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儡
王立峨冬

一

建国以来
,

在冶金地

质发展的历程中
,

普查找
矿经历了一些 曲 折 和 起

伏
,

但总的趋势是逐步加

强和发展的
。

回顾三十年

来走过的道路
,

对制定新

形势下的普查找矿方针
,

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

五十年代
,

普查找矿

工作
“

曾经历过
‘

露头队
’ ,

矿点检查
,

组织群众报矿
,

区域地质测量和
‘

就矿找
矿

’
等工作阶段

。

上述找

矿的指导思想是适应当时

情况提出的 ,

并在其指导

下获得了 不 少 成 绩
。 ”

刘枫 “ 为冶金工业服

务的十年 ” ,

《地质与勘

探 梦
, 。年第 期

。

年末
,

在邯郸召

开的普查找矿会议上
,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讨

论
,

正式提 出冶金地质部门 “ 以点为主 ” 的

找矿方针
,

同年在 蔺地质与勘探 上发表了

坚持以点为主的找矿方针 》的工作评述
。

这篇评述是这样概述的 “ 最近曾在邯郸市

召开了普查找矿会议
,

通过对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普查找矿工作的检查
,

经大家讨论
,

一致认为应把
‘

以点为主
,

由点到面
,

点面

结合
’ ,

做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冶金工业部

的普查找矿方针
。 ” 评述还指出 “ 全国各

地都有许多矿化点
、

矿化带 区 和为数众

多的地方国营矿山和 民窿坑道
,

其中的很大
一部分至今未曾作 出过正式的地质工作

。

我

们相信
,

通过一定的工作
,

其中一定会有许

多矿点可以成为具有较大工业价值的矿 山
。

这就是提出这一方针的客观依据
。 ” 与此同

时
,

还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找矿思想
,

首先是
破除迷信

,

解放思想 , 从实际出发
,

敢说敢

做 , 不要拘限子某种特定的矿床类型
,

以及

综合应用多种近代找矿勘探方法
,

加强综合

研究
,

等等
。

从提出 “ 以点为主 ” 的找矿方针
, 至今

已经二十多年了
。

实践证明
,

这个方针以及

找矿思想
,

对加速地表露头找矿
,

搞好矿点

检查评价
,

打开老矿山的伐矿局面 ,

恢复敌

伪时期遗留下来的部分矿山生产
,

坚持 “ 就
矿找矿 ” ,

发现具有较大工业价值的新矿山

等
,

都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

特别值得指

出的是
,

由于当时冶金地质队伍比较年青
,

找矿手段比较原始
,

同时很多地区地质工作
程度很低

。

因此从现有生产矿山开始
,

从已

知矿化点做起
,

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

也

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
。

这些都是应
当充分肯定的

。

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待
“ 以点为主 ” 的找矿方针

,

就难免要脱离实
际

,

脱离群众
,

也不利于正确地总结经验
。

另一方面
,

也必须看到
,

我们在执行 “ 以点

为主
”

的找矿方针过程中
,

也存在一些问题
,

主要是在相当一个时期内
,

较多地注意点上

的工作
,

忽视面上的工作
,

注重矿区勘探
,

轻视普查找矿
,

有些单位长期把 “ 保矿山 ”

