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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及其子体测量规范

从及其子体MI 是一种直接寻找隐伏油矿的放射性助查方法 它分为W- 1时测量和累积

测量. 瞬时测量包括氛的常规方法测量(简称常规法测氛)和 氛的’‘T O测虽 ( 简称R aA

法 Zjiq 氛 ) . 累U11测虽有a径迹蚀刻法测氛 ( 简称径迹法测氛 ) . 活性炭吸附法测孰 ( 简

称活性炭法测氛 )和其它方法.

1 主两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四种测氛方法 (常规法测氛、R aA 法测氛、径迹法测氛和活性炭法测

氛 ) 的仪器标定、野外工作方法、异常的确定和揭露评价、资料整理，质量检查以及成

果图件和文字报告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铀矿勘查中的氛及其子体测量，也适用于寻找其它矿种的氨及其子体

测量。其它行业的氛及其子体测量亦可参照执行.

2 术语

2 .1 标定

用标准物质确定计量器具示值误差 (必要时也包括其它计量性能 ) 的全部工作.

2 .2 重复性

在实际阳同的测量条件下 (如用同一方法、同一观测者、同一计量器具、在同一实

验室内，于很短时间问隔内) ，对同一被测的量进行连续多次测量时，其测量结果的一

致程度。

2 .3 稳定性

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和环境条件下，标准物质的特性量值保 持 在 规 定范围内的性

质。

2 .4 一致性

表示同类计量器具在不同的测量条件下 ( 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观测者、在不同实

验室或不同时间) ，对同一被测的量进行测量时，其测量结果的一致程度.

2 .5 标准物质

已确定其一种或凡种特性，用于校准测世器具，评价测量方法或确定材料特性量值

的物价。

2 .6 测得吐

从计里器具直按反映或经必要的计算而得出的量叭.

中国该工业总公司1991-10-11批准 19 92一03一0 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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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设计

单独开展Xk及共子体测j!-M 的项目，应有专项技术 设计. 技术ii 计 应 山 施工单位编

写。

3 .1 测 区

从及其子体测量的
R
j区应选择在地质成矿条件好 、松散覆盖层分布面积广泛、适于

开展本方法的远景区内.

3 .2 技术设计的准备工作

收集测区的地质、物探和化探资料. 研究测区的地质条件、矿化特征、前人工作程

度 、工 作质量和尚待解决的问题. 在研究的基础上制定踏勘方果.

在编写技术设计之前应进行现场踏勘，要了解测区的地质、地貌和氛的积累、扩散、

迁移条件，以制定合理的技术设计.

3 .3 技术设计内容和审批

3.3 .1 工作阶段划分

根据工作程度不同，氛及其子体测量分为普查和详测两个阶段. 普查测量的比例尺

为1 :25 000--1 :10 000，详测比例尺为1 :5 000- 1 :1 000.

3.3 .2 技术设计的内容

3.3 .2.1 引言应简述设计的指导思想、工作目的与任务、工作区的地 理 位置 、交通、

经济状况，地质调查史、铀矿地质工作程度及评述.

3.3.2.2 地质情况概述应简述区域构造特征、分布及存在的尚待解决的地质 问 题，分

析铀矿化特征及远景，指出找矿方向和重点部位.

3 .3 .2 .3 工作设计应有使用工作量、工作 期 限、工作方法选择的依据和保证质量的措

施 ，提交报告的名称和图件资料的名称.

3 .3 .2.4 仪器设备、经费和队伍编制.

3 .3 .2.5 设计书应附有下述图件: 普查 (详测) 设计图 (应注明测区范 围、坐标 、经

纬度和工作比例尺) 、踏勘剖面图、区域地质图 (应标注前人找矿成果及编号 ) 。

3 .3.3 技术设计的审批

技术设计按项 目管理权限分级上报审批.

3 .4 基线、侧线和测网

3.4 .1 基纷

基线的布设应尽量与探测对象的走向平行，当探测对象多而又分散时，应 以主要探

测对象布设基线位置.

详测基线应使用经纬仪测定，长度允许误差为士1肠，方位允许误差为土。.5
'
.在垫

线上应设有两个以上半永久性标志. 当测线长度超过500m 时. 应采用双基线控制.

3 .4 .2 测线

测线长度允许误差为土5肠，线距允许误差为土10肠.

3.4 .3 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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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据探 溯对象丈O 选择 测网，应按表1中所给定的点 、线距 确定 。一，J之栩 1/} '} 1r

探 、化探方法可依锯方法特点，对表1中的点 、线距 作适当改功，

表1

比 i 尺 线至巨

常 ?it }!9氛. R aA '=
- YLtA

}
R i i= 二: ·‘。性炭法A 9 ,

i:25 0 00

1:10 0 00

l "5 0 0 0

1 :2 0 00

卜 [ 00 0

50 ^ - 125

2 0^ -5 0

IC- 2 0

50 ^ -25 0

2 0-- 10 0

10 50

翔

100

50
5 ^ 10

2 ^-5

5 2 0

5 ^ - 10

幼

10

4 氮及其子体洲皿仪器的标定

4 .7 仪器性能检定

我国目前使用的常规法测氛仪有 F D -3016, F D -118G ,和 F D -820 以及 R M -1003 ,

R D -200, R E -279 T , R .A 法测氛仪有F D 一017，活性炭法测氛仪有M S -3和B JS-390.

测氛仪的重复性、稳定性和一致性三项指标均应不大于士10% 方可投入使用. 测氛仪三

项指标的检定方法见《夭然放射性测量仪器检定规程 》和《地面 伽 玛辐射仪 检定 规

程 》.

4 .2 标定的一般要求

氛及其子体测量仪器的标定. 应在出队前和仪器检修后进行. 标定的场地应清洁、

千燥，无放射性污染、无任何辐射源、无电磁干扰并且无较大的机械振动.

标定用的标准物质有液体镭标准源、固体氨源和氛室. 标准物质的活度应准确，每

年定期进行检定.

4 .3 标定方法和计算公式

4 .3 .1 用液体镭标准源标定

采用循环法际定时，常规法测氛仪的管路连接方法见I '1.仪器换算系数计算公式如

下:

_ 一tl(1 - e二二二 )P t
……‘一

N V 71
( 1 )

式中: h }- 循环法际定时仪器的换算系数， ( B q/L ) / D ( D 为仪器的示泣，单泣为

格、格/m in或脉冲/m in ) :

八— ;议沐描际ij}源的活度; B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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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e
一”

) - =id 的 E;累 系数 ，见附录人(补充件 )

沪.一一F.1}}v.;41.11111时间内的闪烁 ( 或电离 ) 室电流增长率，见附录B ( 补充川

iv - 示似 ( 减底数后 ) 的平均吐D , D 单位为脉冲m /m in ;
1'=- m 环系统的总体积，L .

