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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区调工作中的矿产研究水平

介绍矿床成矿系列图的编制

吴 良 士

在二十万分之一和五万分之一区域地质

调查中
,

如何提高区域矿产研究程度
,

是多

年来共同关心的向题
。

目前区调工作中的矿

产研究大多局限在矿点检查和资料收集上
,

对区域成矿研究还不够深人
。

因此
,

在许多

矿产地质报告中
,

表现出两个较为明显的缺

陷
:

一是矿产资料与区域地质资料联系不紧

密
.

区调中所进行的大量地层
、

岩浆岩和构造

的调查工作
,

没能充分反映在矿产地质报告

中
,

从而使区域成矿的地质构造环境比较模

糊 ; 二是在区域矿产工作中虽然由于条件所

限
,

不能进行较详细的矿床地质研究
,

但是对

于同一时期的各个矿床 (点 ) 相互之间在成因

上
、

时空分布上和形成构造环境上的关系缺

乏类比和有机联系
,

因而不能对区域成矿特

点得出总的看法
,

给进一步找矿工作带来困

难
。

要解决这两个矛盾
,

仍需做更多工作
。

最近在南岭项 目矿床专题研究中
,

进行了区

域成矿系列图的编制
,

取得了一定收获
。

并

认为这项工作如若能在区域地质调查中得到

推广
,

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克服上述两个

矛盾
,

使区域成矿研究程度提高一步
。

区域矿床成矿系列图的编制是建立在区

域成矿系列研究基础上的
。

矿床成矿系列问

题是程裕淇等 1 9 7 9年首先提出
, 1 9 8 3年又再

次进行了论述
。

他们认为在一定的主要地质

作用影响下
,

产在一定地质时期
、

一定构造

单元内的各类矿床
,

虽然其 中各 自产出部

位
、

形成阶段和有用组份等有这样或那样差

别
,

但从区域地质发展历史角度来考虑
,

彼

此之间在成因上
、

在空间上又存在着内在联

系
,

并构成一个整体
,

即一个成矿系列
。

尔

后他们又总结了国内外矿床研究成果
,

对矿

床成矿系列进行了进一步详细划分
,

全面论

述了各个系列的特征
。

成矿系列图的编图工

作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

其具体步

骤如下
:

1
.

详细分析每个 矿 床 (点 ) 的形成地

质环境和控制成矿的 主 导 因 素
。

在此墓础

上
,

进而确定区域成矿系列
。

如在与花岗岩

类成矿有关的矿床中
,

可按花岗岩形成构造

环境及其成矿作用将矿床划分为
: “
产 于 隆

褶区
、

与酸性花岗岩有关的成矿系列
” 、 “

产

于断陷带
、

与中酸性火山一侵入花岗岩有关

的成矿系列
”
等等

。

如果一个成矿系列产出

地质构造单元中具有明显次级构造控制和不

同成矿特点时
,

可以再分出若千亚系列
,

如

上述
“

产于隆褶区
、

与酸性花岗岩有关的成

矿系列
”

中可按矿床产出的构造控制不同和

金属组合差异划分亚系列
。

2
。

对同一矿床 系 列中每个矿床 (点 )

的成矿作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类比
,

分

析不同矿床成因类型在成因上和空间上的关

系及其组合形式
,

确定该成 矿 系 列 的矿床

式
。

一个成矿系列通常可有一个或数个矿床

式
。

如
“

产于隆褶区
、

与酸性花岗岩有关的

成矿系列
”

中有岩浆岩型
、

矽卡岩型
、

热液

型
、

云英岩型
、

伟晶岩型
、

斑岩型等成因类

型的矿床
,

其中最常见的有以岩浆岩型一热

液型一云英岩型组合形式出现的西华山一大

吉 山矿床式
; 以云英岩型一矽卡岩型一热液

型一伟晶岩型组合形式 出 现 的 柿竹园矿床

式
。

这样通过成矿系列的矿床式和矿床的研

究将区域各类型矿床有机地联系起来
,

并且

可以依据其形成的地质特点确立区域矿床成

矿模式
,

更形象地刻划区 域 成矿 的总体概



念
。

3
.

