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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宿弧（安徽段北部)弱磁异常特征及其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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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查明徐宿弧（安徽段北部)隐伏岩体的赋存状况，圈定岩体与围岩的接触部位及找矿靶区并推测赋矿部位，
是实施徐宿弧（安徽段)金多金属矿成矿背景调查的主要任务。 徐宿弧（安徽段北部)为弱磁异常区，实测磁异常

形态凌乱且难以识别。 首先通过化极、滑动平均、匹配滤波、垂向一阶导数及向上延拓等方法进行多方法多参数

变换数据处理，从弱磁异常中提取形态规则、易于识别的低缓异常; 然后对处理结果进行甄别对比，筛选出异常

形态特征有利于地质解释的磁异常图，即： 低缓磁异常为叠加异常，总体呈 ＮW方向延伸，覆盖面积较大，次级异

常呈 ＮＮW － ＮＥ方向西凸的弧形延伸至前欧盘。 同时，依据徐宿弧（安徽段北部)的地质背景及岩（矿)石磁性参

数特征，通过对比分析实测磁异常与前欧盘闪长玢岩引起的磁异常特征，推测引起低缓异常的磁性地质体为隐伏

中酸性复式岩体。 该研究为徐宿弧（安徽段)金多金属矿成矿背景调查的综合解释及圈定找矿靶区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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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为调查徐宿弧（安徽段北部)隐伏岩体的赋存

状况，分析区内的找矿潜力，根据区内为弱磁异常

的特点，主要采用匹配滤波、小波变换进行数据处

理，提取深部示矿信息。 调查区为第四系覆盖区，

是煤及矽卡岩型矿床的主要富集地区，现已查明的

金属矿产主要分布在徐宿弧（安徽段)的南部，濉溪

县前常、徐楼等地区，其中新探明的杨桥孜铜金矿

位于三铺岩体接触带部位，是目前淮北地区最大的

金矿床[１]。 调查区的找矿前景较好，但工作程度相

对较低[１ － ２]，到目前为止，主要开展过 １ ∶ ５ 万的区

域地质调查及小于 １ ∶ ５ 万的重磁测量工作。 本文

重点利用 １∶ ２． ５ 万地磁测量成果通过多方法多参

数变换数据处理提取弱磁异常[３ － ４]，查明区内的隐

伏岩体赋存状况，定性分析调查区北部前欧盘闪长

玢岩体的形成原因，分析白土南部地区的找矿前

景，为徐宿弧（安徽段)寻找矽卡岩型金多金属矿床

提供参考。

１ 区域地质背景

徐宿弧（安徽段北部)位于华北陆块南缘[５ － 6]，

分布在华北陆块（Ⅰ)南缘的徐淮地块（Ⅰ１)淮北断

褶带（Ⅰ１
１)内（图 １)。 淮北断褶带之北是台儿庄—

丰沛隆起，以南为蚌埠台拱。 四级构造单元为宿州

凹断褶束，徐（州)—宿（州)弧形构造带中段。

区内地层除缺失奥陶系上统至石炭系下统外，

自古元古界以后的其余地层均有分布; 岩性主要

为灰岩、白云岩、砂岩及泥岩等（图 ２)。

受基底构造及滑脱构造控制，区内盖层构造活

动强烈，形成了一系列逆冲断层及向西凸出的紧闭

线性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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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皖北地区构造纲要
Fig. 1 Outline map of tectonics in Northern Anhui

图 2 淮北地区地质简图
Fig. 2 Geological map of Huaibe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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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内岩浆活动表现出既有继承地台的某些特

征，又有自身的一些特征[７]，如： 岩浆活动不够强

烈，岩体规模不大; 岩浆活动比较频繁且分布广

泛，岩体常是多次侵入活动形成的复式岩体。 因华

北地台的基底僵化程度较高，岩浆活动的强烈程度

和差异性，还常取决于它们的继承性。
区内岩浆侵入活动主要发生在燕山中期、晚

期，主要岩性为闪长岩和花岗岩，多数为复式岩体;
已查明的矿床类型主要为接触交代矽卡岩型矿床，
与矽卡岩型矿床的形成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性闪

