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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域化探深层样品元素异常与

物探重"磁异常及遥感解译构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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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深层样化探异常与物探重力"航磁和遥感解译关系的研究!认为深层样 元 素 异 常 是 由 隐 伏 构 造 指 示 元

素5B"0C!与重力负异常有关的酸性岩元素2D"EF"G"1!与航磁正异常有关的基性岩元素GF"4%"(H"$"4I和与地

层有关元素4J"4";&四部分组成#解释了深层样元素异常的原因!开拓出区域化探与区域物探"遥感解译相结合的

新路$

关键词!深层样化探异常#物探异常#遥感解译构造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5!!!文章编号!+)))K"@+""!))*#)#K)*+#K)>

!!在四川省区域化探中!成都多目标地球化学测

量首次系统地进行了深"浅层采样工作$浅层土壤

样代表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第二地球化学环境!与人

类活动的环境"农业等有关#反映第一地球化学环境

的深层样!虽然与人类活动的地球化学环境有关!但
更多的是与基底和该区河流上游的物质来源有关$
由于基底的物质被地表土壤大面积掩盖!难以直接

观察到!因而可借助区域重力"航磁和遥感解译的研

究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深部的基底"构造和物质方

面有着独特的作用$作者从区域化探与区域物探和

遥感结合入手!对区域化探深层样元素异常产生的

原因进行了探索!同时对于引起区域物探及遥感的

物质本质的认识也得以深化$

+!区域化探元素异常

+L!)万成 都 市 多 目 标 地 球 化 学 测 量 中!深 层

样含量高 的 元 素 有 5B"0C"4J"2D"EF"G"GF"4%"

4I"(H"$"4"1";&#浅层样含量高的元素有 0C"2M"

5C"4B"/M"ND"4J"2"4"("/"2F#两者中含量都高

的是 0C"4J"4%+&$
浅层样高的元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与农业

有关的 元 素!如 ("/#"污 染 元 素!据 成 都 市!A个

镇和主 要 河 流 水 系 沉 积 物 统 计!主 要 污 染 元 素 为

0C"2M"5C"/M"ND"4B"4J"/"2"2F$这 两 部 分 正

是成都市浅层样的高丰度元素%!!>&$而深层样的高

丰度元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作者研究了区域的物

探重力和航磁异常!并结合遥感的构造解译成果得

到了满意的解答$其做法是!结合不同的区域重力"
航磁异常和遥感解译的隐伏构造分别统计各元素的

在本区深层样平均值的衬值!把不同元素组合的衬

值相加再除以参加组合的元素的数目!就可以计算

反映成矿和成岩作用的有关地球化学指标!其衡量

标准 对 于 成 都 地 区 深 层 样 是+$低 温 热 液 指 标 是

5B"5O"2M"0C#中 温 热 液 元 素 指 标 是 5C"4B"/M"

ND"4J"8%"P";Q#高温热液元素指标是 R"2D"6H"

EF"G"E"EH#铁族元 素 指 标 是 ;GF!.>"8D"4%"(H"

$";H"4I$同时计算了!<(S)*!<((T)"!<(4%)*!<
((H)的值(!< 为异常衬度)$表+就是 依 照 上 述 组

合得出的地球化学指标的数值$

!!区域重"磁异常和遥感解译构造上的化探

异常特征

!!深层样重力和航磁异常化探数据衬值和地球化

学指标统计见表+$

!’"!区域重力异常的化探异常特征

区域重力异常分为负"正异常和零值线>种异

常$引起正重力异常主要有区域高密度的基性岩或

老地层#引起负重力异常则是酸性岩或新地层$
该区负重力异常有!种!一是发育在温江"崇州

和 郫县地区的负重力异常有中温热液元素5C"4B"

收稿日期!!))>K)#K!)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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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重力和航磁异常与化探深层样指标统计

物探异常区
样本

数

地球化学指标衬值范围

"+’+# "+’+)#+’+# "+’)##+’+)

地球化学指标衬度

低温 中温 高温 铁族 !# !##

重
力
异
常

温崇郫负重力异常 #) /M!ET!E!(T!4T!8C
/!4!6T!2F!2!2I!,T ND!2D!G!8D!S 5C!4B!R!EF

$!(!1!2< )’"! +’)> +’)@ +’)! )’A) )’@#

其他负重异常 !+* 0C!2< 4I +’)) +’)) +’)) +’)> +’)+ +’)+

重力零值线 +)> 5B!/M!8%!8D!4%
(H!4I!(T!8C!/!2I+’)! +’)> +’)+ +’)# )’@> )’@#

重力正异常 !"! 4T 5B!2M +’)! )’@" )’@@ )’@? +’)@ +’)!

