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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在 DZ/T 0071—93《地面高精度磁测技术规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高精度磁测工作

现状进行了修订。与 DZ/T 0071—93 相比较，除结构性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 1 章）； 

b)  增加了测区踏勘条款、方法有效性分析条款（见 5.2 及 5.3）； 

c)  删除了磁测参数的选择部分及总基点内容（见 93 年版的 5.2.1 及 5.3）； 

d)  删除了生产技术试验工作条款（见 93 年版的 5.7），相关内容调整到方法有效性条款（见 5.3）； 

e)  更改了误差分配表中的单项构成及指标，增加了异常磁场区的精度衡量指标（见表 2 及 5.5.1）； 

f)  更改了日变站部分表述，确定了同测区多于一个日变站时，应进行日变站联测（见 5.6）； 

g)  删除了测地工作中有关地形图定点、航片定点部分（见 93 年版的 5.5），增加了全球卫星导航

定位系统（GNSS）仪器及手持 GNSS 仪器应用部分（见 5.9）； 

h)  更改了磁性参数工作的部分表述，增加了磁性标本采集点三维坐标测量条款（见 5.10）； 

i)  增加了对连续磁测仪器要求条款（见 6.1.4）； 

j)  增加了仪器试验精度指标（见表 5），更改了仪器性能试验条款相关内容，重新确定了仪器性能

试验的方法和内容（见 6.2），删除了测定磁力仪的一致性内容（见 93 年版的附录 A）； 

k)  增加了测地工作相关条款（见 7.1），增加了日变站联测相关条款（见 7.3）； 

l)  增加了测点磁场值、ΔT 磁异常值、精度计算及磁异常数据处理资料解释条款（见 8.3～9.2）； 

m)  更改了球谐表达式，高斯系数更换为最新发布成果（见附录 D）。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陕西地矿第二综合物探大队有限

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

调查局地球物理调查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郝国江、杨亚斌、肖都、郜晓亮、邓友茂、董义国、徐梦龙、施苏利、袁桂琴、

张振宇、韩革命、赵更新、王万忠、关新芳、廖桂香、郭友钊、韩沙沙、郭凯、杨涛。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Z 56—87。 

——DZ/T 00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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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高精度磁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面（含陆域、湖泊、河流）高精度磁测工作的技术设计、仪器设备、野外工作、资

料整理与精度评价、数据处理与资料解释及成果报告编写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地质矿产勘查中的弱、中、强磁性目标物的地面勘查工作，其他领域的勘查可参照执

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Z/T 0069 地球物理勘查图图式图例及色标 

DZ/T 0082—2021 区域重力调查规范 

DZ/T 0153—2014 物化探工程测量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精度磁测  high precise magnetic survey  

磁测总精度优于±5 nT（含±5 nT）的磁测工作。 

3.2  

磁性参数  parameter of magnetic properties 

表征岩（矿）石磁性特征的物理量的参数。 

注：通常指剩余磁化强度 Jr与磁化率 κ 。 

3.3  

微磁测量 micromagnetic survey 

用高精度、密测点在特定小区域或小条带对磁场做精细测量，以获得其微细结构的专门性磁测工作。 

 

4 总则 

4.1 应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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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目标物具有一定的规模且与围岩（或周围介质）之间存在一定的磁性差异。 

4.2 应用范围 

高精度磁测应用范围包括： 

a) 区域地质调查； 

b) 矿产远景调查、矿产勘查、详查以及矿区及外围勘查； 

c) 油气资源勘查； 

d) 环境地质、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勘查； 

e) 煤田自燃、爆炸物、地下管道、考古调查。 

4.3 基本要求 

4.3.1 地面高精度磁测所用仪器应采用分辨率优于 0.1 nT、便于携带的质子磁力仪和光泵磁力仪等，可

进行磁场总场测量。 

4.3.2 地磁正常场采用一级近似公式计算时，应设立基点。 

5 技术设计 

5.1 资料收集 

设计书编写前，应充分收集测区下列资料： 

a) 区域地质、矿产及物化探资料； 

b) 矿区及大比例尺资料； 

c) 岩石矿石物性资料及钻孔资料； 

d) 地形图、三角点成果等测绘资料及其他工作需要的资料。 

5.2 测区踏勘 

实地考察测区地形、地貌及通行条件；调查磁测干扰情况；了解测区气候、交通及经济、人文环境

等情况。 

5.3 方法有效性分析 

5.3.1从物性前提条件、地形通行情况、磁干扰情况及人文活动情况等方面分析该区域是否具备开展磁

测工作的条件。必要时可进行方法有效性试验工作。 

5.3.2查明重要干扰因素的大小和特征，了解消除和分辨干扰的可能性。 

5.3.3查明主要工作目标物的磁场特征，包括强度、规模等，确定工作精度、测网选择是否合理。 

5.3.4依据工作目标物的磁场特征的不同，进行磁测探头高度试验，探头最佳观测高度一经确定，全测

区应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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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测区、比例尺和测网 

5.4.1 测区 

5.4.1.1 测区范围应根据目标任务的具体要求及测区的地形、地质、人文环境情况确定。 

5.4.1.2 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远景区普查工作中的高精度磁测范围，以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远景区普查

工作范围确定。 

5.4.1.3 异常查证、配合矿区勘查的高精度磁测范围，应保证覆盖探测目标物或异常区，并向周围延伸，

至有一定面积的正常场背景区。 

5.4.2 比例尺和测网 

5.4.2.1 基础地质调查工作中的高精度磁测比例尺，应等于或大于相应地质工作比例尺，最小工作比例

尺不应小于 1:50 000。点距可根据需要选定，一般为线距的 1／10～1／2。 

5.4.2.2 普查性高精度磁测工作，线距以不大于最小探测对象的长度确定，点距应保证至少有三个测点

能反映最小探测对象产生的异常，一般点距为线距的 1／10～1／2。 

5.4.2.3 详查、异常查证、配合矿区勘查的高精度磁测工作，点线距应以已知地质、物探、化探等资料

为依据，确保至少有 3 条测线穿过探测对象，点距应保证测线上能反映异常细节，以满足地质推断解释

需要。在重点地段可进行精测剖面或连续测量工作。 

5.4.2.4 比例尺与测网线、点距，详见表 1。 

表 1  比例尺与测网线、点距 

工作比例尺 
线距 

m 

点距 

m 
工作比例尺 

线距 

m 

点距 

m 

1:50 000 500 50～250 1:2 000 20 5～10 

1:25 000 250 25～100 1:1 000 10 2～5 

1:10 000 100 20～50 1:500 5 1～2 

1:5 000 50 10～20 连续测量  <1 

5.4.2.5 测线布设方向宜垂直于探测目标物的走向。当探测目标物走向不稳定或多个目标物走向不尽相

同时，测线走向宜垂直总体走向或主要探测目标物走向，必要时可在同一测区布置不同方向测线。 

5.4.2.6 当测区地形条件特殊、通行困难时，可进行非规则测网测量。 

5.4.2.7  在地质填图、构造研究、隐伏矿化地表标志确定、接触带热作用过程研究以及浮土的磁不均

匀性研究等方面，可设计“微磁测量”，微磁测量设计要求： 

a) 微磁测量工作应在全区合理布置，既要布置在已知情况较多的典型地段，也应包括需要研究解

决地质问题的地段，其数量视需要而定； 

b) 微磁测区取正方形，其两个边平行南北方向，或在研究有明显走向的目标物时也可使用垂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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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的矩形； 

c) 微磁测区使用的测网线、点距从 1 m×1 m 至 3 m×3 m，应使观测结果能反映出研究对象的磁

场精细结构及其典型统计特征量。 

5.5 磁测精度 

5.5.1 依据现今磁力仪器设备性能指标及地质、矿产、水文、工程、考古等工作中对磁测方法的精度不

同要求，现将磁测总精度确定为三档 5 nT、2 nT、1 nT。异常磁场区域可用平均相对误差衡量，磁测总

精度平均相对误差确定为 5%。 

5.5.2 磁测总精度是测点检查观测误差、正常场改正误差、日变站基值测定误差三项误差的总均方误差

（其中：检查观测误差包含操作及点位引起的误差、仪器本身性能引起的误差、日变改正引起的误差）。

各分项精度误差分配，见表 2。 

表 2 磁测误差分配表 

磁测总精度 

nT 

分项均方误差 

nT 

检查观测 正常场改正误差 日变站基值测定误差 

±5 ±4.4 ±1.5 ±1.8 

±2 ±1.7 ±0.7 ±0.7 

±1 ±0.9 ±0.3 ±0.3 

注：根据实际技术条件，在保证总精度的前提下，各分项精度指标可以进行调整。 

 

5.5.3 区域地质调查的磁测和大面积普查性磁测工作的精度，以满足综合找矿，综合研究需要为原则： 

a) 一般普查性磁测工作的精度，应根据由目标物引起的可以从干扰背景中辨认的有意义的最弱异

常极大值的 1／6～1／5 来确定。原则上总精度优于 5 nT； 

b) 异常详查和配合矿区详查评价的磁测工作，其精度应根据异常特征和所需等值线间隔确定，并

满足解释推断时可能用到的某些数据处理技术对磁测精度的特殊要求。 

5.6 日变站 

5.6.1 在日变改正中，要提高对地磁场短周期变化的改正精度，应按地电结构的差异分区设日变观测

站，按需要确定采样间隔。 

5.6.2 日变站的控制范围见表 3，超过日变站控制半径时应增设日变分站。 

5.6.3 当日变站数等于或多于两个时，应进行磁场联测，求得各日变站间的磁场差值。 

5.7 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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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基点为测区正常场改正的起始点。如测区范围较大时可设立分基点。日变站也可以作为分基点使

