数为 １１１％ >１００％ ꎬ因
此ꎬ将特高品位下限定为平均品位(１.８９０)的 ７ 倍ꎬ
即 １３.２３(注:文中的铀品位单位均为 )ꎮ 本次共

处理特异值 ６ 个ꎬ分别为 １４.０４、１４.２４、１４.３６、１４.４９、
１６.３６ 与 ２０.０９ꎬ将其替换为累计频率 ９７.５％ 的品位

值 ５.７０ꎮ
４.３　 寻求实验变异函数

基于组合样品点文件与 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ａｔ 地质统计模

块ꎬ进行实验变异函数(主轴、次轴和短轴)的计

算ꎮ 寻求变异函数是反复试验和调整的过程ꎬ若
曲线形态不合适ꎬ可通过修改步长或修改最佳方

位角和倾角ꎬ重复建立变异函数模型ꎬ直到曲线形

态最佳为止(图 ６－ａ ~ ｃ)ꎮ 最终通过建立变异函数

来确定块金值、基台值、变程和搜索椭球体的参数

(表 ２)ꎮ
４.４　 实验变异函数模拟与验证

模型交叉验证是对插值后的品位数据进行合

理性检验ꎬ以确保合理估算储量 ２４ ꎮ 交叉验证是反

复验证的过程ꎬ依次调节各轴的变程ꎬ该步骤相当

于改变搜索椭球体的轴比ꎻ修改块金常数 Ｃ０ 的值ꎬ
可改大改小ꎬ该步骤相当于修改局部先验方差 Ｃ 的

值ꎬＣ＋Ｃ０为基台值ꎬ是一个常数ꎬ要保持固定不变ꎮ
几何异向性要求每个轴的 Ｃ 和 Ｃ０ 必须一样ꎬ但是

变程可以不一样ꎬ同时每个轴必须采用同一个模

型ꎬ比 如 球 状 模 型ꎮ 本 次 建 模 的 平 均 误 差 为

－０.００９１ꎬ趋于 ０ꎬ标准偏差为 １.０７４８ꎬ趋于 １ꎬ证明所

建立变异函数的各项参数较合理ꎮ

表 ２　 变异函数及搜索椭球体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取值 参数 取值

块金值 ０.４５ 短轴倾角 ３３.７５°

基台值 ４.０１ 主轴 / 短轴 １.３７

变程 ４０４.２ ｍ 主轴 / 次轴 ２.１９

主轴方位角 ３４２.５° 搜索半径 ５０ / １００ / ２００

次轴倾角 ０.０° 矿块离散化 ３×３×３

图 ６　 主轴(ａ)、次轴(ｂ)、短轴(ｃ)变异曲线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ｐｉｎｄｌｅ(ａ)ꎬ
ｓｕｂａｘｉａｌ(ｂ)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 ａｘｉｓ(ｃ)

５　 找矿信息量计算

５.１　 岩体三维块体模型

综合分析已有建模区地质资料ꎬ根据勘探线分

布、矿体形态、产状等因素ꎬ确定建模范围和基本参

数:模型东西长 １３００ ｍꎬ南北长 １２００ ｍꎬ垂向高约

５００ ｍꎬ单元块体行×列×层为 ５ ｍ×５ ｍ×２.５ ｍꎬ次分

块为 ２.５ ｍ ×２. ５ ｍ ×１. ２５ ｍꎬ模型总共 ５５２０ 个单

元块ꎮ
利用建模区地层实体模型对三维块体进行约

束显示并进行保存ꎬ即可得到不同地层分段所包含

的块体单元ꎬ并将其作为矿床预测研究的地层变

量ꎮ 根据桃山矿田罗布里南部地区的岩体数据ꎬ主
要包括燕山早期第三阶段 ａ 岩体(γ５

２－３ａ)、燕山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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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ｂ 岩体(γ５
２－３ｂ)、燕山早期第二阶段岩体

