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月

%&’&()&*，!""#
矿 床 地 质

+,-./01%.234,54
第!6卷 第7期

!6（7）：686!69#

文章编号："!:6;<$"7（!""#）"7;"686;$!

铜陵矿集区中酸性岩体航磁8%成像及对深部

找矿方向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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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铜陵矿集区中酸性侵入岩与成矿关系密切，区内几乎所有的内生金属矿均与侵入岩有关，岩体周边和

深部是主要的找矿方向，发现和圈定隐伏及半隐伏岩体对本区新一轮深部找矿工作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铜陵

矿集区$=:万航磁数据的8%反演成像为基础，结合物性参数和地质信息，选取适当的磁化率边界，对矿集区岩体的

空间分布进行了识别和圈定，共确定了88个岩体，并对其8%空间形态进行了定量分析，大部分推测岩体与地表地质

填图所得岩体吻合较好。依据“层位>岩体”的找矿模式，以航磁反演推测岩体为基础，结合其他成矿信息，确定了本区

圈定深部找矿远景区的7条基本原则，圈定了7个深部找矿远景区，对铜陵矿集区深部找矿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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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矿集区是中国东部重要的铜多金属矿产基

地，已经发现大中型矿床=>余处。研究表明（常印

佛等，?@@?），该区的矿床与燕山期中酸性侵入岩密

切相关，无论是矽卡岩9斑岩型矿床，还是海西喷流

沉积9燕山岩浆热液叠加改造型矿床，中酸性岩浆活

动对成矿物质来源、富集成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控

制作用。“层位A岩体”不仅是对铜陵矿集区成矿规

律的总结，也是下一步深部找矿的重要方向，系统研

究该区隐伏及半隐伏岩体的空间分布对本区新一轮

深部找矿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利用区域重磁数据推断岩体空间形态是地质勘

查中除钻探之外的主要方法，它大致经历了定性、半

定量和定量发展阶段，从上世纪B>年代开始，国内

外陆续有研究者利用重磁资料圈定和研究隐伏岩浆

岩带、岩体及其成矿关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采用重磁定性分析方法来研究岩体是地球物理

