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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学的特点

矿床学是研究矿床的地质特征
、

矿床成因和

矿床分布规律的地质学科
。

它研究的对象是有经

济价值的综合的地质体 —矿床
。

研究对象的特

殊性使矿床学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密切联系生

产实际
、

综合性和复杂性
。

矿床学的生产实践性很强
,

它是适应矿业生

产的直接需要而逐步成为地质科学的一个重要分

支的
。

采矿工业揭露出的丰富多采的矿产地质现

象
,

是矿床学研究的源泉和基础
,

而矿床学阐明

的矿化特征和成矿规律又指导着矿产的勘查和开

发工作
。

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表明
,

矿床学的产生

和发展既依赖于矿业的开发
,

又促进了矿业的发

展
。

矿床学是地质科学中紧密联系生产实际的学

科之一
,

在国外一般称为经济地质学
。

矿床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综合性很强
。

矿床是

由综合的 自然作用形成的
,

涉及到地质的
、

化学

的
、

物理的
、

力学的
、

生物的乃至天文的多种自

然作用过程
。

因此
,

研究矿床学需要利用多方面

的基础学科知识和多种技术手段
。

在地质学科

中
,

矿床学也是建筑在矿物学
、

岩石学
、

地球化学
、

地史学
、

古生物学
、

构造地质学
、

地球物理学等

基础学科之上的
,

矿床学的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到

所有地质学科
。

因此
,

一般常称矿床学是地质科

学中有较高概括性和综合性的
“

上层建筑
” 。

矿床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其研究工作的复杂

性
。

矿产和各种矿床类型在地壳中分布是不平衡

的
,

因而矿床研究中的区域局限性是明显的 矿

石采完后是不能再生的 在各类工业部门中
,

采

矿业的周期性又是最长的 还有矿产资源的垄断

和互相保密等社会的和经济的因素 所有这些都

限制了人们对矿床地质情况的全面而深入观察池
妨碍了矿床地质及经济资料的及时出版交流

。

再

加上上述的矿床学的综合性强
,

涉及面广 因

此
,

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构成 了矿床学研究工

作的复杂性
。

矿床学的研究有比较大的难度
,

矿床

成因的认识经常是多解的
。

甚至当一个矿床被开

采完了
,

而其成因尚不明确
,

这并不是很罕见的
。

正是由于上述三个特点
,

致使对矿床成因的

系统认识需要较长时期的资料积累过程
。

这就要

求矿床地质工作者要努力运用唯物辩证法
,

坚持

不懈地进行探索
。

但是
,

客观地看
,

在一定历史

条件和经济条件下
,

矿床学研究中所出现的思想

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
,

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

在

地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
,

矿床学的进展与其他基

础学科相比较为缓慢
,

也是可以理解的
。

在成矿

理论研究的领域中
,

水成与火成
,

同生与后生
,

内生和外生等观点的长期争论
,

在一定程度上也

反映了矿床研究的复杂性
。

矿床学也就是在随着

矿业生产的增长
,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

研究方

法的改进
,

逐步地开阔眼界
,

朝及片面性的过程

中得到发展的
。

矿床学研究方法的进步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

由于地质勘探和采矿

事业的迅速发展
,

一批新矿床类型的发现
,

同位

素地质
、

矿物包裹体研究和成岩成矿模拟实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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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学中的广泛运用
,

