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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矿规律研究中
,

划分成矿区带不仅是至关紧

要的一项综合性的矿产地质基础工作
,

而且还具有明

显的实用价值
。

在区域矿产资源潜力调查评价 (以下

简称
“

调查评价
”

) 工作中
,

应用成矿区带的基本概

念和级次的划定
,

将
“

调查评价
”

工作集中到面积最

小
,

成矿远景最好
、

发现矿床的可能性最大的成矿有

利空间
,

是基础地质调查转化为矿产勘查的有效方

法
。

由于各地区地质发展 历史 和地质成矿特征的差

异
,

划分成矿区带的原则和依据不尽相同
,

一般按大

地构 造单元作为划分成 矿 区带的依据 (翟裕生
,

l笑心 ) ; 有的按矿产种类或矿床类型做依据 ; 根据主

要成矿地质事件划分成矿 区带阐明的地质规律更深

刻
。

总之
,

对成矿 区带的划分
,

前人已做过大量的综

合研究工作
,

提出过多种划分方案
,

在区域矿产研究

工作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

但这些划分都是针对某一学

术专题或某种学术观点进行的
,

直到
“

九五
”

开始
,

为了编制
“
矿产勘查跨世纪工程

” ,

原地质调查局责

成朱裕生
,

按 5分法 (即 I
、

11
、

111
、

W
、

V ) 对全

国的成矿区带做了系统地划分
,

通过多年实践和新资

料的总结
,

对成矿 区带的划分又做了补充
,

确定了划

分成矿区带需遵循的原则
,

主要有 以下几项
:

一
、

大地构造单元与成矿地质背景相结合和分别

对待原则

大地构造单元和特定的成矿地质背景环境限定了

成矿区带的空间位置
,

如东南沿海华力西褶皱系 (任纪

舜等
,

1950 年 )
,

其大地构造单元与成矿地质背景叠加

瑟暴困固白勇攀的豁心忍护困常偷绷分忍初扩

列系之文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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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

褪色带
、

老窿
、

古采坑
、

古炼渣堆
、

矿化露头

等 ; ⑤成矿区 (带 )界线
、

级别
、

编号
、

命名等 ; ⑥

控矿条件
。

在编图工作中
,

要注意图面结构
、

层次
、

色

彩搭配和线条组合
。

成矿规律研究是
“
调查研

究
”

转向地质工作较低
、

边缘地区和进人隐伏矿

床勘查阶段开展的一项必要的综合研究工作
。

矿产勘查人员掌握了调查评价 区内的成矿规

律
,

综合主要控矿因素和标志
,

将成矿规律的核

心内容转化为预测评价准则
,

在
“

调查评价
”

的

实践中提高找矿效益
,

过去的找矿实践证实了

这一点
,

在当前开展的调查评价工作中将继续

证实它的有效性
。

在
“
调查评价

”

项 目执行过程

中
,

都强调成矿规律研究的重要性
,

在项目的设

计书中都做了具体按排
。

由此可知
, “
调查评

价
”

项 目的具体执行人员利用 自己掌握的地质

理论
,

成矿学知识
,

结合已有经验
,

调查评价工

作区内的矿产资源潜力
,

定将获得更好的勘查

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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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空间位置
,

可单独划归一个成矿带
。

但

有些地区一种主要成矿地质背景跨越两个构造

单元
,

如华北准地台北缘成矿带受滨西太平洋

成矿域统一成矿地质背景控制
,

燕山期强烈的

成矿作用覆盖了华北准地台北缘和内蒙— 大

兴安岭褶皱系南缘两个构造单元
,

区域成矿作

用的主体特征便将共用两构造单元
,

该区成矿

跨越了两个构造单元
。

二
、

逐级圈定的原则

现有 的区域地质和大地构造学 的研究为

全国大地构造演化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 ;

