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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里河铅锌矿是凤太矿集区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铅锌矿床之一，近些年找矿方向转向已知矿体

深部及外围。根据二里河地区地质、地球物理特征，结合多年在凤太地区的综合地球物理找矿工作，分

析了回线源瞬变电磁法、电性源短偏移距瞬变电磁法及广域电磁法在二里河地区的实际应用效果，对 3
种方法的特点和适用性进行总结，认为：回线源瞬变电磁法、电性源短偏移距瞬变电磁法及广域电磁法

在该地区深部找矿具有可行性；回线源瞬变电磁法对于圈定矿体水平位置具有较好的效果，电性源短偏

移距瞬变电磁法对低阻异常较为敏感，广域电磁法分辨率较高，同时探测深度可达到 2 500 m。此外针

对二里河矿区的找矿工作，提出物探工作建议：采用以广域电磁法和电性源短偏移距瞬变电磁法为首选

的综合电磁探测方法，同时应尽可能采用长剖面和面积性物探工作。

关键词：电磁法；回线源瞬变电磁法；电性源短偏移距瞬变电磁法；广域电磁法；深部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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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rlihe lead-zinc deposit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large-middle lead-zinc deposits in Fengtai ore-
field. In recent years, the prospecting direction has shifted to the deep and periphery of the known ore body. Ac-
cording to the geological  and geo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rlihe area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mprehensive
prospecting  work  in  Fengtai  area  for  many  yea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s  of  loop

 
 

收稿日期：2023-02-14；修回日期：2023-11-06；责任编辑：姜寒冰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分辨地球电磁特性综合测量系统”（2022YFF0706204），西北有色地质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博士后项目“二里河矿区深部及外围综合物探找矿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XBDK202008）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陈靖（1984−），女，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地球物理方法理论及应用研究。E−mail：chenjing_0528@163.com。

* 通讯作者：郭文波（1966−），男，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电磁法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E−mail：guowenbo2003@163.com。 

第 57 卷 第 1 期 西   北   地   质 Vol. 57　No. 1
2024 年 （总 231 期） NORTHWESTERN   GEOLOGY 2024（Sum231）

mailto:chenjing_0528@163.com
mailto:guowenbo2003@163.com


sourc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TEM),  electrical  source  short-offset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SOTEM) and wide field electromagnetic method in Erlihe area. It is concluded that TEM, SOTEM and
wide field electromagnetic method are feasible in deep prospecting for this area; TEM has a good effect on de-
lineating the horizontal position of the ore body. SOTEM is more sensitive to low resistivity anomaly, the reso-
lution of wide field electromagnetic method is high, and the detection depth can reach 2 500 meter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rlihe lead-zinc deposit, it is suggested to adopt the comprehensive electromagnetic de-
tection method with wide field electromagnetic  method and SOTEM as the first  choice,  and use long sections
and area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as far as possible.
Keywords：electromagnetic  method； loop  source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short-offset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wide field electromagnetic method；deep prospecting

二里河铅锌矿床是陕西凤太矿集区北部典型的

大型铅锌矿床之一，位于八方山−二里河矿床东段（王

瑞廷等，2012，2023）。随着多年的勘查、开发，地表露

头矿及已知延伸矿体的开采已日益减少，寻找深部及

外围隐伏矿体是近些年找矿的主攻方向（田民民等，

2004；毛景文等，2005；李红中等，2009；祝新友等，2011；
高卫宏等，2016；王义天等，2018）。然而，深部及隐伏

部位找矿是目前公认的难题（罗杰等，2022；李忠等，

2022），由于规模、埋深以及与围岩的物性差异、设备

探测能力及人文干扰等，深部目标体通常引起的地球

物 理 异 常 非 常 微 弱 并 且 具 有 不 确 定 性（刘 天 放 等 ，

1992；滕吉文等，2022；张津瑞等，2023），故针对本矿，

开展已知矿区地下 800～1 000 m 第二找矿空间深部

找矿，或已知区域外围隐伏矿体勘查（叶天竺，2014）
是当前二里河铅锌矿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并且这对

整个凤太地区的找矿工作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二里河地区已经开展了丰富的物探工作，