以及数学地质
、

遥感地

质
、

物理化学和地球化学等原理和方法的引进
,

逐步开阔了矿床地质工作者的视野
,

人们开始认

识到成矿物质的多源性和矿床形成过程的复杂

性
,

以及矿床与其地质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 注

意到矿床的产生
、

发展和消亡过程 能针对着矿

床学的特点改进研究方法 因而使对成矿理论的

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当代矿床学研究中一些进步的方向和方法主

要有

一 由对矿石和岩石的创裂脱节研究发展

到对矿石和岩石的综合研究
。

传统的岩浆热液理

论强调矿石的组分来自岩浆
,

而与矿石所在围岩

无关
。

岩石和矿石的研究分属于岩石学家和矿床

学家
,

有明显的脱节现象
。

近年来对很多层控矿

床
、

热液矿床的研究表明
,

矿石可划分为矿石类

型
,

每一矿石类型都是特殊的岩石组合的一部

先 一定系列的岩石中有一定的矿石建造
,

矿石

与所在围岩有一定的成因联系
。

因此
,

地质环境

的研究就成为矿床成因研究的基本因素
,

强调成

矿作用是成岩作用的特殊表现形式
。

基于上述观

点
,

出现了矿石岩石学 的方

向 斯坦通在 年写有专著
。

据他们的意

见
,

层控矿床研究已引起国际矿床学界的广泛重

视
,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特殊意义
,

是一个很

有生命力的方向
。

二 由对内生成矿作用
、

外生成矿作用和

变质成矿作用的分别研究
,

发展到对三者之间的

综合研究
。

各种成矿作用之间的关系本来是相对

的
,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

而且是互相交错

的
。

过去
,

由于专业和学科分工过细
,

还有地区

性的局限
,

这就难以全面认识内
、

外
、

变成矿作

用的统一联系
。

近年来
,

由于矿产预测和区域矿

产的综合评价的开展
,

以及对一些多成因矿床的

研究 这种分割研究的局面有所改变
。

例如
,

人

多数火山成因矿床既有岩浆
、

热液和构造的作

用
,

又有地表水
、

地下水的掺合作用和对矿质的

溶解与堆积作用
,

以及古地理条件对成矿的影响

等
。

又如据对一些油田卤水和金属矿床包裹体成

分的研究
,

初步认为
,

油气盆地中的卤水可以作

为铅
、

锌等金属的搬运介质
,

甚至石油 或碳氢

化合物 本身也被认为是促进金属成矿的有效的

还原剂
,

能使溶解在卤水中的硫酸盐分解成为硫

化氢
。

因此
,

曾有人提出了石油一金属共生组合

的概念
,

这就开始突破了有机成矿研究和无机成

矿研究之间的人为界限
,

提出了矿床学中一个新

的研究课题
。

再有
,

作为典型沉积矿床的盐类矿床的成

因
,

在新近的研究成果中
,

也强调了火山提供部

分矿质来源
,

以及构造活动对成盐盆地发展和盐

层空间分布的重要控制作用
。

三 由对矿床的静止
、

片断的研究发展到

研究矿床的发生
、

演化和消亡的全过程
,

即历史

矿床学的方向
。

过去由于主要采用富矿 忽视贫

矿
,

只注意主要成矿阶段
,

忽略次要成矿阶段
,

因而对矿床常常只有片断的认讥 近年来
,

由于

贫富矿石兼采和大批贫矿石的利用
、

深部探采工

作的进展 达 一 公里深 以及对矿床的深入

观察
,

特别是由于对矿石变质组构研究所取得的

成果
,

使人们认识到许多矿床 尤其是古老矿床

复杂的发生
、

发展历史
。

矿床生 成后经受过多

次变化
,

原生特征已被抹掉
,

并衍生出新的后

生特征
。

因此
,

今 日所 见的矿石特征并非全部

都是生来就是如此
。

这种发展变化的观点一经

明确
,

就为不少复杂矿床 成因的解释提供了钥

匙
。

如长期各持一端 同生的
、

后生的 争论

不休的许多层控矿床的成因
,

已 逐步取得比较

一致 或接近 的认识
,

即同生 加后生的综合

产物
。

四 由对单个矿床的研究
,

发展到对成矿

系列的研究
。

对单个的典型矿床的深入研究是矿

床研究的基础工作
。

但是
,

在一个地区中
,

成矿

不是一种弧立的现象
,

同一期成矿作用由于其体

地质环境的差别可生出多种矿化类型
,

它们彼此

间是有联系的
。

仅仅局限于单个矿床研究就不能

揭示这些联系
,

因而就不利于区域矿产预测和深

部找矿工作
。

在找矿实践中
,

人们逐渐注意到矿

床共生组合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

并在近年来提出

了成矿系列的概念
。

所谓成矿系列是指在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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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构造环境中形成的
,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彼此