识别岩体所有方法中应用最早且使用最多的一种方

法，孙忠武（?@B;）、秦葆瑚（?@BC）、麦广田（?@@>）、钟

寿华（?@@=）、韩斗发（?@@=）、张维宸等（=>>B）、刘登

明（=>>@）、D!"*%!-3等（?@BE）、F$/%&-等（=>>?）根据

重磁场特征，采用“低重力”、“高磁力”组合异常、特

征线提取、垂向一阶导零值线等手段对隐伏岩体进

行了定性推断。随着=<和=GC<反演技术的发展，

人们逐渐采用反演手段半定量识别和圈定岩体，段

春生（=>>C）、H/&/"-3!（=>>C）对重磁数据进行了=<
剖面 反 演，研 究 了 隐 伏 岩 体 形 态 变 化。 金 鑫 等

（=>>B）对地面高精度磁测数据进行=GC<剖面反演，

推断出隐伏岩体的存在及其深部空间形态。随着计

算机技术的发展，重磁;<反演和;<显示技术发展

迅速，西方一些国家已开始采用;<反演技术定量地

分析岩体分布形态，如I/1$35!%等（=>>@）在瑞典北

部J%!&-!"$4$%.矿区开展了重磁;<反演，确定了矿

区花岗岩、铁镁质基性岩和火山岩的;<空间形态。

前人（顾丰!，?@B)）对铜陵矿集区岩体识别和圈

定也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手段为区域重磁资料的定

性解释，处理方法包括常规的数据处理（如匹配滤

波、求导、化极、场分离等）和少量剖面=GC<反演。

受当时方法技术水平的限制，大部分工作仅限于地

表范围内对岩体边界的推断，对;<空间的岩体形态

未能给出相应的解释。近年来，重磁;<反演领域最

突出的进展是;<物性反演成像（D!$-/1K，?@@)；姚

长利等，=>>E），该技术可以利用网格磁测数据重建

地下磁性场源的分布。本研究尝试采用该技术，对

铜陵矿集区?LC万航磁数据进行了反演，结合岩体

物性资料和地质资料，对铜陵矿集区岩体的;<形态

进行了识别，并结合该地区成矿预测条件，圈定了深

部找矿靶区，为本区深部找矿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 航磁;<反演成像方法

*K* 基本原理

利用航磁;<反演成像方法识别岩体的基本思

路是：首先对航磁资料进行化极处理，采用位场分离

技术分离区域场与局部场，提取目标深度内的磁异

常信息；然后将此异常信息作为反演的数据，进行

;<成像反演，得到地下半空间磁化率分布的;<数

据体；最后，根据研究区岩体与围岩的磁性参数差

异，结合其他地质信息，确定圈定岩体的磁化率阈

值，磁化率大于该阈值的部分即为岩体，通过;<可

视化的交互分析，确定岩体的空间;<形态。

航磁异常;<反演的模型主要有形态模型和物

性模型=类。物性模型反演是将场源区域划分成小

的单元组合（主要是长方体或立方体单元），反演过

程中，单元的形态不变，物性发生变化，通过反演所

得物性变化勾画场源范围（D!$-/1K，?@@)）；形态模

型反演通常以多边形=<棱柱体或;<多面体模拟地

质体为主，通过反演实现模型体形态的变化，以达到

逼近地质体的目的，模型体的物性通常是给定不变

的（M/.8，?@))）。相 对 而 言，由 于;<物 性 反 演

具有模型物性易于操作、能模拟任意复杂地质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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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模型单元大小）、反演方法技术受限制条件较

少、不涉及复杂的形态变化等特点，目前已成为航磁

反演，尤其是!"反演的一个主要方向（姚长利等，

#$$!）。

据%&’((（)*+,），磁源可以离散化为一系列的电

源模型，它在空间某点引起的磁场值可以简化为如

下关系：

!-"# （式)）

式中，# 为磁化强度矢量，" 是磁性点源和观

测点的几何参数决定的系数矩阵，写成分量形式则

为：

!.-!
$

%
"’.#’ （式#）

式中，%-)，#，⋯，/，为/个点源，&-)，#，⋯，

0，为0个场值，通过解0个方程的线性方程组，即可

获得/个点源的磁化强度值。

通常，构建许多不同模型都能减小拟合差至同

一期望水平，即反演中常说的多解性。为找到一个

特定的模型，地球物理反演理论定义了一个关于磁

化率的目标函数，使其最小化以符合实际情况。目

标函数的细节取决于具体的问题，并且可以随着先

验信息的改变而改变，但一般而言，目标函数应该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使所构建的模型接近参考模型，

并使产生的模型在!"空间是平滑的，磁法!"反演

目标函数的定义如下：

1$-!’"("’"#（)）（#2#$）#*(3!+"("+

〔$"
（)）（#2#$）

$+
〕#*(3!,"(",〔

$"（)）（#2#$）

$,
〕#*(3

!)"(")〔
$"（)）（#2#$）

$)
〕#*( （式!）

式中，"’，"+，", 和") 为空间相关函数，!’，!+，

!,和!) 为决定沿某个方向重要性的系数，如!+／!’
的比值越大，模型沿4方向就越平滑。每个方向平

滑程度可以通过以下!个参数定义：54- !+／!# ’，56
- !,／!# ’，57- !)／!# ’，5值越大，反演所得的模型

越平滑。

众所周知，重磁数据没有固有的确定的垂向分

辨率，在模型构建过程中，直接表现为核函数随深度

的衰减，由于其幅值随深度增加迅速衰减，地面的观

测数据不足以产生具有深度分辨率的核函数。为

此，反演需要引入深度加权方法来减少这种自然衰

减对反演结果的影响。根据反演中离散化的要求，

将深度加权函数定义如下：

"（-$&）-
)
!)&
" *)

