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述镁铁-超镁铁质岩体及铜镍矿床,是否为

同期同构造背景的产物? 其地球动力学机制如何?
形成过程与成矿作用怎样? 可见,柴周缘及邻区镁

铁-超镁铁岩的含矿性及形成机制研究未能受到应

有的重视。地球化学和同位素组成研究揭示了某些

岛弧岩浆特征信息,与典型铜镍矿床形成于稳定地

台或裂谷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可见进一步深化柴周

缘及邻区镁铁-超镁铁质岩体的构造背景与铜镍矿

床形成机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综合区域构造演化

与研究数据,建立柴周缘及邻区镁铁-超镁铁质岩

体的成岩成矿地球动力学机制和模式,填补早古生

代铜镍矿的研究空白,不仅对拓展Cu-Ni矿资源找

矿前景有极大的指示意义,且对丰富岩浆型Cu-Ni

矿床和镁铁-超镁铁岩的理论认识也是个重要的范

例 (李文渊,2004;汤中立等,2006;NiuYL,

etal.,2006)。

  南祁连化隆地区裕龙沟、拉水峡等岩浆铜镍硫

化物矿床的研究表明,其赋矿岩体属铁质系列的基

性-超基性杂岩体,表现为 Nb、Ta、Ti的亏损,
所有岩石均属于钙碱性系列,且轻稀土 (LREE)
和大离子亲石元素 (LILE)相对富集,适度亏损

高场强元素。对矿石同位素研究揭示其原始岩浆在

经历结晶分异后,又遭受了地壳混染作用,以及富

Si地壳物质的加入,产生硫化物的熔离作用而成

矿 (张照伟等,2009;2011;2012b;高永宝等,

2012)。从Sr-Nd同位素组成投图 (图2),落入典

图2 化隆地区含铜镍矿岩体Sr-Nd同位素组成

型的阿拉斯加型岛弧区域。
据姜常义等研究,牛鼻子梁岩体层状和纹层状

构造、岩石堆晶结构普遍发育。岩体层理明显,具

有清晰的垂直分带。下部以超镁铁质岩石为主,中

部以镁铁质岩石为主,上部以淡色辉长岩、闪长岩

为主。主要形成于岩浆结晶早期阶段的橄榄岩相均

含有褐色普通角闪石,且数量最多可达15%。此

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角闪石岩,其中的角闪石含量

为60%~75%,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岩浆富含挥

发分。在原始地幔标准化的微量元素配分曲线图

中,橄榄岩相、角闪橄榄二辉岩和橄榄辉长岩具有

明显的Nb、Ta负异常,而无Ti异常;角闪石岩、
辉长岩相具有明显的Nb、Ta负异常和弱P、Ti负

异常。石英闪长岩和英云闪长岩具有明显的 Nb、

Ta、P、Ti负异常。此外,除英云闪长岩和石英闪

长岩外,大部分样品都显示了Ba的负异常。石英

闪长岩和具有负铕异常的英云闪长岩显示有Zr、

Hf正异常。同位素研究表明,原生岩浆为高镁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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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玄武质岩浆 (MgO=11.56%),生成于亏损型

地幔源区,具有 OIB型 Nd、Sr同位素组成的特

征。夏日哈木矿床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东昆仑造山带

之北昆仑复合岩浆弧带,各类矿体、矿化体主要赋

存在橄榄岩相中。肉眼可识别的矿石矿物是磁黄铁

矿、黄铜矿。可以见到以黄铜矿为主的硫化物细脉

穿插交代以磁黄铁矿为主的矿石可以证明该矿床以

岩浆阶段成矿作用为主,并有热液阶段成矿作用叠

加。
结合区域构造演化过程与成矿认识,柴周缘及

邻区镁铁-超镁铁质岩体及铜镍矿床初显了俯冲与

裂谷的构造背景,可能是多成因的形成机制和成岩

成矿过程。南祁连化隆地区的成岩成矿可能与形成

时的俯冲相关的地质环境密切相关,柴周缘牛鼻子

梁与夏日哈木的成岩成矿可能与板块边缘裂谷

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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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磁异常与高程之间的关系研讨

王正科,杨志刚

(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综合物探大队,陕西 西安 710016)

1 序言

就地球物理勘探数据处理问题来说,在大比例

尺、小面积 (几个平方千米到上百平方千米的小范

围)工作时,对于地形高差较大的工作区域,其物

探异常随局部地形变化而发生变化,一般会带来一

些受地形因素影响的 “虚假”异常,使用这样的异

常来进行地质解释时,其可靠性和准确性会有所降

低,进而消弱解释结果与基本地质意义的对应关

系。因此,对于许多长期从事地球物理勘探数据处

理的工作者来说,就涉及必要的数据处理方法的改

进,以增加其与地球物理勘探推断解释结果和实际

情形的吻合程度。
在实际工作中所得到的物探 (包括重力勘探、

磁法勘探和电法勘探)异常,其大多为地表面测

量,而地表面多为曲面,经过各项改正所得的异常

称其为完全物探异常 (比如:在重力测量方面称其

为完全布格重力异常,实际上应为空间重力异常。
王 宝 仁 等,1995;罗 孝 宽 等,1991;管 泽 林,

1981)。在大比例尺地球物理勘探工作中,地形高

差较大时,解决实际问题中目标体的埋藏深度小于

其高程 (地形)差值的情形依然存在,这样必然导

致一些 (甚至巨大的)推断误差!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前人在工作中积累了非

常丰富的经验,在一些物探资料解释参考书籍中均

有所介绍。这里就笔者通过在物探数据处理 (尤其

是在重力勘探和磁力勘探等成果资料的数据处理)

中获得的经验,提出一点个人看法供同行参考。

2 方法原理 (图1)

众所周知,对于长期从事地球物理勘探人员来

说,提到磁法勘探必然想到重力勘探,两者之间存

在密不可分的联系 (陈善,1986;《重力资料解释

手册》编写组,1983)。从两者的理论基础分析,
其各自异常 均与观测点和场源之间的距离有关

(陈善,1986)。对于范围小、高程差较大的区域,
由于异常观测位置位于地表面,高程的变化以及测

点周围地形的变化均会引起物探异常的变化,且在

与周围测点之高程差变化不大时,可以直接沿用半

空间理论基础上导出的常规数据处理方法,结果也

会比较准确。然而,对于在与相邻测点之高程差变

化较大时,直接沿用半空间理论基础上推导出的常

规数据处理方法,或多或少会差生一定的偏差,在

高程差变化大于目标体埋藏深度时,还会得到与实

际情形截然不同的结果,更谈不上解释结果的可信

度,也就失去了地球物理勘探的基本意义。为此,
笔者就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和对基本数据处理方法的

认识,提出将实际得到的不符合理论模型空间数据

处理的原始数据通过一系列的数据转换,使其基本

符合地球物理模型理论基础,然后再利用常规的数

据处理方法进行处理解释。

2.1 原始资料的转换

以实际测点为中心,某一距离为半径 (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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