①电介增长车随闪烁(电离)室形状阳沐砚不同而 5
.
所左异; 仪器测童起始沂问不易准确花朋，

会带来一定误Y .

②标定闪涂率表测氛仪衬， N 为示值来以io"iIz 系 x1.

图1 循环法标定连接图
I一光导: 2一光电倍增管: 3- 闪烁室; 4一千燥管; 5- 液体镭标准源; 6- 鼓气泡: 7- 循环管路

采用真空法标定时，仪器的换算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K :- 鲤-e-xa.I)K ,=
N Y ,

.‘..… ‘....… … ‘-. .....- ...… … ，二 ( 2 ) 施

式中: K .- 真空法你定时，仪器的换算系数 ( B q/L ) /D ;
Y .— 闪烁 ( 电离 ) 室的体积，L .

共它符号同公式 ( 1 ) .

注，当标定是R aA 法测氛的仪器时，由于气筒压力等原因，N 应除以气筒的弥补系数， 对F D - 3017

仪器t.5L 的气筒弥补系数为。.“.

4 ,3,2 用固体氛源标定

采用固体氛源标定时，仪器的换算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K :
.4 ( 1 一 。

一? Q . I
一

Y
N

一 一 “‘”“‘”’.‘””“ “““ ” ’““’( 3 )

式.1:: lc ,- R 2R的换算系数 ，( B q/L ) /D . D V .位为ll,}d1'm /m in ;
Y — 取洋容器的体积，L

IV— 示值 ( 减底数后 ) 的平均值，脉冲/m in : 其它符号同公式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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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石 川从气红际宝

.i室不仁(可用于 际定 1舜时测软的仪器. 也可用于k,;;定所(、累八浏认伙 泛排，I!}i行

将l1路按于冬临恻11壁的
‘
l嘴. 打川'"lfl l!p可进行IVi环法或页空法r : 后价可将款际丫

的探测器Jll于氛宝上室的相应位rv11L. 拉开上、
一
卜宝间的?I

T
道门，打斤欲室内风机使氧均

匀分布干全主. 按野外r} 时间进行照射即可，仪
'St:的换算系数计Sl.公式如下:

K ;一
Q H .

N
( 魂)

式中: I; — 用氛室标定时，仪器的换算系数，(B q/ L )/D (径迹 法Rl9 D 为!/m m -

其它方法同公式 ( 1 ) ;

0 、.— 标定时氛室采用的氛浓度，B q/L :
N - 示W 减底数后 ) 的平均值，脉冲/m in.

注 由于软室的沐积大( 1 。。。L 以J‘) ，标定时连接的管路沐积可以忽略不计，百分枪对误差在

0.1肠以下.

5 常规法浏氛的技术要求

5.1 测f 前的准备工作

5.1 .1 工具的准备

需准备手工打孔工具或机械打孔工具. 取样工具应准备适应不同取气深度的各种规

格的取气器.

5.1.2 人员组织

常规法测氛的野外工作小组应由四人组成.

5.2 测通条件

常规测氛的取气深度 ( 除特殊要求外) ，一般为0.7- 1 A m . 抽 气次数一般为

6^ 10次。

5.3 野外工作方法

5.3 .1 测量仪器的例行检查

每日出工前需对测氛仪器进行例行检查 检验仪器的密封系统是否良好，电池电压

值和校验信号是否正常，团值旋纽的刻度是否在原位; 稳定性检验是每日出工前和收工

后用工作标准源检测，每次计数与标准计数的相对误差应不大于1 10肠，并绘制仪器稳

定性检验曲线.

5 .3.2 测点上的工作程序

到达测点后，记录员应核对测点上的标志并记录土质及景观睛况，打孔后立即插入

取气器，并及时将取气器上部锥体周围土壤踏实，防止大气窜入孔中稀释氛浓度，灸井响

测量效果. 操作员事先连接好取气管路并调试仪器至工作状态，插好取气器后即可进行

测量操作.

使用静电计测红仪的All
.
ja 方法是取3- 4次电离电流的平均值; 闪烁率表测氛仪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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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打哎

’
:气 };一1吐二放II寸洲问、飞 闪砾成宇侧沃;翻入三次一分户 ;}故，

洲淤结束时 .}}操炸 拭袱 出示八， ii:录员复 ill,并记 录 . 记 及格式 她附 录 [: ( 参 考件)

5 .3 .z 异常处即

伙题异粥时应及时)=%查仪淤:的工作状态. 并进行下述工作:
6:,I.::.孔附:2 T;新打孔进行第二次侧狱，由定软气来源是否充足，)u.时进行a ,

'tL (VI
’
书道性，';l密洲点、测线，圈定异常范围 绘划加密后的草图: 观Y}'J :质、地狡情况JI

记录: 采染诊1v 洋.针 没立临时异常标志: rt写异常资记丧，见附录G (参考件) .

若条汁允许，可详 I'.I研究家浓度随取气深变变化关系，

:
'
I:}:)}i.过程中、发现计数偏高现象亦下应忽视，要及时进行研究租迫索

6 R a A法测级的技术要求

6 .1 测量前的准备工作同5 _1条。

6 .2 !}r外工作小组进入现场后. 及时对施工现场进行调查 熟悉基 线 和测线位置，了

解地质和地球化学景观情况，选择试验地点，根据本方法的特点进行测歇条件的试验工

作。

6 .2.1 取气i' 度

R .A 法测氧的取气深变一般为0 ,7- 1 ,0m ,

6 .Z.2 气筒抽气爪和提升速度

气筒抽气抢为1 ,5L . 气筒提升速度不宜过快 :

6 .3 野外工咋方法同5 .3条.

了 径迹法测家的技术要求和径迹观浏

径迹法测氛采用的探测装m 4i专用的醋酸纤维素Pri薄膜 ( 简称专用胶片 ) 和罩杯组

成. 专用胶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标定 ，标定方法见4 .3 .3条 .

了.1 径迹法刹氛的准备工作

了.1.1 野外径迹蚀刻站的建立

径迹法测氧专业队应建立野外径迹蚀刻站，配备至少二名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 边责
本队径迹样品的化学蚀刻和镜下观测工作，并负责向中心实验室送外检样. 野外径迹蚀
刻站应配备观测径迹的显微镜和必要的蚀刻设备及化学药品，无条件建立野外径迹蚀刻
站的普查队，径迹样品可送中心实验室或临近的其它队径迹蚀刻站观测，
了.1.2 专用胶片的技术指标

专用胶片经考孩合格后方能用于生产，其一般技术指标如下:
a . 外观无色透明，表面平整光滑，无损伤:
b 厚度为0 .15m m ，均匀度误差应小于1 5肠:

。. 记录a粒子的能是阐在2 ,5M eV 左右:
d 使用常用的蚀刻条件，径迹生长至2^-10:1m .

e. 在20- 22 C̀ 清水中浸泡1h , 潜迹消失率不大于10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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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吮点少于30 个/ 。:。:’

9 . 儿何尺寸毛泌芭性和沈学毛沙匕性应不低于胶J曰 i厂折际.
了.1 .3

4
i用:次片加工

专用狡片应在主内加工成15m m X 35m m 规格，编号应刻(rn,t时高两端 },I将 其安放

丫fiS
:o.杯的片C 内，编仆而朝向杯日.

