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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法在攀西地区峨眉山玄武岩铁矿找矿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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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西地区分布广泛的峨眉山玄武岩，主要出露于西昌以西，米易白马、新街、攀枝花二滩，会理龙帚

山地区（骆耀南，1988）。对峨眉山玄武岩与成矿关系，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与峨眉山玄武岩有关的基性

岩体和碱性岩类，在找矿方向上，多重视在镁铁-超镁铁质岩内部找矿（刘家铎等 2007）。已知的峨眉山玄

武岩型铁矿床（点）则是凤毛麒角，鲜为人知。2008年实施“四川省盐源县平川铁矿接替资源勘查”项目，

在矿区及外围开展地面高精度磁法测量。对磁测资料进行 ΔT小波分析、化极、向上延拓、水平总梯度模、

垂向二次导数等处理，根据磁铁矿与玄武岩物性参数分析，合理地确定矿致磁异常判识标准，对磁测资料

特别是剩余异常进行 2.5维反演与精细解释。 

1  地质背景与地球物理特征 

矿区位于康滇地轴西部盐源—丽江台缘坳陷带金拱褶断束北部。出露地层主要有上二叠统峨眉山玄武

岩组（P2β），下二叠统平川组（P1p）、阳新组（P1y），石炭系马坪组（C2-3m），上志留统中槽组（S3 z）。矿

区构造较简单，总体为因断裂牵引褶皱发育的单斜构造，除与矿体平行的近南北向纵向断裂外，东西向和

斜向断裂不仅数量少，且规模小。区内主要为晚二叠世峨眉山玄武岩，东侧及南侧有二叠纪—三叠纪基性

-超基性侵入岩，以及基性、酸性脉岩等。玄武岩以厚度巨大，岩性较单一，与铜矿化关系密切为特点。矿

体赋存于玄武岩下段的铁质玄武岩、玄武质角砾岩中。 

全区磁性强弱规律为:磁铁矿>基性岩、喷发岩>沉积岩。磁铁矿：磁化率 κ 变化范围为 n×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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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4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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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剩余磁化强度 Jr 为 n×10
4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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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一般剩磁大于感磁。其磁场分布

一般略大于矿体范围，以形态规则、梯度变化大为特征。玄武岩类：依成分而异，磁性差异大。铁质凝灰

岩呈强磁性。磁化率 κ 变化范围为 n×10
3
 ～10

4（单位：4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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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个别可达 n×10
5，剩余磁化强度 Jr 为 

n×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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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玄武岩呈弱磁性。磁化率 κ变化范围为 0～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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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n×10
4，剩余磁化强度 Jr 为 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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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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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辉长岩类：呈弱-中等磁性。磁化率 κ 变化

范围为 n×10
3（单位：4π×10

-6
SI）个别可达 n×10

4，剩

余磁化强度 Jr为 n×10
2
 ～10

4
(单位：10

-3
A/m)，剩磁大

于感磁。辉长岩由于含磁性矿物不均匀，在局部地段能

引起上千 nT强度的磁异常，前人一般视其为本区深部

找矿的干扰因素。灰岩：磁性呈微弱—无磁性，磁场反

映为平缓的正常场。 

2  小波多尺度分析 

运用小波多尺度分析对磁测资料进行处理，提高

信噪比，提取深部弱信号；对磁测资料进行不同尺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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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分离出不同场源深度的磁场，进而分析深部矿体的磁场特征，为磁测资料解释提供了新的思路。 

应用小波多尺度分析方法，将磁异常分解到不同尺度空间。小波多尺度分析1阶细节所示，其功率谱

确定场源似深度2.26 m，从形态上仍能看出南北延伸的2条磁异常带，说明矿体上顶埋深很浅，只有几米甚

至矿体出露。2阶以后细节均呈南北向带状延伸，客观反映了矿体的延伸。4、5阶细节部分异常南北延伸、

封闭、饱满、连续性好，是深部铁矿体的反映。通过高阶的细节和逼近部分异常特征表明南北延伸的矿体

下延深度较大，平均达到200 m以上，部分地段有可能到达400～500 m。 

3  2.5维人机交互反演 

磁异常反演的人机交互反演法是利用计算机的可视化功能，解释人员对磁异常进行实时处理与解释的

方法。首先根据选定数学地质模型及磁场正演计算公式，由给定的初始模型参数计算的理论场值，再将理

论值与实际观测场值进行对比，利用输出曲线图形对比不一致性或残差，依靠解释人员的经验和技能来修

改模型及参数，重新计算理论场值进行下一次对比。精磁剖面人机交互的数学地质模型选择为2.5维多边形

截面水平棱柱体组合模型。  

实施 1∶1000 精磁剖面 30 余条，进行 2.5 维反演，为钻探布设及施工提供了物探依据。烂纸厂矿段

矿体在走向、倾向上呈舒缓波状，产状变化大，给钻孔设计带来很大的困惑。原设计钻孔统一按矿体西倾

设计，后经物探高精磁剖面反演解释后发现矿体产状在深部发生变化，及时移动了部分钻孔位置，调整前

批钻孔位置 16个孔（平均调整距离 121.2 m），其中 10个钻孔在矿体异侧移位，6个钻孔在矿体同侧移位

（图 1）。在 36个钻孔中有 35个孔见到磁（赤）铁矿，见矿率高达 97.2%。 

4  结 论                                                         

在矿区磁场背景高、成矿地质条件复杂、矿床类型多的情况下，异常判识标准确定合理，数据处理方

法应用得当，路径正确。 

对磁测资料特别是剩余异常进行 2.5D 反演与精细解释。采用数值积分方法，通过地质模型形态、物

性的不断修改、变化，借助解释人员的经验和技能，促使位场正演计算值与实际观测值的逐步拟合，指导

钻探孔位布设，提高钻孔见矿率。 

地质、物探配合，在四川攀西地区峨眉山玄武岩中找到具中型规模的铁矿床，为国内首例，是物探找

矿工作的一个突破，是峨眉山火成岩省找矿实践的新进展，对在峨眉山玄武岩地区开展磁法找矿工作具有

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刘天佑教授等参与了项目综合研究工作，在成文过程中，刘天佑教授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

谢。 

 

参 考 文 献 

刘家铎，等. 2007. 攀西地区金属成矿系统[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刘天佑，2007. 位场勘探数据处理新方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刘天佑，等. 2006. 磁测资料处理新方法及在危机矿山挖潜中的应用[J]. 物探与化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