用。 

表 3  日变站的控制范围 

磁测总精度 

nT 

控制半径 

km 

±5 ≤50 

±2 ≤40 

±1 ≤30 

5.7.2 应对基点位置和高程进行测量。 

5.8 剖面的设计 

5.8.1 典型剖面设计 

5.8.1.1 在所有面积性工作中，应设计典型剖面。 

5.8.1.2 典型剖面应布置在能概括反映区内不同地层、火成岩、构造和矿产的地方，且与已有地质剖面

重合。 

5.8.1.3 剖面的数量由地质情况的复杂程度和磁场变化情况以及工作任务确定，长度应大于地质情况已

知地段的长度。 

5.8.1.4 观测点距可根据需要而定，以能取得不同地质体的详细对比资料为原则。观测精度应适当提高。 

5.8.2 精测剖面设计 

5.8.2.1 当需要对异常作定量推断时，应设计精测剖面。 

5.8.2.2 精测剖面应布置在最能反映异常特征、最少干扰、最利于进行定量计算的地方，并尽可能与已

有勘探线重合或经过已有探矿工程。 

5.8.2.3 剖面应是直线，其方向应垂直于异常走向或通过异常的正负极值点。 

5.8.2.4 剖面数量视异常情况而定，剖面长度应使两端出现背景场。剖面点距和精度要求根据定量推断

的需要确定。 

5.9 测地工作 

5.9.1 应根据目标任务、测区地形和以往测地工作程度等具体条件确定测地方法和技术。 

5.9.2 测点的点位及相邻点距精度以均方误差衡量，并以二倍均方误差为限差，点位均方误差在工作比

例尺图上不大于 1.0 mm，相邻点距均方误差值不大于点距的 20% 。 

5.9.3 对等于或大于 1:10 000 比例尺的磁测工作应采用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GNSS）仪器、全站仪

或其它满足点位精度和相应的测地技术标准要求方法进行测点三维坐标测量，有条件采用 CORS 工作

站测量的地区，宜优先采用 CORS 工作站技术。对等于或小于 1:25 000 比例尺的磁测工作，也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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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持 GNSS 仪器测定测点三维坐标，点位精度应满足 5.9.2 和 DZ/T 0153—2014 7.3.4 中 GNSS 单点

测量技术要求。 

5.9.4 测点三维坐标，应起始于已知国家测量控制点或测区设定测量控制点。使用手持 GNSS 仪器进

行测点三维坐标测量时，应对该仪器在已知测量控制点上进行校验，求取相应转换参数。 

5.9.5 正常场校正时测点高程误差要求，见表 4。 

表 4  高程误差分配表 

磁测总精度 

nT 

高度改正误差 

nT 

允许高程误差 

m 

±5 ±1.0 37 

±2 ±0.5 18 

±1 ±0.2 8 

5.10 磁性参数调查 

5.10.1 高精度磁测工作均需进行磁性参数调查。采集岩（矿）石标本，并测定其磁化率及剩余磁化强

度。 

5.10.2 磁性标本的采集及测定，应根据完成工作目标任务需要、工作地区的地质条件、岩（矿）石磁

性强弱等，选择合适的磁性参数测定方法，采集适量的标本数量： 

a) 区域性基础地质调查的磁性工作，其主要类型岩（矿）石标本，要求不少于 30 块； 

b) 普查、详查性磁测工作，与异常有关的主要岩（矿）石标本，要求不少于 30 块，其他岩石每

类不少于 10 块； 

c) 当岩（矿）石的剩余磁化强度较大时，或磁异常图中有独立负磁异常时，应采集定向标本； 

d) 根据异常解释、研究需要，可适量布置采集定向标本； 

e) 可采用磁化率仪，现场采集岩（矿）石磁化率参数。 

5.10.3 磁性标本的采集，应采用手持 GNSS 仪器或更高精度测量仪器，测量标本采集点的三维坐标。  

5.11 设计书编写 

5.11.1 应依据任务要求，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充分研究，并对测区进行必要的踏勘的基础上编写设计书。 

5.11.2 设计书主要内容： 

a) 项目概况（包括工作任务来源、目的要求、工作量及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及踏勘情况等）； 

b) 以往工作程度及地质、矿产、地球物理、物性等概况； 

c) 工作部署及工作进度安排； 

d) 工作方法技术（包括精度要求、方法技术要求、质量控制等）； 

e) 工作量及预期成果； 

f) 组织管理及人员、设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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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质量与安全保障措施。 

5.12 设计书审批与变更 

5.12.1 设计书应由项目主管单位审批后方可实施。 

5.12.2 项目实施过程中如需对设计书进行变更，应征得项目主管单位同意，变更后的设计书获批后方

可实施。 

6 仪器设备 

6.1 基本要求 

6.1.1 应根据目标任务要求、设计书规定的磁测技术要求选择仪器。用于同一测区、同一性质工作的

仪器，其类型宜相同。用于测点观测、日变观测及磁性参数测定等各类仪器应配套。 

6.1.2 开展磁法测量应配备两台以上磁力仪，并且施工用磁力仪应有一定的备用量。 

6.1.3 仪器设备的档案应完整，并应定期检查、更新。 

6.1.4 连续磁测应选用采样率小于 0.5 秒、并且具有连续记录位置和场值功能的高精度磁力仪。 

6.1.5 正式施工前，应对所使用的仪器进行性能试验，不同磁测总精度，其仪器性能应达到表 5 要求。 

  表 5 仪器性能试验指标             

磁测总精度

nT 

仪器性能 

仪器噪声误差 

nT 

仪器观测误差 

nT 

系统误差 

nT 

仪器一致性误差 

nT 

5 ±1.0 ±1.5 ±0.7 ±2.0 

2 ±0.5 ±0.6 ±0.3 ±0.8 

1 ±0.3 ±0.4 ±0.2 ±0.5 

6.1.6 工作中，如果仪器出现异常应停止施工，并对仪器进行检修与调节，检修后应重新进行性能校验。 

6.2 性能试验 

6.2.1 磁力仪噪声水平的测定 

6.2.1.1 将仪器探头置于磁场平稳而又不受人文干扰场影响的地方，探头间隔在20 m以上，在日变平稳

时段进行秒级同步观测，读数时间间隔为5 秒～10 秒，取100 个以上的观测值计算仪器的噪声水平。 

6.2.1.2 当有 3 台以上（包括 3 台）的磁力仪同时工作时，按下式计算每台仪器的噪声均方根值 S。 

jS =
1

)(
1

2










n

XX

n

i
i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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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iX = 



m

j
iX

m 1

j

1
  …………………………………………（2） 

式中： 

jS     ——  第 j 台仪器的噪声水平，单位为纳特（nT）； 

ΔXij  —— 第 j 台仪器第 i 时的观测值 Xij 与起始观测值 X0j 的差值，单位为纳特（nT）； 

Δ iX  —— 所有仪器第 i 时ΔXij 的算术平均值； 

n —— 总观测数 ， i=1,2,…n ； 

m —— 磁力仪个数 ， j=1,2,…m ； 

6.2.1.3 当仪器不足 3 台时，按下式计算每台仪器的噪声均方根值 S。 

S=
1

)~(
1

2










n

XX
n

i

ii

  …………………………………………（3） 

观测值按 7 点滑动取平均值 X i
~

 。 

 X i
~

 = )(
7

1
321123   iiiiiii XXXXXXX …………………（4） 

式中： 

Xi —— 第 i 时的观测值，i=1,2,…n； 

X i
~  —— 第 i 时滑动平均值； 

n —— 总观测数，n>100 。 

6.2.2 仪器观测误差测定 

6.2.2.1 选择无人文干扰且磁场平缓（10 nT～20 nT）的地方，建立一条观测路线，设立观测点 50 个

以上，点距不小于 20 m，仪器在这些点上做往返观测。 

6.2.2.2 仪器观测均方误差的计算公式为: 

 =±
n

n

i

i

2

1

2




  …………………………………………（5） 

式中： 

  —— 仪器观测误差，单位为纳特（nT）； 

δi —— 仪器第 i 点往、返观测值经日变改正后的差值，单位为纳特（nT）；  

n —— 观测点数，i=1, 2…n 。 

6.2.3 仪器系统误差测定 

6.2.3.1 同一工区使用两台以上（含两台）仪器进行普通点采集时，应进行仪器系统误差的测定。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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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仪器应满足磁测总精度对仪器系统误差指标的要求。 