区 域成矿作用研究对全国矿产的时
、

空分布

的框架 已经建立
、

覆盖我国境内的全球性成

矿区带的总体面貌已经清楚
。

根据 区域构造

和区域成矿理论以及前人 的研究成果
,

首先

圈定 I 级成矿 区带 的界线
,

其次圈定 11 级
、

m级
、

W
、

V 级
。

目前这一原则是较为实用

而有效 的做法
。

三
、

以区域成矿地质背景为基础
,

物化遥资

料印证的原则

成矿区带属成矿地 质背景及特定 区域成

矿作用控制的空间
,

赋存着有关矿种或特定

类型的矿床
,

它均有 自身的地球物理场和地

球化学场
,

提供的信息视为其边界定位的参

考依据
。

至于遥感影像特征从更广的范围反

映大型地质构造单元的边界
。

它们都是圈定

成矿区带的佐证
,

物
、

化
、

遥较为客观地 印

证 了成矿区带边界 的位置和反映不 同深度的

地质要素
。

圈定的成矿区 (带 ) 命名冠以构造单元 (或

地区名 )名称
、

成矿时代和区域成矿作用限定的

成矿元素 (或矿物 ) 组合予以命名
,

如长江中下

游与燕 山期侵人岩类有关的 c u 、

eF
、

nA
、

纯
、

黄

铁矿
、

明矾石成矿带
。

为统一命名
,

构造单元仍

用槽台概念
,

但有些大地构造单元 内
,

例如西南

三江和西昆仑地区
,

应用板块的沟
、

弧
、

盆体系

与区域成矿作用关系的研究程度较高
,

较合理

地解释 了区内成矿作用的时空演化
,

较真实地

反映了成矿区带的客观性
。

全 国工
、

n
、

111 级成

矿区带已有统一划分的意见
,

请参阅《中国主要

成矿区带矿产资源远景评价》 (陈毓川主编
,

地

质出版社
,

1999 )一书
。

成矿区带主要描述成矿规律的内容
,

而成

矿远景区是反映某一成矿区带内特定空间内的

区域矿产资源潜力的大小
, 二
所以它是成矿区带

圈定的延伸
。

圈定成矿远景区共同遵循的准则

是
:

1
.

最小面积最大含率准则
。

在
“

调查评价
”

区内圈出的成矿远景区的面积不能太大
,

也不

能太小
。

太大
,

单位面积含矿率降低
,

矿产勘查

工作的目标不集中 ; 太小
,

虽然含矿率提高
,

但

造成漏矿的机会太多
。

只有在充分分析
“

调查

评价
”
区的各种资料以后

,

综合各类资料中包含

的有效成矿信息
,

确定成矿远景区边界的最佳

空间位置
,

求得含矿率和有效找矿 面积 的统

一
。

为了达到这一要求
,

在
“
调查评价

”

项 目设

计书编写以前
,

对工作区内已有的资料进行二

次开发
,

充分掌握成矿信息的基础上进行野外

调查 ;在项 目执行过程中
,

要求对工作区内的成

矿规律进行研究
,

必要时设立研究专题
,

全面评

价工作区内的资源潜力
,

确保提交可靠性高
、

发

现矿床的可能性最大
、

最小面积的远景区内进

行下一步勘查工作
。

2
.

优化评价准则
。

它是对地
、

物
、

化
、

遥 中

包含有随机性和模糊性成矿信息的压制
,

对有

利成矿信息的强化和浓缩
,

提高圈定的成矿远

景区的可靠性和预测资源量的可信度
。

通常称

为成矿远景区的排序
,

实属优化的做法之一
。

“

调查评价
”

项 目提交的成果都要执行这一准

则
。

3
.

综合评价准则
。

它包含 了矿床自身的综

合评价和矿产勘查的综合方法的使用
。

矿床自

身的综合评价包括共生矿床的共生异体
、

伴生

元素
、

可能出现的新矿种
、
新类型做出评价 ; 矿

产勘查的综合方法包括调查评价中使用有效的

地
、

物
、

化
、

遥方法和评价工作中使用地
、

物
、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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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信息对现在还没有发现将来可能发现的矿床

作出预测
。

在
“
调查评价

”

工作中
,

这是必须遵

守的准则
。

4
.

