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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三十多年来
,

我国地质工作者做了大量工

作
,

共找到冶金矿产地 多处 指主要金属矿床
,

探明总储量达 唯吨
,

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

大贡献
。

回顾矿床的发现史
,

以铁矿为例
,

据 处主要

矿床统计
,

除建国前已发现和开采者外
,

五十年代

发现的有 处
,

占
,

其中绝大部分为地表露

头矿
,

掩埋矿床或盲矿只占 六十年代发现

的矿床有 处
,

占
,

掩埋矿床或盲矿占

七十年代发现的矿床计 处
,

占
,

地表露头

矿和掩埋矿床或盲矿各占一气 从上述概略的统计

分析可以看出
,

新发现矿屏泊勺数量
,

尤其是地表露

头矿越来越少 细脉浸染型矿床可能除外
,

随着找

矿难度的不断加大
,

寻找掩埋矿床或盲矿的任务
,

越来越显得重孤
同时也应当看到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

找矿

理论和技术方法的 日臻完善
,

我们仍能取得新的预

想的地质成果
。

从铁矿储量增长的速度来看
,

五十

年代探明的储 占总储量的
,

六十年代占
,

七十年代占
。

七十年代与五十年代

相比
,

储 增长的幅度大致相当
,

就说明了这一

问题
。

另外
,

从近年来冶金地质系统所发现的重要矿

床来看
,

在已知成矿区 带 内找到的占
,

新成矿区 带 内发现的占
。

这些矿床大部

分是采用地质
、

物化探综合方法找到的
。

因此
,

我

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

在绝大多数的已知成矿区 带

内
,

还会有很多矿床 林 有待于发现 在今年三

月召开的全国冶金地质找矿成果奖励及经验交流会

议上 许多单位介绍的经验
,

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个

事实
。

本文以这次会上介绍的经验为基础
,

初步归

纳成以下几个问题
,

以供参考
、

讨论
。

运用多种成矿理论指导找矿

加强成矿理论研究
,

提高成矿理论水平
,

是加

快找矿评价速度的关键
。

地质找矿不能脱离理论的

指导
,

评价勘探
、

扩大资源远景也有赖于理论的正

确运用
。

当然
,

应用成矿理论指导找矿
,

要与本地

区的地质条件密切结合
,

要作具体的分析
,

例如对

于多成因的矿床来讲
,

就要运用多种成因理论
,

而

尽量避免用单一的成矿理论或单一的矿床成因类型

指导找矿
。

不可否认
,

运用某一种成矿理论指导找

矿
,

在一个时期内也是可以收到一定效果的 但经

过一段时间的深入工作之后
,

却往往难以再有新的

突破
,

就会徘徊不熊 而一旦接受并正确运用了另

一种理论找矿
,

就有可能打开新的局面
,

取得新的

重大成果
。

这是近年来从找矿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

条重要经验
。

例如
,

燕辽衫动泽带内的辽西成矿区
,

这里岩浆

岩广泛发育
,

五十年代初期沿岩体接触带找矿 不

但扩大了杨家杖子钥矿储量
,

而且还相继发现了八

家子铅锌矿
、

松北相矿和新台门钥矿
。

在以后的若

干年内
,

接触带成矿的理论束缚了一些地质人员的

思想
,

以致在岩体内见到矿化蚀变或含矿石英脉
,

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

因而进展不大
。

直到七十

年代后期
,

由于接受了新的成矿理论 与物化探技

术方法相结合
,

在大面积的花岗岩内部找矿
,

结果

很快就收到了成效
,

在杨家杖子矿山附近发现了兰

家沟大型细脉浸染型钥矿朱
白云鄂博铁矿 西区 也有类似的情况

。

在五

十年代工作的基础上
,

年通过地层层序
、

褶皱

构造形态和物探异常成果解释等进一步调查研究
,

运用沉积成矿理论重新开展找矿工作
,

使该区储量

扩大了二倍
。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秦岭褶皱带内的西成和风太

铅锌矿区
。

六十年代
,

运用热液成矿观点在上述地

区找到了许多有工业价值的矿氏 其中有些矿床被

认为储量不能扩大而停止工作 也有些矿床的工业



价值被否定 七十年代开始运用层控理论进一步找

矿
,

不断取得翻拍勺成绩
,

使这两个矿区的铅
、

锌储

分别扩大一至二倍
,

发展成为我国的重要资源建

设荃地
从以上实例我们可以看到

,

有些受传统成矿理

论束缚
,

找矿工作长期徘徊不前的老矿区
,

一旦接

受了适合本地区成矿特点的新理论
,

就会广开思路
,

找矿
、

评价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

从而有可能打开新

的局面
,

取得更大的成绩
。

研究成矿系列
,

总结成矿模式

研究成矿系列
,

建立成矿模式
,

是近二十年来

矿床学理论上的一大进步和发恳 所谓成矿系列
,

是指在特定的成矿区 带 内 受统一地质作用所

控制 形成 的
,

在空间上共生
、

在时间上连续
、

在成因上有内在联系
,

互为找矿指示标志的矿床

体 群
。

而成矿模式则是在深入解剖个别矿床

特别是典型矿珠澎】基础上
,

对成矿作用的高度概括
,

力图在本质上掌握矿床的形成过程
,

进行统一的理

论解低 通过成矿区 带 内成矿系歹哟研究 可

以遵免孤立地
、

片面地对待某一种成因类型的矿床
,

有助于从全区的地质作用去揭示各种类型矿床之间

的内在联系
,

这对于成矿预测 指导找矿工作
,

无

贬是十分必要的
。

近年来
,

许多冶金地质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开展

了这项工作
,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山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通过研究招远金矿区的

矿化分带 得出了矿床上部为石英脉型金矿
,

中部

为复合型脉 含金石英细脉与蚀变岩
,

深部为蚀变

型脉的成矿规椒 以这个规律为指导
,

在老矿区探

获了大 金矿储量
。

广西冶金地质 队 长期坚持深入细致的综

合研究工作 通过解剖典型矿床
,

探索成矿规律
,

总结出了
“
五层楼

”

成矿模式 ‘自上而下为裂隙脉

一细脉带一层状矿一似层状矿一夕卡岩型矿
,

找矿

工作年年有新的进展
,

矿区远景不断扩大
,

近年来

又发现了巴力 号矿脉和大福楼裂隙脉下部的层

状矿
。

天津冶金地质调查所在研究辽吉地区铅
、

锌矿

床地质产状
、

物质来源
、

成矿作用和成矿机理的基

础上
,

将该区的铅
、

锌矿床划分为四个成矿阶段
矿源层一沉积成岩阶乳 岩浆活化阶段 热液阶民
构造圈侨一定位阶段

,

初步总结出
“

矿源层形成一

岩浆活化一热液富集一构造定位
”