接近
,

在成因上有联系的一组矿床类型
。

在深入

研究对比区域地质和成矿条件的基础上
,

利用成

矿系列的概念
,

一个系列中的各类矿床可以互为

找矿的标志
,

能起到由此及彼和举一反三的作

用
,

如宁芜扮岩铁矿的成矿系列在区域找矿中就

起到了上述指导作用
。

五 全球矿床对比和成矿规律的综合研究

正在开展
。

由对板块构造理论的兴起
,

区域矿产

规划
、

资源预测和评价工作的需要
,

以及对大陆

和海洋的地球物理研究
,

促进了全球矿床对比和

成矿规律的研究 地质学家普遍承认
’‘

地球科学

只有在它具有世界性时
,

才能成其为科学
” 。

矿床

学自然也不例外
,

它正是在逐步克服区域局限性

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
。

本世纪初
,

主要是根据少

数工业国家中脉型
、

夕卡岩型等富矿床特征而建

立起来岩桨热液成矿理论
,

发展到当代
,

世界上

各类国家
、

各个地区 包括南极洲和海洋 的矿

产勘探工作都在兴起
,

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矿床地

质资料
,

完整的矿山地质资料也在增多
,

再加上

学术交流
、

现场考察等工作条件的改善
,

使人们

开始有可能进行全球性矿床对比工作 这很有利

于克服局限性和片面性 加深对全球统一的成矿

作用的认识
。

前面主要谈了五点带全局性的工作方法
,

具

体的研究方法不在此赘述
。

就以上不甚完全的论

述可见
,

当前矿床学的思维方法确有不少改进
。

主要表现在很多研究工作者深入实际
,

独立思

考
,

努力用辩证的
、

唯物的哲学观点来批判地
、

深入地研究成矿作用的理论
。

因而与二十世纪上

半期比较
,

在成矿观点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
。

成矿 观点的发展变沈

当前
,

矿床学界的学术思想比较活跃
,

人们

对成矿的空间
、

时间
、

矿质来源和矿床发展历史

等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
,

一些新的概念和观点正在

提出
,

有些过去被忽略的老观点也在新资料的基

础上得到
’·

复活
” 一些争论趋向统一

,

但又在新

的基础上开展了新的争论
。

总的是对成矿作用机

理的认识深入了
,

矿床类型和找矿地区扩人 了
,

从而促进了找矿勘探工作
。

近年来
,

成矿观点的发展变化涉及范围很

广
,

这里侧重谈谈与内生成矿有关的一些主要

观念
。

一 表生成矿作用 过去
,

除了沉积矿

床
、

风化矿床和少数火山矿床外
,

对于地表和近

地表的成矿作用注意不够
。

近年来
,

对火山矿床
、

岩溶矿床
、

生物成因矿床以及现代成矿作用的观

察研究
,

显示了表生成矿作用的重要性 如智利

拉科陆相火山岩型铁矿的发现
,

说明地壳一定深

部存 矿浆可以喷溢到地表
,

像熔岩凝固那样
,

富

集成为磁铁矿石
。

除了这个陆相生成的矿浆型矿

床外
,

瑞典的基鲁纳被认为是海相火山 岩系中富

铁矿浆喷滋的产物 也有人认为是贯入的
。

我国

的宁芜
、

云南
、

新疆等地区近年来也发现了矿浆

喷溢型富铁矿床
。

除上述氧化物矿浆外
,

地表硫

化物矿浆的成矿作用也有所发现
。

如在南非科马

提河流域发现了富镁超基性岩中的铜镍硫化物矿

床
,

夏威夷岛的基纳维亚火山熔浆中有熔离成因

的硫化物球珠等
,

说明除在地下深处外
,

在一定

条件下
,

与基性一超基性岩有关的铜镍硫化物矿

床可以在地表附近生成
。

此外 酸性凝灰岩中的

铀
、

被
、

氟矿床 化
,

在一些国家中也屡有发

现
。

上述事例说明
,

除 了各种岩浆能通过断裂逸

出地表形成各种火山岩外
,

还有矿浆
、

矿液
、

喷

气等都可在有利条件下
,

在地表富集
。

乡二外 深

处形成的与侵入岩有关的岩浆成因矿床
,

在地表

也可有其相应反应产物
。

因此
,

人们已开 始认识医
,

与火山活动有关的矿床要比以前设想的多得多
。

由于认识的提高和研究工作的深入
,

过去被简单

地鉴定为热液型
、

接触交代型或沉积型的部分金

属矿床
,

目前已查明是与火山活动有关的 例

如
,

据有关部门研究
,

白银厂铜矿过去认为是热

液型的 现在有较多证据说明它是海相火山成因

的 是包括多种成矿方式在内的火山成矿系列

这一类型矿床以及相近似的黑矿型矿床
,

近年来

也有 厂比较深入的研究
。

再就是现代海底湖底正在进行的金属富集现

象
,

除去人们熟知的红海
、

索尔顿湖和切列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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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热卤水中的金属富集外
,