长玢岩体[８]。
徐宿弧（安徽段北部)弱磁异常区（图 ２)除已

查明的前欧盘闪长玢岩体及相关的铜铅锌多金属

矿外，目前未发现其他隐伏岩体及矿（化体)。

２ 地球物理特征

2． 1 岩(矿)石的磁性特征

依托正在实施的徐宿弧（安徽段)金多金属矿

成矿背景调查项目，对区内 ３２6 块岩（矿)石标本磁

性参数进行统计，其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1 岩(矿)石磁性参数统计表

Tab. 1 Statistical table of magnetic

parameters of rocks （ores)

岩性 样品数量 /个
磁化率

К / （１０ － ５SＩ)
剩余磁化强度

M / （１０ － ３Ａ·m － １)
砂岩  ３８ １７． ８８ ０． ８０

泥岩  １４ ３１． ２０ 6． ２９

泥质灰岩 ７ １． ８３ ０． ５７

灰岩  ４０ １． ５９ ０． ５０

白云岩 ３２ ３． ００ ２． ５５

花岗岩 ３０ ４． ０４ ２． ８４

闪长岩 ８５ １ 6０４． ２８ １３４． ４１

闪长玢岩 ８０ １３８． ８８ １２． ９７

  研究表明： 沉积岩类均为无—弱磁性; 花岗岩

类为弱磁性; 闪长岩类，具有中等磁性。
2． 2 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的磁法数据为实测的地磁成果，施工