（)3)$）［ ］#
)／#

，&-)，#⋯⋯$ （式8）

-$&是第&个网格单元与观测点的距离，!)&是第

&个单元的厚度，此加权函数是一个归一化的函数。

!9" 反演步骤与方法

航磁!"反演的基本流程和相关方法如下：

（)）数据准备：航磁测量数据（如区域场分离、

滤波等）的处理，保留反演拟达到深度范围内的信

息；用以反演数据的误差估计，包括数据噪声估计，

观测点定位误差等导致数据的误差；收集地质、构

造、钻孔、物性资料等先验信息，为后续模型构建、权

重函数设置、模型单元的物性（磁化率）边界范围选

取提供有用的信息。

（#）网格剖分：这个步骤实质是将模型离散化，

将地下半空间剖分成若干合适的矩形体（代表地质

体单元），组合形成!"模型区域（图)）。在物性反

演中，一旦确定了模型的剖分关系，其几何形态及与

测点的相对关系将始终保持不变。网格剖分既需要

考虑模型的精度，如多大的模型单元才能反映感兴

趣地质体的分布，同时还要考虑计算量，在满足精度

需求前提下控制模型单元的数量，从而减少反演所

需的时间，实现快速反演。

（!）定义反演过程所用到的参数：如何确定目标

函数中的空间相关系数（式!）、深度加权函数等（式8）

是决定反演结果好坏的重要步骤之一。设置合适的

拟合差，通常将其设置为测量数据的标准偏差。

（8）执行反演：首先计算几何格架，然后对每个

模型体进行扫描作正演计算，每扫描完一次后计算

正演场与实测场的均方误差。

图) 反演模型示意图（据姚长利等，#$$#）

:9组合模型；(9任一模型单元

;’<9) =>?@/:A’>’0B@&C’D0/DE@F（:GA@&H:D@A:F9，#$$#）

:9ID/(’0:A’D0/DE@F；(9J06D0@/DE@F

（K）解的评价：从收敛性、地质解释的合理性对

反演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如果不满足反演精度要求，

$8L 矿 床 地 质 #$$*年

 
 

 

 
 

 
 

 