据 年 届国际

地质大会报道
,

美
、

法两国联合进行的海底潜水

艇考察
,

又有新的发现
。

在东太平洋洋隆的轴部
,

发现了矿石级的锌
、

铜
、

铁的块状硫化物矿床
。

过去
,

虽然预言在深海底部存在这种矿床
,

但是

没有提供支持这种预言的观测证据
。

在北纬
,

西经
一

地区发现的这种矿床包含了至少 仪、

的金属锌和 的金属铜
,

还有铁
、

铅
、

金
、

银
、

铂等
。

此地海水深约 米
,

有 个大气压
,

退度高达 七
。

在整个潜水考察期间
,

都看到

了热液作用的痕迹 包括已死的巨蛤的集群
,

在

底部明 显的颜色污染
,

和在断裂陡崖表面的有色

的矿化等
。

这个发现
,

将对深海勘查提供一个新

的注意中心
,

对于洋壳较上部层位金属的富剿名

导致新的估价
。

这种现代成矿作用的直接观察
,

对认识古海底喷发成矿作用也是很有启发的
。

与上述有关的现代地表附近热泉
、

高热异常

区等既是一种新的能源资源 又是探索古代地表

热液活动的重要线索
。

另外
,

在石灰岩发育地区
,

在由喀斯特作用

造成的岩溶洞穴中
,

有从海水或地下 水中 沉 淀

出来的金属硫化物的堆积
,

形成 同生的沉积矿

床
。

岩溶主要是古岩溶作为一种控矿构造
,

也

已引起人有哟重视 岩溶型矿床在国内外已屡有 所

发现 是颇有潜力的表生矿床类型 在碳酸盐岩

地区找矿工作中应加重视
。

从
一

卜述
,

在地表这个内力
、

外力地质作用

的交接地带
,

尤其在海
、

陆交互地带
,

有利于地

球化学元素的分异作用
,

有利于形成多种矿床类

型
。

只要在矿床形成以后的保存条件较好
,

将能

提供比过去丰富得多的矿产资源
,

也将可能发现

一些新的矿床类型
,

包括有希望在各种火山系列

中都可找到相应的火山矿床类型
。

在今后的预测

和找矿工作中 古火山岩建造和火山机构
、

占岩

溶地区
、

古风化壳
、

不整合面
、

古海陆交互区等

都将是值得重视的成矿环境和条件

二 同生成矿作用 同生成矿理论研究的

进展
,

主婆表现在对很多
·

远温 硫化物矿床的

成因解释
,

由原来的热液交代观点
,

改变为矿床

是同生沉积再加上后期热液叠加改造的观点
。

这

主要包括两种情况
,

一种是初始生成的矿胚或矿

源层
、

非工业矿化等
,

在后来的成岩
、

后生
、

变

质及热液作用下
,

使原先的成矿物质重新组合
,

生成更为富集的工业矿床
。

或者是原先已是矿

体
,

又经过后期的各种构造
、

变质作用发生形

态产状
、

组红酷构以及矿物化学成分的改造 程

度不同
,

成为带有热液作用
、

构造作用和变质作

用痕迹的矿床
。

目前
,

大多数层控矿床是属
一

于以

上两种成因的
。

在同生成矿阶段中
,

沉积
、

成

岩
、

有机分泌
、

吸附
、

选择性萃取
、

火山喷气
、

矿浆喷溢
、

洞穴堆积
、

以及热泉堆积等
,

都是重

要的成矿机理
。

实验室工作查明
,

常见的黄铜矿和斑铜矿能

在室温条件下的水溶液中形成
, 。

这就为解释硫化物矿石的同生沉积观点提供了化

学上的论据
。

而新近发表的上密西西比地区单个

闪锌矿地层 厚几到十几厘米 在横贯矿区的几

十里范困内可以进行对比的事实 颜色
、

含量 厚度
、

组合关系等
,

反映 了在该区闪锌矿

沉淀时化学条件的稳定如一
。

这又从地层学的角

度提供 了支持同生沉积成矿的证据
。

现在所理解的同生成矿的概念 是指矿体与

围岩是在同一地质时期形成的
,

是在共同的地质

环境中形成的
,

强调矿石类型和特定的地质环境

的统一
。

至于在金属沉积后的成岩
、

后生等作用

过程中 金属和造岩组分在进一步运移的方式和

速度等方面的差别 并不妨碍对同生成矿作用丛

本概念的理解 事实上
,

真正简单的同生矿床只

有在现代才只有
,

古老的同生矿床都或多或少地

带有后生甚至变质的迹象 包括常见的侧分泌的

矿物脉体等
。

同生矿床都是在一定的大地构造和岩相古地

理环境中生成的
。

因此
,

这类矿床的找矿地质条

件 首先是地层
、

岩相
、

古地理
、

古气候
、

占水文

地质
、

古火山作用
、

金属来源及金属沉淀刹等
,

从而给人们提出 了与岩浆热液观点迥然不同的找

矿方向 汝口 所说的
“

同生概念提供 这

样一种展望 它使矿 石的产 ’ ’以理解
,

⋯⋯甚

至可以预测
”

盯 , 实际
,

同生成矿观点在

地质找矿工作中已经取得明破效果 因而 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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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