(γ５
２－２)等ꎬ岩体模型如图 ７ －ａ、ｃ、ｅꎮ 利用 ３ＤＭｉｎｅ

图 ７　 岩体、块体模型

Ｆｉｇ. ７　 Ｒｏｃｋ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 ｍｏｄｅｌ
ａ—燕山早期第二阶段岩体ꎻｂ—燕山早期第二阶段岩体块体模型ꎻｃ—燕山早期第三阶段 ｂ 岩体ꎻ

ｄ—燕山早期第三阶段 ｂ 岩体块体模型ꎻｅ—燕山早期第三阶段 ａ 岩体ꎻｆ—燕山早期第三阶段 ａ 岩体块体模型

软件ꎬ参照变异函数基本参数ꎬ对建模区地层块体

单元进行克里格赋值ꎬ赋值后的块体模型如图 ７－ｂ、
ｄ、ｆꎮ
５.２　 预测变量提取

根据本区地质资料和前人工作研究成果 ２５－２８ ꎬ
结合前文三维实体、块体模型ꎬ从三维立体的角度

确定建模区变量类型有铀品位变量、矿体赋存岩体

变量和碎裂蚀变带变量ꎬ并且分别对这 ３ 类主要变

量进行立方体单元的划分与提取ꎮ

(１)铀品位变量

块体模型仅对赋值范围及离散单元块的尺寸

进行定义ꎬ其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属性ꎬ因此又称为

空块模型ꎮ 品位模型是基于块体模型ꎬ对每个单元

块赋予相应的属性ꎬ用以表征矿体内部某一位置上

样品点的内在特性ꎬ所有单元块组合后的属性变化规

律就是矿体总体的内部特征(品位)变化规律 ２９－３１ ꎮ
结合本次样品的组合分析结果和变异函数情

况ꎬ对区域中的块体进行了赋值ꎬ使每个块体单元

得到相应的克里格估值ꎮ 本次研究将 Ｕ 含量作为

预测变量之一ꎬ对成矿预测具有指示性作用ꎬ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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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直方图如图 ８ －ａꎮ 据图 ８ －ａ 可知ꎬＵ 品位在

２.５ 附近块体数量大幅减少ꎮ 因此ꎬ由主观概率

法确定找矿信息量的临界值为 ２.５ ꎮ
(２)矿体赋存岩体变量

将建模区燕山早期第三阶段 ａ 岩体 γ５
２－３ａ、燕山

早期第三阶段 ｂ 岩体 γ５
２－３ｂ与燕山早期第二阶段岩体

γ５
２－２作为 ３ 个岩体变量ꎬ各岩体的频率分布直方图分

别见图 ８－ｂ~ ｄꎮ
(３)碎裂蚀变带变量

大府上矿床的类型为碎裂蚀变岩型铀矿ꎬ因
此ꎬ将碎裂蚀变带作为一项预测变量参与成矿预

测ꎬ频率分布直方图如图 ８－ｅ 所示ꎮ
５.３　 找矿标志统计

本区找矿标志主要包括岩体类型、碎裂蚀变带

和钻孔取样品位数据ꎬ通过每个找矿标志所对应的

信息量值进一步进行找矿预测研究ꎮ
在分析建模区大府上铀矿的主要控矿因素ꎬ确

定有利找矿标志后ꎬ选取碎裂蚀变带、岩体与品位

信息 ３ 个标志ꎬ若找矿有利标志在单元块体中存在

时取值为 １ꎬ不存在时记值为 ０ꎬ然后进行变量统计

分析ꎮ 统计结果(表 ３)显示ꎬ燕山早期第三阶段 ａ
岩体 γ５

２－３ａ与燕山早期第三阶段 ｂ 岩体 γ５
２－３ｂ变量的

含矿百分比明显高于其他变量ꎬ其中燕山早期第三

阶段 ｂ 岩体 γ５
２－３ｂ 变量的含矿百分比最高ꎬ可达

２０.３４％ ꎮ
５.４　 找矿信息量计算

取有用信息水平 Ｋ 为 ０.７５ꎬ根据公式(３)计算

出累计临界值为 ０.４４ꎮ 由找矿信息量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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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和预测结果图(图 ９)分析可知ꎬ大于临界值

