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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州市

文中介绍了应用电测深法找卤水矿床的实况 探究了地下卤水矿

体的异常特点 对电测深资料进行 了分析和推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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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盐业 ‘ ,

将矿化度 的水称为

卤水
,

矿化度在 一 之间的水称为

盐水
。

地下试水矿床的开发利用
,

对提高盐

田单产和盐 化学 工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

年我们受有关部门委托
,

先后在唐山

市和沧州地
,

以电测深法为主要手段
,

对

河北省渤海衍岸地下卤水矿床的开发进行了

可行性研究
,

其间在大清河和某部队盐场发

现
‘

大规模的电测深异常
。

经钻探验证
,

该

两 区存在具有工 业价值的地下 卤水矿体
。

年我们在这两个盐场及其外围进行了

勘介
,

「的在 探明地 下卤水储量
、

浓度及

干采条件
。 二

是投人 了以查明卤水矿体分布

范 何及其顶
、

底板埋深为主要 目的的电测深
‘

几作
,

取得 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

地质及水文地质概况

承压水
。

地下水位多在 以内
。

卤水矿体漂浮在盐水体之上
,

或穿插在

盐水体中
。

含卤水层组 中
,

一般既有含水

层
,

又有弱透水层
。

卤水体与盐水体之间
,

一般无明显的隔水层而多呈渐变关系
,

过渡

带宽窄不一
,

其含水矿化度在 左

右
。

卤水体多为半封闭型
,

补
、

排条件较

差
。

卤水矿体的异常特点

测 区第四系 旱约 一
,

在距地

表 深度内
,

均为晚更新世和全新世的

冲积
、

湖积和海积相沉积物
。

全新统厚度约
,

仁更新统厚度约
,

岩性为 中

砂
、

细砂
、

粉砂及含淤泥质亚砂土
、

亚粘土

等
。

全新统
‘ ,

部有 一 层泥炭层
。

卤水矿

体赋存
一

全新统和 二更新统 卜部的松散沉积

物中
,

其形态 与地层及储水构造展布一致
,

矿体厚度 一
,

底板埋深一般不超过
,

矿化 生 一
,

含卤水层岩性

主要为细砂和粉细砂
,

卤水层均为潜水或微

本区浅部均为松散沉积物
,

地层孔隙度

差异不大
。

从电测井资料看
,

在卤水段
,

各

种岩性间无明显的电性差异
,

地层电阻率主

要取决于其含水矿化度
。

因此
,

利用电测深

法寻找卤水矿床具备必要的地球物理前提
。

卤水体相对其周围介质为低阻体
,

故反

映在 曲线 上为低阻段
。

图 为卤水区较

为典型 的电测深曲线 其前
、

中部起伏较

多
,

但 值较低
,

一般不大于
· ,

而

曲线尾部呈 型持续上升
。

它主要反映了

浅部卤水层的存在和卤水体浓度的变化
,

以

及随深度的加大而地下水逐渐淡化的趋势
。

图 为该点上所布钻孔的视电阻率测井曲

线
。

从这两条曲线的对 比可以看出
,

电测深

曲线显现出的各电性层往往是儿个相邻的
、

电性差异不大的薄电性层的综合反映
。

图

是某测线上视电阻率断面等值线图
,

由此可

直观地看出该线上纵
、

横向上视电阻率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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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
。