了. 1 .4
、气二杯

号怀为杯「1带边的截锥形塑料杯，杯n 内径大90m m ，杯底内径为70二m ，高为100

二。、. 壁厚为1^ -2m m , 杯 n 边宽为lom m , 杯内底邻中央有安放专用胶片的片徽. 其高

度一般t 5-y lom m , 翠杯在使用前必须用清水 (无放射性的天然水 ) 洗净 晾 干 ，经检

查不漏气方可使用.

7 .1 .5 人员组织

每个野外工作小组由二至三人组成，配备一套轻使、实用、效率高的挖坑和提取翠

杯的工具以及丈量挖坑深度的标尺.

了.2 浏t 条件

了.2 .1 探坑

探坑为截锥形，坑G 直径15 v̂ 20cm ，坑底 直 径10- 12cm ，坑探40- 60cm , 必要

时可加深至60 ^-70:m 或更深，加深的测点应在记录上注明. 探坑轴线应垂直水平面，总

的要求是探坑应穿过腐植层，坑底平整，不宜压得太紧. 尽量保持坑底的 自然 通气状

态。

了.2 ,2 专用胶片的照射时间

专用胶片的照射时间规定为21d , 镜下观测后换算得出的氛浓度 归一 化至30d.，归
一化修正方法见附录C ( 补充件 ) .

当遇有特殊情况，如矿体埋藏较深，上理岩层气体扩散条件很差. 径迹密度本底值

很低，异常不明显，可酌情增加专用胶片的照射时间，但同一测区各测点应尽量相同.

了.3 野外工作方法

了.3.l M 点上的工作程序

野外工作小组到达测点后，核对测点标志是否正确，观察测点附近是否适于埋置罩

杯 : 如遇有废石堆、陡坎、河漫滩、积水坑、稻田、建筑物等，可适当移动测点. 不能

埋设时应在记录本上注明.

挖好探坑后，首先对探坑进行伽玛测量，然后将准备好的探测装置倒 丑 于 坑底中

央，周围先用松土压紧密封. 然后用土填埋. 坑顶表面的土壤应压紧并高出地面，以防

坑内进水.

对于有探测意义的基岩露头，当其裂隙构造发育时，也可埋置罩杯，但必须放在平

整的基岩面上，取土掩埋.

做好标志，以便回收.

记下埋置 日期、地质、地貌情况，记录格式见附录H ( 参考件) .

了_3.2 探测装置的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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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1a探洲裴锐时 应小 曰工牲 . 巡兑换 1石,
!i;IIt.1杯 ti; (-用川 “ 取 it'.的 :-- I!q '1f t̀-l. 应 孩对 fT"

‘
; ，然 后火入、折 落性纸内 . 以防 fll互摩 擦. 遇有探坑垮溉 . 堆杯 ;9}lul、破 G}或丢失 ，坑

内迸水井=i1nL . 应汾 赴 段，必要时爪新埋 !VI.

回:IL :少
.

_ !I石甲用清水冲洗 i,.用胶片 . 用滤纸ink干水汝 . 晾 =I'后按
IF";I序装入片月:资.

城 牛 兰汗
犷六 见附录 1 ( 参考 汁 ) . 送蚀刻站 .

了,4 专<r:胶片的化学蚀刻和镜下观 -4 J

了,4,1 化学蚀刻前的准备工作

7 .4 .1.1 蚀刻站收到径迹样m，后，核对送样单和专用胶片的编一号，无误后 在回执上签

字并尽快进行化学蚀刻，最迟不得超过7d. 化学蚀刻前应将专用胶片剪成正 副样，正

样蚀刻，副详备查.

7.4.1.2 舟肚专用胶片在正式蚀刻前，应进行蚀刻条件 ( 蚀刻配方、蚀刻温度19时 间)

选择试验，以便确定一个能使径迹直径一般达X1.4^-54m , 径迹形态完楚 、清晰 的最佳

蚀刻方案，推荐以下六种专用胶片的蚀刻配方:

a . 3 0 gN FO H + 5 gK bln O ,+ 1 00 m L H ,0 :

b _ 4 0g K O H + 5 g K iv[n O f+ l 00 m L F-1:0 :

c . 2 2g N a0 H + 3 g K M n 0 , + l 00 m L H ,0 ;

d . 28 gK O H + 3 gK M n 0 ,+ 10 0m L H ,0 ;

e . = O & N a O H + l o g K O H + 5 g K M n 0 ,
+ 1 0 0 m L H , 0 :

f . 5 g N a O H + 3 0 g K O H + 5 g K 'v ln O ,
+ l 0 0 m L H ,0 .

专用胶片的蚀刻条件可选用蚀刻温度为60- 60 C̀ , 蚀刻时间为30^ -40m in.
了.4 .2 专用胶片化学蚀刻程序

了.4 .2.1 按选用的蚀刻配方，用量筒量取100m L 蒸馏水倒入烧杯内; 用天平称取N .O H

或 K O H 倒入盛有蒸馏水的烧杯内，充分搅拌，此时溶液温度升 高 至 70- W C ，待碱

溶解且溶液温度回降至60℃时，再把称好的K M nO 4加入碱溶液中，进一 步搅拌，直至

K M nO ‘充分溶解。

7.4.2 .2 将配好的蚀刻溶液烧杯放入恒温水浴锅中加热，用温度计 测温. 在规定的温

度恒定后，把装好专用胶片的蚀刻架放入烧杯中，进行化学蚀刻. 蚀刻温度变化不得超

过1 1 C̀ . 蚀到时间不得超过1 lm in.
7.4.2 .3 取出蚀刻架后，用1 :1或1:2的稀盐酸溶液洗去专用胶片表面紫红 色 化合物，
再以清水冲洗，用滤纸吸去水溃，晾千后即可进行镜下观测.
7.4.2 .4 蚀亥〔时要做到: 一次配制的100m L蚀刻溶液只能蚀刻70^-80片 ; 蚀刻溶液随

用随配，不宜搁置过久; 蚀刻时要经常摆动蚀刻架; 一批样品蚀刻完毕 应逐片检查，
若有相互贴附和漂浮而造成蚀刻不充分的专用胶片，视径迹生长情 况 应 再 延长蚀亥(时

间，确实不能补救的可用副徉重新蚀刻.