四位一摊本的区域

成矿模式
,

并提出了宽北
、

八家一朝阳和青城子
一

兰花岭三个找矿远景区
。

应当指出的是
,

成矿系歹屿成矿模式
,

虽然只

能反映人们现阶段的理论认识水平
,

尚有待于在新

的事实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提高
,

但它对找矿的指

导意义
,

已为国内外大量找矿成功的事例所证实
,

因此
,

在找矿难度日益加大的今天
,

广泛地
、

扎扎

实实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秘贬是十分必要的
。

加强地层
、

岩相 ‘古地理

和构造研究

对于层控和层状矿床来说
,

研究地层时代
、

岩

相 古地理 和构造
,

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众所

周知
,

这类矿床总是与特定历史时代的地层密切相

关的
。

例如
,

太古界变质岩中发育有鞍山式铁矿 元

古界地层在南方的昆阳群中有铜矿
,

板溪群有锑
、

金矿
,

北方的辽河群有铅锌矿
,

狼山群有多金属矿
,

白云鄂博群有铁
、

稀土
、

锐矿 震旦系地层有宣龙

式铁矿 寒武系地层有万山汞矿 奥陶系地层有郸

邯式铁矿 泥盆系地层有南岭和秦岭的铅锌矿 石

炭
、

二迭一三迭系地层有长江中下游的铜
、

铁矿

中生界地层有滇中砂岩铜矿和滇西铅锌矿
,

等等
。

在查明了区域地层之后
,

通常要仔细研究含矿

层的层序和层位
。

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
,

含矿层往

往是多层出珍拍勺
。

例如滇中含铜砂岩赋存于白要系

地层中
,

已知就有 个含矿层位
。

含矿层位一般需

经过刁诵听的勘查才能逐步认识
,

这也是近年来扩大

资源的一条重要经验
。

广东凡口铅锌矿区
,

最初认为矿床仅斌存于泥

盆系天子岭组 部分产于下石炭统地层
,

经过深入

的工作之后
,

在断层下盘的东岗岭组也发现了矿体
,

并成为主要含矿层之一
。

湖南宝山含矿地层为石炭

系 近年来在石瞪子组灰岩中也发现了铜
、

铝
、

钨

矿
,

并根据金属分带规模在倒转背斜的一翼找到了

铅锌矿体
。

在探索石蹬子组铅锌矿的过程中
,

又在

上部呈向斜构造的梓门桥白云岩中
,

发现了铅锌矿
,



而且规模比石橙子灰岩中的还要大
,

同时在测水组

砂页中也见到了铅锌矿化
,

说明宝山矿区的含矿层

位至少有三个
。

可见
,

要正确对待前人的资料成果

要大胆地探索新的含矿层位
,

发现新的可林
。

当然 并非整个含矿层都能形成工业矿体
。

为

了进一步缩小找矿靶区
,

还要研究岩相古地理
、

断

裂与褶皱构造
,

以及不同岩层界面等有利于矿质富

集成矿的部位
。

这对于后期改造变质和热液叠加的

层控矿床来说
,

尤其重要
。

采用多种勘探技术和方法

大量事实表明
,

现代的地质找矿工作
,

越来越多

地依赖于综合方法的应用
,

尤其是难以辨认的细脉浸

染型矿床和掩埋矿床
、

盲矿更为突出
。

近三年来
,

在冶

金地质系统所发酗勺细脉浸染型矿床和盲矿中
,

以

物探方法为主找到的占 小栗子和利国炯」」铁矿乞

以化探为主找到的占
,

用地质
、

洲七探综合方法

找到的占 兰家沟钥矿
、

甘家巷铅锌矿
。

运用地

质方法找到的占 杨林坳
、

石雷钨矿等
。

不难看出 采用单一的方法发现矿床的机会越

来越小
,

而综合方法找矿的效果则越来越显著
。

另

外
,

在一些地区的找矿工作中
,

还成功地运用了遥

感技术
、

数学地质
、

同位素地质
、

包裹体测定等多

种方法
,

已收到了一定成效
。

为了加强有色金属和

贵金属的找矿工作
,

从现有的勘探技术设备条件出

发
,