视为 “ 保矿区 ” ,

甚至划地为牢
,

把工作的

圈子搞得很窄很小
,

使一些矿山至今矿床成

因和分布规律不清
,

甚至连比较正规的地质
图也没有

,

严重地始碍了地质工作的深人和

找矿效果的提高
。

有的单位长期处于 “ 老矿

山
,

老矿点
,

老资料
,

老观点
,

老打不开找

矿局面 ” 的被动状态
。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
,

客观上
,

确实在

一个时期内
,

冶金地质力量 有 限
, “ 保 矿

山” 任务很重
,

顾了生产
,

顾不了建设
,

顾

了勘探
,

顾不了普查
,

尽管当时主管领导部

门也曾提出过 “ 勘探不忘普查
,

力争全面跃

进 ” , “ 以点为主 ” 不能理 解 为 “ 就 点 论

点 ” , 但实际工作中对点和面的矢系处理不

好
,

普查找矿摆不上位置
。

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
,

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
,

冶金系统

大搞 “ 以钻探为纲 ” ,

片面追求探矿工程的

高指标
、

高效率
,

以及后 来 林 彪
、 “ 四 人

帮 ” 的干扰破坏
,

本应在六十年代中期或后

期对普查找矿方针做出必要的调整
,

但因那

时对按地质规律办事没有引起注意
,

人们既

无心研究和探讨冶金地质普查工作方针
,

也

无力对普韭叫戈矿工作做出全局部署
。

加之冶

金地质管理体制几次变动
,

也多少有些影啊
。

从主观上来看
,

主要是对 “ 以点为主
,

由点

到面 , 点面结合 ” 的找矿方针
,
缺乏辩证唯

物主义的分析和总结
,

对点和 面 的 关 系
,

“ 保生产” 和 “ 保建设 ” 的关系
,

缺乏明确

的概念
,

思想认识长期不统一
。

年黄石

地质质量会议及 年的保定地质设计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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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冶金地质普查找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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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

都强调了普查找矿的重要性
,

随后上

级主管领导部门又作出地质找矿编图规划的

部署
,

从此以后一些单位地质普查工作有所

加强 ,

并出现了一些找矿新气象
。

鞍本地区的地质普查工作 是 有 说 服力

的
。

鞍山地质勘探公司从回顾过去三十年来

普查勘探工作的发展过 程 , 认 识 到 “ 以点

为主 ” 的找矿方针已不适应地质工作发展的

需要
,

于是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 , 积极地部

署和开展了鞍本地区面上的普查找矿工作 ,

首先是对地质成矿有利的地区
,

分期分批迸

行了 万
、

万
、

万地质填图和

地面磁测
,

并选择重点予以突破
。

到七十年

代中期和后期
,

先后找到了 独 木
、

贾 家堡

子
、

马耳岭等七
、

八个大中型矿床
,

提供了一

批铁矿基地 ,

其中马耳岭矿床已开始建设
。

全区地质储量突破百亿
,

地质找矿前景较好
。

他们体会到 ,

在五十到六十年代初期
, 地质

工作从点上搞起是很自然的
,

但以后搞点时

间长了一些 ,
未能及时开展面上的工作

,

这

是一个缺点
。

七十年代以后
, 加强了面的工

作
,

取得了一些进展
,

现在则又感到在大力

开展面积性找矿工作的同时
,

需要加强重点

地区 或矿区 的深入研究工作
。

他们还认

为
, 点和面的关系

,

应该是有点有面
,

点面

结合
,

相辅相成
,

不可偏废
,

这样才能引导

地质找矿工作沿着正确的道 路 顺 利 前进
。

鞍山地质勘探公司 《鞍本地区鞍山式铁

矿普查勘探工作中的几点体会
,

年
。

七十年代以来
,

象鞍本地区那样的情况
,

在

冶金系统还为数不多
,

但是和他们有相同认

识和感受的 单位
,

却不在少数
。

二

随着冶金工业生产建设的发展
,

冶金地

质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

这就要

求地质普查找矿的方针和部署
,

从战略全局

的高度有一个大的转变
,

即从 “ 以点为主 ”

转到 “面中求点 ” 上来
。

第一
,

冶金地质部门服务的对象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
。

建国以来
,

我们恢复和发展了

一批敌伪时期遗留下来的老矿 山
,

经过儿个

五年计划又建设了一大批新矿 山
。

现在大中

小型冶金生 产矿山数以千计
,

遍 布 全 国各

地
。

而且 由于我们长期坚持在这些矿山本区

及其外围进行工作
,

使绝大多数矿山生产和

建设的面貌大大改观 , 不仅地质储量有了较
大幅度增长

,

而 且资源远景也逐 步扩大
,

许多

已成为冶金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基地
。

如黑

色方面的鞍本
、

冀东
、

邯郸
、

鄂东
、

宁芜
、

西昌
、

白云
、

石 碌等 有色方面的 “六大铜

基地 ” 、 “ 赣南十大钨 矿 ” 、 “ 两 大 偶 产

区 ” 、 “贵州五大汞矿 ” 解放军报 伟

大的祖国
,

丰 富 的 宝 藏 》
, 。年 月

日 以及铂
、

锑
、

金
、

铅
、

锌 和 妮 钡
,

等

等
。

现在已不是五十年代那种为单一矿区
、

选厂服务了
,

而是面对已经恢复和建设起来

的各种不同类型和规模的矿物原料基地和区

域性矿产基地服务了
。

正是 从 这 个 概念出

发
,

已有不少地质部门和单位
,

把一个矿山

基地作为地质找矿的熬体来
二

寿待
,

作为一个

区域来规划
,

实行 “ 区域展开
,

重点突破 ”