6.2.3.2  观测点设立要求同 6.2.2.1，所有仪器在这些点上按相同的顺序进行单次观测。 

6.2.3.3 仪器系统误差按下面公式计算： 
） 

式中： 

x  ——仪器系统误差，单位为纳特（nT）； 

Vi ——单台仪器在第 i 点经日变改正后的磁力值与第 i 点经日变改正后所有磁力值平均值之差，

单位为纳特（nT）； 

n ——观测点数，i=1，2…n。 

6.2.4 仪器一致性测定 

6.2.4.1 校验应在工作现场进行，观测点数不少于 50 个，其中少数点应处于较强的异常场上（约为设

计观测均方误差的 10 倍以上）。参与施工的各台仪器在这些点上作往返观测，观测值需要经过日变改

正。 

6.2.4.2 同一测区使用两台及以上仪器时（不包括日变观测仪器），应进行仪器一致性测定，仪器一致

性用总观测均方误差衡量，公式为：  

） 

式中： 

y  ——仪器一致性误差，单位为纳特（nT）；  

Vij ——第 j 台仪器在第 i 点往或返的经日变校正的观测值与所有仪器在该点的经日变校正后的观

测值的平均值之差，单位为纳特（nT）； 

m ——参加一致性观测的仪器台数。 

n ——观测点数，i=1，2…n 。 

6.3 保管与维护 

6.3.1 使用和保管 

6.3.1.1 仪器和配套设备应建立使用台账，记录其性能变化、调节检修情况、使用及交接情况。 

6.3.1.2 使用、保管、运送仪器设备时应防水、防潮、防暴晒、防震、防尘。严禁将仪器放置在潮湿、

不清洁和不安全的地方。 

6.3.1.3 运输高精度磁力仪时，应由专人负责，妥善维护。 

6.3.1.4 仪器设备所属的零配件、备件和工具，应随仪器设备妥善保管，不应随意弃置或做他用。 

6.3.1.5 操作仪器应按说明书或操作规程执行。 

6.3.1.6 领取仪器与设备时，领用单位应派熟悉仪器装备性能的人员，对所领仪器设备逐台进行检查，

并填写仪器使用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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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保养与维护 

6.3.2.1 日常保养包括每日用毕，应擦净尘土、汗迹，特别是各插口（座）应保持清洁。 

6.3.2.2 每月应对仪器设备进行充电检查，每年应全面检查、维护一次，并将检查和维护结果记入仪器

使用簿。 

6.3.2.3 严禁随意拆卸仪器，仪器设备应防震、防摔、防碰等。 

6.3.2.4 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时，应及时修理，不应使用故障仪器。 

6.3.2.5 对仪器的调节与检修，应由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负责，并按照说明书和有关规定的要求执行。 

7 野外工作 

7.1 测地工作 

7.1.1 控制点的联建  

7.1.1.1 在无控制点或控制点不能全面控制测区范围，以及无 CORS 信号覆盖的地区，应建立控制网

或控制点。测量控制网一般使用 GNSS 的静态模式测量，也可采用常规方法测量。一、二级控制网可

选用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 

7.1.1.2 组成控制网的控制站（点）三维坐标，应由国家测量控制点或测区已知点引出。GNSS 布网方

式，根据需要可采用三角网、单三角形、附合导线网等。 

7.1.1.3 采用 GNSS 仪器进行测量时，控制点应建在交通条件较好、易于作业、其周围无视角≥15°

的成片障碍物，并应离高压线及微波通道 50 m 以上，应离大功率发射源（电视发射塔、电台、微波站

等）200 m 以上。 

7.1.1.4 新建控制点也可采用精密单点定位进行测量，精密单点定位测量数据应采用专业软件处理或由

权威部门处理。 

7.1.2 测点三维坐标测量 

7.1.2.1 应根据目标任务及测区地形等具体条件，确定采用 GNSS 仪器、全站仪及手持 GNSS 仪器等

测量测点三维坐标。 

7.1.2.2 有条件采用 CORS 工作站测量的地区，宜优先采用 CORS 工作站技术。对于地形起伏不大的

测区，宜采用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 

7.1.2.3 采用 GNSS 仪器或手持 GNSS 仪器测量测点三维坐标时，要求有效卫星数不小于 4 颗。采用

单基站的 RTK 方式定位时，控制半径一般不大于 5 km。 

7.1.2.4 其他详见 5.9。 

7.1.2.5 项目设计书中如对测地工作有特殊要求，按设计书执行。 

7.2 日变站、校正点的选择 

7.2.1 日变站位置选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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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1 位于平稳磁场内。 

7.2.1.2 靠近驻地，方便使用。 

7.2.1.3 附近无磁性干扰物（特别是可移动磁性干扰物），并远离建筑物和工业设施（如铁路、厂房、

高压线、信号塔等）。 

7.2.1.4 磁场水平梯度和垂直梯度较小，在半径 2 m 及高差 0.5 m 范围内，其磁场变化不超过 1 nT／m。 

7.2.1.5 所在地点能长期不被占用，有利于标志的长期保存。 

7.2.2 仪器校正点 

7.2.2.1 用于了解一天或一段工作时间内仪器性能是否正常。 

7.2.2.2 位于磁场梯度较小处，即避免在异常上或磁场变化杂乱处，并应设立标志，每次对校正点时的

点位和高度应保持一致。 

7.2.2.3 附近无可移动磁性干扰物。 

7.2.2.4 在观测路线上或其他便于使用的地方。 

7.3 日变站联测 

7.3.1 日变站基本场值的确定 

7.3.1.1 选取夜间平稳时段（20 时～6 时）作日变观测，读数间隔不大于 20 秒，应选择地磁场变化

平稳段，即 2 小时内地磁场平均值变化不超过 2 nT 的时间段，求取地磁场的平均值，即日变站的基本

场值。 

7.3.1.2 选取磁场平稳时段，进行日变站与已知场值点（或地磁观测站）之间的秒级同步观测，通过段

差求取日变站的基本场值。 

7.3.2 日变站联测 

7.3.2.1 工作前，所有参与观测仪器都应进行秒级时间同步调对。 

7.3.2.2 使用两台或多台性能稳定的高精度磁力仪器，选取夜间磁场平稳时段（20 时～6 时） ，分别

架设在不同日变站上观测，要求仪器秒级同步，同边段的两台仪器，观测同步时间段不少于 1 小时。 

7.3.2.3 两日变站点间单次读数差与平均读数差之差，要求不大于日变站联测设计均方误差的两倍。 

7.4 日变观测  

7.4.1 工作前，对进行日变观测仪器，应与所有参与测点观测的仪器进行秒级时间同步调对。 

7.4.2 应在投入施工的同类型仪器中，挑选性能最好的磁力仪进行日变观测。采样间隔 5 秒～20 秒。 

7.4.3 日变站架设时，应保证每天位置准确，同时每天探杆应保持竖直且探头高度一致。 

7.4.4 在一个工作日内，日变观测应始于早校正点观测之前，终于晚校正点观测之后。 

7.4.5 在每一个测区开工前，应作少量的昼夜连续观测，以了解仪器性能和短周期日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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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测点观测 

7.5.1 每天工作前，所有观测仪器均应进行秒级时间同步调对。 

7.5.2 每个闭合观测单元的观测，应始于校正点，终于校正点。长剖面工作，如果一天内不能结束工作

并且无法回到校正点进行观测时，应在当日观测的剖面末端设 2 个～3 个连接点，次日观测从重复各

连接点的观测开始，并于剖面观测结束后回到校正点观测。当在校正点上的前后两次读数，经日变改正

后的差值超过两倍设计观测均方误差时，则全闭合观测单元工作量报废，并查明仪器不正常的原因。 

7.5.3 测点观测时应遵守下列要求，并随时注意观测结果的变化，及时采取妥善的处理措施： 

a) 在工作时，应在校正点及测点观测两次读数，两次读数差不应大于观测精度，否则应查明原因； 

b) 观测时，观测人员应“去磁”即不能带小刀、发卡、皮带扣、鞋扣等磁性物品，应携带的磁性

物件和其他有磁性的设备应离开测点一定距离。这个距离可以通过试验确定，以不影响观测结果为原则； 

c) 观测时应保证点位准确，同时每次观测时探杆应保持竖直且探头高度一致； 

d) 观测时如遇事故（如仪器受震），仪器性能可能发生突然变化时，应回到事故发生前测过的几个

测点上（点位应正确）作重复观测，必要时应回到校正点上作重复观测，以检查仪器性能，当确认仪器

性能正常后，方可继续观测。 

7.5.4 当观测结果出现如下变化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a) 当相邻两测点读数相差较大时，或当有值得注意的地质现象时，应加密观测点和重复测量； 

b) 当相邻测线的异常特征明显不一致时，应加密测线； 

c) 当测区边缘发现可能有意义的异常或值得注意的地质现象时，应追踪观测； 

d) 随时注意异常与周围地质现象之间的关系，记于备注栏内，必要时需测定岩石磁性或采集标本； 

e) 遇有磁性干扰物时，应合理移动点位，并应记录干扰物的类别，测定干扰物的距离。 

7.5.5 遇到磁暴或磁扰较大时应停止工作。 

7.6 岩（矿）石标本的采集和磁性参数的测定 

7.6.1 在磁异常和矿化蚀变地段，凡能采到新鲜岩石的地方，应采集标本。根据磁测工作的目标任务，

确定地质单元。每个单元的标本数应不少于 30 件，含磁性体的地质单元应采集磁性体标本。 

7.6.2 采样点的分布应具有地质构造的代表性，宜均匀分布在测区内的岩石出露区。对于隐伏的地质单

元，宜在邻区采集标本，一般每个采样点的标本数不超过 3 件。标本形状规则（大致为正方体，体积

不小于 10 cm×10 cm×10 cm）。 

7.6.3 标本应在采集现场进行编号，并记录采集位置和有关的地质情况。 

7.6.4 对测区及邻区的已知钻孔，应进行磁性测定工作。验证孔应采集岩芯，岩芯取样密度依岩性及矿

体特点而定，一般在每个岩矿段的上、中、下各采集 3 件标本。选择的钻孔，其岩芯的组合尽可能组

成较为完整的地质单元。 

7.6.5 应正确确定标本名称及时代并进行描述，必要时可进行岩矿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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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 若需要，应采集定向标本。定向标本采集时，应在采集标本的露头上画出两个方向上的水平线确