包括区域上的重磁勘探、大比例尺地面高精度磁测、

自然电位法、激电中梯、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

高频大地电磁测深等，对区域和矿区的地质构造特征、

成矿规律和隐伏地质构造特征已有了许多成果。然

而这些方法和成果对于解释深部地质构造和指导深

部和外围隐伏矿体找矿还远远不够。因此需要通过

多种物探手段提高对地下深部地质构造和地质体分

布的深层次认识，加强大深度的物探探测技术应用，

为二里河铅锌矿及凤太同类型矿床第二空间找矿突

破提供有效、适用的物探方法手段。

 1　地质特征

 1.1　区域地质特征

研究区地处秦岭造山带凤太矿集区中北部（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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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等，2020）。该区广泛出露中泥盆统、上泥盆统，另

有二叠系、三叠系及白垩系分别在区内南北部局地出

现。泥盆系主要为一套浅变质碳酸盐岩-泥质碎屑岩建造

（王义天等，2018；魏丽等，2021）。从老到新依次为中

泥盆统马槽沟组（ ）、古道岭组（ ）、上泥盆统

星红铺组（ ）、九里坪组（ ）。铅锌矿体主要赋

存于古道岭组灰岩与星红铺组千枚岩间的千-灰接触

带，富厚矿体往往产于该层位中（图 1）。

D2g

D3 x

构造分为褶皱和断裂两大类。区内褶皱包括一

级褶皱构造古岔河-桑园坝复向斜，二级褶皱构造安河

寺-两河口复背斜、丝毛岭-荒草沟复向斜及银母寺–
大黑沟复背斜。背斜核部主要为灰岩（ ），两翼主

要为千枚岩（ ）。断裂构造包括 NW–NWW 向和

NE 向两类，一般 NW-NWW 向断裂规模较大，多表现

为逆冲断层。NE 向多发育张剪性断裂，常有岩脉充

填。NW–NWW 向褶段带与 NE 向断裂带的交汇部位

控制着矿集区的分布，其复合部位控制着矿床或矿体的

分布。

区内侵入岩体与岩脉发育，侵入岩体主要分布于

东部太白县、凤县、留坝县交界处，包括花红树坪岩

体 与 西 坝 岩 体 。 花 红 树 坪 岩 体 呈 较 小 的 岩 株以

NWW 向侵位于泥盆系，岩石类型为中细粒花岗闪长

岩。西坝岩体呈 NWW 向展布于东南部，主要由花岗

闪长岩、二长花岗岩和英云闪长岩组成。除侵入岩体

外，NWW 向与 NE 向脉岩发育：NWW 向脉岩主要为

花岗斑岩脉，分布于凤太铅锌-金矿集区中部；NE 向

脉岩主要为闪长岩脉与闪长玢岩脉，在铅锌、金矿床

部位集中分布。区内铅锌、金、铜等矿产资源富集，

形成 4 处 NWW 向铅锌成矿带，已查明的铅锌矿床或

矿点达 10 处以上（文耀辉，2020）。侵入岩体与岩脉

为 本 区 铅 锌、 金 成 矿 提 供 热 动 力 条 件 （王 瑞 廷 ，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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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矿区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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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二里河铅锌矿受八方山背斜控制，背斜两翼