的方针
,

加强区域地质调查
,

搞好区城成矿

规律和成矿预测工作
,

有计 划
、

有重点
、

有

步骤地开展普查找矿
,

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
。

如湖南
、

广西
、

辽宁
、

广东
、

陕西等省

区
,

水口 山
、

大厂
、

杨家杖子
、

青城子
、

夹

皮沟
、

石碌等矿区
,

都因为坚持而上展开
,

点上突破
,

使地质找矿工作在微观和宏观的

认识上都有新的发展
。

第二
,

冶金地质普查找矿的对象也发生

了新的变化
。

经过三
一 一

多年来我们和兄弟地

质部门的协同工作
,

无论是矿区地质和区域

地质的工作程度都 日益提高
。

特别是冶金地

质单位工作的许多地区 ,

由于反红进行地质

找矿实践
,

出露地表部分的矿点相对减少
,

找矿难度加大
。

因此
,

地质找矿应更多地转

向深部或地表瞪盖很厚的地区
。

现在虽不能
说露头矿 已近枯竭

,

但应当说
,

苹露 头找矿

是比较困难了
。

所以
,

寻找隐伏矿休和复杂

类型矿床的 工作便提到议事 日私上来
,

而普

查找矿也很自然地要从点上逐步转入到 “扫

面 ” 上来
。

这恐怕已不是局部地区的问题
,

而是 目前找矿实际巾带有普遍性的客观存在

的问题
。

第三
,

随着地质科学的发展
,

新的事实

在不断地积 累
,

新的领 吐在不断
一

也开拓
,

新

的找初
‘一

技术在不断地涌现
,

传统的地质观念

和找矿方式正经几严峻的名验
。

人们对地球

表面及其深部的认识愈来愈深刻
,

对能源和

矿产资源的探求和开发愈来愈 三动
。

特别是

近二十年来 , 由于数学
、

理物
、

化学
、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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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文等学科向地质科学的渗透
,