定水平面，标出水平面的上、下方确定其垂直轴，并在标本上标出磁北方向箭头，磁北方向一般可用罗

盘仪定向，强磁性矿区（或磁性体）应使用经纬仪或 GNSS 定向。 

7.6.7 测定标本磁性参数的灵敏度应与磁测总精度相适应，并满足异常解释的需要，磁异常定量解释应

同时测定磁化率和剩余磁化强度。标本磁性参数测定工作可参照附录 A 和附录 B。 

7.7 原始记录 

7.7.1 磁测工作原始记录 

原始记录主要包括： 

a)  仪器调节、试验及校验的观测记录（含数据光盘）； 

b)  日变站选择与确定基本场值 T0的观测记录（含数据光盘）； 

c)  测点的观测及文字记录（含数据光盘）； 

d)  日变观测记录（含数据光盘）； 

e)  GNSS 年检记录、定点记录及其他测地记录（含数据光盘）； 

f)  各种质量检查的观测记录（含数据光盘）； 

g)  磁性标本采样记录、三维坐标记录与磁性参数测定记录等。 

7.7.2 野外记录基本要求 

野外记录基本要求如下： 

a) 对各种原始记录，应按测区、工作比例尺和记录性质分类，依照统一的格式，编成标准化的文

件，记录格式按照附录 C 表格要求记录，以便于进行数据处理； 

b) 各种记录应及时汇编成册并编号，不应随便插页和撕页，记录内容不得涂改和擦改（因记错需

修改时，应用横线把错误记录划去，在旁边记下正确数据并签名以示负责）； 

c) 记录所用各种符号和代号应统一、避免混乱，记录的有效数字应与仪器的精度要求相适应； 

d) 使用有存储功能、不需要人工记录的磁力仪，应对各测点的磁干扰等与观测有关的情况进行记

录； 

e) 记录应完整，对记录本和打印记录的页首、页末及各栏应按规定填写齐全； 

f) 手写记录应使用中等硬度的铅笔书写，字体工整； 

g) 编写日验收记录表，包括日改后校正点的差值、当日完成工作量、质检点、存在问题与处理意

见、以往问题处理结果等。 

7.8 质量检查与评价 

7.8.1 野外观测的质量检查 

7.8.1.1 随着野外工作的开展，应有步骤地及时进行野外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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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2 磁测检查工作应按“一同三不同”（同点位，不同日期，不同仪器，不同操作员）方式进行。 

7.8.1.3 异常区、畸变点应布置检查工作。 

7.8.1.4 当测区日变站多于一个时，应布置少量异站检查工作量。 

7.8.1.5 测地工作质量检查与磁测同步进行，检查点位及工作量与磁测相同。 

7.8.2 检查工作量 

7.8.2.1 高精度磁测面积工作的质量检查率不低于 3%，精测剖面的质量检查率应达到 10%，绝对点数

不少于 30 个，质量检查点的分布应均匀。 

7.8.2.2 微磁测量工作的野外观测质量检查与评价，按专项设计的要求执行。 

7.8.2.3 连续磁测重复观测不低于 3%，要求两次观测异常曲线形态一致。精度计算在有标记点上进行，

绝对点数不少于 30 个。 

7.8.2.4 当检查结果误差超过设计规定，或在某些地段、时段存在明显系统误差时，应适当增加检查量，

当检查量增加到 20％时，质量检查结果仍不符合要求，则相应工作量应予以报废。 

7.8.3 质量检查误差计算 

7.8.3.1 磁测工作精度一般用均方误差来衡量，均方误差计算公式为： 

gc. =±
n

n

i
i

2
1

2



  …………………………………………（8） 

式中： 

gc. ——检查观测精度，单位为纳特（nT）； 

i  ——第 i 点经日变改正的原始观测磁场值与检查观测磁场值之差； 

n ——检查点数，i=1, 2…n 。 

7.8.3.2 异常磁场区域的检查点可采用平均相对误差来衡量，此类检查点不参与磁异常总精度的计算，

平均相对误差计算公式为： 





n

i

i
n 1

1
 ………………………………………………(9) 

%100
12

12







ii

ii

i
TT

TT
 ………………………………………(10) 

式中： 

  —— 平均相对误差； 

i  —— 第 i 点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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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检查点数； 

1iT  —— 第 i 点的经日变改正的原始观测值； 

2iT  —— 第 i 点的经日变改正的检查观测值。 

7.8.4 高精度磁测质量评价 

高精度磁测的质量，应分测区、分比例尺、分工作性质（面积性工作，剖面性工作）评价。计算均

方误差时，可将误差过大的个别点舍弃，但舍弃数不应超过相应检查点数的 1%，并应说明舍弃依据。 

7.8.5 磁性参数测定质量检查 

磁化率和剩余磁化强度的测定质量，以平均相对误差为评价标准，误差限 20% 。磁性参数测定的

质量检查率应达 10%。计算公式见式（11）。剩余磁化强度向量的方向测定质量，以平均相对误差为评

价标准，误差限 15%。计算公式为： 

u = 





n

i ii

ii

tt

tt

n 1
0

0
'

'

100)
1

（   …………………………………………（11） 

式中： 

𝑡𝑖，𝑡𝑖
′ ——第 i 块标本的原始观测和检查观测值，磁化率单位为 4π×10-6

 SI，剩磁单位为 10-3 

A/m，剩磁方向单位为弧度； 

n ——检查标本块数； 

u  ——磁性参数测定精度。 

7.8.6 磁测数据报废 

检查验收时，对下列原始数据应予以报废： 

a) 达不到设计书要求的观测精度的观测数据； 

b) 测地工作质量不符合要求的相应磁测数据； 

c) 工作中，仪器设备性能变化超出允许范围所观测的磁测数据； 

d) 日变资料作废当天的磁测数据； 

e) 采集的物性标本不符合要求，测定方法不正确或测定结果不符合要求的磁性参数资料。 

8 资料整理与精度评价 

8.1 资料整理 

8.1.1 资料整理内容 

资料整理主要内容包括： 

a) 仪器性能测试资料整理计算； 

b) 日变站联测资料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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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测量控制点联测资料整理计算； 

d) 测点三维坐标观测资料整理计算； 

e) 测点磁测观测资料日变改正整理计算； 

f) 测点三维坐标检查观测资料整理计算； 

g) 测点磁测检查观测资料日变改正整理计算； 

h) 采集标本的三维坐标资料整理计算； 

i) 标本磁性参数测定资料整理计算； 

j) 各项检查精度统计； 

k) ΔT 磁异常值计算； 

l) 磁性参数测定结果的统计； 

m) 各种图表的编制； 

n) 对各原始记录、表册进行整理、编目和编号，编制原始资料索引。 

8.1.2 资料整理要求 

8.1.2.1 对所有的录入数据均进行 100%检查。 

8.1.2.2 采用相关部门认证程序计算如采用自编程序计算时，应用相关部门认证程序复算检查。 

8.1.2.3 对所有计算结果均应不同人进行 100%复算。 

8.1.2.4 各项改正值取至 0.01 nT ，ΔT 磁力异常值取至 0.1 nT。 

8.2 日变站基本场 Ta值的测定 

8.2.1 日变站单独观测 

为准确求取日变站基本场 aT 值，需作较长时间的日变观测，选取地磁场变化平稳时段（20 时～6

时）作日变观测，读数间隔不大于 20 秒，选取 2 小时内地磁场平均值变化不超过 2 nT 的时间段，求取

Ti 的平均值，即为该处的 aT 值。 

aT = 


n

i

iT
n 1

1
 ……………………………………………………（12） 

式中： 

aT  ——该处基本磁场值，单位为纳特（nT）； 

iT  ——第 i 时刻日变站的观测值，单位为纳特（nT）； 

n ——参与统计的地磁场 iT 值总数。 

8.2.2 日变站联测 

8.2.2.1 日变站与已知基本场值点联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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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时～6 时的磁场平稳时段内，进行日变站与已知场值点（或地磁观测站）之间的秒级同步观

测，读数时间间隔不大于 20 秒，连续观测时间应不少于 2 小时。日变站的基本磁场值计算公式： 

aT = 


n

i
i

n 1

1
 + a0T  …………………………………………………… （13） 

式中： 

aT  —— 日变站的基本磁场值，单位为纳特（nT）； 

a0T  —— 已知基本场值点的基本磁场值，单位为纳特（nT）； 

i  —— 第 i 时刻日变站观测值与已知点观测值之差，单位为纳特（nT）； 

n —— 参与统计的观测值的总数。 

8.2.2.2 日变站联测网 

当采用闭合网方式进行日变站联测时，应按照 DZ/T 0082—2021 的附录 I 进行网平差计算。 

8.2.3 日变站基本场值测定误差 

8.2.3.1 日变站单独观测误差计算 

0 =±
1

)(
1

2






n

TT
n

i
ai

 ……………………………………………………（14） 

式中： 

0  —— 日变站基本场值测定误差，单位为纳特（nT）； 

aT  —— 该处基本磁场值，单位为纳特（nT）； 

iT  —— 第 i 时刻日变站的观测值，单位为纳特（nT）； 

n   —— 参与统计的地磁场 iT 值总数。 

8.2.3.2 日变站联测误差计算 

0  =±
1

1

2






n

V
n

i

i

 ……………………………………………………（15） 

式中： 

0  —— 日变站基本场值测定误差，单位为纳特（nT）； 

iV
  
—— 第 i 条边某个段差与第 i 条边所有段差的平均值之差，单位为纳特（nT）； 

n  —— 参与统计的观测值的总数。 

8.2.3.3 日变站联测网误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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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闭合网方式进行日变站联测时，选取联测网最弱边段均方误差作为日变站基本场值测定误差