成矿系列图的底图最 好 是与地质图

同 比例尺的专业地质图
。

在南岭项 目编图中

因仅涉及与花岗岩类有关的矿床
,

因此采用

花 岗岩地质图作为成矿系列图的基本底图
。

这种花岗岩地质图应力求全面反映花岗岩形

成的构造环境和区域成矿的背景
。

因此在编

制中首先是全面分析区域构造活动
,

依据地

层的岩性组合
、

岩浆活动和构造变形的特点

将南岭地区划分 了五个构造层
:

前震旦纪构

造层
、

震旦纪一志 留 纪 构 造 层
、

泥盆纪一

中
、

早三叠世构造层
、

晚三叠世一白至纪构

造层和新生代构造层
。

同时依据区域岩浆活

动特点从接触关系
、

同位素地质与岩体对比

等方面确定岩浆活动期次
,

并 划 分 了 四堡

期
、

雪峰期
、

加里东期 (早
、

晚期 )
、

华力西

期
、

印支 期
、

燕 山 早 期 (第一
、

二
、

三阶

段 )
、

燕山晚期 (第一
、

二阶段 ) 等八期十二

个阶段
。

在此基础上结合区域断裂构造和物

探
、

遥感资料
,

进行花岗岩地质图编制
。

4
.

将 矿 床 (点 ) 所属的不同矿床成矿

系列的矿床式以一定图例表示在花岗岩地质

图
_

匕 并结合各个矿床成矿系列在空间展布

规律和不同矿床式或成矿系列的成矿地质条

件进行成矿 区划分
。

在此必须指出
,

成矿区

划分不能简单地以属于某一成矿系列的矿床

(点 ) 多少而决定
,

即就点圈区
。

而应该在

区域地质背景上以矿床成矿系列的地质条件

为依据
。

如华南地区
“

产于断陷带
、

与中酸

性火山一侵人花岗岩有关的成矿系列
” ,

其矿

床 (点 ) 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
,

与中生代火

山活动有密切关系
。

因此依据区域中生代火

山活动与构造特点
,

以政和一大埔断裂和莲

花山一紫金断裂为界
,

将它 以 东 地 区划为
“

闽粤火山断陷锡
、

钨
、

锌 (金
、

银 ) 成矿

区
” 。

虽然该区在闽东北
、

闽中一带矿床 (点 )

很少
,

但它具备了该系列矿床形成的条件
,

把它包括在该成矿区内
,

将更有利于今后寻

找矿床
。

5
.

在成图过程中
,

不但要醒 目地将成矿

区范围表示 出来
,

而且要将决定成矿系列的

最主要因素
,

如燕山期花岗岩表示出来
。

然

后将属于同一成矿系列的不同成矿区以相同

色标表示
,

同一成矿系列中不同矿床式用色

调一致而花纹不同的符号表示
,

使不同成矿

系列一 目了然
。

同时为了更好地使用图件
,

在图下方以表格形式列出各个成矿系列的特

征
,

在图两侧最好附上不同成矿系列的成矿

模式
,

以便取得更好的使用效果
。

从矿床成矿系列图编制过程可以看出
,

它与区域矿产图有明显差别
,

与成矿规律图

亦有不同
。

如果说区域矿产图是区域矿产调

查的实际记录
,

那么成矿系列图则是区域成

矿综合研究的升华
。

它超越了区域成矿规律

图对每个矿床
、

矿带的成因和时空分布的定

性研究
,

而且通过成矿系列一成矿亚系列一

矿床式一矿床和成矿系列一成矿模式一成矿

区等一系列综合研究工作
,

从发展观点将区

域地质与区域成矿以及各个类型矿床之间的

关系融为一体
,

以便更确切地指出在某种条

件下可能存在的矿床和已知矿床外围还可能

找到的矿床类型
。

因此
,

通过成矿系列图的

编制
,

可进一步提高区调工作中矿产研究的

水平
,

有助于普查找矿与成矿预测工作的开

展
。

(地科院矿床所 )

封面
、

封底照片说明

甘肃省地矿局重视老千部工作
, 1 9 8 5年

9 月在兰州建成一座四层 楼 的 老 干部活动

室
。

活动室共 56 0m
“ ,

内 设 书画
、

保健
、

游

艺
、

花卉
、

阅览
、

文件阅读
、

会议等十一个活

动室
,

为离休老千部提供 了良好的活动场所
。

这些照片反映的只是他们参加活动的一

部分
。

曾宪刚 文 孙景涛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