了.4,3 专用胶片的镜下观测

了.4.3 .1 对观测显微镜的要求是: 光学性能好、微调灵敏、光源亮度恒 定、放大倍数
在300^ 400倍 ( 物镜用30 x 或40 x . 目镜用lox ) . 放大倍数确定后不要随意改动. 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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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浏豆的专用议片观lsl. 不宜采用两种以上的枚大倍:2C,

下.冬.3.2 镜 下视践w,积用测
IL尺际定. 测微尺的刻变 分0 ,01二:n 和0,0

'2rim 两种，即

1二二r112m m 的 际尺分成10。格. 径迹法测暮采用的计数为径迹密度，1!P 每平 方毫米而

积_L的径迹数 目表示 ( j/ m m '
) . 计数时限据径迹密变位高低和分布均匀程度，可采用

全视Ty
'
 Iu积半视践而识和四分之一视或面积读数法. 例如.用半视域面积读数法求 得的

平均计数为55 j，半视域面积际定为。,0932m m '
，此时所得的径迹密度为:

( s / 2 )
一

5 5

0 _0 9 3 2
= 56 0(I/m m '

)

7 .4 .3.3 镜下观测时 ，应仔细辨认径迹. 当a粒子沿法线方向轰击专用胶片时，蚀亥垢

的a径迹基本特征是:

径迹普通为圆形，有色环显示 ( 中心为粉红色透亮点，外侧为灰黑色边，中间为较

粗的蓝绿色环 ) ，有立体感. 对于直径5 - 6Hm 的径迹. 上述特征非常明 显. 各种角度

入射的a粒子造成的径迹形态和机械损伤蚀坑见附录D ( 补充件 ) .

了.4 .3.4 蚀刻后的专用胶片两面均会出现径迹，现统一规定只计数编号面 ( 照射面 )

的径迹密度。具体作法是将专用胶片的编号面朝向物镜，用两片载玻片夹好，以免调焦

时专用胶片摆动. 读数次数应根据径迹分布均匀程度而定，一般选3-y5个视域取其平均

值. 径迹的大小一般为4-- 6Nm ，但由于入射角度不同和入射时能量差别而有 更小和更

大的径迹，为充一计数标准，规定只计数3!im 以上的径迹. 镜下观测记录格 式 见 附 录

J ( 参考件 ) .

a 活性炭法测氮的技术要求

a .1 活性炭法浏氛的准备工作

8.1.1 活性炭吸附器的组装

出队前须对活性炭吸附器进行组装，所需材料包括有吸 附剂 、干燥剂和活性炭容

器。具体要求是:

以活性炭作吸附剂 ，使用化学纯的无定型桃核炭。同一测区应使用同一类型、同一

厂家的同批产品. 活性炭应干燥、无污染，保存在密封容器中. 拟用后回收的活性炭，

应将异常样和正常样分开存放，使用前彻底干燥并测量其底效，纯计数为零时才允许使

用. 使用次数不得多于5次.

以变色硅胶作干燥剂.

以圆形塑料瓶作活性炭容器 规格为" 400m m x 6 )0m rii,瓶内可装13- 15 ;活性炭和

2- 5 g变色硅胶. 瓶口应带双层密封盖。

组装活性 炎吸附器的场所应选择在无放射性污染、干燥通风处. 装入活性炭和变色

硅胶的R,.m 应一致，塑料瓶 CI塞上纤维物 ( 阻止活性炭漏出) 时应注意能让气体通畅进入

瓶内. 装好的吸附 rt应封好密封盖并编号.

日.1 .2 罩杯

罩杯的容积为50Jm L ，杯底中心有插入活性炭吸附器的圆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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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3 人员组织

人员组织要求同7,1 .5条.
8 .2 测里条件

8 .2 .1 探坑

探坑为截谁形，坑口直径15- ?dcm ，坑底直径为10- 12cm
育地段的探坑应穿过腐值层.
8 .2.2 活性炭吸附器的埋置时间

活性炭吸附95的埋置时间 一般为4- 6d

埋置时间必须相同.
9.急 野外工作方法

8 .3.1 测点上的工作程序

测点上的工作程序同7.3 .1条‘

坑探为40cm . 土壤发

具体时间应经过试验 确定，同一地区的

8 3 .2 话性炭样品侧量

话性炭样品测量场所应选择本底软低的环境. 话性炭样品底数im定，是从每批未经

野外埋置的吸附器中随机取5个进行测量，测量时间工m in，取2^-3次读数.这5 个样品的

平均计数作为该批样品的底数。底数样品应妥善保存，严禁受到污染。

样品测量的要求与底数测量相同. 但从野外取回的样品应在10h内测量 完 毕. 侧量

前及时擦净塑料瓶上的泥土，按编号顺序排列好，样品排放地点应采取屏蔽措施，以免

对M gt结果产生千扰. 话性炭样品测量记录格式见附录K ( 参考件 ) .

8.3 .3 活性炭样品测量结果的初步处理

活性炭样品的埋置时间应归一化至 0d.收回的活性炭样品在10h后测量的，应进行你

玛照射量率衰减修正; 上述两项修正方法见附录E (补充件 ) .

9 教及其子休测且的质. 要求

日.1 野外翔盆工作的质且要求

9.1.1 检查测量工作量

布置检查测量是随野外工作进展按计划进行.
在异常地段和对工作质量有怀疑的地段.

检查线应均匀分布于测区内、重点放
检查测设工作量不得少于基本测量的5 %a.

9,1 .2 质量检查内容和要求

质量检查工作由生产单位技术负贵人指定专人执行

条件的执行情况，如取样孔. 坑的规格，主要操作环节

期，使用同类型性能 良好仪器在原测点附近检查侧量.

。检查内谷包拈对釜不11!7 技术
，记录内容等，并尽量在不同日

若异常重现性差，需查明不符合原因，重作检查a8'1 ，直至合格.
7e本测7).和检查测rLm.均应避开雨夭，尽量在同等气候条件集中野外观测.

象对ill量结果的影响.
9.1.3 误差计算及要求

丛本测量和检查测量的误差计算公式如下:

10

以减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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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x 1 0 0 肠 ( 5 )

从
一书
习

.I

x 十

过
“一、习

式，卜，

0

: a -
'
t11对 百分误 l

E x ;- 本测量各测点测得值的总和;
‘.‘

J 夕‘— 检查测量各测点测得道的总和.

荃本测址和险查测笙整条测线的相对百分误差不得大于士30呱，曲线的形态应基本

符合. 如质量检查发现超差，应查明原因视清况处理，直至返工。

9,2 室内洲f 的质t 要求

9.2 .1 检查测量工作量

室内测量指专用胶片镜下观测和活性炭样品测量。检查测量室内工作址不得少于签

本测量的5肠，异常样品应百分之百进行检查测量.

9.2.2 误差计算及其要求

基本测量和检查测量的误差计算公式如下:

兰二Y
戈十Y

x 100呱············································……(6)
2

式中: △— 单个样品的相对百分误差:

X — 基本测量的测得值:

Y - 检查测量的测得值.

