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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武安市是邯邢式铁矿的主产区，铁矿主

要富存于基性-中性杂岩体侵入体中，岩体构造和岩

性复杂（苏尚国等，2017），如能准确地确定岩浆

岩界面将对后期找矿指明具体方向。实际工作中如

果能够采用物探加钻探的方法确定岩浆岩界面，将

避免工作盲目性且大大提高工作效率。高密度电阻

率法具有一次布极、自动跑极和数据采集效率高等

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地质勘察、水文调查、矿床探

测等方面（刘运培等，2017）。本文针对武安市西

部某地区的地层分布特点，采取高密度电法探查→

钻探验证→圈定电阻率剖面岩浆岩界面的工作方

法，快速准确地确定了探测区域岩浆岩界面。

1 测区地质概况

测区范围内地层从新到老主要分布为第四系

黄土层、石炭二叠系泥砂岩、奥陶系灰岩等，其中

第四系黄土分布 6.0~16.6 m，含砾石及碎石，次棱

角状，最大粒径 100 mm；泥质砂岩呈全~强风化，

层状结构，含泥质胶结；白云质灰岩呈强风化状态，

节理裂隙发育，裂隙面局部褐黄色铁质浸染。岩层

的电阻率以灰岩最高、泥砂岩次之、黄土最小，这

是应用高密度电法进行岩性分层的物理基础。

2 高密度电法探测

2.1 测线布置

根据测区内现有地形条件，本次共布置高密度

测线两条，编号 G1、G2。现场数据采集采用温纳

四极装置，电极距 5 m，其中 G1#测线共布置电极

208个，G2#测线共布置电极 180个，供电时间 500
ms，采样间隔 50 ms。测线布置如图 1。
2.2 高密度电法探测结果

如图2为G1#高密度测线电阻率反演剖面图，从

图中可以看出电阻率基本呈层状分布，表层为第四

纪黄土，随机分散的碎石等造成该层局部电阻率值

偏高；-60 m以下闪长岩发育，电阻率值>300Ω•m。

根据电阻率剖面划定的地层分层与钻孔揭露的地

质分层高度吻合，说明高密度电阻率法在该区域确

定岩浆岩界面是准确可行的。

根据G1#测线电阻率特征确定的G2#测线岩浆

岩起伏界面如图3中虚线。

2.3 测区岩浆岩分布规律

综合G1#、G2#高密度电法反演剖面以及测区

钻孔ZK1，确定在G1测线水平位置280~1000 m、G2
测线水平位置450~820 m为岩浆岩发育区域，埋深

-30 m以下，即测区西部区域岩浆岩发育，后期可通

过加密测线、增加钻孔等对该区域岩浆岩分布和含

铁矿床分布规律进行研究。

3 结论

高密度电法划定的武安市某测区内的岩浆岩

起伏界面与现场钻孔揭露的地质分层高度吻合，通

过物探加钻探的探查方法，实现了测区探测的“以

点到面”，大大提高了探测的工作效率，为后期研

究该区域岩浆岩分布和铁矿成矿规律提供了数据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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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密度电法测线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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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1#测线电阻率剖面地层划分与钻孔揭露岩层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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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G2#测线电阻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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