进行迭代，重复步骤（!），直到反演结果满足精度要

求，完成反演，输出反演结果。然后在"#可视化环

境下与其他相关信息（地质、钻孔）综合集成，进行反

演结果的解释。

$ 磁参数"#反演及岩体圈定

!"# 数据及$%磁参数反演

航磁数据范围包括%&’万分幅铜陵幅、戴家汇

幅全部及南部的木镇幅和乔木湾幅部分，范围为东

经%%()!*+**,!%%-)%’+**,，北纬"*)!$+"*,!"%)**+
**,。航磁测量飞机的飞行高度为%*(!"**.，大部

分区域测线间距为’**.，局部区域为$***.（西

北角和东南角）。铜陵矿集区原始数据化极处理结

果见图$所示，磁异常总体呈北东向分布，东北部为

整体高磁异常区，在这个高背景上又叠加了戴公山/
戴家汇、凤凰山、舒家店、牧家山等次级高磁异常区，

狮子山磁异常和施家冲（图中岭头东部异常）磁异常

为高背景外围的异常，铜官山、西湖及插花山西异常

为独立的高磁异常。

本研究拟对铜陵矿集区’***.深度范围内进

行"#航磁成像反演。为消除深部磁性体的影响，保

留’***.以浅磁源信息，对化极异常进行了区域

场与局部场的分离。采用多项式拟合的方法，进行

一阶、二阶和三阶多项式拟合，结合地质信息，经过对

比后认为，二阶剩余异常（图"）较好地保留了’***.
以浅的磁源信息，故将其作为"#反演的数据。

网格剖分：%***.深度范围内，网格单元长0
宽0高1$**.0$**.0’*.；%***!’***.深

度范围内，网格单元长0宽0高1$**.0$**.0
%**.，网 格 单 元 总 数（ 个 ）为%%$0("0$*1
%2"’$*。

磁化率边界设置为*!%34，通过%!次迭代计

算完成反演，反演结果如图!所示。图中最上层是

航磁化极异常，中间是地形地质图，底层为航磁"#
反 演结果立体图，从蓝色到红色的颜色渐变表示磁

图$ 铜陵矿集区%&’万航磁化极异常

5678$ %&’****9:;<.97=:>6?9=<.9@A（;:BC?>6<=><>D:E<@:）6=>D:F<=7@6=7<;:?<=?:=>;9>6<=B6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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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出露的戴公山和沙滩角岩体，近圆形分布，当深