比例尺为 １∶ ２５ ０００，网度 ２５０ m ×５０ m，测线方向为

１３５°，磁测总精度为 ± ２． ０ nT。

根据目标地质体的赋存状况，选取不同的处理

方法及多参数变换，最大化提取目标地质体信息。
其中，化极处理是消除斜磁化的影响，简化磁异常

的地质解释。 匹配滤波是利用傅里叶的正反变换

来实现浅源场和深源场的分离，当实测磁法数据能

较好地满足匹配滤波计算条件，且在对数功率谱曲

线选择的 ２ 个斜率段较合理时，匹配滤波计算就能

获得较好的地质效果，使区域异常或局部异常更加

直观。 小波变换是将信号分解成各种不同频率或

尺度，利用其数学显微镜的特点进行伸缩、平移聚

焦到信号任意细节加以分析; 利用小波变换多尺

度分析原理实现对磁异常浅源场和深源场的分离。
垂向一阶导数计算是突出对应深度的磁局部异常。

徐宿弧（安徽段北部)为弱磁异常区，隐伏磁性

地质体引起的弱磁异常已被浅部或地面产生干扰

磁异常掩盖，无法识别。 根据以上分析，选择匹配

滤波、小波变换的方法，采用改变相应的计算参数

获取多个深度下的区域场，通过对比，结合区内地

质背景进行甄别，筛选出符合某一特定地质现象的

处理结果; 根据功率谱曲线上的视深度，定性分析

目标地质体的埋藏深度; 最后利用垂向一阶导数

计算突出某一深度的局部磁异常。
甄别后，最终采用了 ΔT化极磁异常，将视深度

为 ５００ m及 １ ０００ m磁性地质体引起的 ΔT化极磁

异常及对应视深度为 ５００ m 的垂向一阶导数磁异

常作为异常解释的基本图件（图 ３)。
2． 3 弱磁异常特征及其解释

２． ３． １ 弱磁异常特征

徐宿弧（安徽段北部)ΔT化极磁异常为一低缓

异常区（图 ３ （ａ))，异常形态呈现出杂乱无规律现

象，异常极值多数在 ± １００ nT 以内，幅值、梯度小;
无明显的局部异常，隐伏磁性地质体引起的磁异常

难以识别; 仅在磁异常区的东南部沿黄疃—曹村、
沙沟—潘林方向隐约可见断续展布的 ＮＮＥ 向延伸

的弱磁异常带，异常带弧形展布不明显、宽度较窄;
说明磁异常主要由浅部的弱磁性物质局部富集引

起，弱磁性地质体的赋存状况主要由 ＮＮＥ 向构造

控制。

·２6·

万方数据



第 １ 期 何柳昌，等： 徐宿弧（安徽段北部)弱磁异常特征及其认识

（ａ) ΔT化极磁异常 （b) 视深度 ５００ m磁源 ΔT化极磁异常

（c) 视深度 １ ０００ m磁源 ΔT化极磁异常 （b) 视深度 ５００ m磁源 ΔT化极垂向一阶导数磁异常

图 3 不同深度磁性地质体引起的地磁异常图

Fig. 3 Geomagnetic anomalies caused by magnetic geologic bodies at the different depth

  在视深度 ５００ m、１ ０００ m磁源 ΔT化极磁异常

图上（图 ３ （ b)、（ c))，弱磁异常主要由Ⅰ、Ⅱ、Ⅲ

３ 条磁异常带组成，其中Ⅰ、Ⅱ号磁异常呈弧形延伸

至前欧盘铜、铅锌金矿预查区，现已验证，前欧盘磁

异常由闪长玢岩引起。 通过对比分析实测磁异常

与前欧盘闪长玢岩引起的磁异常特征，认为南部低

缓磁异常为中酸性岩体引起。

在视深度 ５００ m磁源 ΔT化极垂向一阶导数磁

异常图上（图 ３（ d))，局部异常以条带状为主，在

Ⅰ、Ⅱ、Ⅲ ３ 条磁异常带中均有明显的反映。 以疃

里—桃山集一带为界，南部磁异常带以 SＮ向为主、

北部磁异常带以 ＮＥ 向为主，形成西凸的弧形异常

带，其中Ⅱ号中的局部磁异常带呈弧形展布明显，

Ⅲ号异常带中的局部磁异常为 ＮＥ 向延伸，说明区

内的局部磁异常展布受 ＮＥ向或弧形构造控制。

２． ３． ２ 地质解释

由图 ３ 可见，随着深度的增大，调查区西南部

的磁异常形态由单一的 ＮＮW向逐渐过渡为 ＮW向

·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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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ＮＮW向延伸的椭圆形叠加磁异常，异常范围大、