单个样品基本测量和检查测量的相对百分误差不得大于土20肠.

10 好外洲f 资料的日常整理

10.1 整理的内容

日常资料整理包括计算各测点的氛浓度、逐日或分阶段填写氛及其子体测量点位数

据图中的测得直, 氛异常登记、整理测量仪器性能检定数据并绘制曲线、整理野外测量

试验研究资料等。

10.2 射气总浓度及氮 (社射气) 浓度的计算

10.2 .1 射气总浓度的计算

土壤气体中包括 有氛射气和让射气，测氛仪的计数由上述两种射气'T A 引起，射气

总浓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0 :二K ;N ....········································，…… ( 7 )

式中: Q 二— 土壤气体中的射气总浓度，B q/ L ;

IC ;- 某种类型测氧吹的换算系数，( B q/L ) /D ;

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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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执— 测氧仪示值，脉冲/m in.

10,2 .2 认浓度的计井

常规法测氛的氧浓度计算公式如下:

Q x.‘= C ,N ，十C ,N :一C ,N ···……

式中: Q ，.，— 常规法测氛测点的氛浓度，B q/L ,

C :
二

C , =

A ,丑:

N ,, N  N ,— 抽气结束后第一、第二、第三次测量的测得 值，B q/L ,

A ,. A ,, A ,- 第一、第二、第三次测量时间内氛的增长率;
B  B ,. B ,- - 第一、第二、第三次测量时间内钦射气的衰减率.

工作中可实测C ,, C  C ,，从而得到某种类型测氛仪的氛浓度计算公式.

测点的牡射气浓度可用射气总浓度减去氛浓度求得。

R aA 法测氛、活性炭法测氛和径迹法测氛的氛浓度计算公式如下:

Q a .,= K iN ................................................... ( 。)

式中: Q ，.，— 测点的氛浓度，B q/L :

K ,— 某种测氛仪的换算系数，( B q/L ) /D :

N - 测氛仪 (减底数后) 示值，脉冲Zm in.

10 .3 饭、社射气比值的计算

在铀、牡混合地区进行常规法测氛时，经常采用氛、仕射气比值 ( R ) 作 图，其计

算公式如下:
B .(N .lN .) - B

尸.= 一几召‘宁亏箭气箭
, ···········，················…… ( 1 0 、J、’一 A ,- A ,CN ,lN ,)

---- -一 ’、几”，

式中: R ,- 氛、牡射气浓度比值: 其它符号同公式 ( a ) .

当N :取第15s的测得值、N :取第150s的测得值时，公式 ( 10 ) 简化成下式:

一
R . (11 )

10.4 氛及其子A M f 点位数据图的绘制

点位数据图采用与氛及其子体测量工作相同比例尺的底图，在相应侧点标注氛浓度

值. 标注氛浓度数据应随测髦工作进展、逐日或分阶段进行，标注数据前应对数据百分

之百地复算 上到图中的数据应及时孩对. 测区为纯铀性质时，只做射气总浓度点位数

据图. 测区为铀、牡混合性质时，分别做氛、让射气浓度点位数据图卜检查测量数据应

以不同颜色标注在测点的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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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其他图件的绘制

测fit;仪E3定性检T 曲线的Wi坐际为示ltl ( 或测得池 ) . 纵坐汗为时 间 ( d ) ，把Vli
11出工前和收工后用工作标准源睑测结果绘制成连续的曲线，

单项试验研究图件k-4在r:k项试验完成后及时绘钊. 所有图件应价合归档要求.

11 异常的确定和揭露评价

11.1 背景参数确定

11.1.1 参数分区

参数分区应考虑池质条件、景观条件和工作方法，当对参数的确定影响不大时，可

按测区为单位确定参数. 当影响较大时，应分区统计.
11.1.2 分布形态检验

XIM 景分区的数据用x 0检验法或其池俭验法进行分布俭验，检骏时一 般 去掉大于

( X + 2s ) 的异常值，

11.1.3

11.1 .3 .

式中:

背景值和标准差

当服从正态分布时，用算术平均值法确定背景值X ，其计算公式如下:

_ 名 x ,
X - I- l

n
-，‘·’·......................................( 1 2 )

x ,— 各测点测得道总和，B 好L ;

n— 参加统计的测点数.

背景值的标准差为:

一
习 (x 一 二)

’

n - 1

‘I
V一一

S

式中符号同公式 ( 1 2 )

11 .1,3.2 当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时，用对数平均值法确定背景值 ，其计算公式如下:

一 习 lgx i
X ,= is t

n一
................................. ( 14 )

式中: x ,— 用对数平均值法确定的背景值对数，其反对数的背景值的真值.

其它符号同公式 ( 12 ) .

背景值的标准差为:

习 (1 9戈‘
- x ，

式中: S ,— 以对数形式表示的标准差，

其它符号同公式 ( 14 ) .

”一1

其反对数为标准差的真值S
矛
;

l
r
习

合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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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当有不同母体的形晌时，可采用累计展直线法确定背景收i11标准差.

异常下限

异常: 大于区域背rr:值5倍的称为异常.

异常带: 连续5 0m 以上的带状异常称为异常带.

晕分三级: 下限为x十: ( x 'S, ) 、上限为x + 2 s (

11

11

x '2s' ) 的称为偏 高晕: 下 限

为x 十3s ( x -3; ) 的称为异常晕，介于偏高晕和异常晕之间的称为高晕.

11,3 异常分类

氛及其子体测量中发现的异常分为矿化异常和非矿化异常.

11,3 .1 矿化异常的一般特征

11.3.1 .1 异常分布与控矿构造或岩性密切相关. 异常有一定的规律，反映较为连续.

晕的平面形态呈带状或面状.

11.3.1.2 异常多为纯氛，少数是氛、钦射气混合异常.

11,3,1.3 浓度一般较高时有较大的峰背比; 当机械分散晕不发育和有阻挡层 ( 孔隙度

极小的盖层 ) 存在时，浓度低而反映面积较大.
11.3 .1 .4 多次抽气氛浓度不衰减或略有增加，重复测量的一致性较好.
，1.3.1,5 氛浓度随取气深度增加而增加，且愈接近矿化部位氛浓度增加得愈快.

11,3.1,6 当矿体发育有分散晕时，孔中铀量测量、伽玛测量均有明显异常; 当地形较

陡时，因坡度影响，异常中心相对于矿体沿山坡下移一定距离.

几种氛及其子体异常解释模型见附录L ( 参考件 ) 图L , 图L ,.

11.3.2 非矿化异常分类、特征及形成原因

非矿化异常分类、特征及形成原因见附录M ( 参考件) .
11,4 异常的初步查证

所有异常必须重复测量，以确定是否真实存在，并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对异常和晕圈

进行分类 、排列顺序，拟定综合研究方案. 研究异常和晕圈的任务是确定矿化异常与非

矿化异常、异常与矿化关系、评价找矿远景.