产状北侧较陡，局部向南倒转，属较紧闭背斜。已知

矿床产于背斜鞍部及北翼地层由缓变陡部位或倒转

翼。含矿岩石为 灰岩与 千枚岩间的接触带附

近的硅质岩、硅化铁碳酸盐化蚀变岩（王瑞廷等，2007，

2013；李 永 勤 等，2015；代 金 龙，2015；张 革 利，2018）

（图 2）。本区未见地表大块岩浆岩出露，仅在西南可

见花岗斑岩脉带，由数条斑岩脉带组成。闪长玢岩脉

均沿横断层分布。已查明矿体走向延伸 3 500 m，目前

最大埋深 950 m。

本区铅锌矿体受次级背斜构造控制，主成矿结构

面为古道岭组生物碎屑灰岩与星红铺组千枚岩接触

界面（硅钙面）。地层、围岩及构造等是主要的控矿要

素。围岩蚀变以硅化为主，与矿化紧密相关，主要展

布空间沿赋矿层位、构造薄弱部位及矿体分布。铅锌

矿体主要分布在次级背斜构造鞍部及两翼，其次亦受

层间滑动破碎带的控制影响。

 2　地球物理特征

以 往 在 本 区 开 展 过 多 次 激 电 法、 充 电 法 、

CSAMT 等工作，有较为丰富物性参数资料，所收集的

岩矿石电性特征如表 1 所示。

可 以 看 出，本 区 灰 岩 电 阻 率 最 高，其 平 均 值 为

10 kΩ·m 以上；铁白云质千枚岩、含绿泥石铁白云质

千枚岩、绢云母千枚岩电阻率平均值为 431～647 Ω·m，

属中低阻；含碳生物灰岩和铅锌矿石其平均值 90～

1 922 Ω·m，属低阻。岩（矿）石电阻率差异明显，①高

阻的灰岩。②中低阻千枚岩。③低阻的铅锌矿石和

碳质灰岩。高阻的灰岩与中低阻千枚岩两者差异达

1～2 个数量级以上，铅锌矿石、碳质灰岩与千枚岩有

4～5 倍的差异，与灰岩有 2 个数量级以上的差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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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凤太矿集区地质简图

Fig. 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Fengtai min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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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八方山−二里河铅锌矿床地质简图

Fig. 2　Geological diagram of Bafangshan−Erlihe
lead−zinc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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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极化率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低极化率的千