度为!""#时，直径约为$%""#，随着深度的增加，

岩体规模增大，当深度达$"""#时，向南与戴家汇

岩体（&$号）连通；&"号岩体地表出露有大路方花岗

闪长斑岩体，为一规模较小的岩株；&$号岩体地表零

星出露各类岩体（如犀牛山岩体），!""#深度为近

圆形分布，随着深度逐渐变大，在$"""#深度向北

发展，与戴公山岩体（’(号）连为一体；&’号岩体地

表为第四系和白垩系所覆盖，推测为一隐伏岩体，顶

部埋深在$’!"#左右，近南北向条带状分布，长约

’%""#，宽约)""#；&&号岩体地表为第四系和白

垩系所覆盖，推测为一隐伏岩体，顶部埋深在$"""
#左 右，近 东 西 向 条 状 分 布，长 约’*""#，宽 约

$!""#，在&!""#深度向西北发展，与’(号、&$
号和&’号岩体连接，形成一个大岩体。

施家冲岩体地表出露面积较小，仅在施家冲（闪

长岩）、大山门（闪长岩）、姚家塘（闪长斑岩）零星出

露，但在深部$*号和$)号岩体形成一个近北东向

的大岩体。其中，$*号岩体地表出露面积较小。本

次反演推测其深部有规模较大的岩体存在，随着深

度的增大，岩体规模逐渐增大，在$"""#深度时，

为南北向长轴$%""#的椭球状，到&"""#深度

时，变为北东向长轴长*’""#的不规则条状，同

时，在主体岩体上向北、东、南等方向发展出数个岩

枝；$)号岩体对应地表出露的姚家塘闪长斑岩体，在

$"""#深度，该岩体与北侧的$*岩体相连，因此，

此岩体与$)号岩体来源相同，为“兄弟式”岩体。

马山岩体（$"号）和外郎坑岩体（$$号）在&"""
#深度为同一岩体。其中，$"号岩体对应地表马山

花岗闪长斑岩体，!""#以浅北东东向窄条状分布，

长+""#，宽%""#，随着深度的增加，岩体逐渐变

大，到&"""#深度，主体部分变为半径约$+""#
的圆形，并向南发展出一分支，与$$号岩体相连；$$
号岩体对应地表的外郎坑花岗闪长岩体和田房北闪

长岩体，两者在)""#左右深度连为一体，呈南北向

分布，长$"""#，宽*!"#，深部向北发展，在&"""
#深度与$"号岩体相连。

（’）地表有岩体出露，其深部仍为独立岩体，且

规模较小。这类岩体包括以下几个：

$号岩体为花岗闪长岩体，位于铜陵县天井湖，

呈北东向条状分布，长约&’""#，宽$’""!’"""
#。在天井湖两头隆起出露地表，在湖中间下凹，深

度至!""#左右。南西部围岩为三叠系南陵湖组，

北部为第四系覆盖，该岩体附近目前暂未发现金属

矿床（点）。

*号岩体对应地表小金山闪长岩体，北东向椭圆

状分布，地表为零星状出露，往深部逐渐加大，在

$’!"#左右发展为长轴长$"""#，短轴长约+""#
的椭球体；)号岩体对应地表的顺安闪长岩体，北东

向分布，浅部出露面积较小，在+""#左右深度逐渐

增大为长约$’""#，宽)""#。地质填图的*号与

)号岩体在地表相连，而反演所得*号和)号岩体并

未连为一体，推测可能是由于地表出露相连部分岩

体厚度较薄，不能产生对应的磁异常的缘故。

(号岩体位于长冲附近，为辉长辉绿岩岩体，呈

圆筒状往南倾，在)""!$"""#深度逐渐变大，长

约(""#，宽约+""#。

$!号岩体对应地表出露的五贵桥花岗闪长岩体

（郎家涝南&""#），北东向条状分布，地表出露面积

较小，随着深度的增加，岩体逐渐向南东侧倾覆且规

模逐渐增大，到$!""#深度时，长度增至$(""#，

宽度增至$’""#左右。

$+号岩体对应地表出露的盛公山二长花岗岩

体，北东向带状分布，地表出露面积较小，在其南东

部还出露二长花岗斑岩脉，随着深度的增加，岩体规

模随之增大，在$"""#左右深度发展为长$%+"
#，宽%""!)""#的条状岩体。

’*号岩体位于泉水井附近，地表出露歪歪山石

英二长岩，北东东向呈扁豆状分布，在!""#深度范

围内规模较小，呈直径约!""#的圆形分布，随着深

度的增大，岩体规模增大，当深度为$!""#时长度

增至$+""#。

（&）地表无明显露头显示，为本次工作首次推

测出的全隐伏岩体主要有以下几个：

+号岩体，位于鲢鱼山西，其顶部埋深大致在

!""!)""#之间，长约+""#；$’!$%号岩体在地

表无明显出露，顶面埋深在$"""#左右，形态为直

径’!"!&""#的圆筒状直立岩体；’)号岩体，推测

深部存在向北倾的岩体，岩体顶面埋深在)!"#左

右；’+号岩体深部存在南北向近似椭球形的岩体，在

!""#深度，长轴约为$$""#，短轴约为(""#。

& 深部找矿远景区圈定

!," 远景区圈定的原则

根据铜陵矿集区地质和成矿特征，结合流体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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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探测结果，确定了以下几条