11.4 .1 异常定性

发现异常应采用相应方法对氛 针射气性质进行定性。

11.4 .2 异常追索

使用常规法9119 fl1R aA 法测氛进行普查时，发现异常应加密测点，加密的点、线距

应视异常大小而定.

11 .4,3 确定氛气源是否充足

在异常中心处选择几个测点打孔，孔深应大于基本测量的深度，进行不同抽气量测

量，绘制氛浓度随抽气In的变化曲线. 若氧来自埋藏较浅的矿化，随抽气量的增加，氧

浓度无明显减少; 若氛来源于非矿化因素，氛浓度随抽气量的增加而迅速降低.
11.4.4 研究氧浓度随测孔深度的变化规律

利用测孔的不同深度 ( 如。,3m , 0.6m , 1 .。二、1 .5m , 2 ,0m ) 与氛浓度的关系，
绘制氛浓度随取气深度的变化曲线 (见图2 ) .

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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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1 从浓 变随取‘丈深度加大而增如. 愈向深部曲线的料率愈人. 此类型可能由于

下部矿化引起. 也可能山hli一域水引起，当矿化较浅时曲浅斜 率 大 ( 曲线1) , 矿化较深

时IIH线斜率小 ( IIII线2 ) .

氧;农度 g/L

10 0 2 0 0 0 0 0

纂

图2 氛浓度随取气深度变化曲线图

11,4.4,2 氛浓度随取气深度变化无规律 ( 曲线3)，可能由浮土中机械分散晕夹杂零星

小矿块或局部氛富集引起。
11 ,4 .4 .3 氛浓度随取气深度增加到一定深度后趋于定值 ( 曲线4 ) ,是由于浮土中放射

性元素含量均匀增加或射气系数增大引起，属非矿化异常.
11.5 异常的综合研究

应遵循由已知到未知、由点到面、先易后难 、由浅入深的原则进行综合研究、综合

查证. 因地制宜地开展通用地球物理方法 (如 电法、磁法等 ) ，查明储气构造，收集测

区内其它放射性测量方法获得的评价资料，有 目的地测定工作区氛的富集、迁移 : 储存

等有关参数，以地质为前提，对异常进行解释推断，特别要重视弱异常的解释推断，选

出较好的矿化异常.

11.6 异常的揭皿评价

对筛选出的有成矿远景的异常. 应布置山地工程加以揭露验证‘以便作 出 正 确 评

价. 对异常揭露评价提出一般要求。

11.6 .1 可采用剥土、探槽、浅井、手掘坑道和钻探等手段揭露异常. 山地工程的走向

应垂直异常的长轴方向，并考虑异常中心可能产生的位移.
11.6.2 揭露工作结束，应根据揭露和综合研究的结果，对异常作出全面评价，提出深

部揭露工作意见.

野外工作验收

验收组的组织

实行大队质量委员会和分队质量检查组两级验收.

验收内容和验收意见书

验收内容包括设计完成情况和工作质量情况，验收后填写验收意见书.

，
‘

几
‘

内
‘

月.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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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成果图件和文字报告

13,1 图件编制要求

作为最终成果编
.a的图件必场ji.实可靠，内容齐全，重点失出，1I.体要求如下:

a 使用的各项原始资料和中间性图件必须是经过验收合格的:
b、 必须保持各图件之间、图件与原始资料之间、图件与文宇之间、PI件与表格之

间的一致性.
c ”

分幅编制的图件应有接图表 接图表画在图框外的左上方，在表上注明图幅编

号和名称，本幅图应打上阴影线:

d. 各种界线，晕圈须与相邻图幅合理衔接:
e 图件比例尺用数字和线段两种形式表示，图件应符合归档要求.

13 .2 提交的图件

13 .2 .1 氛浓度等值图

以简化地质图为底图，按比例尺绘制，应绘上全部基线、测点和纂本观测值 (供复

制的图件可略去 ) ，勾绘等值线并注明各异常晕的编号. 勾绘等值线时，线距不宜小于
一倍标准差 ，线条应团滑并与相邻线协调.
13.2 .2 氛、牡射气浓度比值 ( R ) 等值图

在图中应将氛、牡射气性质异常和混合异常用不同符号表示。

13 .2 ,3 综合成果图

在地质底图上绘出各种测量方法的异常点 ( 带 ) 、异常晕、远景片 ( 区) 、揭露工

程等。
13 .2 .4 其它图件

附有地形地质剖面的物探测量结果对比曲线图; 氛浓度随取气深度变化曲线图: 墓

本测量和检查测量对比曲线图以及视情况需绘制的图件.
13 .3 文字报告

文字报告应力求简明扼要、IF(点突出、观点明确、插图美观. 报告内容可参考下述

提纲:

a . 序言 ( 简述工作的目的，任务来源、工作性质、侧量比例尺和工作fi ，组织机

构和人员，工作阶段划分和各阶段工作概况，任务完成情况和工作评价 ) :

b . 工作区的位置、交通、自然经济地理概况;

c 地质概况;

d . 物探化探测量工作 (概述区域地球物理场特征，物探 化探工作成果，放射性

特征参数值 ，如背景值、标准差、变异系数等，以及数据处理方法 晕的分布. 铀 、镭

平衡情况 ) ;

e . 野外测量技术方法选择依据，测量效果 技术措施和kriri配合的方法

f. 异常解释评价及远景预测:

9 . 质觅评述

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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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结沦和建议.
13 ,4 提交的原始资料

提交的原始资料有:
a 氛及其子体测量原始记录;
b . 氛及其子体测皿点位数据图:
。. 仪器标定及检验记录和曲线图M
d 测是条件试验记录及 曲线图册:
e . 配合的物探化探方法原始记录:
f. 检查测凰记录和曲线图册:

9 . 异常登记卡片.
h . 揭露工程的地质、物探编录图册:
厄. 原始数据登记表册;

j. 资料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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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妞引入闪烁 ( 电离 ) 室电流随时间增长率表

( 补充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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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 录 C

专用胶片埋! 时间归一化修正方法

( 补充件 )

C 1 修正公式

专用胶片埋置时间一般为21d , 为便于与其它测氛方法对比，须 归一化为30d，修正

公式如下:

N ,。二F , ·N a....................................... ( C I )

式中: IV 30— 专用胶片归一化至30d的径迹密度，j/ m m ';

IN',— 专用胶片实际埋置时间的径迹密度，3/m m '
;

F ,— 归一化修正系数.

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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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修正方法举例

3.1',* I 专用胶片时间为21d，径迹密度为360j/m m '
，归一化至30d的修正公式为:

N : 。二 F r
·N : , = 1 .3 0 x 3 6 0 j/ m m

' = 4 6 8 j/ m m
'

F T遭需查表，埋丑天数为21d时，F T为1.30.