闷叫

又助氛的广泛流传并不是偶然的
,

尽管作用过程的

细节仍然处在颇大的猜测和争论之中
。

三 成矿物质就近
、

就地供应的观点 传

统的岩浆热液观点强调成矿物质来源于地壳一定

深部
,

而与矿旁围岩无关
。

多年来
,

对矿石和

围岩的梢细观察表明
,

在许多矿床中
,

它们二者

有成因上的联系
。

长期被忽视的侧分泌 说又引 起

人们的重视
,

并有新的发恳 这些发展表现在

各种成因热液都可在对围岩作用过程中获得成矿

物质 成矿物质可来自一个地区内的各种岩石
,

而不仅限于矿体周围岩石 矿液可是下降水
,

也

可以是上升的热液
,

如蚀变花岗岩的成矿模式和

粉岩铁矿成矿模式
,

都表明在矿体的下部存在着

矿质的浸出转移带
。

在下降水淋滤成矿的实例中
,

苏联克里沃罗

格沉积变质铁矿石的淋滤富化作用较为著名
。

地

表水经破裂带下渗加温
,

因去硅作用而使硅铁建

造中铁质加富
,

形成富矿石
。

在区域变质过程中生成的热液
,

常富含
、

、 、 、

等矿化剂
,

能使岩石中一些 金

属元素发生活化辛翻哆
,

形成工业矿床
,

如绿岩系

中的金矿和一些白云岩中的菱镁矿等
。

还有一种就地供应矿质的实例
,

如土耳其的

铁矿床
,

是蛇纹岩化橄柑岩被 第三纪花

岗岩侵入
,

有关热液淋涟带走
、

等组

分
,

在上部岩石中发生白云石化和生成石英脉
,

而使残留铁质就地富集成为矿石
。

我们称这种矿

床为接触淋滤残积型矿床
。

上述这些矿化类型的成矿物质
,

基本上都是

就地或就近从附近围岩中淋滤出来的
,

并非经过

很长距离的搬远 这种成矿作用所需要的基本条

件是 ①岩石中成矿元素含量较高
,

包含这些元

素的载体矿物丰富 如含铁的辉石
、

角闪石和黑

云母 ②这些岩石的孔隙
、

裂隙比较发育
,

能使

矿液广泛地渗流
,

与载体矿物充分接触
,

有利于

浸出矿质 ③有足够数量的
、

含较多矿化剂的
、

一定温度的水溶液
,

在物化条件较稳定的条件

下
,

长期在矿源岩 层 中反复环流
,

以完成比

较彻底的渗滤浸取作用
。

曾以一种精巧的图解对比

了传统的和新式的矿石成因概念
,

突出 了矿质来

自主岩或近旁围岩的观点 自生的
。

这种新的思

路已经广泛运用于矿石岩石学的研究中
。

总的看来
,

就地 近 供应矿质的观点值得

进一步研究
,

有关的矿床类型可能有着巨大的远

景
。

四 矿床的形成和演化历史 达尔文的进

化论发表已一 百多年了
,

可是直到近别年来才比

较系统地应用这个观点来研究矿床
。

人们已经普

遍承认
,

一个矿床的形成是长期地质作用的结

果
,

许多矿床在形成后又经历过 各种各样的后

期变化
。

我们今天所有到的矿石
、

矿体以及围岩特

征并非初生时都是如此 在它们身上或多或少地

保留了历次地质作用遗留下的痕迹
。

通过精心的

观察
,

和对微又卿狗成矿信息的测试
,

我们可以把

矿体所经历的主要的地质作用过程恢复起来
,

建

立起成矿发展史的模型
,

提出多阶段
、

多成因等

观点
,

因而使矿床学研究工作的面貌焕然一新
。

对一些典型矿床的发展史的研究表明
,

这些

矿床大都是多期成矿
、

叠加成矿的
,

属于复成多

因矿床或多成因矿床
。

许多古老的层控矿床都具

有这种特征
,

它们既有同生成矿的标志
,

又有后

生改造的痕迹
。

在以往的不少研究工作中
,

由于

缺乏发展的观点以及缺乏先进的技术手段
,

往往

强调矿石成分和构造结构的不变性
,

即今日矿石

仍保留着成矿当时的原生状态
。

这样就把问题 简

单化 了
,

使研究工作走向歧途
,

这方面的经验教

训是很值得借鉴的
。

我国有扣当数量的大型矿床

是多成因的
,

其矿物组合和形态产状是父杂的
。

这与我国多数地区岩浆
、

构造活动频繁
,

叠加成

矿作用明显
,

频有关系
。

除研究单个矿床的发展史外
,

近年来也已注

意研究区坷泊勺成矿发展史
,

包括区域成矿的继承

性
。

成矿继承性指在一个成矿区域中
,

同一矿种

在不同地质时代多次活动
、

多次富集成矿
,

因而

形成多个成矿时代
,

各次成矿间且有一定的继承

转化关系
。

例如湘黔的锑矿
,

据认为从寒武纪到

第三纪均有矿化
,

锑先后以脉状辉锑矿
、

交代型

辉锑矿以及锑结核的形式产生并继承下来
。

又如

意大利撒丁岛的铅一锌一重晶石矿床
,

先是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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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积成因的
,

以后是非岩浆成因的热液的叠加
,

再后是岩浆热液作用的改造
,

因而形成多种成因

尔脚
‘

床类型
。

又如我 国的淄河铁矿
,

经我们研

究 认为先是在上寒武一中奥陶统为沉积成菱铁

矿层 以后经过燕山中晚期岩浆侵入体的热和热

液玫浩 局部成脉状 最后是表生淋滤和溶洞堆

积
。

不同成因类型之间有着转化和因果关系
。

区域成矿继 承性受区域地球化学特征所制

约
,

一定区域中某 几 种矿质在漫长地质年代

中的稳定的相对富集是造成多个成矿时代的前

提
,

至于哪些成矿元素
,

在什么时期
,

通过哪些

地质作用
,

形成哪些类型矿床
,

则要具体分析
。

据现有的初步资料
, 、 、 、

等稳定元

素
,

在成矿后又遭受地质作用时
,

因其化学惰滞

性而不易被活化转移
,

因而除形成砂矿床外
,

其

成矿继承性不明显
。

而
、 、 、 、

、

以及 等活动性元素
,

其活化转移能力

强 当它们形成矿床后
,

又遇到地质环境和物理

化学条件的重大变化时
,

能由所在矿床转化为另

一种形式的富集成矿
,

因而这些金属的成矿继承

性较为明显
。

例如
,

早期的含铜砂页岩型矿床
,

在经受后来地质时期的岩浆作用时
,

铜等金属被

同化混染
,

又在岩浆晚期气液阶段相对富集
,

而

有生成斑岩铜矿的可能性
。

近年来
,

在研究成矿作用演化问题方面又出

现了一些新的概念
,

如时控矿床 也形成 了新的

研究方向 —历史矿床学
。

成矿继承性研究要与区域成矿时代
、

区域地

球化学定向发展的研究结合起来
。

其研究的意义

在于 当在区域中发现某一时代的某种矿床类型

时
,

应注意在该地区寻找是否还存在属于其他时

代的同一金属的其他类型的矿床
。

总之
,

表生成矿作用
、

同生成矿作用
、

矿质

的就地或就近供应
,

以及矿床演化历史等观点
,

因其能解释相当数量的矿床的基本特征
,

在找矿

工作中有一定效果 因而受到相当的重视和研

究
。

可 以说
,

这是 多年来成矿理论研究中的

主要进步所在
。

但是
,

在另一个方面
,

就传统的

岩浆热液观点来说
,

也并非一无是处了
。

客观地

看
,

原来岩浆热液观点所
“

勉强 占领
”