（ 0 ），即选取
j 绝对值最大的一个作为 0 值。日变站联测网边段均方误差： 

  
 1nn jj

n

1i

2

ij

j

j









      …………………………………………（16）  

                            

式中： 

j  —— 第 j 边段联测均方误差，单位为纳特（nT）；  

jn  —— 组成第 j 边段平均值的组数； 

ij  —— 日变站网第 j 边段上各个差值与该边段平均值之差，单位为纳特（nT）。 

8.3 测点磁场值（Tc）计算 

8.3.1 日变观测数据预处理 

当设计总精度优于 2 nT 时，应先去掉日变观测数据中零星的突变点，作 5 点或 7 点滑动平均，再

对测网观测进行日变改正。 

   5 点滑动平均计算： 

)(
5

1~
2112   iiiiii XXXXXX ………………………………（17） 

式中： 

Xi —— 第 i 时的观测值； 

X i
~  —— 第 i 时滑动平均值。 

7 点滑动平均按公式（4）计算。 

8.3.2 日变改正量（ iRT . ）计算 

)( a. TTT iiR    …………………………………………（18） 

式中：  

iRT .  —— 第 i 时的日变改正值（nT）； 

iT  —— 日变站第 i 时的磁场观测值（或滑动平均值）（nT）； 

aT  —— 日变站的基本磁场值（nT）。 

8.3.3 测点磁场值（ cT ） 

iRgcc TTT ..    …………………………………………（19） 

式中： 

cT  —— 测点的磁场值（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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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T .  —— 测点第 i 时的观测值（nT）； 

iRT .  —— 第 i 时的日变改正量（nT）。 

8.4 ΔT磁异常值的计算 

8.4.1 地磁正常场值（ 0T ）计算 

8.4.1.1 地磁正常场可采用附录 D 模型计算出每个测点的正常值（T0j），进行正常场改正。 

8.4.1.2 小范围进行高精度磁测工作时，在满足正常场改正误差情况下，可采用附录 D 模型计算出基

点正常场 T0 值以及基点磁正常场的（X、Y、Z）即 X 分量、Y 分量、Z 分量，从基点开始，求取该区

域南北向的正常磁场梯度和垂向正常磁场梯度，从而计算出每个测点近似正常场值。 

测点近似地磁正常场值： 

)(
2

3
0

0

xx
RT

ZH
T jw   …………………………………………（20） 

)(
3

0
0 hh

R

T
T jh    ………………………………………（21） 

hwbo TTT .    …………………………………………（22） 

boTTT .00j     …………………………………………（23） 

式中： 

jT0  —— 测点的地磁正常场值（nT）； 

0T  —— 由球谐表达式计算出的基点磁正常场值（nT）； 

boT .  —— 相对基点正常场改正值（nT）； 

wT  —— 南北向磁场改正值（nT）；  

hT  —— 高度改正值（nT）； 

Z  —— 基点的磁正常场垂直分量（nT）； 

H  —— 基点的磁正常场水平分量（nT）； 

R  —— 地球平均半径，数值取 6371.2 （km）； 

jx  —— 测点南北方向坐标值（km）； 

0x  —— 基点南北方向坐标值（km）； 

jh  —— 测点高程值（km）； 

0h  —— 基点高程值（km）。
 

8.4.2 ΔT磁异常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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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磁场观测值( gcT . )，经日变改正（ iRT . ）、正常场改正获得ΔT 磁异常值。 

jjRgc TTTT 0..  …………………………………………（24） 

 

式中： 

T  —— 测点磁异常值（nT）； 

gcT .  —— 测点第 i 时的观测值（nT）； 

iRT .  —— 第 i 时的日变改正量（nT）； 

jT0  —— 测点的地磁正常场值（nT）。 

8.5 ΔT磁异常总精度计算 

8.5.1 正常场改正误差计算 

正常场改正误差包含南北向磁场改正误差和高程改正误差，计算公式如下： 

22
hwb     ………………………………………（25） 

xw  0058.0   ………………………………………（26） 

hh  024.0   ………………………………………（27） 

 

式中： 

b  —— 磁正常场改正均方误差（nT）； 

w  —— 南北向磁场改正误差（nT）； 

h  —— 磁高程改正误差（nT）； 

x  —— 沿南北向的平面坐标检查误差(m)； 

h  —— 高程检查误差(m)。 

8.5.2 磁测点检查观测均方误差计算 

详见 7.8.3。 

8.5.3 日变站基本场值均方误差计算 

详见 8.2.3。 

8.5.4 T 磁异常总精度 

2
0

22
.   bgcT ………………………………………（28）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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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T 磁异常总精度； 

gc.  —— 磁测点检查观测均方误差； 

b  —— 正常场改正均方误差； 

0  —— 日变站基值测定精度。 

9 数据处理与资料解释 

9.1 数据处理 

9.1.1 数据资料预处理 

9.1.1.1 数据扩边处理 

对解释区域扩边需要的数据应进行拼接处理。影响拼接效果的主要因素，是不同来源的磁异常数据

采用的磁异常改算方法不同。可采用对原始数据统一改算或磁异常调平处理。 

9.1.1.2 磁异常数据网格化处理 

数据网格化应注意网格数据的保真性，网格距科学合理确定，要求不能大于点线距。 

9.1.2 数据资料处理 

9.1.2.1 磁异常的化极处理 

把斜磁化异常转化为垂直磁化异常，在此基础上进行其他数据处理。化极处理后的磁异常图应和地

质矿产成果扣合，分析化极处理中的磁参数取值是否合理，在低纬度地区尤其应注意。磁力异常化极处

理的要求如下： 

a) 化极处理的磁倾角与磁偏角参数可由地磁要素图读取，或用相应软件计算求得； 

b) 当化极效果不理想时，可适当调整磁倾角与磁偏角，直至斜磁化影响基本消除。 

9.1.2.2 常规处理 

磁异常的分离处理，如延拓、求导、剩余异常求取等，以突出或放大有关信息，为异常识别和地质

解释服务。 

9.1.2.3 其他特殊处理 

根据解释的特殊需要进行的特殊数据处理。 

9.2 资料解释 

9.2.1 定性解释 

9.2.1.1 根据化极 ΔT 磁异常特征，结合 ΔT 磁异常特征对磁异常进行分区和分带。如强磁异常场区或

带、弱磁异常场区或带等。 

9.2.1.2 根据磁异常的形态、梯度变化、组合关系及展布规律，推断其地质成因及空间展布： 

a)  磁异常局部幅值变化剧烈，是浅表小规模强磁性体分布的反映；磁异常幅值大、形态规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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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部磁性体分布的反映；磁异常幅值大、形态凌乱，是强磁性体顶部接近或出露地表的反映，通过

向上延拓可以突出深部异常特征； 

b)  磁异常呈条带状、串珠状展布，是蚀变带、构造线及区域性大断裂的标志；磁异常发生有规律

同向搓动扭动或两侧磁异常特征差异很大，都是构造线及断裂的反映。通过以上磁异常特征，可以圈定

岩体、划分蚀变带、确定断裂位置及地层边界。 

9.2.1.3 依据 ΔT 磁异常特征、化极 ΔT 磁异常特征及导数、剩余磁异常特征，识别解释区域的局部磁

异常，并编号。逐个确定异常幅值、范围及中心坐标，描述异常形态，结合已知资料，推断磁异常的地

质成因，筛选出矿制异常或其他有意义的异常。 

9.2.1.4 测区内有成规模的负磁异常存在，化极后依然完好，应进行异常登记，可能反映该区域有剩余

磁化方向和现磁化方向变化较大或相反的磁性体存在。 

9.2.2 定量解释 

9.2.2.1 建立测区地质—地球物理模型，采用横穿测区的精测剖面或图切剖面 ΔT 磁异常数据，通过人

机联作二维半正反演计算，呈现地下半空间的磁性体分布，从而准确确定与磁性有关的构造及地质体的

分布和赋存情况。 

9.2.2.2 对有意义的典型磁异常，进行剖面正反演计算，确定引起该磁异常的地质体的埋深及空间形态。 

9.2.2.3 对磁异常进行三维反演计算。 

9.2.3 综合解释推断 

9.2.3.1 地质解释应围绕测区地质任务展开，收集最新的地质资料，并吸纳国内外最新成果，解决测区

内的地质问题，并尽可能提出新的地质认识。 

9.2.3.2 根据定量解释结果、地质—磁性关系模型，并结合地质、钻井及其他物化探资料，确定磁性地

层或基底的几何参数（主要是埋深、倾角和厚度）在平面或沿剖面的变化关系、断裂分布等特征；提供

磁性地质体在平面上的投影位置、埋深及倾向等。 

9.2.3.3 结合重力等资料，研究区域构造特征，进行构造单元划分。 

9.2.3.4 根据测区磁异常的定性、定量解释，区分不同性质的异常，并分别作出地质解释推断，如推断

（出露或隐伏）岩浆岩岩体的边界、划分不同规模的断裂构造等。 

9.2.3.5 定性、定量解释均应充分利用已知条件进行约束，减少多解性，并应进行可靠性分析。 

9.2.3.6 凡需工程验证，应提交异常验证说明书，验证后应当进行再解释。 

10 成果报告编写与资料提交 

10.1 成果报告编写 

10.1.1 应按高精度磁测任务书的要求编写成果报告。 

10.1.2 成果报告编写前，应全面收集有关资料，经过与地质、地球化学、遥感及其他地球物理资料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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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分析，在定性解释、定量解释、综合解释推动的基础上，编写成果报告并编制相应的推断解释图件。 