圈定深部找矿远景区的原则。

（!）岩浆活动条件

燕山期岩浆活动形成的中酸性侵入岩，尤其是

辉石二长闪长岩和石英二长闪长岩，不仅是矽卡岩

型矿床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叠加改造型矿床形成

的重要条件之一。岩体穿插块状硫化物层的部位，

以及岩体的接触带，特别是几个岩枝之间的凹兜构

造及半封闭构造是成矿的重要部位。因此，寻找隐

伏岩体及其接触带是深部找矿的另一个主要方向。

（"）容矿层位依据

铜陵矿集区内上石炭统为重要的容矿层位，其

次是三叠系中下统各组和二叠系下统栖霞组和上统

大隆组。其中，上石炭统黄龙组底部是大型#超大型

块状硫化物矿床及叠加改造型铜矿床的主要产出层

位，而其他各层位是层状矽卡岩型矿床的产出层位。

因此，追踪容矿层位，特别是上石炭统黄龙组底部层

位，是深部找矿的主要方向之一。

（$）有利构造部位

褶皱构造翼部的层间破碎带和转折端部位的虚

脱空间是层间矽卡岩型矿床成矿的有利部位，特别

是在有北北东向、北西向断裂交叉的部位，更是控制

厚、富矿体产出的重要因素。因此，背斜构造的核部

和翼部是深部找矿的有利构造部位。

（%）蚀变矿化显示

矽卡岩化是矽卡岩型矿床的特征蚀变标志，成

分、结构复杂和经过退化蚀变的矽卡岩，或经层间扩

散与渗滤交代形成的层状矽卡岩，是确定矽卡岩型

或层控矽卡岩型矿床找矿靶区的重要依据。钾长石

化、黑云母化、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高岭土化、

碳酸盐化等的蚀变组合，是确定斑岩型和中低温热

液型矿床找矿靶区的重要依据。

（&）地球化学异常

地球化学异常是与成矿活动相伴随的产物，预

示着成矿元素富集成矿的部位，是预测和深部找矿

的重要依据。已知的矿区和矿田地球化学异常显

示，矽卡岩型矿床具有’(、)(、)*异常组合，块状硫

化物矿床具有)*、+,、-.异常组合。

（/）地球物理标志

地球物理异常能提供其他方法难以获取的深部

信息，重力异常和磁异常能够反映地表及地下岩体

的分布及形态产状。磁异常局部的高峰值异常往往

直接指示磁性矿体的存在，而低缓异常则反映了侵

入岩体经历了与成矿相关的强烈蚀变作用；电法异

常往往指示硫化物的富集部位。综合分析重、磁、电

法异常是寻找深部的重要标志，特别是位于磁异常

梯度带上的重力剩余异常，常常预示着不同深度内

有隐伏的矿床（体）存在。

!0" 深部找矿远景区

根据上述原则，圈定了铜官山北、朱村#焦冲、小

金山#西湖、凤凰山、沙滩脚#戴公山和丁桥北等/个

深部找矿远景区（图1），其中朱村#焦冲、铜陵和凤凰

山为最有利找矿远景区。

铜官山北找矿远景区 该区位于铜陵市周围，

属铜官山矿田的北延部分，处于铜官山背斜北东倾

伏端及西侧。地表出露的二叠系构成背斜的核部，

三叠系分布于背斜两翼，具备有利的容矿层位和构

造条件，特别是下伏的上石炭统底部处于海西期喷

流沉积流体系统的铜官山#冬瓜山流体储集区，是与

松树山和马山类似的块状硫化物层发育的有利部

位。燕山期岩浆侵入活动强烈，形成来龙山、马山和

金口岭等大量中酸性岩体，岩体接触带发育矽卡岩

化，具备形成矽卡岩型矿床的条件。地球物理上呈

现正高磁异常，低负重力剩余异常中局部分布正异

常。地球化学上水系沉积物具有’(、)(、-.、2*异

常，土壤具有活动态’(、34、)(、)*、)5、67异常。因

此，该区具有形成矽卡岩型’(#)(#89和叠加改造型

’(#)(#:矿床的条件，是寻找这"类隐伏矿床的远景

区段。

朱村#焦冲找矿远景区 该区位于狮子山南侧，

属狮子山矿田的南延部分，处于青山背斜和朱村向

斜之间。地表出露地层主要为三叠系，下伏地层中

具备有利的容矿层位和构造条件，其中上石炭统底

部处于海西期喷流沉积流体系统的铜官山#冬瓜山

流体储集区，是与冬瓜山类似的块状硫化物层发育

的有利部位。燕山期岩浆侵入活动强烈，形成众多

中酸性岩体，岩体接触带发育矽卡岩化，具备形成矽

卡岩型矿床的条件。地球物理上呈现低缓背景上的

正高磁异常和重力剩余异常。地球化学上水系沉积

物具有’(、)(、)*、+,、-.异常，土壤具有活动态

)5、2*、67异常。因此，朱村#焦冲地区具有形成矽卡

岩型’(#)(#89、叠加改造型’(#)(#:和中低温热液

型)(#)*矿床的条件，是寻找这$类隐伏矿床的远

景区段。

小金山#西湖找矿远景区 该区位于狮子山北

东侧，属狮子山矿田的北东延伸部分，处于青山背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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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岩体接触带发育矽卡岩化，具备形成矽卡岩型矿

