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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矿产预测是以成矿地质理论为指导，以地物化遥异常理论为依托，借助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

术对地物化遥异常中的各种与矿床有关的信息进行量化分析，从而进行成矿预测的一种找矿勘查技术方法

（王世称等，2000）。MRAS 是以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肖克炎研究员为首的科研集体基于

MAPGIS 平台开发的矿产资源评价系统，包含各类地学数据处理与信息提取及矿产预测专用空间分析（肖

克炎等，2000；薛顺荣等，2008）。霍邱地区沉积变质型铁矿产地有 30 处，其中大型 7 处、中型 11 处、

小型和矿点 12 处，累计探明铁矿资源量 18.5 亿吨，综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该区具有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

和较大的找矿潜力。 

1  基于 MRAS 的综合信息铁矿预测 

在成矿地质条件分析、典型矿床研究和预测工作区综合研究的前提下，基于 MRAS 对霍邱式沉积变质

型铁矿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地学数据资料进行计算机处理，提取并构置霍邱式沉积变质型铁矿

预测变量，利用特征分析法圈定并优选预测远景区。 

1.1  预测单元的划分 

近几十年来的地质找矿勘查工作表明，霍邱地区只要有磁异常，钻探就能够发现磁铁矿体；另外，在

含铁建造范围内的磁负异常区同样能够发现沉积变质型铁矿体，说明在该区含铁建造是必要的预测要素。

因此，霍邱式沉积变质型铁矿预测单元是以“含铁建造＋磁异常” 来圈定的。考虑到以此圈定的地质单

元较大，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 2 km×2 km 规格划分网格单元，作为霍邱地区的最小预测单元。霍邱地

区共划分了 354 个预测单元，其中含铁建造分布的区域预测单元共计 112 个。 

1.2  预测变量的构置 

霍邱地区沉积变质型铁矿含铁建造主要分布在霍邱群吴集组、周集组地层中，铁矿床（点）的分布与

吴集向斜轴部分布有密切的联系，是必要的预测变量；地磁异常特征、航磁推测的磁性体的分布、航磁异

常的分布范围、地磁化极垂向一阶导数等值线、航磁△T 化极垂向一阶导数等值线、重力剩余异常等值线

等，均是霍邱式沉积变质型铁矿重要的预测变量。 

据此，霍邱地区共构置了以下 15 个预测变量：含铁建造；铁矿体；推断的磁性体；航磁异常分布范

围；重力剩余异常等值线；重力剩余异常 0 值线面；航磁异常等值线；航磁剩余异常 0 值线面；地磁异常

等值线；地磁异常 0 值线面；向斜轴部缓冲 2 公里；铁矿床、点（矿化点）缓冲 500 m；重力剩余异常最

大值与 0 值线区组合；地磁化极等值线最大值与 0 线面组合；航磁化极等值线最大值与 0 线面组合。 

1.3  模型单元的选择 

特征分析的实质是通过对有矿单元之间相互关系的对比研究，综合类比其共同规律，即所谓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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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英君等，2005）。霍邱式沉积变质型铁矿预测模型本次选择了李楼铁矿、吴集铁矿、张庄铁矿、李老

庄铁矿、颖上的陶坝等 10 个地区。在这 10 个模型区中，既有大型矿床，也有中型、小型及矿点等，符合

预测工作的要求，增加了该区铁矿预测的可信度。 

1.4  预测变量的二值化和筛选 

霍邱预测区采用人工输入变化区间法进行变量的二值化处理。变量的二值化是找矿有利数值区间的选

择，不同的选择将得到不同的预测结果，因而需要经验丰富的专家经过多次选择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二

值化区间确定后，在此区间内的单元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然后通过匹配系数法进行变量的筛选，

确定参加定位预测的变量。 

1.5  定位预测 

特征分析法是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它通过对研究区内已知单元的研究，查明地质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

并确定它们的找矿意义，从而建立起特定类型矿床的定位模式。预测时将预测对象的地质特征与模型对比，

用它们的相似程度表示预测对象的成矿可能性，据此圈定出有利成矿的各级远景区（肖克炎等，2000）。 

采用平方和法进行因素权重的计算，得出了上述预测因素的标志权系数。通过计算，得出变量 a 至组

合变量 o 的标志权系数分别为：0.297323，0.297323，0.297323，0.297323，0.240819，0.297323，0.297323，

0.240819，0.297323，0.297323，0.297323，0.297323，0.297323，0.297323，0.297323。上述因素标志权系

数比较均匀，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1.6  定位预测结果 

利用线性插值法计算找矿概率，进行靶区的优选，得到 A 级预测区 36 个（成矿概率：0.82788~1.0000），

B 级预测区 48 个（成矿概率：0.48364~0.77453），C 级预测区 270 个（成矿概率：0.06970~0.43029）。A

级、B 级预测区基本位于已知含铁建造的分布范围内，已发现的大、中型矿床，如吴集、李楼、草楼、重

新集铁矿等均位于 A 级预测区内，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B 级预测区主要位于淮河以北的第四系覆盖区，

由于第四系覆盖，掩盖了部分成矿信息，得出的次级结果与实际基本相符；C 级区主要有航磁异常分布，

且处于覆盖区域，找矿远景相对不太明显，是今后进一步工作备选地段之一。 

2  结  论 

利用 MRAS 的特征分析法进行的多元信息综合定位预测进一步揭示了研究区霍邱式沉积变质型铁矿

的矿产分布规律和找矿远景，取得了良好的预测结果，形成如下认识： 

（1）霍邱地区具有良好的成矿潜力，成矿有利区具有分带性。周集-重新集矿带具有良好的寻找沉积

变质型铁矿的潜力，可进行深部勘查，扩大已知矿床规模；另外加大外围的霍邱刘集铁矿田东侧堰沿-何家

圩-张店-关庄-王庄一带的异常查找力度，争取发现新的铁矿带。 

（2）在矿产预测中，利用计算机技术从地质、物探、化探、遥感、重砂等多元信息中提取成矿信息，

特别是利用物探资料对隐伏信息进行反演与提取，在 GIS 平台下进行成矿信息关联与综合，能取得较好的

预测效果，应是未来矿产资源预测与评价工作发展的方向。 

（3）基于成矿地质条件分析和典型矿床研究构置的综合信息预测变量，以特征分析法模型预测的结

果合理可靠，为该区进一步部署勘查找矿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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