作为地质
学这门学科

,

一方面 , 以探索性的演绎法为
主的基本特点 , 表现在地质科学的假设越来

越抽象
,

离经验越来越远 , 另一方面
,

以区

域性的综合找矿方法为主的基本特点
,

表现

在地质实践的面积越来越大
,

甚至是全球性

的整体布局
。

这种新的情况要求我们十分重

视地质找矿环境的选择和成矿地质模式的研

究
,

把 ’认点为主 ” 的找矿方式转到 “ 面中

求点 ” 上来
。

例如
,

物化探已被实践证明是

一种卓有成效的找矿手段
,

但是从物化探找

矿的一般特点来看
,

它必须有较大面积和一

定面积性的物化探资料
,

才能更完整地显示

出地质异常和晕的规律来
。

邯邢铁矿找矿获

得较大面积的丰收
,

和近年厂坝铅锌储量大

幅度增长 , 都证明物化探 “扫面 ” 是极为有

效和成功的
。

至于遥感地质
、

航判填图
、

卫

片解译等
,

更是需要在大面积的基础上进行

工作才能获得找矿效果
。

第四 ,

地球上的各种矿床都不是孤立存
在的

,

一般都具有区域性展布和成群成带分
布的特点

。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区域

性地质研究工作
,

把矿床的研究和区域的地

质研究结合起来
。

做到面上提出问题 , 引起

点上思索 , 点上加以突破
,

指导面上工作
。

最近几年
,

水口 山外围找到康家湾大型铅锌

矿
,

大厂矿田巴力矿区深部探明锡多金属富

矿休
,

杨家杖子矿区附近找到下兰家沟大型

钥矿床
,

广东锡坪矿床类型的新突破
,

以及

白云鄂博矿区资源综合利用的新成果
,

从地

质找矿上可以归纳出多方面的经验
,

但最本

质的一条
,

就是矿区和区域的地质研究结合

得好
,

基础地质工作做得比较扎实
。

历史和

现实表明
,

搞地质工作尤其是冶金地质
,

必

须有清晰的区域地质概念
,

视域要大
,

思路

要广
,

这样才能在普查找矿中统观全局
,

抓

住关键
,

从实际出发
,

正确认识
,

果断处理

各种复杂地质问题
,

把各个矿点
、

矿区和区

域地质情况联系起来
,

找出客观地质体内存

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想的成矿规律
,

用以指导

找矿
。

如果我们只有矿区的地质概念
,

而没

有区域的地质概念
,

认识势必受局限
,

普查

工作展不开
,

找矿深人不下去
,

造成旷 日持

久的局面
。

此外
,

我们还应看到
,

当前国际上对地

质工作的部署
,

也越来越重视面中求点
、

点

面结合的做法
, 即把区域调查和典型解剖结

合起来
,

把预测选区和具体普查工作结合起

来
,

把地质条件的综合分析和多种手段的选

择与运用结合起来
,

把各种找矿方法有机地

配合起来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例如
,

美国

长期以来重视已知矿区向外围类似地质条件

的方向开展区域地质调查
,

即由点到面
,

有
点有面的作法

,

同时
,

又在更大范围内
,

以

至开展洲际成矿带的研究
,

全球范围内的矿

床对比
,

规律分析
,

在此基础上作区域的成

矿预测
,

找矿视域扩大
,

发现了一些重要矿

床
。

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
。

综上所述 , “面中求点 ,

由点到面
,

有
点有面

,

点面结合 ” 的找矿方针是符合冶金

地质部门实际的
,

把它作为冶金部门当前和

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地质普查找矿方针是
适宜的 ,

它体现了地质工作 发 展 的 客观规

律
,

反映了冶金工业生产建设的客观要求
,

也是冶金地质普查土作发展的必然趋向
。

三

冶金地质部门
,

对普查找矿方针问题的

讨论
,

曾经有过多次
,

而且多 半 是 围 绕着
“先搞点还是先搞面

”

以及点面关系问题
。

毫

无疑义
,

这种讨论和争论
,

对于活跃思想 ,

推动普查找矿是有益的
。

实践表明
,

一个正确的地质工作方针的

提出和执行
,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

要使所有

的人都接受和承认 ,

要有一个实践和认识的

过程
。

现在提出 “ 面中求点
,

由点到面
,

有
点有面

,

点面结合 ” 的找矿方针
,

自然也会

遇到一些思想阻力
。

思想在活跃中求统一
,

找矿在变革中求发展
。

我们认为
, “面中求

点 ” 的找矿方针
,

正是执行 “以点为主 ” 找

矿方针的继续深人和新的发展
。

我们要从变

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中寻求答案
,

从地质工

作发展的客观规律上统一认识
。

关于 “面中求点
,

由点 到 而
,

有 点有
面

,

点面结合 ” 找矿方针的 基 本 内 容和要

求
,

我们基本的认识是
,

要把现有冶金矿 山

基地
,

特别是大型矿物原料基地和区域性冶

金矿产基地 如类似南岭地区的钨
、

锡
、

铂

和妮担矿产基地
,

当作冶金地质普查工作
的一个整体

,

制定出总体 找 矿 规 划
,

有计

划
、

有重点
、

有步骤地从基 础 地 质 工作做

起
,

加强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
,

作些面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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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质填图工作 , 做到着眼 子 面
,