航
磁
异
常

北部正磁异常 ?A 0C!5C!2D!4I!(H!(T
8C!(!/!2F!2I ET!8D!2<!,T 4B!/M!ND

GF!4%!$ )’"@ +’)+ )’@# +’++ +’)" +’))

其他正磁异常 !?! P )’@# )’@A )’@> )’@* )’@# )’@?
航磁零值线 +)" 5B!0C 5O!2M!8D!4F +’+> +’)) +’)+ +’)+ +’)+ +’)"
航磁负异常 !A@ 2F!6T )’@A )’@@ +’)! +’)) )’@@ )’@A

重
磁

郫崇负重负磁异常 *+ /M!ET!2D!G!E!8D!(T
4T!8C!/!2F!6T!,T

5C!4B!EF
EH!S!4!4F

ND!R!6H!GF!$
;H!(!2!2< )’A" +’)* +’+! +’)# )’?" )’@A

!注"!#表示!<#S$%!<#(T$&!##表示!<#4%$%!<#(H$’表中衬值以成都市深层样均值为分母’样本数为深层样数(+件代表+?UV! 范围’

/M!ND!ET!P(高 温 热 液 元 素 R!2D!EF!G!E(铁 族

元素 8D!$(常量元素S!.!(T!.!4T.!8C.(其它

元素(!/!1!6T!2F!2<!2!4!2I!,T’通常 R!2D!

EF!G!E!EH!1!6T!(T!.与酸性岩有关’另一种是

仅有 0C!2<!4I等少量元 素 的 异 常(元 素 组 合 有 着

明显的差异’根据区域地质!化探!重力异常和地热

发育等特征(认识前者可能与隐伏的酸性岩体有关(
而后者则与新地层有关’实际上前者地区的周边已

有酸性岩体发育’与深部酸性岩体有关的负重力异

常区(高温和中温元素组合的地球化学指标高(反映

这一地区温度较高的热液活动较强’
重力零 值 线 附 近 元 素 多 是 衬 值"+’)##+’+)

的低丰度元素’重力正异常区仅有 5B!2M和4T.
化探异常’

!’!!区域航磁异常的化探异常特征

区域航磁异常分为负!正异常和零值线>种区

域’引起航磁正异常的主要是区域高磁性的基性岩

或老地层(负航磁异常多与新地层发育的坳陷区有

关(航磁零值线区则多与构造有关’
航磁正异常区元素组合明显分为两类(一类在

本区 北 部 发 育(有 0C!5C!4B!/M!ND!ET!2D!

;GF!.>!8D!4%!(H!$!(T!.!8C.!(!/!2F!2<!

2I!,T异 常(铁 族 元 素 衬 度 最 高(达+’++(!<#S$%

!<#(T$!!<#4%$%!<#(H$偏高(4%高是深部该元素

高的表现(而该区边部正是彭灌杂岩的基性岩大量

发育的地段&另一类在本区其余地区的航磁正异常

区(仅有P异常’据地质推断这些地区基底可能是

不带磁性的老地层’
负航磁异常区有2F!6T异常(铁族元素衬度低

#)’@*$(地表为时代较新的沉积岩发育区’

航磁 异 常 零 值 线 位 置 有 5B!0C和 5O!2M!

8D!4F异 常(低 温 热 液 元 素 发 育 是 构 造 活 动 的 显

示’这些地 区 与 遥 感 解 译 的 隐 伏 构 造 有 一 定 的 关

系’
成都盆地的核心地段的温江!崇州和郫县地区(

其区域重力和航磁均是负异常(比单纯的负重力异

常地区多了6H!EH!4F!;GF!.>!;H!(异常’高!中

温热液元素指标更为突出’区域重力和航磁均是负

异常发育区(与 隐 伏 酸 性 岩 体 的 关 系 应 更 为 密 切’
区域上这一地区有地热发育(可能有着深层次的关

系’

!’#!遥感解译构造的化探异常!*"

应用遥感方法系统解译了区内?组!#条隐伏

构造(深 层 样 有 0C!R!5B!2<和 5C!4!2F!(异

常(并且"#深层样0C$%"#浅层样0C$是高值’这

些隐伏构造 与 区 域 航 磁 异 常 零 值 线 存 在 共 同 发 育

区(5B!0C!R 等指示构造发育的元素是高值’

>!结论

成都地区深层样含量高的元素有 5B!0C(2D!

EF!G!1(GF!4%!4I!(H!$(4J!4!;&’结 合 上 述 物

探!遥感解译 与 化 探 异 常 的 关 系(可 以 分 解 为*部

分"!与 遥 感 解 译 有 关 的 隐 伏 构 造 指 示 元 素 5B!

0C("#深层样 0C$%"#浅层样 0C$高比值&"与重

力负异常有关的酸性岩有关元素2D!EF!G!1&$与

航磁正异常有 关 的 基 性 岩 有 关 元 素GF!4%!(H!$!

4I&%与地层有关元素4J!4!;&’

通过物探重!磁和遥感解译的隐伏构造与深层

样化探异常关系的对比研究(对引起该区深层样化

探异常的原因有一个较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对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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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磁和遥感解译的隐伏构造的元素特征有了更为

清楚的认识#区域化探异常$特别是深层样的元素

异常研究$必须与其它学科紧密结合$才能提高研究

和认识的水平#区域勘查地球化学与其它相关学科

广泛结合$是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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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来源于岩浆气水热液$是在中深成矿条件下形

成的中温偏 高 热 液 矿 床$形 成 温 度 在>))‘左 右#
西灶沟铅锌矿属热液型矿床$赋存在断裂构造裂隙

中$呈脉状$距花岗岩体有一定的距离$它的物质来

源为岩浆热液$是在中深成Y浅成条件下形成的中温

热液矿床$形成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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