床的条件。地球化学上水系沉积物具有弱的!"、

#"、#$、%$、&异常，土壤具有活动态弱的#"、#$、

’(、%$、)*异常。因此，沙滩脚+戴公山一带具有形

成矽卡岩型!"+#"和叠加改造型!"+#"+,矿床的条

件，是寻找这-类隐伏矿床的远景区段。

丁桥北找矿远景区 该区位于青阳县丁桥镇北

施家冲+姚家塘一带，岩体地表出露面积较小，仅在

施家冲（闪长岩）、姚家塘（闪长斑岩）零星出露，施家

冲一带岩体与砂岩接触带见明显硅化，姚家塘一带

岩体北侧为三叠系灰岩。从岩体推断图发现，其深

部有规模较大的岩体存在，说明其深部热流体活动

强烈，流体填图也证明此处为流体上升中心，且靶区

大部分区域为流体储集区域。靶区位于永村桥背斜

南西段，区内褶皱构造发育，其中呈被北东向分布的

占主导地位，东西向较少。区内断层构造也十分发

育，以北东向高角度冲断层为主，并且成组出现。北

西、北东向和东西向断层次之，后者往往截断前者。

区内见铁帽及铁帽开采后的遗迹多处，居民开挖吃

水井时曾挖出-.厚的黄铁矿，证明了本区硫化物

比较发育。因此，丁桥北深部具有寻找矽卡岩型和

斑岩型!"+#"矿床的前景。

/ 结 论

（0）在中酸性岩体与围岩之间存在一定磁性差

异的地区，航磁12反演成像技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

岩体识别手段，通过对反演所得磁化率分布情况的

分析，可识别、圈定隐伏或半隐伏岩体，并可定量获

取岩体12形态特征，如顶部埋深、界面起伏、空间形

态等，从而为寻找与中酸性侵入岩体有关的矿产提

供指示信息。

（-）在航磁12反演推测岩体基础上，根据铜陵

矿集区地质和成矿特征，结合流体填图、地球物理和

地球化学探测结果，确定了圈定深部找矿远景区的

原则，并圈定了铜官山北、朱村+焦冲、小金山+西湖、

凤凰山、沙滩脚+戴公山和丁桥北等3个深部找矿远

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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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G<-PP=<#BBD9@*E9A5AF$?AB4WJ9@*DBCAJB?@E95$E?@45ADA$9?JEA

LAD@*59@CA@S9;?5E9F9@*E9A5*5;C?J?CLA9CBC?;9@E9A5：X‘*.BD?JFCA.

,A5$D9*A(*J95*5;T"5$$*C(*J95［T］<:95$M9*5$’B?ECAD?".N?A+

DA$W，1P（0）：0P=+001（95!495?J?H9E4X5$D9J4*(JEC*@E）<

G*9N><0==P<]5?LAD"E9A5;9JEC9("E9A5*5;?.BD*@?.?5EAF$C*59E?J

(*J?;A5E4?C?$9A5*D$C*L9E*E9A5*D+.*$5?E9@F9?D;95N"*5$‘9［T］<

N?ADA$WAFN"*5$‘9，1（0）：0Q+-1（95!495?J?H9E4X5$D9J4*(R

JEC*@E）<

G*D?4.9C#，>4"5?4?;%*5;>CW$$L*JA5#<-PP=<>4?’*D?ABCAE?CAR

KA9@ Ĉ9JE95?(?C$.9595$*C?*，5ACE4?C5,H?;?5：I?J"DEJFCA.95E?R

$C*E?;12$?AB4WJ9@*D*5;$?ADA$9@.A;?D95$，*5;9.BD9@*E9A5JFAC

E*C$?E95$AC?;?BAJ9EJ［T］<N?AB4WJ9@J，O/（0）：=+--<

U*$W2<0=33<>4?$C*L9E*E9A5*D*EEC*@E9A5AF*C9$4EC?@E*5$"D*CBC9J.
［T］<N?AB4WJ9@J，10：130+1O0<

a95)%<0=YQ<#$?ADA$9@*D95E?CBC?E*E9A5A5E4?C?$9A5*D$C*L9EW*5;

