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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分析法在最小预测区优选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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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成都理工大学，成都 ６１００５９；２．武汉工程大学，武汉 ４３０２０５）

　　摘　要：特征分析法在矿产预测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在研究当曲式铁矿矿床地质特征、成矿规

律的基础上，将特征分析方法应用到最小预测区优选中。根据成矿模型优选出含矿建造、断裂构造、航

磁异常等８个预测变量，在１２个最小预测区中圈定出了７个一级最小预测区和４个二级最小预测区，指

出了进一步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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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预测区优选是成矿预测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

项工作内容，是成矿预测研究成果的直接体现。它是在

圈定最小预测区的前提下应用数学、计算机的方法，根

据成矿有利度大小对最小预测区进行评价和优劣排序，

实现最小预测区的分级，为后续工作提供科学依据［１］。

特征分析法是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本文基于

特征分析法的原理及基本思想，在当曲式铁矿预测工作

区最小预测区优选过程中应用此方法进行了靶区优选。

１ 特征分析法基本思想

特征分析法表现为类比的数学思想。其基本思想

是从所针对的某一类矿产中，通过一定的数学方法找到

该类矿床的共性表现，这一共性反映了该类型矿床的地

质因素之间的特定关系［２］。

２ 特征分析法计算原理

特征分析法实质为特征变量的最佳加权线性组合，

权系数是由特定的控制单元内特征变量之间的相互关

系确定的。模型的建立分为四步。

（１）选择控制单元

首先对整个预测区域进行合理的划分，选择出成矿

可能性较大的单元。

（２）原始数据的转换

通过对比控制单元中各变量匹配数与不匹配数来

研究变量对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揭示某类型矿床的特

征。为此，控制单元的各变量必须转化成为逻辑变

量［３］。

逻辑变量转换也称布尔转换，即是用布尔变量表示

地质因素逻辑上对立的各种状态，如对成矿有利为“１”，

对成矿不利为“－１”［４］。布尔变量可以是二维的也可以

是三维的。无论是定性或定量变量，还是连续变量或是

离散变量都可以用三元逻辑表达。其变量对所要研究

的问题有意义时为“１”，无意义时为“－１”；意义不确定

时为“０”。

若在确定控制单元的情况下，对某区域资源潜力进

行评价时所有变量经过转换，得到逻辑变量矩阵。以 ｎ

个单元，ｍ个变量为例：

（３）模型特征定量化

模型特征定量化，又称最优化模型公式。一个单元

内所取的地质变量很多，少则几个，多则数十个，对某一

特定类型的矿床而言，各个地质变量的重要性是不一样

的，即它对成矿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求给各



个变量赋一个特定的值，这样就可以显示出各变量在该

类型的矿产中的重要性次序，也为筛选变量提供了定量

的依据。常用的模型特征定量化主要有三种：平方和

法，乘积矩阵主分量法和概率矩阵主分量法。

（４）最佳特征变量的确定

在已圈定的区域上获取各变量的赋值，即在第二步

中得到的地质特征逻辑变量赋值表，建立线性组合：

显然，Ｙ值越大，说明该区域越接近于模型矿床的

地质特征，是更为有利的最小预测区。

３ 成矿地质背景

３．１ 地层条件

当曲铁矿预测工作区分布在羌北 －昌都 －兰坪地

层分区的赤布张错地层小区（图１）。区内中侏罗统雁

石坪群基本层序完整，旋回性明显，表现为“三砂两灰”

的特点。据岩性组合、沉积旋回等特征自下而上划分为

雀莫错组、布曲组和夏里组。雀莫错组根据岩性组合与

层序地层分析，进一步细分为两个岩性段，含矿地层为

雀莫错组一段。

图１ 当曲式铁矿区域地质图

　　雀莫错组一段菱铁矿层附近，往往夹有数层石膏矿

层，其沉积环境为海陆过渡的扇三角洲 －湖坪相沉积。

岩性组合下部为灰色、深灰色中厚层中细粒岩屑石英砂

岩、长石石英砂岩夹少量灰色复成分中细砾和灰色 －灰

绿色薄层泥岩，中部为灰绿色中层 －中薄层细粒岩屑石

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粉砂质泥岩、泥岩，上部为灰紫

色中薄层粉砂岩、泥岩，中上部夹铁矿。该段厚度大于１

１６４．２ｍ。

３．２ 岩浆岩条件

区内侵入岩多呈近等轴状岩体和超浅成侵入体出

露。侵入于中侏罗统地层中，同位素年龄值为７３．６７±

０．７９Ｍａ（Ａｒ－Ａｒ法），时代为晚白垩世。通过对区内成

矿作用和构造演化作用的研究，认为当曲式铁矿的后期

改造及富集与该期火山 －侵入岩的叠加造关系非常密

切。区内与成矿有关的岩石类型为晚白垩世火山 －侵

入岩。由流纹岩、流纹质泡沫熔岩、花岗斑岩及少量英

安岩组成。

３．３ 构造条件

区内褶皱规模大，数量多。当曲铁矿就赋存于苟炮

曲向斜的两翼。区内褶皱作用发生在晚侏罗世末期，褶

皱轴迹近东西向展布，枢纽多呈波状起伏。规模最大的

为唐古拉复式背斜，背斜位于唐古拉山主脊，核部由雀

莫错组一段组成，两翼由雀莫错组二段和布曲组构成。

向斜位于背斜南北两侧，其核部由夏里组或布曲组构

成，两翼为雀莫错组，褶皱较开阔。褶皱北翼倾角一般

为２５°～３０°，南翼为 ３５°～４０°，枢纽倾伏角一般小于

１０°，为轴面略向北倾的斜歪水平褶皱。

区内主要断裂构造方向呈近东西向及北西向展布，

其发生、发展与板块向南俯冲有关，控制了中生代晚期

以来主要火山活动和岩浆侵入事件的发生，对各类金

属、非金属矿产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具有控岩、

控矿的特征，次级构造则是容矿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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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最小预测区的圈定