10.1.3 成果报告应立论有据，观点明确，重点分析和说明如何解决了任务书及设计书规定的地质任务，

重点阐述新成果、新发现。 

10.1.4 成果报告编写提纲参见附录 E。 

10.1.5 附图主要包括： 

a) 实际材料图； 

b) ΔT 磁异常剖面平面图（根据需要可选）； 

c) ΔT 磁异常平面等值线图； 

d) ΔT 磁异常化极平面等值线图； 

e) 其他需要的异常转换图； 

f) 推断成果图（推断平面图及推断剖面图）。 

10.1.6 主要图件的编绘应符合 DZ/T 0069 的要求。 

10.2 资料提交 

成果报告编写完成后，经承担单位初审，提交项目主管单位评审验收。成果报告通过评审验收后，

其项目资料方可提交。提交的项目资料主要包括： 

a) 任务书或合同书、设计书等相关资料； 

b) 全部原始资料（野外记录、测地数据、观测数据、检查记录等）； 

c) 资料整理、解释结果及编绘的图件； 

d) 成果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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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用质子磁力仪测定岩（矿）石标本的方法 

A.1 适用范围 

本方法无需添置专用的磁性测定仪器，利用高精度磁测现有的质子磁力仪，可测出κ＞50×4π×

10-6
 SI 的标本磁性，基本上能满足异常解释需要，具有较大实用价值。 

A.2 仪器及辅助设备 

仪器：使用质子磁力仪。 

传感器：采用双探头的梯度测量装置，将标本靠近下探头，则梯度读数即相当于标本产生的磁场。

若采用单探头的总场测量装置，则应在附近另设一台测日变的同类仪器，将每次读数进行日变改正后才

能算出标本产生的磁场。 

标本架：用无磁性三脚架作支撑，其上置两块活动的（带无磁合页）平板，一块水平放置并固定在

架上，另一块倾斜可调，使交角与当地磁倾角相等，并使倾向朝北，置于下探头北侧，见图 A.1，板上

装有角铝，以防标本盒下滑。 

标本盒 ：边长为 15 cm 的正方形木盒，按右螺旋系统规定 X 轴向北，Y 轴向东，Z 轴向下，在 3

个轴向的正方向盒面分别标以 2、4、6；在 3 个轴向的负方向盒面上分别标以 1、3、5，当将这标本盒

置于上述标本架倾斜面上，Z 轴与地磁场 T 方向一致。 

量杯 ：最大量程为 500 cm3～1000 cm3 的玻璃量筒；直径 15 cm～20 cm，高约 40 cm，且在距上端

约 5 cm 处有一下倾小漏水嘴的铁桶；或感量不低于 5 g，最大称量 2 kg 的体积秤。 

钢卷尺、三角尺、面盆及碎布等。 

A.3 测定步骤 

A.3.1 选择一处磁场较平稳、无人文干扰磁场的地点，架好仪器及探头，此时梯度读数 Th 应在零值左

右（或有很小底数）。用仪器的线号键（Line）置入标本编号。用仪器的点号键（Station）按向上盒面

的号码（如 6）和绕 Z 轴（即 T 方向）每旋转 90°，读取一数编入 601、602、603、604…… 其余各方

面向上时一样，百位上的数字代表轴向（正或负），个位上的数字代表同一轴向的读数次序数。 

A.3.2 安置标本架：可采用高斯第一位置测定，如图 A.1 所示。也可采用第二位置测定，如图 A.2 所示

[使标本架上倾斜板面垂直于地磁场 T0 的磁力线，并使标本盒位于探头筒的正东（西）面，盒中心与下

探头中心在同一水平面上。根据标本磁性强弱，调节标本盒中心与探头中心的距离（不小于 15 cm）为

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希望标本产生的磁场能引起 ≥ ±1 nT 的变化。] 

A.3.3 标本装盒：将待测标本放入标本盒内，用碎布塞紧，并注意使标本中心与盒中心一致。对于定向

标本应使其东、北、下方向分别与标本盒 X、Y、Z 轴正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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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 观测：放标本前检查读数 n0（仪器置点号为 Xco，其中百位上 X 为上盒面号码），将标本盒放在

标本架上，选择距离 R 使仪器读数变化较大（≥±1 nT），记录距离 R；按向上盒面的号码依次读数 n1、

n2、……n6；拿去标本后再次检查底数 n'0 。 

为减少标本形状不规则、磁性不均匀和标本位置误差的影响，可在每个轴的正、负方向都分别读取四个

数(标本盒沿 T 方向每旋转 90°读一个数)，即平均值进行计算。 

如              n6=( Th601＋ Th602＋Th603＋Th604)/4 

A.3.5 测定标本体积：取出标本，用细绳将标本放在水中浸湿，然后轻缓放入装满水的铁筒中，同时用

空量筒收集被排出的水。待铁筒中水面平静后，放正量筒并读取量筒中的水量 V，此数即为标本体积

（cm3），也可用体积秤称取标本体积。 

A.4 测定要求 

距离 R 量准到 0.2 cm，体积 V 量准到 5 cm3 。 

仪器探头附近的磁性干扰物如强磁性标本、铁筒等不得移动；测定过程中，标本架、探头支撑杆不

得移动。在一块标本测定期间，n0 应不变。 

高斯第一位置测定装置如图 A.1。 

 

标引序号说明： 

1- 磁探头； 

2- 探头支杆； 

3- 标本盒； 

4- 可调倾角的斜板； 

5- 选择 R 及固定标本盒的活动插销； 

6- 固定和调节倾角的螺杆； 

7- 可作水平转动的平板； 

8- 三角架 

图 A.1 高斯第一位置测定装置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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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一位置测定时，各读数应满足： 

           

          
2

21 nn 
，

2

43 nn 
，

2

65 nn 
≥n0  

用第二位置测定时，各读数应满足： 

          
2

21 nn 
，

2

43 nn 
，

2

65 nn 
≤n0  

A.5 计算磁性参数 

A.5.1 高斯第一位置 

磁化率：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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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式中： 

R  —— 标本中心到探头中心距离； 

V  —— 标本体积； 

T0 —— 当地总磁场值； 

κ—— 磁化率，单位：4π×10-6
 SI 。 

剩磁： 

Jr=
2

65

2

43

2

21

3

)()()(
1

2

5
nnnnnn

V

R
    ………………………（A.2） 

 

偏角： 

   φ= 
43

211tan
nn

nn





                   

………………………………………………（A.3） 

(注：方位角由偏角公式中的分子分母的正负组合决定)。 

倾角： 

   θ= 2

43

2

21

651

))(
tan

nnnn

nn





      

………………………………………………（A.4） 

式中： 

Jr —— 剩磁，单位：10-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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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 偏角，单位：弧度； 

θ —— 倾角，单位：弧度。 

A.5.2高斯第二位置 

    高斯第二位置测定装置见图 A.2。 

 

图 A.2 高斯第二位置测定装置 

 

磁化率： 

κ= 














 








 








 


222

1

3

10 65
0

43
0

21
0

0

3 nn
n

nn
n

nn
n

VT

R
………………（A.5） 

剩磁： 

Jr=
2

56

2

34

2

12

3 )()()(
1

5 nnnnnn
V

R      ………………………（A.6） 

偏角： 

   φ= 
34

121tan
nn

nn





                    

……………………………………………（A.7） 

倾角： 

   θ= 2

34

2

12

561

))(
tan

nnnn

nn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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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κ —— 磁化率，单位：4π×10-6
 SI。 

Jr —— 剩磁，单位：10-3 A/m； 

φ —— 偏角，单位：弧度； 

θ —— 倾角，单位：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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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磁性参数统计 

B.1 磁性参数统计要求 

岩（矿）石磁性参数的统计，应在对岩（矿）石标本正确定名和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时应当综

合考虑岩（矿）石的性质、分布的地段及其磁性特点，根据需要作合理归并或划分。 

统计前，原则上应先对同类岩（矿）石的磁化率和剩余磁化强度的分布规律进行统计检验，并根据

检验结果和参与统计的标本数量选择统计方法。 

B.2 磁化率或剩余磁化强度统计计算 

B.2.1 对数正态分布规律时统计计算 

B.2.1.1 如标本数不足 30 块时，可按下式统计其算术平均值 x 。 





n

i

ix
n

x
1

log
1

log  ………………………………………………（B.1） 

式中：  

 xi —— 单个标本的磁化率（κ）或剩余磁化强度（Jr）的测定值； 

n  —— 参加统计的标本块数。  

B.2.1.2 标本数多于 30 块时，可按下列方法统计。 

a) 统计分组 

将实测数据按数据变化范围，根据标本（数据）的多少，划分出若干组。组的间隔长度称为组距，

一般按等组距分组。选择组数的经验曲线如图 B.1，分组数与标本总数的关系在对数坐标系中呈线性 

                     

图 B.1 经验曲线 

变化。根据标本块数由曲线中可以查得应划分的组数，也可从简化的参考表 B.1 直接查得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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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标本分组表 

单位为块 

标本数 3040 4060 6080 80100 100120 120140 ＞140 

分组数 4 5 6 7 8 9 10 

b) 计算组频 

统计各组的标本数目，称为频数，频数在该类岩（矿）石标本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fi 称为组频率。