枚岩及灰岩，其极化率值在 1%～5% 变化，平均值为

1.1%～2.7%；另一类为高极化率的碳质岩石和铅锌矿

石，其极化率在 3.9%～52.9% 变化，平均值为 12.7%～

26.1%。岩矿石极化率差异明显，铅锌矿石和碳质岩

石与其他岩性的极化率差异在 1 个数量级以上。生

物灰岩中由于有碳质残留，使灰岩的电阻率显著下降，

极化率显著升高，碳质对硫化物的吸附作用明显。含

碳千枚岩同样如此。

本区泥盆系古道岭组、星红铺组之间的千–灰接

触带是铅锌矿找矿的地层标志。成矿有利构造为次

级背斜鞍部虚脱部位、北翼地层由缓变陡部位或倒转

翼，富且厚的铅锌矿体常赋存在背斜倾伏部位。硅化

灰岩给元素富集提供了有利条件，是最直接的找矿目

标。物探综合异常能够在寻找深部盲矿及隐伏矿方

面发挥巨大作用，是重要的找矿间接标志（张耀斌等，

2016；陈明寿等，2017；王瑞廷等，2021；李凤廷等，2023；

滕菲等，2023）。综上所述，区内铅锌矿富集区域可表

现出低电阻、高极化特征，硅化灰岩为高电阻、低极

化率特征。千枚岩-灰岩界面表现出明显的高低阻异

常分界。背斜鞍部虚脱部位富矿体常表现为高阻隆

起中间含有局部低阻异常。此外，背斜两翼高阻异常

扭曲错动部位也可能是有利的找矿区域。以上为开

展二里河深部找矿提供了物探依据。

 3　综合电磁探测技术应用方法及效果

 3.1　综合电磁探测技术概述

根据二里河铅锌矿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先后在

研究区开展回线源瞬变电磁法、电性源短偏移距瞬变

电磁法和广域电磁法物探工作，开展综合电磁法应用

效果研究。

回线源瞬变电磁工作观测纯二次场观测，擅长在

高阻围岩中寻找低阻地质体，且无地形影响。通过已

知剖面试验，针对寻找背斜鞍部矿体设计了大小为 50 m×

50 m、发射线框为 3 匝、接收线框为 5 匝，并经过阻抗

匹配修正模型的 TEM 重叠回线装置，针对寻找背斜

两翼矿体，基于其具有沿纵深和水平方向延展性大的

特点，设计了大小为 100 m×100 m、点距为 25 m，线距

为 100～200 m 的单匝重叠回线装置。

电性源短偏移距瞬变电磁（SOTEM）将测区偏移

距缩短为 r=0.5～2H 处观测，发射端提供一种矩形阶

跃式电流，接收端布设在在发射源两侧，一次布源可

以实现大范围观测，特别在山区施工，接地导线源的

布置较为方便（薛国强等，2013，2020；陈卫营等，2015，

2017；王备战等，2020）。SOTEM 继承了 TEM 的优点，

同时由于采用小偏移距，能显著提高观测信号的信

噪比，并减小体积效应，因此可以大幅度降低数据处

理难度，提高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度，尤其适合在山

区开展深部找矿工作。本次工作点距 20 m，布设了

7 条剖面，剖面总长为 8.78 km。工作参数包括：发射

源长度，发射电流大小、发射基频、观测时长、电极

距 MN，线圈有效接收面积等，根据测区实际工作环

境确定。接收参数的设置根据测区噪声环境，选择

不同的叠加次数，在干扰较为严重的地区，叠加次数

增多，单点的观测时间增长。数据处理阶段所做的

工作包括滤波、去噪、畸点去除、地形校正、场源校

正等。

 

表 1    岩矿（石）电性参数统计表

Tab. 1　Statistical table of electrical parameters of rock and ore

岩（矿）石 名 称
电 阻 率（Ω·m） 极 化 率（%）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平 均 值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平 均 值

绢 云 母 千 枚 岩 夹 薄 层 灰 岩 720 208 451 5.3 1.5 2.7
铁 白 云 质 千 枚 岩 夹 薄 层 灰 岩 460 318 390 3.8 1.2 1.8

铁 白 云 质 千 枚 岩 536 215 431 3.4 0.8 1.6
含 绿 泥 铁 白 云 质 千 枚 岩 910 153 507 1.9 1.0 1.3

绢 云 母 千 枚 岩 1 322 318 647 2.7 1.2 1.6
含 碳 生 物 灰 岩 7 854 508 1922 40.3 3.9 12.7

硅 化 灰 岩 16 707 13 938 15 323 5.3 1.0 2.7
结 晶 灰 岩 17 304 8 023 11 323 1.7 0.3 1.1
铅 锌 矿 体 212 13 90 52.9 8.0 26.1

　 注 ： 资 料 来 源 王 瑞 廷 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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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域电磁法同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一样，具有

场源可控的特点（底青云等，2008；耿涛等，2023）。和

大地电磁法相比，它的场源更稳定可控，信号更强。

通过提取全域视电阻率计算公式，能够在“非远区”

开展测量工作，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人工源法的观测范

围，成倍地增加了探测深度。针对 CSAMT 变频发送

的缺点，其发射信号具有多个频率成分且振幅接近。

采用伪随机信号电流（何继善，2010，2020），可有效提

高工作效率，改善观测精度。本次工作在二里河铅锌

矿床东部某线进行，试验测线长为 3.6 km，方位 20°，

点距 40 m。设计最小收发距在 10.5 km 以上，大于 7

倍以上有效探测深度，以达到最大探测深度（1.5 km）

的要求。内业采用 GME_3DI（V4.2）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解释。

 3.2　应用效果

 3.2.1　回线源瞬变电磁法

2000 年前后二里河铅锌矿在背斜南侧开展了回

线源瞬变电磁剖面探测（图 3），共获得 2 处瞬变电磁

异常。一处位于二里河背斜鞍部，异常沿背斜延伸方

向分布。该异常由下方二里河主矿体引起，与已知地

质情况相吻合。另一处异常位于二里河背斜南翼次

级褶皱上方，与前一处异常特征具有相似性，推测由

二里河背斜南侧的次级褶皱鞍部盲矿体引起。TEM

方 法 在 本 区 的 找 矿 效 果 中 具 有 可 靠 性（陈 卫 营 等 ，

2015；王备战等，2020），可探测深度可达 500～700 m，

并准确圈出了矿体的水平投影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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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二里河铅锌矿床及东延 TEM 异常等值线图（据田民民等，2004 修改）