分析预测工作区成矿规律对照当曲式层控型铁矿

定性预测评价模型的指导下，结合地、物、化、遥信息，进

行铁矿信息分析提取，圈定最小预测区［５］。

依据西藏地质矿产工作实际，其圈区原则为：（１）

综合分析预测要素，遵循以地质信息为基础，利用地、

物、化、遥等成矿信息综合，确定最小预测区的界线。

（２）按最小面积最大含矿率的原则，确定发现矿床可

能性最大的空间。（３）按１∶２５万比例尺要求，原则上

最小预测区面积不超过１００平方公里，过大时适当分

割，过小时适当归并。根据当曲式铁矿成矿必要、重要

要素：沉积岩成矿建造、化探异常、化探推断建造，将其

转化为变量，建立要素叠加法预测工作区圈定模型，应

用ＭＡＲＳ软件圈定最小预测区［６］。所得的最小预测区

如图２所示。

图２ 当曲式铁矿最小预测区分布示意图

５ 最小预测区优选

在圈定最小预测区的基础上，选取８个与成矿相关

的地质因素，仅以当曲式铁矿预测工作中圈定的３１个

最小预测区中的１２个为控制单元。可得出当曲式铁矿

地质特征逻辑变量赋值表（表１）。
表１ 当曲式铁矿地质特征逻辑变量赋值表

最小预

测区

编码

含矿

建造

断裂

构造

磁

异常

铁染

异常

羟基

异常

化探

异常

褶皱

缓冲

侵入

岩

０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２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０３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０４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５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６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７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８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９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２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将地质特征逻辑变量赋值表转化为矩阵形式可得
矩阵Ｚ：

Ｚ＝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依据特征分析基本原理，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计算，
可得关联矩阵Ｒ和关联矩阵Ｐ。

乘积关联矩阵：

Ｚ＝

１２ ９ ２ －１０ －４ －１ ３ ４
９ １１ ０ －９ －５ －１ ４ １
２ ０ ６ －２ ２ ２ ２ ４
－１０ －９ －２ １０ ５ １ －３ －３
－４ －５ ２ ５ ８ ０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０ ７ ２ ２
３ ４ ２ －３ ２ ２ ９ －４























４ １ ４ －３ －１ ２ －４ １０

概率关联矩阵为：

Ｚ＝

１ １０６ ５４ ０ ２２ ４３ ７６ ８７
１０６ １ ３５ ０ ８ ３２ ６２ ４６
５４ ３５ １ ９ ２１ ４３ ３４ ４６
０ ０ ９ １ ８６ ５４ ３５ ３５
２２ ８ ２１ ８６ １ ２４ ４０ ３６
４３ ３２ ４３ ５４ ２４ １ ４８ ４６
７６ ６７ ３４ ３５ ４０ ４８ １ ２８























８７ ４６ ４６ ３７ ３６ ４６ ２８ １

分别建立三种最优模型公式，可得出各变量的权系

数（表２）。
表２ 三种方法计算所得各变量权系数对比表

变量 平方和法 乘积矩阵 概率矩阵

含矿建造 ０．１７７６ １ １
断裂构造 ０．１６６５ ０．９２４５ ０．８５４１
航磁异常 ０．０７８２ ０．１６５６ ０．８５６６
铁染异常 ０．１６７２ －０．９４６６ ０．９３８４
羟基异常 ０．１０８７ －０．４８５２ ０．４８７４
化探异常 ０．０７３８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４５４
褶皱缓冲 ０．１１０３ ０．２９８７ ０．２８９９
侵入岩 ０．１１７７ ０．３１４１ ０．３２０１

５９第２５卷第４期　　 　　　　　张 旦等：特征分析法在最小预测区优选中的应用



　　对比三种方法所得出的数据，平方和法所得出的数
据羟基异常较大而磁异常相对较小，概率矩阵主分量法

所得出的数据铁染异常较大。

所选取的８个变量中，含矿建造、断裂构造两个变
量是成矿必要的变量；而铁染异常、羟基异常对成矿意

义不大［５］。因此三种方法中，乘积矩阵主分量法与实际

情况吻合更好，所以选择乘积矩阵主分量法得出的数据

为各变量权系数。依据特征分析法原理可得出各最小

预测区优选度（表３）。
表３ 当曲式铁矿预测工作区各最小预测区

优选度一览表

区编码 优选度 区编码 优选度

０１ ３．６０１４ ０７ １．７５８９
０２ ３．３４０９ ０８ ３．６２２２
０３ ３．３４０９ ０９ ３．４１９９
０４ ２．８９８５ １０ ２．４４７２
０５ ０．０７０１ １１ ３．４１９９
０６ ２．７３８３ １２ ３．６０１４

　　当曲式铁矿预测远景区分级示意图如图３所示。
由特征分析法基本原理可知优选度越接近典型矿

床优选度的最小预测区为成矿远景越有利的最小预测

区。结合地质研究根据成矿有利度来确定预测区级别

Ｉ，ＩＩ，ＩＩＩ的划分界限。优选度超过３最小预测区为 Ｉ级
最小预测区，优选度在２～３之间的最小预测区为 ＩＩ级
区，优选度小于２的最小预测区为ＩＩＩ级区。

因此对该工作区进行地质勘探时应先考虑Ｉ级最小
预测区。

图３ 当曲式铁矿最小预测区分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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