牵 强地

解释 的 阵地 如对所谓
‘ ·

远温
,

矿床的成因

解释 有一部分让位给同生成矿观点了
。

但岩 浆
热液观点中能反映实际 的那一部分理论概括则

经得起找矿实践的检验
,

而被保留下来
,

并且在

近年内有所发展和提高
。

例如
,

岩浆多成因和热

液多成因观点
,

岩浆分异包括火成堆积作用的观

点
,

花岗岩与成矿作用
、

多期次侵入活动对成矿

的影响
、

矿浆成矿作用
、

火山成矿作用
、

蚀变成

矿作用
、

岩浆热液成矿的物理化学模式
、

成矿时

间和空间的模式
、

地质年代学应用于成矿历史的

研究以及一些主要类型的矿床成因模式 如斑岩

型
、

夕卡岩型
、

花岗岩型等 等等
,

都有比较深

入的研究成果
,

对指导找矿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

由于篇幅限制
,

不再一一赘述
。

总之
,

近年来
,

同生
、

表生成矿观点有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
,

岩浆热液成矿观点也有了一定的

修正和提高
。

成矿作用是父杂的
,

但又是可以认

识的
。

我国一些学者 涂光炽等 所强调的
“
三

多
”

多来源
、

多阶段
、

多成因 成矿观点就休

现了对成矿复杂性
、

多样性的认识
,

而成矿系列

和成矿模式的研究又体现了矿床学综合研究的进

步
。

关于成矿系列另有专文阐述
,

下面再谈谈成

矿模式的研究
。

成矿模式的研完

当前
,

在地质文献中
,

利用模式 模型 来

概括地说明所研究的问题
,

己经是比较流行的方

法
。

其实
,

模式研究并非新事物
,

早期的葛朗特

的岩浆一金属成矿树和艾孟斯的围绕岩摧的金属

成矿分带都是成矿理想模式
。

近年来 由于生产

技术的突飞猛进
,

更多矿化现象的揭露和综合研

究工作的加强
,

使研究者更多地注意到各种事物

之间的内在联系
。

正如恩格斯说的
’ ·

自然科学发

展到今天
,

再也逃脱不 了辩证的综合
” 。

一个好的

模式图可以清晰地描述整个自然系统 指出各个

部分
、

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以及启发我们

找出自然界中某一部分作用发生发展的原因
。

一

个好的模式图要有根据
、

有见解 给人以启发
,

甚至还可以作为假说
、

理论的前提或类似物

模式图的推厂
’ ‘

和流传
,

说明地质知识的精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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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现实的重要性
,

这也是地质科学在描述性基础

上发展到高度理论性的必经 过程
。

成矿模式 成因模式
、

矿床模式 是用简明

的图表等形式对矿床地质特征
、

矿床成因和分布

规律哟高度综合和概括
。

如黑矿模式
、

扮岩铁矿

模式
、

帐北铜矿
“

多位一体
”