水平对等准则
。 “
调查评价

”
工作的地区

以往地质工作程度差异较大
,

使用的比例尺各

不相同
,

其成果的可靠性互相不能对应
。

具体

内容包括
:

①
“
调查评价

”

成果 比例尺与使用的地
、

物
、

化
、

航卫的 比例尺一致
,

比成果 比例尺大的原始

资料可 以充实其中
,

作为填平补齐的一部分资

料收录
,

但比其比例尺小的成果资料不允许作

为
“
调查成果

”
的资料使用 ;

②在相似类 比过程中
,

已知对象和评价对

象获取的类比变量必需相 同
,

否则失去类 比的

基础 ;

③同一项 目提交统一要求的
“

调查评价
”

成

果
,

其比例尺一致 ;

④数据处理方法使用统一的程序
,

或有关

管理部门指定使用的程序系统 (或辅助决策系

统 )
,

未经验收的成果不能作为正式成果上交
。

“
调查评价

”
工作要求圈定成矿远景区

,

其

边界需要按找矿模型 (或预测标志 )展示的信息

确定远景区边界的空间位置
,

当多种成矿信息

浓集在同一空间叠加一体时
,

远景区的边界较

为容易确定 ;当成矿信息叠合较差
,

在同一空间

位置上
,

有些成矿信息叠合在一起
,

另一些成矿

信息叠合在另一空间位置上
,

呈分散状态分布

在不同空间上
,

在这种情况下
,

成矿远景区边界

的确定要以地质成矿信息为主
,

综合其他成矿

信息确定成矿远景区边界的空间位置
。

圈定成

矿预测区通常以成矿规律图为底图
,

在地质工

作程度较低和边远地区则在 VI 级成矿区带内圈

出成矿远景区 ;在地质工作程度较高
,

成矿远景

较好的地区
,

则在 V级成矿区带内圈出成矿远

景区
。

对成矿远景区要优化评价
,

按资源潜力的

大小和成矿信息的浓集程度划分为 A
、

B
、

C 三

类
。

A 类
:
成矿地质背景优越

,

一般可以与已

知矿 田 (或矿 区 ) 类比
,

矿产资源潜力大或较

大
,

找矿标志明显
,

可以优先按排预查的远景

区
。

B 类
:
成矿地质背景较好

,

预测依据虽然

充分
,

但与国内外的已知矿田 (或矿区 ) 类比

难度较大
,

地
、

物
、

化
、

遥等的找矿信息叠加

程度较差
,

属将来可以考虑进行 预查 的远景

区
。

C 类
:
具有成矿 的基本条件

,

多元地学

成矿信息的门类不全
,

难以与 已知矿床 (矿

田 ) 类 比
,

只具备地质或物
、

化探单 一的找

矿标志
,

推断的矿产资源潜力可靠性较差的

地区
。

据上叙述可知
,

成矿区带是展示成矿规律

的一种形式
,

它突出了矿床形成的地质背景
,

成

因机制和地壳三度空间有序分布的规律性
,

是

应用已有的成矿学理论对地质现象的一种推断

解释
,

是更新矿床理论的基本途径
。

成矿远景

区是在划分成矿区带的低序次区带内圈出具有

矿产资源潜力的空间位置
,

是对现在还没有发

现
,

将来应当发现的矿床的推测
,

是引导矿产勘

查投人的实际依据
,

所以成为矿产勘查工作阶

段的内容之一
。

成矿 区带的划分
,

难以制订广

泛接受而又统一的验收标准
,

而成矿远景区的

圈定不仅按统一的标准验收
,

而且还是今后进

行矿产勘查的先行部署
,

是
“
调查评价

”

规定的

必要工作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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