C 3 专用胶片埋皿天教归一化修正系数 (见表C 1 )

表C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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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常见的径进形态和机城损伤蚀坑

(.年卜充件 )

表D 1

一 一 .一 户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几种常见的径迹类型
一 - 一一一 一一 — 一一 一 竹

-一 一一一一
甲

一

以位子料射
机械损防浊坑

I径迹的主要特征 :

2 .jf1 }JR A 时，有

3. 盟.-92"-3#fi}7ffAtA
到5^-6环

4 有突出黑iL

5:有粉红色中心

沈则
解
轴肠
污
鬓

毗
鼠姗
服触
加
币解

龄
勘
拼
协
翻
拓
补
铁
亮
喘

I舞损伤蚀坑的主
征，

由

不片
状
胶
致

@。

馨

两个径迹重迭

三个径顾

气 0

1,黑色边和份红色
心均较谈

2.排列有规则

3、无色环和立体感

4j 5"rt 5
巍

V}
'1l -1 9 S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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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活性炭吸附器埋置时间归一化

和伽玛照射且率随时间衰减修正方法

( 补充件 )

E 1 修正方法

活性炭吸附器的埋置时间为4- 6 d , 应归一化至30d , 样品应在10h内测量完毕，超

过规定时间的样品，应对伽玛照射量率衰减进行修正. 上述两项修正公式如下:

N _
w . = *- ··，·、·… ，..户，·… …

r ,,"厂 。
( E 1

式中: N ,- 经归一化修正和伽玛照射量率衰减修正后计数率，脉冲/m in

N ,- 减去底数后的仪器示值，脉冲/m in :

F .,- 根据活性炭吸附器的实际埋置时间( T ..) 查表E 1得到的修正系数;

F D- 根据样品伽玛照射量率的衰减时间( T o ) 查表E 2得到的修正系数.

E 2 修正系教

E 2.1 活性炭吸附器时间 ( T ., ) 修正系数 ( F A ) 见表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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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 1

注: I) 活性炭吸附器埋置时间T *.

2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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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E 2 .2 F.炎1,1}附器的Cnl玛照0 -
1e率随Il;r间T 。的衰减修正系数 ( r 。) ( :么表E 2 )

表E 2

一 }讯

时阅“ 、

0 00

‘巨

陈
丫
”

|
日
阮

!

0 .9 9 2 .::一.:一;
0.4 84 :

下

0,4 8 1 :

0,4 04

-
i

0 ,
18 1

I

一

0 .2 35

0.4 0 1 0. 3:4 ; 0. 2:9

0 .9 85

0 .9 ; 8
:.:一; :: :

0. 33 2 } 0

‘

: ::

0.32 3 .:一 ,229

,2 28

2 2 6

10
、

10.

一

一
吻

.

. 尸

。
闭

|
网

534

卿

拱

川

809

.803

0 .9 70 0,4 1 0 } 0. 39 2

0 .0 6 3 0,4 66 } 0. 38 9 :.::一:.:一__ }_
0.9 5

'
6

0 ,9 4 9

0 ,9 4 1

0 .79 7

0 .79 1

0 ,78 5

0 ,55 5

:
.
: ::

} 0.32 2 0. 26 9

0. 380 } 0

.32 0

,3 17

. 3 15

::;

0 .2 24

0 .2 22

0 .2 2 1

0 .2 19

洲
加
脚
538

0.665

D.660

0655

0 9 34 0. 77 9 0. 650 0 ,3 77 } 0 0 ,26 3

1 0 0 .9 27 0 .77 4 0. 645 0,375
{
0,3 13

一}
0,26 1

{
0.217

I 1

1 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 ,9 2 0 0 .7 68 0 ,64 0

0 .9 13 0 ,76 2

5 34

.5 30

.5 26

0.3 7 2 I 0 ,3 10 0.26 9 0, 2 16

.
:: :

25 7 0 , 2 14日
0 ,# 0 6 0 .75 5 0.25 5 0. 2 13

耐
叫
叫
”当
耐
叫
一0,900 0 .75 52 2 0 .4

'
:6 0 .3 63 0. 253 0 .2 1 1

的

的

引

nJ

乃J

，J

0

六U

卜U

0

0

0

0

-

0

0

0

0

0 ,8 9 3 0 ,74 5 0 .5 18 0 .4 3 2 0.3 6 1 0 . 0

二万i0.51410,42910,358
J
0.251

一一兰兰-
0 .8 8 6 0. 73 9 20 8

206
瓜
胭

240

247

绷

0 .8 80 0. 734 0 ,5 11

0 .8 ; 3 0. 72 3

0 ,8 6 6 0 ,72 3 : .
: : ;

0 .4 25 } 0 ,3 55
于

0 ,4 23 ! 0 .3 53

0 .4 2。 { 0:5 50

636

631

幽

621

一

617

612

0.

众

认

0.

1

众

氏

24 4

吻
.

吻
1
.10

. 油

〕
“
仲
件

0.8 6 0 0 ,1 11 ,4 16 1 0 ,3 47 0, 2E0 1 0 .24 2 2 02

1 10
we
ln
厂
门

. 阮

"
吻

胜

607

603

598

0, 8 5 3

0, 8 4 7

0 . 8 4 1

0 , 8 34

0 ,7 12

0 ,70 7

0 .70 1

0 . 69 6

0 .3 45 丁288一蕊万i0.240 0.200
0.3 42 10.285 } 0.238

0.3 4 0 .::一
1川

耐
.40 4 0 .3 37

{ 。. 283

} 0 .2 3 1 .
:::

{
。·196

0594

“

“

0581

1

今
”

八曰

j、

，
J

内艺

，
与

内
‘

注 : 1) 从测孔中取出活性炭吸附器密封后至测贵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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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常规法测氛和R aA 法测妞记录格式

( 参考件)

测 区 _ 仪器 型 号

工作日期_ 换 算 系 数

气 候 工作源检查

i3 作 者 记 录 者

序 读 数

平均

氛及牡射气浓度

Bq /L

地\描;!
一1

-!

1
1

1
1
1

十

，
..lr..，.....1，，1
1
卫

点线号

附

异 常

录 G

登 记 表

( 参考件 )

霉
一
二‘

咖

('}C)’
蔽

-AnT I
AM

’
s-̀F'1ft
’

{
9}0'u.TP7R

一一一一一
2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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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甲目，，，‘，一 山一‘.- 一分-一、‘.，，，，，‘‘.，‘.，

附 录 H

径迹法测氧和活性炭法洲氛野外埋杯记录表

(参考件)

测区名称

取杯日期

取杯人员

埋置日期

埋置人员

序号 测线测点号 } 样 品 号 点距 I探坑深
坑内干

湿情况

O n34 M
!# JJt W.
c / k g .