适当增加地球化学找矿方法的比重是适宜的
。

近

年来所发现的一些原生矿
,

无论是地表浅部矿
,

还是

深部矿 地表以下 一 米
,

均有化探异常显示
。

充分常握与研究已取得的资料

人们对于包括成矿作用在内的各种地质现象的

认识
,

往往要经历由不认诊侄吐认识
,

由认识片面到

认识比较全面的过程
,

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
,

有时

甚至会忽略某些重要的现氛因此
,

全面掌握已有的

劫探成果
,

并在新的事实基础上
,

经常分析与解释已

往的资料
,

这对于发现新的矿床 体 是非常必要的
。

从近年来的实践看
,

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 对详细勘探过的矿床
,

要及时进行典型

解抓通过研究矿床的特征和成矿规律
,

并结合区 域

地质构造条件预测新的远景区
,

可以取得较好的地

质效果
。

大厂矿区通过对长坡矿床的研究
,

发现了

号矿体
,

并预测出一些新的找矿远景区 段
。

栖妓山

矿区
,

在研究虎爪山矿床的基础上 发现了甘家巷矿

床
,

同时还预测出北象山等找矿有利地段
。

在
一

个成

矿区带内
,

矿床通常是有成因联系的
,

往布扫浅群
、

成片

产出
,

因此从解剖典型矿床而得出的规律
,

对
一

于新民

段的预测和新矿床的发现 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对以往发现的矿化现象和探明的小矿

体
,

应结合区内的地质条件重新研究
,

重新认识
,

并作出解释判断
。

从研究不明显的矿化现象入手
,

从而发现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床
,

在国内外都不乏其

例
。

菲律宾的大型卡门斑岩铜矿 就是在附近开采矿山

的废石场进行地质填图时 对一些不明显的矿落州落头
进一步工作之后发颐拍勺

。

近年来
,

冶金地质系统在辽

宁
、

湖南
、

江西和江苏等省所发现的一些大型矿床
,

也

属于这栩育况
。

如兰家沟细脉浸染型钥矿
,

五十年代就

在岩体内打到含铂石英 脉和细网脉
,

后来通过研究物

化探资料和地表矿化蚀变 才肯定了其工业价低江西

的钨矿
,

有相当一部分是根据地表标志带 即成组
、

成

带
、

密集分布的石英
,

云母细脉 找到的
。

湖南宝山西区
,

县志中曾有采矿记载
,

以往在少数钻孔中也见到过脉

状铅锌矿
,

七十年代后期先后在背斜部位的石破子

灰岩和向斜部位的梓门桥白云岩中
,

找到了大型铅

锌矿体
。

以上事例说明
,

在地质找矿过程中
,

对那

些似乎不重要的小矿脉或矿化现象
,

也要注意观察

与研究
,

以期发现新的矿体
。

三 要重视有望异常区的验呱 小栗子磁异

常验证见矿的例子颇有说服力
。

该磁异常区发现于

六十年代
,

七十年代又作过精查 已推断是矿引起的
,

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 年才验汪 现已查明

是一个中型以上的富铁矿来白银
’

矿区
,

五十年代

已提交了地质报告
,

近来通过清理 资料
,

发现

年就在折腰山矿床田匕几百米 处
,

测出了一个与折

腰山矿床规模相嘴助的平行的自电异常至今尚未验讯
以上几方面的问题

,

笔者认为是带有普遍性的

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相信通过广大地质工作者的

共同努力和闯新
,

不断提高地质理论水平
,

改善现

有的找矿勘探技术方法
,

在寻找柳里矿床
、

盲矿方

面 一定能有新的突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