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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研 究
。

近年

采 点进行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浏 的科

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

当前
,

矿产勘查工作已进入运用成矿规律
、

建立成矿棋型
、

进行成矿

预侧的新阶段
。

作者就国内外矿产预侧研究的现状
,

并结合 自 己的工作

提出 了 四个值得重视的发展趋势
。

矿产劫查战略的转变
。

要重视勘查

总体部 , 最优决策的研究
。

区城成矿分析理论的研究
。

它是进行区城

成矿规律总结和远景区预侧的基础
。

其理论正沿粉构造地质
、

金麟省 区

和建造分析三个研究方向发展
。 ‘ 矿区预侧的 主要途径是 深入的矿 田

、

矿床构造研究
,

矿化分带规体研究
·

成可物理化学今数侧定和综合运用 地

质
、

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勘查的成果
。

矿产资抓的统计分析和定 , 评

价
。

它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领域 应引起足够的 , 视
。

随着人类对矿产资源需求量的增长
,

地质勘

查工作也在不断发展
。

由最初的
“

找矿人 ” 直接

找矿阶段
,

进入到应用地质
、

物化探等综合找矿

阶段
。

七十年代以后
,

更进入强调总结成矿规律
、

建立成矿模型 式
、

进行推断预测的理论找矿阶

段
。

,

由于勘查领域的 日益扩大 勘查对象从地表

露头矿向盲矿和难于识别的矿床发展 指导勘查

的理论和技术方法也 日臻完善
。

新的矿种和矿床

类型不断被发现 矿产勘查的总趋势是 找矿难

度愈来愈大
,

矿床的发现率下降
,

勘查的成本增

高
。

找矿主要难在 指导找矿的地质理论和成矿

理论的某种程度的假说性 成矿作用特征的区域

性 研究程度较高地区建立的模型应用于相似地

区的条件性 矿床的形成受多种因素控制客观分

布的不均匀性 和人类勘查活动范围的有限性
。

为了应付找矿难的局面
,

就更应强调充分运用地

质规律
,

重视成矿条件和矿化信息的研究
,

编制

成矿规律图
,

进行广泛的分析对比
,

总结成矿规

律
,

建立成矿模型 试
,

进行成矿预测
。

这项工

作已经成为矿产勘查决策不可缺少的先行步骤
,

和提高勘查效果的重要途径
。

成矿规律和成矿预测研究
,

是近年来矿产普

查勘探中最活跃的分支之一 目前已形成了不同

规移助勺远景区预侧
、

矿区预测和专门矿种预测三

个方向
。

以区域成矿分析理论为基础的远景预测
,

作

为正确筛选靶区的依据 以研究矿化局部富集规

律为基础的矿区预测
,

作为矿床勘探的依据
。

远

景区预测和矿区预测的理论和方法
,

同样适用于

不同范围的专门矿种的预测
。

在地质预测的基础

上
,

资源定量评价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
。

下面
,

就近年来作者所从事的金矿资源预测

研究和教学实践
,

并结合国内外有关资料
,

对矿

产预测研究的现状和发展作一简述
。

因为这个问

题涉及的面很广
,

错漏难免
,

不当之处
,

敬请批

评指正
。

矿产勘查战略的转变

随着矿产资源勘查程度的提高
,

资源量逐步

转化为储量
,

矿产的勘查难度也日益增加
。

为了

在日益困难的条件下不断提高勘查效果
,

从六十

年代开始
,

国外的勘查战略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

化
,

特别重视勘查总体部署最优决策研究 勘查

工作由为具体战术目标服务 转而从长远战略目

标出发
,

长期战略和近期战术相结合的勘查布局
。

广泛采用快速
、

多目标
、

高分辨率的新技术方法
,

重视大面积远景靶区筛选
,

对其中重点远景地段

深入研究 遵循逐步地有根据地缩小工作范围的

勘查程序
,

或由点到面
,

连点成面
,

反复筛选找



矿靶区
。

实践证明
,

矿化分布是极不均匀的
,

工

业矿化只占矿化带很少的一部分
,

而有的地方客

观上就是无矿
。

因此 要十分重视选准远景区
,

这是勘查成败的关键
。

同时
,

应力求做到凡是深

入工作的地区应是最有远景的地区 适时地抛开

一些无远景的地区
,

力求主攻方向明确
,

也不致

因个别点的失败而影响总体工作部署
,

从而体现
“ 区域展开

,

重点突破
”