卤水体为低阻反映
, ,

等值线的

变化定性地反映了卤水矿体的分布范围
、

顶

底板埋深以及 卤水体与非卤水体的接触关

系
。

一 面面

、、 尹产 、、 一尹产 、、一产 咚

图 电测深曲线 及电测井曲线

测线方向

人
, 、

二 耳】】】
名

图 视电阻率断面等值线图

对电测深资料的分析和推断

据资料分析确定 本卤水层电阻率值为

一
· ,

非 卤 水 层 电 阻 率 一 般
· 。

因卤水体为相对低阻体
,

所以在

某一深度段
,

当其厚度较大时
,

其真电阻率

与视 电阻率十分接近
,

而 卤水层厚度较小

时
,

则其视电阻值较高
。

在电测深资料的定

性解释 中
,

我们用
,

·

的等值线在
,

断面等值线图和各不 同极距的 平面等

位线图中
,

定性划分了不同深度上卤水体的

分布范围
,

经钻探验证基本可靠
。

为计算卤水矿床储量
,

需要对电测深曲

线进行定量解释
。

通常情况下
,

必须掌握较

多的各电性层参数
,

尤其是 中间层参数
,

才

能得出较准确的定最解释结果
。

由于本区地

电条件复杂
,

所以电测深曲线的定员解释困

难很大
。

最突出的问题是 本区不具备良好

的电性标志层
、

卤水层与下伏非卤水层之间

有时呈渐变关系
,

使地电层电性
、

厚度等参

数都不稳定
。

另外
,

电测深曲线类型一般是

按
,

曲线的起伏特征来确定的
,

而第四系

电性层厚度多变且排列关系复杂
。

有些相对

其埋深厚度较小或电阻率与上
、

下层差异不

大 的电性层不 足 以使 曲线产生 明显起

伏
,

只能引起某些部位斜率的微弱变化
。

这

时容易对曲线类型作出错误判断
,

造成较大

的人为误差
。

综合上述特点
,

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对

大量 已知地段的
,

曲线进行 了定量解释
,

并对部分解释结果进行了正演对 比
,

最后认

为采用二层量板及辅助量板法最为合适
,

并

确定
·

的电性层为卤水层
。

在判

断曲线类型时
,

首先要注意 曲线各段上

斜率的变化特点
,

必要时需借助二层量板进

行区分 其次应结合地质及地层电性情况与

相邻曲线进行对比判断
。

因卤水体埋藏较浅而且本身电阻率比较

稳定
,

曲线前枝 比较完整
,

一般都能找

到一条重合较好的理论曲线
,

所以卤水体顶

板的确定比较容易
,

即使有些曲线类型判断

上有些误差
,

其绝对值也较小
。

这里只谈

曲线中后部的解释情况
。

曲线 中后部 上

升段变化较快
,

与理论曲线重合段较短
,

拼

值难确定
。

这就需要正确估计卤水体下伏地

层的电阻率值和正确判断曲线类型
。

图 为

用二层及辅助量板法对同 一条
,

曲线定址

解释图
,

前两层结论一致
,

第 层电阻率侦

也均为 。
· 。

在确定第 层厚度时
,

前者认为 灼
,

实测 曲线与理论 曲线在
一 ’段重合

,

第
、 、

层之代替层原点位

置为
,

整条曲线为 型
,

卤水底板

埋深 后者认为 内
,

实测

曲线与理论曲线在 一 ’段重合
,

第
、 、

层 之 代替 层 原 点位置 为 。 ,

整 条 曲线 为
·



型
,

卤水底板埋深为 井
。

由

此可见
,

正确估计卤水体下伏层电阻率和判

此处卤水底板埋深为
,

布钻孔一眼
,

经测井确定卤水底板埋深为 图
。

断
、

曲线类型是
、

曲线定量解释之关键
。

,
·

只价
·

式

厂

尸
孔深 斌

习

图 用二层及辅助 板法对同一曲线的定量测定

汀 实测
,

吐线 份
一

理论
,

曲线 一 让

。, 一 。 一
,

。卜 。 刀。 。

。 二 二 二 。一 。 。一

二 。 一
·

辰二 一

根据电测深与电测井资料以及地质资料

的对比分析确定 在卤水体下伏层含淤泥质

较多的地段
,

其下伏层电阻率在 一
·

之 间
,

而 在 其下 伏层 不 含淤泥 质 的地

段
,

其
一

伏层 电阻率在 一
·

之

间
。

这样
,

按照由已知到未知的原则由钻孔

外推
,

先初步确定卤水矿体下伏层的电阻率

值变化范围
,

再按前述方法确定
‘

曲线类

型
,

进而通过与理论曲线的对比确定出卤水

底板埋深值
。

本次工作中利用此法对 曲

线进行分析推断后布置的采卤井经钻探及电

测井验证
,

卤水底板埋深值基本正确
,

平均

误差 左右
。

只是在卤水体与非卤水体

交界处的少数钻孔 匕 钻探
、

电测井与电测

深止者间误差较大
。

图 所示 曲线的卤

水体下伏息电阻率确定在 一
·

之

间
,

曲线为 型
,

由电测深曲线推断

图 视电阻率测井曲线及卤水底界

结 语

地下卤水矿床与普通地下水资源均为液

体形式存在
,

但勘探过程中卤水作为一种工

业矿床
,

需要更高级的储量计算
,

这就给电

测深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尽管在通常情

况下电测深曲线的定量解释
,

需要掌握较多

的参数和 比较严格的地电条件
,

但实践证

明
,

在已知参数较少
、

地电条件复杂时
,

只

要认真分析
、

灵活运用电测深曲线的某些细

微变化和特有规律
,

此法可以获得
】

以下地质

效果 ①圈定卤水矿体的分布范围 ②较准确

地确定卤水矿体的顶
、

底板埋深 ③定性地

确定卤水矿化度
。

当然
,

任何一种物探方法在复
,

杂的地质

条件下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多解性
。

利用

电测深法寻找地下卤水矿床
,

虽然具备必要

的地球物理前提
,

但由于第四系地质条件复

杂
,

已知参数很少且不稳定
,

所以单凭电测

深资料得出的定量结论仍有一定的误差和局

限性
。

尤其是在卤水体与非卤水体之间呈渐

变接触时
,

很难确定它们的准确界线
。

尽管

如此 电测深法在地下卤水矿床勘探中也确

实是一种经济有效
、

切实可行的重要手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