.*$5?E9@*5A.*D9?J95U*5D95$*C?*［T］<N?ADA$WAF%"5*5，3（0）：

0+0Q（95!495?J?H9E4X5$D9J4*(JEC*@E）<

,"5Z&<0=Y1<>4?C?D*E9A5J49B(?EH??5@4*C*@E?CD95?.?5EAF$C*L9EW+

.*$5?E9@F9?D;*5;;9JEC9("E9A5AF(*J9@*5;"DEC*(*J9@CA@S［T］<N?A+

DA$WAFT9D95，=：Q0+QO（95!495?J?H9E4X5$D9J4*(JEC*@E）<

b*J*5E49̂ G<-PPQ<)A"$"?C$C*L9EW*5A.*D9?J*5;A@@"CC?5@?B*EE?C5J

AFS9.(?CD9E? B9B?J95 U*C*W*5B?E+G*;;"C I?$9A5J，#5;4C*

’C*;?J4，[5;9*［T］<N?AB4WJ9@J，OP（0）：01+-/<

6*A!8，%*A>6*5;N"*5$Z8<-PP-<I?JEC9@E9A5J95$C*L9EW*5;

.*$5?E9@95L?CJ9A5J*5;E?@459@*DJEC*E?$WAF12BCAB?CE9?J95L?CJ9A5
［T］<N?AB4WJ9@*D*5;N?A@4?.9@*DX‘BDAC*E9A5，-3（/）：-Q1+-Q3（95

!495?J?H9E4X5$D9J4*(JEC*@E）<

6*A!8，%*A>6，N"*5$Z8*5;Z4*5$6&<-PP1<%9$4+JB??;

@A.B"E*E9A5*5;?FF9@9?5EJEAC*$?9512$C*L9EW*5;.*$5?E9@95L?CR

Y/Y 矿 床 地 质 -PP=年

 
 

 

 
 

 
 

 



!"#$%&!’(#$)’$’*"+&,)#-"*./!［0］12."$’!’0#3-$&,#45’#6.7!"+!，

89（:）：:;:<:;=（"$2."$’!’>"*.?$),"!.&%!*-&+*）1

@&#2A，B.’$)@C&$(B.&$)@D1:EEF1GH)-&I"*7&$(/&)$’*"+

"$I’-!"#$4#-6.7!"+&,6-#6’-*"’!3!"$)!*#+.&!*"+!3%!6&+’!［0］12."J

$’!’0#3-$&,#45’#6.7!"+!，;E（;）：K;F9<K;=G（"$2."$’!’>"*.

?$),"!.&%!*-&+*）1

B.&$)D2，A"30L，M"’AD，A"MN&$(O&#@P1:EE=1Q$4’--"$)
+#$+’&,’(&$(!’/"<+#$+’&,’(*’--&"$%73!"$)&’-#/&)$’*"+(&*&［0］1

0#3-$&,#4?&!*2."$&Q$!*"*3*’#4R’+.$#,#)7（S&*3-’P+"’$+’?("J

*"#$），GK（8）：G8T<8;9（"$2."$’!’>"*.?$),"!.&%!*-&+*）1

B.#$)PO1KTT:1K：;/",,"#$)-&I"*7/’&!3-’/’$*!"$C’$)U"2#3$*7"$

!’&-+.#4%3-"’(>."*’+#>6,&$**.’’44’+*#4)-&$"*’［0］15’#,#)7#4

@3$$&$，KK（K）：KEK<KEG（"$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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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8=第:=卷 第9期 严加永等：铜陵矿集区中酸性岩体GH成像及对深部找矿方向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