地质描述 备注
】刀 l m

附 录 I

径成样品送样单

( 参考件 )

工作地区

样品数盈

送样者

送样单位_

送样日期_

专用胶片类型

序号 侧线测点号 样 品 号 样品情况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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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样单泣

仪器型号

观测者_

附 录 J

镜下观浏径迹记录表

(参考件)

规坝U日XI

换算系数

俭查者

I#}a8n>s;9
;一二 斤

iidTA1119ilR
ll=13 41516 7181'}J}g一

nj/mm=;

下 川 一

附 录 K

活性炭样品侧且记录表

(参考件)

}M 区一一 一一测线 _ 测量日A七‘一 月_ 日_ 时

仪器型号__ 换算系数

底数 (N 。) _ 测量者 __ __ _ 调查者_

顺序号 ’样品号 减底数

R
-
- N .

氛浓度

B q/ L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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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L

几种氛及其子体异常解释模型

( 参考件)

L l 层状矿化异常解释模型

表L 1

回

区乙

矿化 透-t性较好的兴性 卜壤层储气良好

t 城层痛气坟差

尾到

住习 返气往长差的岩比

巨困

回 入为主峰 n 为次峰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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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1 含矿层近于直立的i)
'
}好异常模型

含矿层近于直立，在矿化体的正上方出现单峰异常，异常U 随地表土壤层的储气条件

有所差别，矿化体上授岩性的孔隙度、微细结构的发育程度、矿化休埋深对异常值和曲

线的形态均有影响 ( 表L 1, a ) .
L 1.2 含矿层呈倾斜产状的异常模型

含矿层陡倾斜时，曲线呈不对称的冤阔单峰，在矿化体倾向一侧，曲线有拖长现象. 随

地表土壤层储气条件和矿层上孤岩的孔隙度、微细结构的差异，曲线峰值和不对称程度

有所 不 同 ( 表L l , b , ) . 当含矿层缓倾斜时，曲线呈双峰型，主峰为层位峰 反映含

矿层位; 次峰为矿峰，反映矿化体在地表的投影位置. 峰值大小受矿化体埋深、土壤储

表L 2

1一矿体: =- 构造: A 一主峰: s - 次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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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条件以及上孩岩性孔隙度和微细结构发育程度影响有所不同 ( 表L 1，b , ) .

L1 .3 含矿层呈水平产状的异常模型

含矿层呈水平产状时，异常峰在矿化体的正上方，峰恤和曲线形状受上班岩层的透气

性、矿化体埋深、土壤储气条件影响而不同 ( 表L 1，C ) .

L2 构造控矿异常解释撰型 (见表L2 )

L2 ,1 矿化体位于构造中的异常模型

当构造破碎时，有利于氛的迁移; 分散晕发育、上授岩性孔隙度较大时，曲线为双峰

型 ( 表L 2, a )
L2 .2 矿化体位于构造下盘的异常模型

异常在剖面上的位皿与矿化体至构造的相对距离有关. 当矿化体靠近构造时，异常峰

位于构造正上方，曲线为单峰型 ( 表L 2 , b , ) ; 当矿化体距构造较 远 时，异常峰位于

矿化体的正上方 ( 表L 2 , b , ) 。
L2 .3 矿化体位于构造上盘的异常模型

矿化体位于构造上盘较近，构造较破碎，往往有双峰异常 ( 表L 2, C , ) 。当 矿化体

距构造较远时，往往在矿化体的正上方有单峰异常 ( 表L 2, C , ) .

3 地下水作水平运动时土滚层氛及其子体异常解特傲皿 (见. L 1)

图L 1 地下水作水平运动时土壤层氛及其子体异常解释模型

1- 矿体: 2- 潜水面 (降低后的潜水面 ) : 3- 镭沉淀于潜水面上 (镭保留于从前的潜水面上 ) ，

4- 地下水运动方向

L 3 .1 潜水面高于矿体，地下水运动方向如图中所示，在矿化体周围形 成 镭 和氨的溶

液晕圈，在潜水面部位有镭的沉淀位于矿化体的侧上方，当氛的扩散距离大于潜水面至

地表距离时，能探测到氛异常( 图L l , a ) 。
L3 .2 潜水面因气候变化下降至矿化体附近、但沉淀在土壤层中原 潜 水 面处的镭仍然

留在原处. 地表仍可探侧到氛异常 ( 图L1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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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M

非矿异常的分类、特征和形成原因

( 参考件)

M l 非矿异常各种类型的特点见表M 、

表ml

分 类

一

二 特 征

气 1. 雨后的射气浓度高于雨前

2. 阻挡层以下射气浓度增高

3. 气压低时射气浓度增高

4 不同季节的射气浓度变化较大

1. 由于雨水和冰冻，使地表形成一层不厚

的阻挡层，利于射气积累

2。由风为、气压造成的大气泵吸作用，使

深部射气上升至地表

3. 地温升高，增加气体分子动能，利于射

气迁移至地表

‘。山顶的射气浓度低于山坡和山谷

?。向风面的射气浓度低于背风面

，。异常值一般较低

l. 由于风力对地形各部的作用不同，造成

射气相对聚积或流散

2. 地形各部位对残. 坡积物及分散晕的保

存能力不同

地

形

异

常

1，异常分布往往受某一层位控制，

射气浓度一般不高

2. 往往伴有油晕和伽玛照射率异常

某些炭质、腐植质，粘土对铀、镭有较

强的吸附作用

吸
附
异
常

1. 异常分布和构造、破碎带的位置

吻合，一般射气浓度不高

2. 易与犷化异常混淆

构造和破碎带提供良好的通道，使射气上升构
造
异
常

1. 异常范围小，浓度不一

2. iA U , 伽玛照射I 率不见增 ;

3. 多次抽气异常迅速消失

1. 浮土中存在镭的分散晕

2. 路土土准形成7-M 层 . 造成射气局部
Ivr.积

土
报
异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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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M 1

分 类 异 常 特 征 形 哎 原
-r

1. 在有关岩性层的射气系数增大

处，射气浓度增高

2. 多次抽气，射气19浓度迅速衰减

3. 不同时间两次测量比值不大

因构造破碎或强烈风化造戎，射气

系数局部增大

纷

气
弓
一价数

异

常

1. 铀量不见增高，伽玛照射显率不高

2. 局部氛浓度有极大值，甚至随深度

增加而增加. 有时与矿化异常相似

3. 异常分布与地下水流向及季节有关

4. 附近常见射放性水异常

水巾氛迁移至松散沉积物和构造带中

形犬异常
镭
1
氧
水
异
常

1. 异常为氛性

2. 地表it 皿、伽玛照射量率不见增高

3. 孔内氛，铀盆、伽玛照射量率均

反映在某一层位处有增高

j. 由于地球化学和地下才作用，钠, 镭被搬

运到有利于吸附和沉淀的地段引起异常

2. 盖层毛细结构发育，当气候干旱，蒸发

量大时，铀、镭上升至地表

a. 粘土有吸附力，可造成铀、镭次生富集

铀

，镭
次
生
富
集
异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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