模式等
,

都是不同

程度州拐寸自然成矿作用的一种抽象
。

成矿模式中一般要包括矿石品位
、

储量
、

化

学性质和矿物组合
、

围岩性质和蚀变晕等方面的

资料 以及表明有关矿石 床 类型间的联系及

其共同的地质背景 也还要表现成矿时间
、

空间

两个变量以及矿质来源
、

矿液运移方式
、

成矿温

度
、

压力和成矿方式等内容
。

成矿模式有三种基本的表现方式 图解

式 流程图表式 概念化的表格式
。

也

有的学者用简明的文字或公式表现某一种成矿模

式
。

模式图有定性的和定量的
,

现在多数是定性

的
。

定量的模 式将逐 步增多
,

定性的也不会消

失
,

因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定性到定晕的

成矿模式图反映 了勘查和采矿工作长期积累

的成果
,

是在人量细致的地质研究的从础上进行

综合研究的产抓 一个成矿模式图的拟定
,

要经

过反复的研究
、

对比
,

既根据系统全面的地质的
、

地球化学的和地球物理的资料
,

又借助于同位

素
、

包裹体测温及成分研究
、

成矿成岩 尤验以及

热力学分析所提供的数据
。

在成矿模式中广泛采

用物理
、

化学和物理化学的参数是当前的趋势
,

这将有利于对控矿因素和成矿机制进行统计分析

和数学处理
,

有利 于提高矿床学研究的定量化程

度
。

在全球矿床类比纂础上提出的成矿模式或矿

床模式
,

具有较大的概括性和代表性 因而能在

更大范围内起到指导找矿的作用
。

如国外一些地

质人员对斑岩铜矿的侵入体特征
、

控矿构造
、

成

矿时代
、

蚀变矿化分带
、

矿体赋存规律等进行 了

全球性的对比研究
,

划分出几个跨越洲际的巨型

矿带
,

并提出 了斑笔澜矿的矿床模型
一

在此理论

指导
一

下
,

不仅在南
、

北美洲滨太 平洋矿带又发现

了新的斑岩铜矿
,

在菲律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地也相继找到了大型矿床
。

成矿模式的研究对矿床成因分类方法也是一

个突破
。

传统的矿床成因分类多是以成矿作用为

纲
,

忽视成矿的地质环境 各类矿床之间的界限

又过于死板
,

有人为的割裂
。

而以矿床成因模式

来分类
,

就能全面地反映矿床地质特征
、

形成环

境以及各类矿床之间的内在联系
。

这就比单以某

种成矿作用为基础进行的分类方法更灵活些
,

因

而较易在实际工作中使用
,

是一个值得注意研究

的方向
。

总之
,

成矿模式的研究推动 了矿床学研究的

深入
。

有人认为
,

近 年来成矿理论研究的 」二要

成果表现在提出四个成矿模式 斑岩型矿床

的热液蚀变模式 密西西比河谷型矿床的古

含水层模式 沉积型铜矿的萨布哈模式

块状硫化物矿床的火山成因模式
。

此外
,

还

有些模式用来表述人地构造条件与成矿作用的联

系
,

如用板块构造观点来理解斑岩铜矿的成因和

空间分布
。

应该指出
,

一个正确的而不是臆想的成矿模

式只是代表 了某一地区的成矿规律
,

或某一矿床

类型的综合研究成果
,

它反映 人们现阶段的认

识水平
,

是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
,

不是似化

的
,

而是可以发展变化的
。

例如
,

就斑岩铜矿模

式来说
,

开始有石英二长岩型模式
,

而后有岛弧

型模式
、

正长岩型模式和闪长岩型模式等
,

反映

了成矿区域背景和岩石类型等方面的篆别
,

也反

映 了认识上的 日趋全面
。

又例如 现有的
‘ ,

芜扮

岩铁矿模式还只是反映 厂含矿岩体 与有关矿化类

型的时空联系
。

如果考虑到长江中 卜游地区厂
‘

泛

分布的膏盐层和含磷层等对扮岩铁矿形成作用的

影响
,

再考虑到闪长岩系列的分异过程以及含矿

流体析出的时
、

空条件
,

则扮岩铁矿的成矿模式

也应作适当的补充和修改
。

再有
,

成矿模式是概括成矿作用的 种 手

段
,

它反映的 主要是共性 内容
。

有些 模式图则

又带有地区性特点
。

因此
,

在运用这些模式研究

具体矿区或区侧的勺成矿规律时 要从实际出发
,

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

不能生搬硬套 否则
,

如同五十年代在地质勘探工作中对待 探网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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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

在不少地区的勘探工作中是吃过亏的
。

举例

来说
,

我国铜厂的斑岩铜矿的铜化蚀变分带
,

就

是以侵入岩体接触带为中心向两侧展开的
,

这与

以矿化岩体核部为中心的模式就有差别
。

总的看来
,

如果运用得当
,

模式图是一种好

的研究手段
。

成矿模式图的发展方向是 综合
、

定量
,

用物理化学原理解释成矿作用
,

引进有关

的参数
。

矿床学在其由描述性的一模式分析的一

高度理论概括的发展过程中
,

模式分析是有其生

命力的
。

加强对成矿理论的研究

当前
,

我们面临着找寻盲矿
,

找寻新矿床类

型的迫切任务
。

在新的形势下
,

广大地质工作者

深切地感到
,

要想打开找矿的局面
,

就要用新的

成矿理论和概念来武装
,

就要采用新的技术 手

段
,

而前者又是带有指导意义的
。

实际工作表

明
,

无论是矿产预测
,

选区
,

评价
,

勘探开发等

任务
,

都需要奠基于对成矿作用和矿床类型的正

确认讥 成矿理 论对指导找矿的现实意义
,

再没

有比今夭这样明显了
。

因此
,

加强对成矿理沦的

研究
,

已经是地质找矿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

我 们

现仅就如 何加强 成矿理论研究
,

提出以下几 点

初 步意见

一 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
。

前已提到
,

矿

床学是随着采矿事业的进步而向前发展的
,

是在

不同成矿观点的争论中前进的
,

一些矿床成因观

点的反复争论固然是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规律性

的认识需要一 个 长时期的过程
,

每一种观点都受

到当时社会环燎和经济地理刹牛的限制 仍是
,

也应看到
,

一些研究者思想方法上的 主观片面

性
,

也妨碍了研究工作的进展
。

如长期以来
,

关于矿床成因的不同观点之间很少互相补充
,

互

相渗透
,

而只是互相排斥
,

彼此
“

对抗
, ’ ,

并不注

意合理的综合
。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妨碍 了对矿

床成因的全面系统的认识
。

因此
,

在研究成矿理

论时
,

尽力拼 免片面性
,

是一个应该强调的 问

题
。 “

三 多
”
观点 矿质多来源

,

矿化多成因
,

成

矿多阶段 的提出就是克服片面性所取得的积极

成果
,

它正在促进着成矿理论研究的深入
。

但是
, “ ‘

三多
”

是总的对成矿作用的复杂性和

多样性的理论概括
,

具体地运用到不同地区
,

不

同矿床类型
,

则要深入实际
,

进行系统研究
。

既

要尽 力查明主导因素 如主要的矿质来源
,

主要

的成矿方式
,

主要的成矿阶段
,

又要考虑多种因

素的作用和影响
。

这样 就有可能深入
、

全面地

认识成矿作用的机制
,

而不是笼统地把对立的观

点调合起来
,

简单地套用多来源
、

多成因
、

多阶

段的模式
。

止象其他理论的发展过程是总结过去
,

推动

将来那样
, “

三多
”