异常强度小，推测该磁异常为多期次侵入的中酸性

复式隐伏岩体引起。 其主要依据： ①区内盖层地

质体主要为沉积地层和中酸性岩体，其中沉积地层

的岩性主要为灰岩、白云岩、砂岩及泥岩等，均为

弱—无磁性地质体，而中酸性岩体具有中等磁性，

当其埋深在有效探测范围内，会产生明显的磁异

常; ②若磁异常为基底隆起引起，其异常形态较为

单一，且磁异常走向应与褶皱构造的走向基本一

致; ③呈 ＮW 向磁异常的范围较大，推测为早期形

成的岩体引起，可能受控于 ＮW向规模较大的基底

构造; ④呈 ＮＮＥ向磁异常范围相对较小，推测为晚

期形成的岩体引起，可能受控于盖层中的弧形构造。

图 ３ 中分布的 ３ 条异常带均为弱磁异常，呈明

显的弧形展布，与区内的弧形构造方向基本一致，

推测是深部岩浆沿弧形构造由南往北向上侵入所

致，磁异常带延伸至前欧盘地区，推测目前已查明

的前欧盘闪长玢岩可能是由南部的中酸性岩浆沿

弧形构造往北侵入所致。

在图 ３ 中的Ⅰ、Ⅱ号异常带中，位于白土一带，

南北磁异常的特征发生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Ⅱ号

磁异常带中存在明显的东西错位现象，图 ３（d)中

的局部磁异常带具有明显的不连续现象，可能是岩

浆岩形成后期的 ＮWW 向构造在形成过程中致使

磁性物质赋存状况发生变化引起; 而区内的成矿

类型以热液蚀变的矽卡岩型为主，与岩浆岩形成基

本同步，该 ＮW向构造对已形成的矿（化)体可能会

起一定的破坏作用。

综上所述，位于隐伏岩体的西北部、白土以南

区域是寻找铜多金属矿的有利场所。 主要依据是

位于Ⅰ、Ⅱ号异常带间为相对低磁异常区，根据所

处的地质背景推测是由于古生代碳酸盐岩沉积地

层引起，而古生代中寒武系、奥陶系地层是本区的

赋矿层; 北部的前欧盘闪长玢岩分布区目前已查

明多处铜铅锌多金属矿（化)体，认为该区具备寻找

铜多金属矿有利因素。

３ 结论

（１)经数据处理后，徐宿弧（安徽段北部)弱磁

异常形态规则、磁异常特征明显，能较好地反映隐

伏磁性地质体的赋存状况，为进一步查明弱磁异常

区内隐伏磁性体的属性、开展下一阶段矿产勘查及

圈定找矿靶区提供了重要依据。

（２)徐宿弧（安徽段北部)弱磁异常区内分布

以闪长玢岩为主的隐伏中酸性岩体，且该岩体由多

期次岩浆侵入形成。 浅部岩体的赋存主要由弧形

构造控制，前欧盘闪长玢岩体是在岩浆侵入过程中

沿弧形构造带往北上侵至前欧盘区域所致。

（３)根据磁异常南北特征差异，推测沿疃里—

桃山集一线分布一 ＮWW 向的构造，该构造形成晚

于 ＮＮW向或弧形构造，对岩体或矿体的形成具有

一定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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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期 何柳昌，等： 徐宿弧（安徽段北部)弱磁异常特征及其认识

Weak magnetic anomalies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recognition in
Xu - Su arcuate structure （north of Anhui section)

HＥ Ｌｉucｈａng， CHＡＮ Sｉｗeｉ
（Geological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Institute of Anhui Province， Hefei ２３００３１， China)