的找矿有利标志只有一个ꎬ即燕山早期第三阶段 ｂ
岩体 γ５

２－３ｂ变量ꎬ亦即燕山早期第三阶段 ｂ 岩体ꎮ 其

中需要说明的是ꎬＵ 品位信息量为负值的原因是

３ 以上的块体数远小于０ ~ ３ 的块体数ꎬ因此ꎬ
含矿块体的权重较低ꎬ导致信息量为负ꎮ

６　 成矿预测

根据地质背景、立方体预测统计ꎬ确定建模区

主要的控矿因素为燕山早期第三阶段 ｂ 岩体ꎬ因此

将燕山早期第三阶段 ｂ 岩体作为靶区预测的重要指

标ꎬ以此约束的单元体总数为 ３３５５２ 个ꎬ其中以信息

量临界值大于或等于 ２.５ 圈定找矿靶区ꎬ有找矿

标志无矿的单元数 ｆＸ为 ２６７２７ 个ꎬ含矿远景块体 Ｎ
为 ８２８８ 个ꎬ已知铀矿单元块体 ｆｘｙ(Ｍ)为 ６８２５ 个ꎮ
则校正因子 ｋ'为 ０.８２ꎮ

由公式(３)可得ꎬＰｘ 为 ０.８０ꎬ成矿概率 Ｐｘ'为校

正因子 ｋ'与 Ｐｘ 的乘积ꎬ因此ꎬ该找矿靶区的成矿概

率 Ｐｘ'为 ６５.６０％ ꎮ 本次根据计算机模拟ꎬ圈出 ３ 个

找矿靶区(图 １０)ꎮ

表 ３　 变量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ｓ

信息量指标
含矿块

体数 / 个
总块体数

/ 个
含矿率

/ ％

γ５
２－３ａ ３５６４１ ３６７０２３ ９.７１

γ５
２－３ｂ ６８２５ ３３５５２ ２０.３４

γ５
２－２ １６２７３８ ２５７３４６９ ６.３２

碎裂蚀变带 ３９７６０ ６４６００５ ６.１５

Ｕ 品位 １９０８２３ ２９０２０２６ ６.５８

表 ４　 找矿信息量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信息量指标 Ｓｊ Ｎｊ
(Ｎｊ / Ｎ) /
(Ｓｊ / Ｓ)

Ｉｊ

γ５
２－３ａ ３６７０２３ ３５６４１ １.４５５６２７ ０.１６３０５

γ５
２－３ｂ ３３５５２ ６８２５ ３.０４９１４３ ０.４８４１７８

γ５
２－２ ２５７３４６９ １６２７３８ ０.９４８２７１ －０.０２３０７

碎裂蚀变带 ６４６００５ ３９７６０ ０.９２２５８ －０.０３５

Ｕ 品位 ２９０２０２６ １９０８２３ ０.９８５６５１ －０.００６２８

图 ９　 预测结果图

Ｆｉｇ. ９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ｃｈａｒｔ

图 １０　 预测靶区

Ｆｉｇ. １０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ｒｅａ

７　 结　 论

(１)收集整理了桃山矿田罗布里南部地区的钻

孔、勘探线数据等资料ꎬ建立了该区域的地质数据

库ꎬ实现了研究区数据资料的动态管理和综合运

用ꎬ为“互联网＋地质”提供基础资料ꎮ
(２)基于空块模型ꎬ引入样品点ꎬ进行数据分

析ꎬ剔除特异值并组合样品ꎬ寻求半变异函数ꎬ并进

行半变异函数的交叉验证ꎻ利用克里格法对空块单

元进行估值处理ꎮ
(３)建立了基于三维建模的罗布里南部地区三

维定量预测体系ꎬ探讨了“立方体预测模型”找矿方

法的可行性ꎬ并实现了该方法在罗布里南部地区的

应用ꎮ
(４)初步划分了建模区变量类型为矿体赋存岩

体变量、破碎蚀变带变量和铀克里格品位估值变

量ꎬ并且分别对这 ３ 类主要变量进行立方体单元的

划分与提取ꎮ 最终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计算ꎬ圈定了

找矿靶区位置ꎬ预测成矿概率为 ６５.６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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