Fig. 3　TEM anomaly contour map of Erlihe lead-zinc deposit and east extension
 

 3.2.2　电性源短偏移距瞬变电磁法

2016 年 在 八 方 山 – 二 里 河 南 侧 实 施 了 7 条

SOTEM 剖面，该方法利用小偏移距实现大深度探测

（王备战等，2020）。7 条剖面中均存在两处低阻异常

且连续性较好，推测存在隐伏背斜和铅锌矿体（图 4）。

从图 5 中可以看到，在点号 262～278，视电阻率表现

为中间低两端高的特点，推断此处异常为铅锌矿体的

瞬变电磁响应，与已知地质成矿规律和地质情况吻合，

埋深在 500 m 左右。另一处异常具有相似的电性特征，

推测为主背斜旁侧的次级隐伏背斜。电性源短偏移

距瞬变电磁法圈定的低阻异常，与已知铅锌矿对应关

系较好，反映本区铅锌矿体为低阻特征，证明该方法

在本区深部找矿具有有效性，同时，相比 TEM 方法，

SOTEM 的有效探测深度提高到 1 000 m。

 3.2.3　广域电磁法

2020 年在二里河东延某线进行广域电磁法方法

试验，从剖面结果图上看（图 6），整个剖面可以分成两

大电性层：剖面中上部呈现出中低阻的特征，局部夹

有高阻，主要是中低阻千枚岩的反映，局部高阻可能

为石英脉、闪长玢岩脉等的反映；剖面中下部呈现出

中高阻的特征，推测由生物结晶灰岩引起。电阻率等

值线形态较为陡立，反映了剖面上对应地层的产状较

陡；剖面中下部等值线波浪起伏较大，反映出褶皱较

为发育。结合相关地质资料，在剖面 1 200～1 3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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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高段，点号 147～155 附近，有一处相对高阻隆起异

常，认定为背斜核部结晶灰岩的反映，界面上部及两

翼电性表现相对较低，且两翼电阻率等值线明显向下

凹陷，使得褶皱核部及两翼形成了一个较大的低阻凹

 

TP7

100

180

310

490

670

850

视电阻率
(Ω·m)

1 800

1 600

1 400

1 200

高
程

 (m
)

1 000

800

100
120

140
160

点号

180
200

220

TP6

100

220

460

700

940

视电阻率
(Ω·m)

1 800

1 600

1 400

1 200高
程

 (m
)

1 000

800
100

120
140

160

点号

180
200

220

TP5

100

170

260

420

660

视电阻率
(Ω·m)

1 800

1 600

1 400

1 200高
程

 (m
)

1 000

800
100

120
140

160
点号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300

290°

20°

TP4

100

160

420

740

1 060

视电阻率
(Ω·m)

1 800

1 600

1 400

1 200

高
程

 (m
)

1 000

100
120

140
160

点号

180

D3x

D2g

TP3

50

170

530

930

视电阻率
(Ω·m)

1 800

1 600

1 400

1 200

高
程

 (m
)

1 000

100
120

140
160

点号

180

D3x

D2g

TP2

100

150

240

640

1 040

视电阻率
(Ω·m)

1 150

1 350

1 550

1 750

高
程

 (m
)

750

950

100
120

140
160

点号

180

D3x

D2g

TP1

100

235

340

520

700

880

视电阻率
(Ω·m)

1 800

1 600

1 400

1 200高
程

 (m
)

1 000

800
134

154
174

194 点号
214

234
254

274

图4　TP1-TP7 线物探地质综合推断图

Fig. 4　Geophysical and geological comprehensive inference map of TP1-TP7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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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区，结合该测区成矿机理，推测该处为背斜核部虚

脱部位，是较好的含矿空间。此推测和电性源短偏移

距瞬变电磁法 TP1 剖面情况吻合，并与地质情况做了

对 应，验 证 了 方 法 的 有 效 性 。 同 时 ，在 标 高 900～

1 000 m，点号 140～146 处，有一深部高阻隆起异常，

且顶部等值线密集，推测为一隐伏次级背斜，这也和

SOTEM 剖面上两处低阻异常体对应较好，此推测也

和电性源短偏移距瞬变电磁法 TP1 剖面情况吻合；在

标高 600～800 m，点号 158～162 处，有一处明显的高

阻隆起异常，异常顶部及两翼等值线明显凹陷，电阻

率异常呈局部隆起特征、电阻率等值线膨大，和点号

147～155 处的情况相似，推测有赋矿的可能；在标高

200～300 m，点号 165～167 处，还有一处清晰明显的

深部高阻隆起异常，推测为控矿背斜北翼深部稳定延

伸引起的电性异常，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次使用广域

电磁法，在保证探测精度的前提下，大大拓展了地下

探测的深度，可以达到地表下 2 500 m。

通 过 后 期 地 质 工 程（图 7），标 高 1 200～1 3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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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背斜顶部的见矿部位验证了广域电磁法异常推断。