并算出每组的中值。 

c) 频率分布曲线 

以组频率为纵坐标（算术坐标），以相应的组中值为横坐标（对数坐标）绘图，即得磁化率或剩余

磁化强度的频率分布曲线。其极大值点对应横坐标值，即为磁化率或剩余磁化强度的常见值 x。 

d) 累计频率曲线 

在统计出组频率 fi后，也可以按下式求其累积到第 j 组的累积频率 Fj（x）： 

  



j

i

ij fxF
1

 ………………………………………………（B.2） 

第 j 组的累积频率，就是前 j-1 组各组的频率与第 j 组的频率的总和，显然最后一组的累积频率为 1。

以累积频率为纵坐标（概率分划），分组值为横坐标（对数分划），以分组的右端值点连接即得累积频率

曲线。在参数服从对数正态分布规律的情况下，这些点大致分布在一条直线上。在直线上找出相应于纵

坐标为 50%的点，其横坐标值即为所统计参数的常见值 x。 

B.2.2 算术正态分布规律时统计计算 

当同类岩（矿）石的磁化率或剩余磁化强度服从算术正态分布规律时，可按下式计算其平均值 x： 





n

1i

ix
n

x
1

 ……………………………………………………（B.3） 

也可按服从对数正态分布规律的分组方法，作出频率分布曲线或累积频率线（横坐标均按算术分划），

由图上确定其平均值 x。 

B.3 剩余磁化强度偏角（φ）、倾角（θ）的统计 

在极坐标纸上用辐射线标出方位角φ，以等距同心圆表示倾角，同心圆由内向外取 9 个，表示倾角

90°～0°。这样每块标本在图上就有一个对应点。倾角为负用“”表示，倾角为正用“+”表示。图

中点位密集部分即为φ和θ的常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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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φ和θ角的球面投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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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高精度磁测工作用表 

C.1  高精度磁测野外记录表见表 C.1。 

表 C.1  高精度磁测野外记录表 

工作地区                     测线号码               观测者                

日    期                     仪器型号               记录者                

测点号 /

线号 

时间 
读数 备注 

时 分 

     

     

     

     

     

     

     

     

     

     

     

     

     

     

     

注：自动记录仪器可不用手记时间和读数，可以打印记录并签字，备注主要记录干扰及地质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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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磁测质量检查表见表 C.2。 

表 C.2  磁测质量检查表 

测点号/测线号 
原始测量 检查测量 备注 

ΔT 仪器号 操作者 日期 ΔT 仪器号 操作者 日期  

          

          

          

          

          

          

          

          

          

          

          

          

          

          

          

          

          

          

   计算者：                                                             复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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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磁测测地工作质量检查表见表 C.3。 

表 C.3  磁测测地工作质量检查表 

测点号/

测线号 

原始测量 检查测量 δ 备注 

日 期 

经度

或

(Y) 

纬度

或

(X) 

高 

程

(H) 

日 

期 

经度

或

(Y) 

纬度

或

(X) 

高 

程 

H 

ΔX ΔY ΔH  

 

 

            

             

             

             

             

             

             

             

             

             

             

             

             

             

             

             

             

 计算者：                                                                复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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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磁测异常成果表格式见表 C.4。 

表 C.4  磁测异常成果表格式 

测点/测线 经度或(Y) 纬度或(X) 
高 程 

m 

实测磁场值 

nT 

日变改正后

的值 

nT 

地磁场正

常场值(T0) 

nT 

磁异常

值(△T) 

nT 

备 注 

         

         

         

         

         

         

         

         

         

         

         

         

         

         

         

         

         

         

         

         

 

 

        

         

         

         

         

         

计算者：                                                                    复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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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磁参数测定记录表见表 C.5。 

表 C.5   磁参数测定记录表 

日期       测定地点：      T0=        仪器：     高斯第   位置 

编

号 

岩 石

名称 

采样

标本 
r V n0 n1 n2 n3 n4 n5 n6 n0

’ κ Jr φ θ 
备

注 

                  

                  

                  

                  

                  

                  

                  

                  

                  

                  

                  

                  

                  

                  

                  

                  

                  

                  

         观测者：                                                               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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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地面高精度磁测日验收表见表 C.6。 

表 C.6  地面高精度磁测日验收表 

工作日期  磁测仪器型号  磁测操作员  

日变仪器型号  日改后早晚校正点之差  

磁测观测文件  

日变观测文件  

完成工作量及检查点数量：  

 

 

 

 

 

 

 

 

存在问题及建议整改意见：  

 

 

 

 

 

 

 

 

其他说明： 

 

 

 

 

 

计算者：                                                           验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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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地磁正常场的计算 

D.1 地磁正常场的计算 

D.1.1 地磁场各分量的球谐表达式 

地磁场各分量的球谐表达式如下： 

 

X= )(cos)sincos(
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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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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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其中： 

)(cos
)(cos

)(sin
)!(

)!(
)(cos

2

1




 nm

m
mmm

n P
d

d

mn

mnC
P 












  

 01

12






m

m

Cm

当

当
 

式中： 

g
m

n
、 h

m
n  —— 高斯系数，可查表求得； 

)(cosP
m
n  —— 施密特准归一化 n 阶 m 次缔合勒让德多项式； 

)(cosP n  —— n 阶勒让德多项式； 

a —— 国际参考球半径，D=6371.2 km； 

r —— 地心算起的径向距离； 

λ —— 计算点的经度值，单位：弧度； 

θ —— 计算点的余纬度（θ=90°-φ，φ为纬度），单位：弧度； 

N —— 为阶次（n）的截断阶值，取值 13。 

将高斯系数与计算点的坐标值代入（D.1）式，即可求出计算点的正常磁场值。 

D.1.2 国际地磁参考场（IGRF）2020.0 模型 

1968 年 10 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地球基本磁场的描述”会议上，通过了 1965 年代国际地磁参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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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RF）。后经国际地磁学和高空物理学会执行委员会及世界地磁测量部的同意，做为世界通用的主要

磁场标准，其后对国际地磁参考场又作了三次修改补充。DGRF 表示确定的地磁参考场，其高斯系数今

后不再修改，而每五年改变一次模型，即通过年变率的调整取得。如 IGRF2020.0 包括 2020 年代的地磁

场模型及一个预测的长期变化模型，即主要磁场模型（m=n=13）和 80 个高斯系数的年变率(SV)，用来

调整 2020 年～2025 年期间的地磁场模型。如表 D.1 所示： 

 

表 D.1    地磁参考场模型高斯系数表 

高斯系数 阶 次 国际地磁参考场 年变率 

g/h n m 2020.0 2020～2025 

g 1 0 -29404.8 5.7 

g 1 1 -1450.9 7.4 

h 1 1 4652.5 -25.9 

g 2 0 -2499.6 -11.0 

g 2 1 2982.0 -7.0 

h 2 1 -2991.6 -30.2 

g 2 2 1677.0 -2.1 

h 2 2 -734.6 -22.4 

g 3 0 1363.2 2.2 

g 3 1 -2381.2 -5.9 

h 3 1 -82.1 6.0 

g 3 2 1236.2 3.1 

h 3 2 241.9 -1.1 

g 3 3 525.7 -12.0 

h 3 3 -543.4 0.5 

g 4 0 903.0 -1.2 

g 4 1 809.5 -1.6 

h 4 1 281.9 -0.1 

g 4 2 86.3 -5.9 

h 4 2 -158.4 6.5 

g 4 3 -309.4 5.2 

h 4 3 199.7 3.6 

g 4 4 48.0 -5.1 

h 4 4 -349.7 -5.0 

g 5 0 -234.3 -0.3 

g 5 1 363.2 0.5 

h 5 1 47.7 0.0 

g 5 2 187.8 -0.6 

h 5 2 208.3 2.5 

g 5 3 -140.7 0.2 

h 5 3 -121.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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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地磁参考场模型高斯系数表（续） 

