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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磁勘探原理与方法》

内容概要

《重磁勘探原理与方法》是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工程专业的专业教材，全书共9章，第1章、第2
章介绍重磁勘探的地球物理基础，即地球的重力场与磁场及岩（矿）石的密度与磁性；第3章介绍重
磁测量仪器；第4章介绍重磁野外测量方法；第5章介绍重磁观测资料的整理与图示；第6章介绍重磁异
常的正演；第7章介绍重磁异常的处理与换算；第8章介绍重磁异常的反演；第9章介绍重磁异常的解释
与重力、磁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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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4 测点、检查点的布置、测量及日变观测 4.4.1 普通点的布置与观测 普通点是测区
内为获得被测对象产生的重磁异常而布置的观测点，应将它们按相关设计书中提出的形状、点线距等
均匀布设在全区。布点时若因地物、地形限制，测线或测点均允许偏离，但一般不得超过设计的点线
距的20％，最大不超过40％。 在普通点上的观测，一般可采用单次观测，但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即
最大线性时间间隔）起止于基点上。当测区很小不需建立基点网时，也至少设一个基点，以便按时测
定重磁力仪的零点漂移，准确地对各观测点进行零点校正。同时，该基点也就是全区重磁力测量的起
算点。 4.4.2 检查点的布置与观测 为了检查在普通点上重磁力观测的质量，需要抽取一定数量的点作
检查观测。检查点的布设与观测应做到： （1）检查点的布置应在时间上与空间上都大致均匀，即每
天的观测和每一条测线上的点（随机检查时）都可能受到检查。 （2）检查观测与初次观测时所用的
仪器不同、操作人员不同、观测路线不同，探头高度应相同。 （3）检查观测不应集中于施工后期统
一进行，而应在平时的普通点观测工作之中穿插进行，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而尽快解决。 （4）检查点
应占普通点总数的5 ％～10％，在大面积的区域调查中也应不少于3％。平稳场区检查点数要大于总测
点数的3％，绝对数不得少于30个点。异常场区检查点数应为总检查点数的5％～30％。前者采用均方
误差评价，计算公式为式（4.1—1），并以正态分布图表示；后者采用平均相对误差评价，计算公式
为式（4.4—1），可用异常场检查对比剖面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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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磁勘探原理与方法》（作者李才明、李军）是为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
编写的专业教材，适用学制4年，教学时数90学时（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可为50～60学时）。《重磁勘探
原理与方法》还可作为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应用地球物理学与固体地球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生，以
及从事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工作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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