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典型矿床研究总结工作深化一步

黄 崇 柯

“

六五
”

计划开始时
,

地质部部署 了典

型矿床研究总结 工作
。

第一批列入计划研究

总结的典型矿
`

床共的个
,

包括 3 4个矿种
。

对

一些主要矿种还考虑
一

r 多种成因类型
,

如铁

矿有受变质沉积型
、

岩浆型
、

火山岩型
、

矽

卡岩型
、

沉积型等
; 铜矿有斑岩型

、

矽卡岩

型
、

块状硫化物型
、

铜镍硫 化 物 型
、

砂 岩

型
、

受变质沉积型等
。

该项工作大都由原负

责勘查上作的地质队组织进行
。

到 1 9 8 7年末

已完成 90 个
,

大部分已经评审验收并已内部

或公开出版交流
。 “
七五

”

初又新增 了第 二

批典型矿床 56 个
,

_

正在研究总结 中
。

第一批

典型矿床的研究总结
,

各队主要是对矿床原

有的勘查资料迸一步分析研究后得出的
; 但

也有不少矿床又补作了各种分析测试工作
。

通过对典型矿床的进一步分析研究
,

总

结出一些矿床的成矿规律和成矿条件
,

探讨

r 矿床成因
、

地质来源
、

形成机理等
,

.

提出

了许多重要的找同类矿的标志
,

直接或间接

起到
一

r 指导普查找矿的作用
。

特别是在一些

典型矿床的深部和附近
,

运用总结 出的典型

矿
’

床的成矿规律
、

找矿标志发现 了新矿体
,

扩大 了矿床规模
。

如鄂东南地区根据总结出

的大冶地区矽卡岩型铜铁矿的成矿规律和找

矿标志
,

发现 了鸡冠咀
、

桃花咀等半隐伏一

隐伏的富铜矿 ; 广东地矿局运用和对比蚀变

岩型金矿的成矿规律和找矿标志
,

发现了经

济价值很高的河台金矿… … 等等
。

通过典型

矿
`

床的研究
,

提高 了参与研究人员的科研能

力和理论水平
,

培养了技术力虽
。

但从更有效

地指导找矿
,

特别是找隐伏矿的需要出发
,

应把典型矿床的研究和总结向新的深度和广

度推进
。

1L前
,

从国内外情况石
,

根据对典型矿

床的深入研究
,

从相似矿床 中抽取其共性特

点建立该类矿床的成矿模式
。

然后运用模式

所提供的矿床特征
、

背景条件 (成矿环境 )

以及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场方面 的 指 示 信

息
,

选用有效而合理的方法
,

指导和郁助地

质工作者寻找和评价具类似条件的地区或有

利地段
,

以达到发现矿 床
。

这 种
“
模 式 找

矿
”
是当前找矿特别是找隐伏矿 的 有 效 方

法
。

要运用
“

模式找矿
”

首先必须建立矿床

模式
,

而建立矿床模式的基础应是对典型矿

床的深人研究
。

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对建立矿床模式做了

大量研究工作
,

并已建立了一批矿床模式
。

例如
:

美国地质调查所于 1 9 8 6年出版
“
矿床

模式
”

( M i i i e r :工1 d e P o s i t 。 、 o d e l s ) (为该所

第一6 9 3
一

号所刊 )
,

该书由 1) e n l i i s 卫
.

C o x 和

1) o n al d A
.

5 1吧 eI 两人主编
,

共刊出 了 88

种
“

描述性模式
” ,

并按地质
一构造环境和岩

性一构造环境迸一步分类
,

概括了短种模式

的描述性特点
,

举了很多例子
。

美国建立这

批模式是研究了世界上 5 千 多个矿床之后
,

概括 上升建立起来 的
。

据 f 解
,

美
、

加 等

国
,

根据建立的模式
,

运用计算机对找矿讯

息进行比较和分析
,

能更科学而快速有效地

指导普查找矿
。

从指 导找矿需要出发
,

·

典型矿床研究总

结不是一般性地把已知矿床特征总结一下
,

而是要从各方而去深入分析
,

提取 与成矿直

接或间接有关的讯息
。

要深入研究矿床本身

的特征和标志
,

还要在一个较大的地质环境

中来分析矿床形成和赋存的条件及重要的找

矿标志
。

对于矿床本身
,

除研究总结好一般特征

外
,

要着重研究矿体的矿化 分 带
、

成 矿 期



次
、

找出主要成矿阶段
,

划分出不同矿化阶

段
,

不同矿化期次中各类型矿石 的 矿 物 组

合
,

分出各矿物组合中的
_

L要矿物和标型矿

物以及具特别指示意义的少 吸矿物
; 注意矿

石矿物的结构变化
,

注意矿物组合 `卜那些是

相对稳定的矿物
。

矿物组合 和标型矿物具重

要的找矿指示作用
。

如
:

金刚石矿除直接发现

金刚石外
,

绝大部分是利用标型指示矿物镁

铝榴石和铬铁矿指示找矿
,

指示 砂 矿 的 矿

源的 。 由于矿床的矿化分带
,

不同矿物组合

能反映出矿床的出露或侵蚀程度
。

有些矿物

其晶形
,

颗粒粗细
,

颜色深浅以及矿物中微

量元素的含量和比值有时能反映 出 是 否 有

矿
。

例如许多有色金属矿床中常见的黄铁矿

的晶形
,

颗粒粗细
,

颜色深浅以 及 其 所 含

C O N i 比值
、 A s 匀〕 含鼠比值等在含矿或不

含矿
,

近矿或远矿情况 下往往是不 一样的
。

黄铜矿
、

黝铜矿
、

毒砂
、

黑云母
、

白云 母
、

磁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等矿物 中某些微

量元素的含 墩
,

或矿物的粗细
、

颜色在不同

的成矿期或不同的深度和部位
,

或不同的成

矿温度也可能有所变化
。

注意矿体顶部边部

与矿体中同种矿物的上述差别
,

对指示找矿

可起到直接指导作用
。

矿床矿物组合和矿物

的特征对正确 判别或解释矿床所在地区外围

的重砂 异常
,

就更具垂要念义
。

困岩蚀变在
一

, J热液活动有关的矿床 中是

很明显而重要的找矿标志
。

总结围岩蚀变现

象中已经注意到了蚀变分带的研究
,

但需进

一步深入研究蚀变强弱程度不同所反映出的

矿物组合的变化
一

与矿化强度的关系 ; 还应注

意 1司
一

矿
`

床在不同成分围岩
`一

卜所表现出的蚀

变程度
、

矿物组合的变化
。

对于多期次鑫加

的蚀变应尽可能分出 与主要犷化期次最密切

的蚀变特征
。

矿化系列过去总结是不够的
。

但这是很

工要的由此 及彼顺藤摸瓜的有效找矿
一

标志
。

许多矿床特别是与热液活动有关的矿床
,

在

空间 L常呈一个系列产出
。

斑岩铜矿从 中心

向外围常呈铂矿体、 铜矿体
一 )