观点既全面概括了对矿质来

源
、

成矿方式和成矿阶段的已有认识
,

同时又提

出 了新的更深入的研究课题
。

研究多来源就要鉴

别出有几种来源
,

划分出主要来源和次要来源
,

还要尽力查明几个来源间的相互联 系 如混合

源
。

研究多成因
、

多阶段也是如此
,

既要区别开

有儿种成因
,

又要判别哪一种是 主要成因 例

如
,

自银厂铜矿的成因和阶段有海底火山喷发
、

次火山热液
、

沉积
、

热液食加
、

伏域变质以及后

来的表生变化
,

几乎把所有的成因类型都包括进

去 了
。

那么
,

找矿先决条件是什么 找矿标志是

什么 到哪里去找 这就需要把主要成因
、

仁要

控矿因素查清楚
,

以便于实用
,

指导找矿 类似

的问题在研究一些古老的
、

凝杂的矿床日寸是会经

常碰到的
。

所以
,

要深入对
“

三多
”

的探讨
,

注

意鉴别
,

抓住联系
,

区别上次
,

并追溯成矿的发

展演化过程
,

这样就必然推动着成矿理论研究的

深入
。

‘二 围绕找矿这个中心
,

加强基础地质研

究
。

矿床是在多种地质因 素的综合作用 卜形成

的
。

要查明控矿条件和成矿规律
,

首先要深入研

究与此有关的鉴础地质问题
,

以便使对矿床成因

和分布规律的认识建立在准确无误的从础地质资

料之上
。

近年来国内外
一

些矿床的发现和老矿床

的扩大
,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展琴础地质研究

的结果
。

如我国赣南
、

粤北钨矿
,

水仁 山外 刁铅

锌矿
,

个旧和大厂的锡矿
,

以及城门山铜矿的储

量扩大和新区发现
,

都 仁要是靠加强从础地质

深入研究控矿地质条件
,

进板地质类比而提高 ’

找矿效果的
。

又如 日本黑矿资源的扩人
,

二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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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构造
、

地层
、

火山岩及蚀变作用的基础上
,

通过综合分析进行推断而实现的
。

上述情况表明
,

即使是在工作程度较高的老

矿区中
,

也还有不少基础地质问题需要深入研

究
,

也还有发现新矿床
、

矿体的可能性
。

因此
,

我们要在综合整理已有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
,

提

出深入研究的课题
,

进一步做好观测
、

编录
、

制

图
、

测试等基础工作
,

要抓住与成矿
、

控矿有关

地质现象的细节
,

多方比较和论证
,

尽力查清
。

同时 也要处理好加强基础地质与利用新技术
、

新方法的关系
。

一些新技术手段 如电算
、

遥

感
、

新的物化探方法和测试方法 确实很需要
,

要积极创浩条件开展
。

但也不能因此而忽 略 基

础地质研究
。

因为
,

一切技术手段是为解决地质

问题服务的
,

也是为提高地质研究水平服务的
。

基础地质工作做细了
。

就不仅使新技术
、

新方法

的应用有更明确的目的
,

而且也愈能提高新技术

资料的判读使用效果
,

更有利于发挥新技术方法

的作用
。

因此
,

要做到统筹兼顾
,

处理好三者的

相辅相成关系
。

加强基础地质工作
,

主要是进行新型地质坑

图 开展岩矿测试
,

进行必要的专题研究和加强

综合研究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
,

落实以地质找矿

为中心
,

提高各个工作环节的地质效果
,

仍然有

着现实的意义
三 从我国矿产地质的实际 出发

,

把学习

和创造结合起来
。

我国地瑞工阔
,

地质历史比较

完整 构浩类型繁多
,

矿床丰富多采
,

矿产资源

还有较大的潜力
。

这些都是发现新矿床
,

研究矿床

成因和分布规律的有利条件
。

我们 前的理论水

平总的还不够高
,

技术手段还不够先进
,

这是我

们的不足
。

因此 在整理
、

总结我们经验和成绩

的同时
,

还要努力引进和消化外冈的先进理论和

技术
。

目前
,

在这方面已作出相当的努力
,

但也

有些问题值得研究
,

主要是如何把学习和创造结

合起来
。

我们认为
,

在学习外国的经验时
,

要注

意分析
,

分析国外取得这些经验的时间
、

地点和

条件
,

注意各国不同的成矿地质环瑰 要注意发

现和抓住其成矿理论或概念中本质的东西
,

因地

制宜地灵活运用
。

要尽力避免在不甚了解
、

资料

不足的情况下
,

生硬地套用某些流行的观点
。

要

从我国的地质特点出发
,

总结出自己的理论性成

果
,

以提高我国的矿床学水平
。

另外
, ‘

地质学只有在世界的广度上才能成

为科学
” 。

我们应该改 善矿产地质科技的管理工

作
,

抓紧培养一批通晓矿床地质科学
,

熟悉世界

主要矿床特征
,

有广阔的理论基础
,

并具有独创

性研究能力的地质人员
,

尽快把我国矿床学研究

引入世界领域
,

通过对比和综合研究
,

更深入地

认识我国的成矿条件和矿床分布规律
,

促进找矿

勘探事业
,

解决四化建设的资源供应问题
,

同时

也为世界上整个矿床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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