Abstract： Tｈe mａｉn ｔａsks oｆ meｔａｌｌogenｉc bａckgｒound suｒvey oｆ goｌd ｐoｌymeｔａｌｌｉc deｐosｉｔ ｉn Ｘu － Su ａｒcuａｔe sｔｒuc-
ｔuｒe （noｒｔｈ oｆ Ａnｈuｉ secｔｉon) ａｒe ａsceｒｔａｉnｉng ｔｈe occuｒｒence sｔａｔus oｆ conceａｌed ｒock bodｉes ｉn Ｘu － Su ａｒcuａｔe
sｔｒucｔuｒe （noｒｔｈ oｆ Ａnｈuｉ secｔｉon)， deｌｉneａｔｉng ｔｈe conｔａcｔ ａｒeａ beｔｗeen ｒock bodｉes ａnd suｒｒoundｉng ｒocks ａnd
ｔｈe ｔａｒgeｔ ａｒeａ， ａnd sｐecuｌａｔｉng ｔｈe oｒe beａｒｉng ｐosｉｔｉon． Tｈe Ｘu － Su ａｒcuａｔe sｔｒucｔuｒe （noｒｔｈ oｆ Ａnｈuｉ secｔｉon)
ｉs ａ ｗeａk mａgneｔｉc ａnomａｌy ａｒeａ， ａnd ｔｈe meａsuｒed mａgneｔｉc ａnomａｌｉes ａｒe dｉsoｒdeｒed ａnd dｉｆｆｉcuｌｔ ｔo ｒecognｉze．
Tｈｒougｈ muｌｔｉ-ｐａｒａmeｔeｒ ｔｒａnsｆoｒmａｔｉon ｐｒocess， sucｈ ａs ｒeducｉng ｔo ｔｈe ｐoｌe， movｉng ａveｒａge， mａｔcｈed ｆｉｌｔeｒｉng，
veｒｔｉcａｌ ｆｉｒsｔ deｒｉvａｔｉve ａnd uｐｗａｒd conｔｉnuａｔｉon， ｔｈe ａuｔｈoｒs eｘｔｒａcｔed ｌoｗ ａnomａｌy oｆ ｔｈe ｒeguｌａｒ sｈａｐe ａnd eａsy
ｉdenｔｉｆｉcａｔｉon ｆｒom ｔｈe ｗeａk mａgneｔｉc ａnomａｌｉes． Tｈe ｐｒocessｉng ｒesuｌｔs ｗeｒe scｒeened ａnd comｐａｒed． Tｈen ｔｈe
ａbnoｒmａｌ mａgneｔｉc ｆeａｔuｒes ｗｈｉcｈ ａｒe ｆａvoｒａbｌe ｆoｒ geoｌogｉcａｌ ｉnｔeｒｐｒeｔａｔｉon ｗeｒe scｒeened ouｔ． Tｈe ｒesuｌｔs sｈoｗ
ｔｈａｔ ｗeａk mａgneｔｉc ａnomａｌｉes ａｒe suｐeｒｉmｐosed ａnomａｌｉes ｉn ＮW eｘｔensｉon ａnd ｈａve ｌａｒge coveｒａge ａｒeａs． Sec-
ondａｒy ａnomａｌｉes ａｒe ｉn ＮＮW － ＮＥ dｉｒecｔｉon ａnd ｔｈe ｗesｔ conveｘ ａｒc eｘｔends ｔo ｔｈe Qｉａn’ ouｐａn． Ａccoｒdｉng ｔo
ｔｈe geoｌogｉcａｌ bａckgｒound oｆ Ｘu － Su ａｒcuａｔe sｔｒucｔuｒe （noｒｔｈ oｆ Ａnｈuｉ secｔｉon) ａnd ｔｈe mａgneｔｉc ｐａｒａmeｔeｒs oｆ
ｒocks （oｒes)， ａnd ｔｈｒougｈ ｔｈe comｐａｒａｔｉve ａnａｌysｉs oｆ meａsuｒed mａgneｔｉc ａnomａｌｉes ａnd mａgneｔｉc ａnomａｌy cｈａｒ-
ａcｔeｒｉsｔｉcs oｆ Qｉａn’ ouｐａn dｉoｒｉｔe － ｐoｒｐｈyｒｉｔe， ｔｈe ａuｔｈoｒs sｐecuｌａｔed ｔｈａｔ ｔｈe ｌoｗ ａnomａｌｉes ａｒe cａused by ｔｈe
conceａｌed ｉnｔeｒmedｉａｔe － ａcｉd comｐｌeｘ ｒocks． Tｈe ｒeseａｒcｈ ｐｒovｉdes some ｒeｆeｒence ｆoｒ ｔｈe comｐｒeｈensｉve ｉnｔeｒ-
ｐｒeｔａｔｉon oｆ ｔｈe meｔａｌｌogenｉc bａckgｒound suｒvey oｆ goｌd ｐoｌymeｔａｌｌｉc deｐosｉｔ ｉn Ｘu － Su ａｒcuａｔe sｔｒucｔuｒe （noｒｔｈ oｆ
Ａnｈuｉ secｔｉon) ａnd ｔｈe deｌｉneａｔｉon oｆ ｔｈe ｔａｒgeｔ ａｒeａ．
Key words： ｗeａk mａgneｔｉc ａnomａｌｉes ａｒeａ; muｌｔｉ-meｔｈod ａnd muｌｔｉ-ｐａｒａmeｔeｒ ｔｒａnsｆoｒmａｔｉon ｐｒocess; Qｉａn’ou-
ｐａn dｉoｒｉｔe － ｐoｒｐｈyｒｉｔe; conceａｌed ｉnｔeｒmedｉａｔe － ａcｉd comｐｌeｘ ｒ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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