高斯系数 阶 次 国际地磁参考场 年变率 

g/h n m 2020.0 2020～2025 

g 5 4 -151.2 1.3 

h 5 4 32.3 3.0 

g 5 5 13.5 0.9 

h 5 5 98.9 0.3 

g 6 0 66.0 -0.5 

g 6 1 65.5 -0.3 

h 6 1 -19.1 0.0 

g 6 2 72.9 0.4 

h 6 2 25.1 -1.6 

g 6 3 -121.5 1.3 

h 6 3 52.8 -1.3 

g 6 4 -36.2 -1.4 

h 6 4 -64.5 0.8 

g 6 5 13.5 0.0 

h 6 5 8.9 0.0 

g 6 6 -64.7 0.9 

h 6 6 68.1 1.0 

g 7 0 80.6 -0.1 

g 7 1 -76.7 -0.2 

h 7 1 -51.5 0.6 

g 7 2 -8.2 0.0 

h 7 2 -16.9 0.6 

g 7 3 56.5 0.7 

h 7 3 2.2 -0.8 

g 7 4 15.8 0.1 

h 7 4 23.5 -0.2 

g 7 5 6.4 -0.5 

h 7 5 -2.2 -1.1 

g 7 6 -7.2 -0.8 

h 7 6 -27.2 0.1 

g 7 7 9.8 0.8 

h 7 7 -1.8 0.3 

g 8 0 23.7 0.0 

g 8 1 9.7 0.1 

h 8 1 8.4 -0.2 

g 8 2 -17.6 -0.1 

h 8 2 -15.3 0.6 

g 8 3 -0.5 0.4 

h 8 3 12.8 -0.2 



DZ/T 0071—XXXX 

41 

表 D.1    地磁参考场模型高斯系数表（续） 

高斯系数 阶 次 国际地磁参考场 年变率 

g/h n m 2020.0  2020～2025 

g 8 4 -21.1 -0.1 

h 8 4 -11.7 0.5 

g 8 5 15.3 0.4 

h 8 5 14.9 -0.3 

g 8 6 13.7 0.3 

h 8 6 3.6 -0.4 

g 8 7 -16.5  -0.1  

h 8 7 -6.9  0.5  

g 8 8 -0.3  0.4  

h 8 8 2.8  0.0  

g 9 0 5.0  0.0  

g 9 1 8.4  0.0  

h 9 1 -23.4  0.0  

g 9 2 2.9  0.0  

h 9 2 11.0  0.0  

g 9 3 -1.5  0.0  

h 9 3 9.8  0.0  

g 9 4 -1.1  0.0  

h 9 4 -5.1  0.0  

g 9 5 -13.2  0.0  

h 9 5 -6.3  0.0  

g 9 6 1.1  0.0  

h 9 6 7.8  0.0  

g 9 7 8.8  0.0  

h 9 7 0.4  0.0  

g 9 8 -9.3  0.0  

h 9 8 -1.4  0.0  

g 9 9 -11.9  0.0  

h 9 9 9.6  0.0  

g 10 0 -1.9  0.0  

g 10 1 -6.2  0.0  

h 10 1 3.4  0.0  

g 10 2 -0.1  0.0  

h 10 2 -0.2  0.0  

g 10 3 1.7  0.0  

h 10 3 3.6  0.0  

g 10 4 -0.9  0.0  

h 10 4 4.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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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地磁参考场模型高斯系数表（续） 

高斯系数 阶 次 国际地磁参考场 年变率 

g/h n m 2020.0  2020～2025 

g 10 5 0.7  0.0  

h 10 5 -8.6  0.0  

g 10 6 -0.9  0.0  

h 10 6 -0.1  0.0  

g 10 7 1.9  0.0  

h 10 7 -4.3  0.0  

g 10 8 1.4  0.0  

h 10 8 -3.4  0.0  

g 10 9 -2.4  0.0  

h 10 9 -0.1  0.0  

g 10 10 -3.8  0.0  

h 10 10 -8.8  0.0  

g 11 0 3.0  0.0  

g 11 1 -1.4  0.0  

h 11 1 0.0  0.0  

g 11 2 -2.5  0.0  

h 11 2 2.5  0.0  

g 11 3 2.3  0.0  

h 11 3 -0.6  0.0  

g 11 4 -0.9  0.0  

h 11 4 -0.4  0.0  

g 11 5 0.3  0.0  

h 11 5 0.6  0.0  

g 11 6 -0.7  0.0  

h 11 6 -0.2  0.0  

g 11 7 -0.1  0.0  

h 11 7 -1.7  0.0  

g 11 8 1.4  0.0  

h 11 8 -1.6  0.0  

g 11 9 -0.6  0.0  

h 11 9 -3.0  0.0  

g 11 10 0.2  0.0  

h 11 10 -2.0  0.0  

g 11 11 3.1  0.0  

h 11 11 -2.6  0.0  

g 12 0 -2.0  0.0  

g 12 1 -0.1  0.0  

h 12 1 -1.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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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地磁参考场模型高斯系数表（续） 

高斯系数 阶 次 国际地磁参考场 年变率 

g/h n m 2020.0  2020～2025 

g 12 2 0.5  0.0  

h 12 2 0.5  0.0  

g 12 3 1.3  0.0  

h 12 3 1.4  0.0  

g 12 4 -1.2  0.0  

h 12 4 -1.8  0.0  

g 12 5 0.7  0.0  

h 12 5 0.1  0.0  

g 12 6 0.3  0.0  

h 12 6 0.8  0.0  

g 12 7 0.5  0.0  

h 12 7 -0.2  0.0  

g 12 8 -0.3  0.0  

h 12 8 0.6  0.0  

g 12 9 -0.5  0.0  

h 12 9 0.2  0.0  

g 12 10 0.1  0.0  

h 12 10 -0.9  0.0  

g 12 11 -1.1  0.0  

h 12 11 0.0  0.0  

g 12 12 -0.3  0.0  

h 12 12 0.5  0.0  

g 13 0 0.1  0.0  

g 13 1 -0.9  0.0  

h 13 1 -0.9  0.0  

g 13 2 0.5  0.0  

h 13 2 0.6  0.0  

g 13 3 0.7  0.0  

h 13 3 1.4  0.0  

g 13 4 -0.3  0.0  

h 13 4 -0.4  0.0  

g 13 5 0.8  0.0  

h 13 5 -1.3  0.0  

g 13 6 0.0  0.0  

h 13 6 -0.1  0.0  

g 13 7 0.8  0.0  

h 13 7 0.3  0.0  

g 13 8 0.0  0.0  

h 13 8 -0.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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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地磁参考场模型高斯系数表（续） 

高斯系数 阶 次 国际地磁参考场 年变率 

g/h n m 2020.0  2020～2025 

g 13 9 0.4  0.0  

h 13 9 0.5  0.0  

g 13 10 0.1  0.0  

h 13 10 0.5  0.0  

g 13 11 0.5  0.0  

h 13 11 -0.4  0.0  

g 13 12 -0.5  0.0  

h 13 12 -0.4  0.0  

g 13 13 -0.4  0.0  

h 13 13 -0.6  0.0  

由于每 5 年更新一次，表 D.1 是 2019 年 12 月发布的高斯系数模型。到期可在国际地磁与超高层大

气物理学协会（IAGA）网站下载。 

D.1.3 计算磁场总强度 T0及梯度值 

利用国际地磁参考场相应年度的模型提供的高斯系数以及计算点的坐标，根据(D.1)计算出各点的

磁场三分量值，由(D.2)计算正常地磁场的总强度： 

T0=
222 ZYX  =

22 ZH   …………………………………（D.2） 

 

在一级近似的情况下，沿南北向的磁场梯度： 

       
0

0

2

3

RT

ZH

X

T





   ……………………………………………（D.3） 

沿垂向的磁场梯度： 

R

T

R

T 00 3





 ………………………………………………（D.4） 

式中： 

R 为国际参考地球模型半径，R=6371.2 km。 

D.1.4 高度改正 

由公式 D.4 可知，当 T0＝50000 nT 时，地磁场垂向梯度为－0.024 nT/m。 

D.1.5 南北向磁场改正 

由公式 D.3 可知，当 T0＝50000 nT、地磁倾角为 50 0时，地磁南北向水平梯度为 0.0058 nT/m。 

 



DZ/T 0071—XXXX 

45 

 

附 录 E 

（资料性） 

高精度磁测成果报告编写提纲 

E.1  概况 

E.1.1 简要说明任务来源及任务书确定的地质任务 

E.1.2 任务完成情况（含实测工作量） 

E.1.3 主要技术指标 

E.1.4 取得的主要地质成果 

E.1.5 报告编写概况（起止时间、人员分工） 

E.2  调查测区概况 

E.2.1 自然经济地理概况（行政区划、地形、交通、水系、气候、人文景观等） 

E.2.2  地质、地球物理工作程度 

E.2.1.1 地质 

E.2.1.2 地球物理 

E.3  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 

E.3.1  地质特征 

E.3.1.1 地层 

E.3.1.2 岩浆岩 

E.3.1.3 变质岩 

E.3.1.4 构造 

E.3.1.5 矿产 

E.3.1.6 待解决的具体地质问题 

E.3.2 地球物理特征 

E.3.2.1 以往取得的地球物理异常特征及已解决的地质问题 

E.3.2.2 岩石磁性（含项目工作中实测及收集资料整理两部分）特征 

E.4  工作方法技术与质量 

E.4.1 工作方法技术 

E.4.1.1 测地工作 

E.4.1.2 磁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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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1.3 物性工作 

E.4.1.4 资料整理（各项改正、磁异常计算公式、物性数据整理等） 

E.4.2 工作质量 

E.4.2.1 测地工作精度 

E.4.2.2 磁测工作精度 

E.4.2.3 磁异常总精度 

E.4.2.4 物性工作精度 

E.4.3 资料处理、解释方法技术 

E.5  数据处理及图件编制 

E.5.1 数据预处理（网格化、扩边） 

E.5.2 磁异常场的分解及位场转换 

E.5.3 图件的编制情况 

E.6  解释推断 

E.6.1 磁异常场的分布特征及地质意义 

E.6.2 局部异常解释 

E.6.2.1 局部磁异常提取方法及标志 

E.6.2.2 局部磁异常分类（按地质起因分类） 

E.6.2.3 局部磁异常推断表（注明新成果及其推断依据） 

E.6.2.4 主要局部异常的定量反演和地质解释 

E.6.3 断裂的解释（根据任务书要求） 

E.6.3.1 确定断裂的标志 

E.6.3.2 断裂构造分类（按级别、性质和相对时代） 

E.6.3.3 断裂构造推断成果表（注明新成果及其依据） 

E.6.3.4 主要断裂构造的地质解释 

E.6.4 有关矿产、水文、工程、环境、灾害等专题性地质问题研究方面的内容（根据任务书要求） 

E.6.5 地质推断图编制 

E.7  结论与建议 

E.7.1 结论（主要成果、新发现和新认识） 

E.7.2 存在的问题（解释中的不足和尚存在的其他问题等） 

E.7.3 建议（地质、物探、化探今后应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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