在标高 800～900 m，点号 135～146 处打钻也见到矿

体赋存，对应 SOTEM 系列剖面上反映矿体的低阻异

常，在广域电磁法综合剖面图上也有反映背斜灰岩的

高阻异常与之对应。后续实施坑内钻，在标高 600～

800 m 处发现背斜延伸界面的局部扭转部位见矿，对

应广域电磁法在 158～162 处产生的明显高阻隆起异

常。3 处见矿部位见矿厚度介于 0.68～15.96 m，平均

厚 度为 10.39  m， Pb 品 位 为 0.07%～2.65%， 平 均 为

1.58%，Zn 品位为 2.21%～20.52%，平均为 6.27%。

 3.3　讨论

通过在二里河矿区开展综合电磁法探测，研究各

方法在该地区找矿的效果，分析认为：在二里河铅锌

矿各探测阶段，回线源瞬变电磁法对圈定矿体水平位

置具有较好的效果，在早期圈定了中浅部的重点异常，

为后续的勘探奠定了基础。电性源短偏移距瞬变电

磁法对低阻异常具有更高的敏感度，且和回线源瞬变

电磁法相比，具有更高的探测深度和探测精度。首次

在该区域应用广域电磁法，认为该方法对于反映深部

高阻-低阻异常分界及背斜隆起形态有一定效果，探测

深度可达到 2 500 m。

凤太地区的铅锌矿大多具有相似的成矿类型及

控矿因素。多年来在对该地区开展瞬变电磁法、广域

电磁法找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在杨家湾开展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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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磁法测量，在埋深 700 m 处发现一低阻异常，经

地质验证，该异常与二里河千-灰接触带出露位置相对

应。在银母寺开展广域电磁法测量，物探异常经钻孔

验证，发现一处 400 m 厚的无矿带及一处位于 750～

1 400 m 埋 深 处 的 有 利 地 段 （祝 新 友 ， 2011；王 瑞 廷 ，

2012）。各矿山的地质地球物理条件不尽相同，但总

体结果仍反映出方法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回线源瞬变电磁法、电性源短偏移距

瞬变电磁法及广域电磁法在凤太铅锌矿深部找矿具

有可行性，并建议工作方式以广域电磁法和电性源短

偏移距瞬变电磁法为首选，开展综合物探找矿实践。

 4　结论

（1） 通过在凤太矿集区二里河铅锌矿开展回线源

瞬变电磁法、SOTEM 法及广域电磁法，分析总结各方

法的成效：瞬变电磁法通过面积性工作发现两处异常

体，结合地质情况，一处为已知矿体，一处为隐伏含矿

次级背斜；SOTEM 通过 7 条剖面，发现了连续性的两

处 异 常，推 测 为 主 背 斜 旁 侧 的 次 级 隐 伏 背 斜，并 在

TP1 剖面上圈定了一处低阻异常，证实与已知矿吻合；

广域电磁法试验剖面上显示的几处异常和 SOTEM 方

法 TP1 剖面的已知矿体及 TP1～TP7 推断的隐伏背斜

和铅锌矿体对应良好，对于反映深部高阻-低阻异常分

界及背斜隆起形态有一定效果。同时在其北侧深部

又有新的发现，待进一步证实。以上成果表明电磁法

在本区深部找矿中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

（2） 根据各方法的特点分析总结得出，TEM 方法

在本区找矿探测深度可达 500～700 m，能准确圈出了

矿体的水平投影界限；SOTEM 对低阻异常的探测较

好，探测深度可达 1 000 m。广域电磁法在保障了探测

精度的前提下，可将探测深度拓展到 2 500 m 以下。

（3） 针对二里河铅锌矿复杂的成矿背景以及多年

勘探经验，总结认为开展单一方法的勘探工作效果不

佳，在当前深部找矿 1 000 m 以深的要求下，开展以广

域电磁法和电性源短偏移距瞬变电磁法为首选的可

实现探测深度大、抗干扰能力强、分辨率高的综合电

磁探测方法，同时建议采用长剖面和面积性物探工作，

实现复杂地形地貌和地质成矿条件下高分辨率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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