小铅锌矿体、

硫铁矿的系列
;
纷岩铁矿所包含的一套矿床

或矿体的成矿系列已为大家所熟知
;
有的地

区从中
r
荡温铁

、

钨
、

锡到中低温铅锌成一个

系列产出
。

物探和化探是找矿的垂要手段
,

对解释

成矿环境也很贡要
。

过去的总结中一般不够

注 二奋
,

应该加强
。

要分析矿石 与 困 岩 在 密

度
、

磁电性的差异 ; 分析矿石 与围岩在元素

组成和地化性 质上的差异
; 研究区域地球物

理
、

地球化学背景场
。

对于矿区化探异常
,

垂砂异常
,

要分析异常与矿体分布
、

形态以

及地貌的关系 ; 分析近矿和远矿的元素或矿

物组合浓度及分布情况
; 尽可能分选出一些

指示元素
、

指示矿物
; 有可能的话应圈出矿

前晕
、

中心晕
、

矿尾晕 ; 对
一

于物探异常要结

合围岩物性和矿体特性分析异常特征
,

还要

注意矿体部位有无微弱的不引人 注 意 的 变

化
。

例如有的铬铁矿反映爪力异常很弱
,

但

爪力梯度
、

曲率位却有明显反应
。

对于极复

杂的矽 仁岩型矿床
,

更需要研究总结接触带

变化在地而磁
、

电异常的反映
,

接触带含矿

与不
一

含矿
一

以及不同矿种在地面磁
、

电异常上

的反映等 ; 要研究矿体所反映的几种异常的

玉井愧青况
。

遥感 一般反映不了隐伏矿
,

但对

隐伏不深的小岩株
、

构造甚至与成矿有关的

蚀变
`

}}少能清楚反映出来
,

所以在遥感图像上

应研究有关地质现象的显示
。

在地质方面
,

应进一步深人研究总结构

造
,

从大到小
,

从褶皱到断裂
,

从整体上分

析它们之间的关系
,

它们的产状
、

期次先后

和 仁次
,

发育程度
,

各自的性质
,

从中分离

出有利成矿的构造和成矿构造与其他构造的

关系
。

地貌虽然相对次要
,

但往往是很直观和

明显的标志
。

如斑岩铜矿常呈近似圆形的负

地形
,

石英脉型矿床常呈正地形
,

蚀变带或

硫化矿床氧化带的地表颜色的变化以及自然

植物的种类变化
,

都可作为有效 的 找 矿标



黯 俞 建 章

俞建章
,

字端甫
,

安徽和县人
。

1 9 2 4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

192 8年任中央研究

院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
,

1 9 3盯 l屯汗升副研

究员
,

即去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迸修
,

后获

博 士学位
。

回国后
,

曾先后任重庆大学地质

系教授
、

主任
,

中央大学地质系教授
、

中央

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

解放后任中

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无脊椎 古 生 物 组主

任
。

1 9 5 2年起任长春地质学院 (东北地质学

院 ) 教授
,

1 9 6 4 年起兼任副院 长
。

1 9 5 5 年

起
,

前后任中 l间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 员和地

学部委员
。

俞建帝 1 9 2 3年参加 中1习地质学会
,

先任

学会编辑
、

理事
、

副理事 长
、

理事长等职
。

后任 中国
1

甲仁物学会理事和名臀理事
。

1 9 5 3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

他还是第四届
、

第五

届全 !习政协委员
。

俞建取是我囚杰出的地层
一

占生物家
,

他

最主要的成就在
一

J
二

珊瑚 与头足类 化 石 的 研

究
,

早在 J 9 30 年就开始研充我国旱石炭世的

珊瑚化石
,

了仁建立 了我国 卜石炭统四个珊瑚

化石带
,

对 于划分和对比我国早石炭世地层

具有 垂要价位
,

并 一直沿川至今
。

俞建章三

十年代留学英国期间
.

专门研究珊瑚化石
,

发表 了博士论文 《 `

川日南部 卜弓
:

系珊瑚 》 。

60 年代
,

俞建章教授
_

L要论著是 《论述

泡沫内沟珊瑚 f于六射珊瑚的关系并建立 中珊

瑚 目与抱沫内沟珊瑚科 》 ,

这对于研究古生代

四射珊瑚如何演变到中生代六射珊瑚提供了

重要线索
,

这一成果在 1 97 峨年美国
、

加拿大

地质会议以及 1 9 7 9年第 9次国际石炭纪会议
_

L受到了普遍重视
。

7 0年代
,

俞建章虽年事已高
,

但仍和助

手们一起研究采 自我国西北
、

西南
、

东北
、

华东等地区 卜石炭统士部的异珊瑚类化石
,

发表 了系统研究成果—
一 《中国 「石炭统 的

异珊瑚类》 ,

为城补我国珊瑚门类的 空 白
,

作出 了贡 !献
。

俞建章在晚年仍带病研究晚古生代珊瑚

分类系统
,

撰写
一

r 《石炭二鑫纪珊瑚 》专著
,

它总结 了国内外晚古生代珊瑚化石资料和他

本人半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
,

连同他一生撰

写的 4 0多篇论文
,

都是 古生物界 的 宝 贵 财

富
。

俞建众也是一位卓越的地质教育家
,

他

长期从事高等学校教学
、

科研 与领浮工作
,

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
。

他始终为祖国地质科

学 与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地
一

〔作
,

他的优秀品

质与崇高精神永远位得我们学习
。

本文经工鸿祯教授审阅
, ·

在 此 表 示 感

谢
。

水刊据刁
’

兴旺 《 珊瑚花开 春常在—
记已故著名古 ,:J 物学家的学 术成 就 》 (《 地

质报 》 ]9 8 1年 3 )J 9 11 ) 等文帝整理

` 口 , ` J护 . 曰曰尸 . `
声 ,

一
一

r , 、 J` ~ , ` 州尸. “ ”产 、 尸 ~

一

~
, ` n 、 尸、 产 , . 门、 尸气产

志
,

因而在典型矿床研究总结中
,

也应 该注

意到
。

总之
,

在今后的典型矿床研究总结中
,

要强化为有效指 异找矿提供 更多有用信息和

标志的 日的性
,

对已知矿床 及其 所 在 的 区

域
,

对地层
、

构造
、

岩浆岩
、

蚀变
、

变质程

度
、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以及遥感图像甚至

地表地貌
、

植物等方面都应注意加深研究
,

以

提取对找矿 吏多有川的信息
。

这项工作要从

详查阶段边进行勘查工作边开始观察研究
,

逐渐深化
,

防 比提交勘探报告后 再 从 头 开

始
,

限于时间匆匆 了事
。

(地矿
·

部地矿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