着 手于

点
,

抓点连带
,

连带成片
, 以此循环往复

,

象滚雪球那样
,

不断扩大和开拓新的找矿领

域 , 力争普查区域不断展开
,

重 点 连 续 突

破
,

有点有面地进行工作
,

使冶金地质找矿

真正站稳脚跟
,

主攻 目标明确
,

攻可进 , 退

可守
,

撒得开
,

收得扰
,

以机动灵活的战略

战术开展普查工作 , 并要求始终把面 七找矿

同矿点评价结合好
,

既要防止 只 搞 而 不搞

点
,

或 “就点论点万 ,

又要避免抓住一点
,

不顾全面
,

从而保证找矿
、

评价和坳探工作

环环扣紧
,

互相衔接
,

不致造成顾此失彼
,

做到 “干一 即勘探一个项 目
,

备二 即

评价二个项 目 ,
眼观三 即找矿有只个项

目 ” 。

实行 “ 面中求点 ” 的找矿方针会不会影

响 “保矿 山 ” 我们认为
, “面中求点 ” 的

基本要求
,

就是扩大地质普查找矿
,

尽快地

获得更多的勘探基地
,

更好地为冶金工业生
产建设服务

,

为矿 山维持简单生产和扩大再

生产服务
。

而且
,

我们冶金地质普查找矿工

作有其自己的特点和格局
,

从它的规划
、

部

署到展开
,

都始终同冶金工业发展需要相适

应
,

同矿山生产建设实际相结合
。 “ 面中求

点 ” ,

是从积极方面开展矿山本区
、

外围及
必要的新区的普查找矿

,

是从地质工作的深

度和广度的基础上来为生产和建设服务
,

是
“ 为保去找

,

以找促保 ” ,

是在更高一层
、

更大范围内主动地为冶金工 业 生 产建设服

务
,

地质工作对矿山生产建设来说
,

况有保

证提供生产建设所需资源的任务
,

又有监件

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的任务
。

多 年 来 只讲
“保证 ” ,

不讲 “ 监督 ” ,
遨个倾向值得引

起严重注意
。

重“ 保
”

是对的
,

祖不重 “ 监 ”

是不对的
。

据了解
, 王不毯在有些矿区

,

因为资

源无人保护和监仔
,

损 失浪孰相当严 。了
。

‘ 面中求点
,

由 、到 、 ,

丫。
‘ 、

有 、、、,
、

面结合 ” 的找矿方会卜
,

是一 个确
一

饥的 浓休
。

具体到每个省区和地质队
,

是先卜佰点还是尤

搞面 ,

是
“ 由点到面

” ,

还是 “ 而中求点 ” ,

这要具休情况具体分析
。

成
“ 卜

说
, “点多而

广 ” 是一个
一

户位地几洲 作兴眨发达的爪要标

志
。

但是
,

点和面又是一个们」对 胡既念
、 。

对

综合地质部门和专业地质都门
,

对地 ,‘
一

二作

各个阶段来说
,

都是有不同内理解 , 而刀点
和面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

,

它是随若地质

找矿工作发展和区域地质工 汗程度提高
,

而

相应地发生变化和相互转化的
。

今天是点
,

明天是面
,

此地是点
,

彼地是功
。 ’

月此
,

孤

立地静止地看待点和面的关只
,

是 种形而

上学的观点
。 一 ,

个粘明强 下的 环
一

沂部门领 份

者和实际地质工作者
,

就在 飞 于 从 实 际出

发
,

因时因地制宜
,

实行分 以长导
,

机动灵

活地掌握和调整点和面的关系
,

有时以点为
主

,

有时以面为主
,

或者点汤兼而有之
,

各

有侧重
,

不搞一刀切
,

不搞绝对化
,

这样循序

渐进推动冶金地质普查工作稳步向前发展
。

姗撇洞
处 ”“ 高 品 “ “ 格 “ 布 斯 法

侯 乃 平

储量 公
一

算
一

、特高品位的处理
,

是一个有
争议的问题

。

有人根掀自己的经验系数对特

高品位进行修正
,

但即使足同一矿床
,

该系

数也可能因人而异
,

处理方法也多种多样
。

处理特高品的方法是否合理
,

直接影响到储

量计算的精度
。

笔者试图把一种异常数据的 处 理 方 法

—格拉布斯法移植到地质学
,

加以改造
,

使之成为处理特高品位的一种较为合理的方

法
,

现介绍如下
。

设样品品位的流 行为为工 么分布
。

之
。

选择危险率
。

是按格拉布斯法判定

为特高品位而实际上不是特高屎,立从而所犯

错误的概率
。

不宜逃得过小
,

否则 坦然把

不是特高品位错判为特高品位的概率小了
,

但把确实是特高品你判定 为不 吧
一

特 佰甘价机

率的概率却增大了
。

按下式计约
” ,

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