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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的皖南地区，以其广泛、强大的区域负异常区而 

区别于其他区域。本区布格重力异常区域背景在(一 

35～一45)×lO m／s。之 间，最低值位于黄 山莲花 

峰一带，达一65×10 m／s。。在此强大的负异常背景 

上叠加了一系列的局部重力异常，局部正异常一般 

呈带状展布 ，具有 明显 的方 向性 ，优 势方 向为 NE、 

NW、NEE等三组；局部负异常具有成片分布的特 

征，但各 自特征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异常呈等轴 

状 ，走向不明显 ；另一类具有较明显的方 向性 ，优势 

方向为NE和Ew 向两组，与局部正异常的分布趋势 

有明显区别 。j。 

与低背景布格重力异常相对应 ，安徽省皖南地 

区以高背景磁场区为主要特征，两者之间总体上呈 

现出此消彼长的特点。皖南强磁异常区，背景场呈面 

状，幅值 1O0～300nT，中心位于九华山一带，峰值达 

700 nT，其上叠加的局部异常方向性较为明显优势 

方 向为NE向，偶有Nw、近EW 分布，同时，局部异 

常的分布的总体趋势仍为NE向。局部叠加磁异常 

与地表出露的侵入岩密切相关，包括黄山、青阳、花 

园巩、牯牛降等岩体，表明了区域构造对岩浆侵入活 

动 的控制作用 明显 。该区为省内重要 的Pb—Zn—Ag— 

Au—Mo—Co多金属矿产地_3“]。 

3 区域岩石密度、磁性参数特征 

皖南地区岩石密度及地层密度分别见表1与表2。 

表1 侵入岩密度参数变化啪(单位：X 10 kg／m。) 

Table．1 Variation of the density parameters of intrusive 

rocks 

对比表 1与表 2可见 ，本区花岗岩、正长岩类密 

度普遍低于古生代以来的岩石，且差值达(0．1～ 

0．3)×10。kg／m。，重力剩余异常表现为明显的低异 

常，花岗闪长岩类密度略低于地层密度，总体表现为 

负异常，但剩余异常强度可能偏低。闪长岩等中性岩 

与地层密度相当，重力异常不易将两者区分开来。 

表3说明，皖南地区侵入岩磁性不均匀，大致分 

为两类，一类为花岗闪长岩，普遍具有中等强度磁 

性；另一类为花岗岩，基本无磁或者弱磁。 

表 2 皖南地区地层密度参数 (单位 ：×10 kg／m ) 

Table．2 Density parameters of the stratums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表3 皖南地区侵入岩磁参数特征 

Table．3 M agnetic parameters of intrusive rocks in south— 

ern Anhui Province 

4 典型侵入体的重磁组合异常特征 

选取皖南地区青阳、牯牛降、谭山等有代表性的 

岩体，将构造岩浆岩图分别叠加重磁异常(图2～图 

7)，总结其特征如下。 

青阳岩体主要岩性为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 

正长花岗岩；其剩余重力异常见图2，其特征主要表 

现为醒目的负异常，不规则状，一1×10 m／s 等值 

线基本圈定了整个岩体的出露部分，(一2～一4)× 

10 m／s 等值线进一步呈现出多个次级异常中心， 

异常走向为 NE、EW 方 向，并沿 NE、EW 、SN排列 ， 

与区域构造方向相对应；青阳岩体航磁化极异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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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青阳岩体上的剩余重力异常图 

Fig．2 Residual gravity anomaly of Qingyang rock bodies 

图3 青阳岩体上 的航磁化极异常 图 

Fig．3 Aeromagnetic anomaly reduced to the pole of 

Qingyang rock bodies 

图3所示，整个岩体处于高磁背景区，以醒 目的正异 

常为特征，且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在岩体出露范围 

内可进一步呈现出四个高值中心分别位于青阳县、 

庙前镇、九华山镇和陵阳镇南西管冲一带。而九华山 

以东的佛 回山一一 毛园 岗一带也有明显的异常显 

示 。 

图4 牯牛降岩体上的剩余重力异常图 

Fig．4 Residual gravity anomaly of Guniujiang rock hod— 

ies 

牯牛降岩体 主要岩性为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 

岩。其剩余重力异常见图4，特征表现为异常为醒目 

的负异常，总体为长椭圆状，一1×10 m／s 等值线 

形态规则，并向东延至三府尖北部地区，整个岩体的 

出露部分位于异常的中部区域，异常可划分为三个 

区域，西区位于牯牛降以西异常规则，走向近SN，强 

度最大 ，与二长花 岗岩分布区相交 ；中区强度略低 ， 

Ew 走向，与整个岩体的出露范围大致相当；最东部 

的异常在走向上与中部区一致，地表无岩体出露。牯 

牛降岩体航磁化极异常见图5，其特征表现为：岩体 

处于高磁背景区，150nT等值线异常分为迥然不同 

的两个异常区，西部区走向南北，其南部的局部异常 

与二长花岗岩相对应 ；东部异常区呈带状 ，北东部开 

口并于青阳岩体异常相连，局部异常与花岗闪长岩 

分布区域相吻合。 

- 等 ＆ l一一l ＆l C：)I 

图5 牯牛降岩体上的航磁化极异常图 

Fig．5 Aeromagnetic anomaly reduced to the pole of Gu 

niujiang rock bodies 

图6 谭山岩体上的剩余重力异常图 

Fig．6 Residual gravity anomaly of Tanshan rock bodies 

谭山岩体主要岩性为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 

其剩余重力异常见图6，特征为北东起 自贵池梅街 

镇，南西至石台县丁香镇，一1×10 m／s。等值线呈 

拉长的不规则椭圆状负异常挟持于葛公镇一横北岭 

背斜～高坦一清风岭背斜之间的系列褶皱之中。一 

3×10 m／s 等值线分布范围及近完美的将谭山岩 

体囊括其中。异常总体呈北东走向，但局部异常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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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谭山岩体上的航磁化极异常图 

Fig．7 Aeromagnetic anomaly reduced to the pole of 

Tanshan rock bodies 

晰地分解为东西向何南北向两组，异常叠加现象明 

显。航磁化极异常特征见图7，岩体处于高背景异常 

区，150nT等值线圈定的异常远大于岩体分布范围 

并向北东和正南方向继续扩展。250nT等值线与占 

大镇北部出露的小岩体对应良好；400nT等值线将 

整个谭山异常分解为两个局部异常，南部异常走向 

近东西，强度大于500nT，其中北半侧异常与谭山岩 

体相对应 ；北东部局部异常形态不完整 ，向北东方向 

继续延伸，极值超过600nT。 

5 侵入岩体圈定方法 

以重力资料为主，配合地质、航磁资料可有效地 

识别从基性到酸性的各类侵入岩体、次火山岩。对于 

出露或半出露的侵入岩体，可以根据重力异常特征， 

结合地表地质、物性资料及其它物探资料进行推定， 

如花岗闪长岩、花岗斑岩、闪长玢岩等。对于隐伏的 

岩体，则要依据密度资料，从已知岩体异常的特征分 

析入手，根据重力场特征，结合地质、航磁资料进行 

定性定量解释推断_5 。 

皖南地区岩浆侵入活动主要发生于晋宁期、燕 

山和喜山期，其中以燕山期最为发育，与成矿关系最 

为密切 ，本次利用重力 、结合地质 、航磁等综合资料 

对皖南地区侵入岩进行了圈定和推断，见图8，主要 

方法如下 ： 

①以1：20万重力资料为基础编制皖南地区布 

格重力异常图 ，网格距为 2 km×2 km。 

( 以 10 km×10 km、20 km ×20 km、30 km× 

30 km、40 km×40 km窗口分别计算剩余重力异 

常，同时计算重力垂向二阶导数。 

⑧对比发现重力垂向二阶导数圈定的局部重力 

异常与30 km×30 km窗口剩余重力异常其“0”值线 

极为接近，且异常形态相似度很高，故选择30 km×30 

km窗口剩余重力异常图作为研究的主要参数图件。 

图8 皖南地区重磁推断的花岗岩类分布图 

Fig．8 Distribution of granite inferred by gravity and magnetic method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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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将3O×30 km窗口剩余重力异常以1×1O 对于其他地质体、其他地区的研究同样适用。 

m／s 为间距编制的剩余异常图与等比例尺地质图 

MAPGIS平台上进行套合，结合航磁资料判定，一1 

×10 m／s 等值线与已知典型花岗岩体对应良好， 

或者为其不同出露部位的鲍洛线。最终选择该等值 

线作为全区花岗岩边界 圈定的基本线。 

⑤总结典型花岗岩体上的重磁异常特征，得出 

的酸性—— 中酸性岩体上分别具有重低磁缓 (酸 

性)、重低磁高(中酸性)组合特征 ，并与表 1～表 3所 

列的岩石密度、磁性参数相符合。因此 ，结合 已有地 

质、地球化学资料，可综合判定岩体的性质。 

6 结 语 

综合物探资料在区域地质研究、找矿工作中一 

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以往多 

注重于磁法或电法勘探。本文以皖南地区的花岗岩 

的圈定为例，介绍了以重力资料为主、结合航磁进行 

花岗岩的识别与空间分布研究的方法，其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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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gravity and magnetic field of granites and 

delimitation method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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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vity(aeromagnetics)anomaly of granites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are an 

alyzed in this paper．Basing on the data of gravity and aeromagnetics，the granites are identified and delin 

eated to achieve good geologic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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