的战略方针
。

要避免一

头扎在个别矿点上
,

围绕已知矿点走马灯式地打

转
,

只瞪着个别矿点
,

缺乏评价的区域背景资料
,

混淆了普查评价和勘探阶段划分
,

陷入
“

欲速则

不达
”

的被动局面
。

为搞好点面结合 国外普遍

重视资源的定量评价 广泛开展成矿规律和成矿

预测研究 强调全球性的分析对比
,

从总体看局

部来进行评价
。

在总结区域成矿规幸黝勺基础上

划分不同级别的成矿单元
,

作为勘查过程中逐步

缩小工作范围的理论依据
。

利用矿床成群
、

成带

出现的规律
,

按照成矿带 区 部署勘查工作
,

摆脱只孤立评价个别矿点的作法 形成所谓
“

总体

计划勘查
”

或
“

构造一成矿带的综合勘查
。

开展

全球性的分析对比
,

以便更深入地认识成矿的区

域性
。

把区域地质和区域成矿规律研究紧密地结

合起来 把成矿区 带 作为勘查战略靶区
,

将

其中矿结
、

矿田有利集中区作为重点评价的区段
。

普遍开展区域地质和区域物探
、

化探工作
,

使整

个勘查工作建立在可靠的地质基础之上 愈是在

找矿难的情况下
,

愈要重视基础地质的研究 通

过提高整个区域的地质研究水平 使找矿工作不

断有新的突破
。

区域成矿分析理论研究的进展

区域成矿规律研究是在控矿因素分析确定预

测准则 研究矿化信息确定预测标志的基础上

进行系统的区域成矿分析 总结区域矿化不均匀

分布的规律
,

划分不同级次的成矿单元
,

作为优

选勘查靶区和拟定合理勘查程序
、

选择勘查技术

方法等的依据
。

成矿规律研究是涉及到基础地质
、

成矿理论

等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工作
。

从法国人

年提出成矿规律问题后
,

近数十年

来有了重要的发展
。

经过对一些重要成矿带的大

量综合研究 根据不同成矿带的特点
,

建立了各

自的区域成矿模型
,

对指导区域矿产勘查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

对复杂的成矿 区 带的形成机制
,

还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模型进行概括和解释
,

因此

在编制成矿规律图和预测图的过程中
,

其理论体

系
、

编图和预测方法各有不同
,

并形成彼此联系

的不同区域成矿分析理论
。

目前
,

它正在沿着三

个重要方向发展
,

并 日臻完善
。

构造地质区域成矿分析理论 该理论强调

地质构造对区域成矿的控制作用
,

不同的构造单

元或同一构造单元的不同发展阶段
,

有不同的矿

产组合出现
。

把区域构造的发展演化和区域矿产

的形成分布联系起来
,

即在研究
“‘

区域不同地质

构造单元地质结构和地质发展历史的基础上
,

研

究区域成矿条件和矿床时空分布规律
” 。

其中最有

影响的是 ‘“ 月 ” “

几 坦 加 和我国学者黄汲清
、

陈国达教授

等的地槽
、

地台
、

构造一岩浆活化区成矿分析理

论
,

以
, ,

等为代表的板块构造成矿分析理

论 以 中 月 “

等为代表的断裂构造成矿分析理论

我国著名学者李四光教授所独创的地质力学成矿

分析理论等
,

作为一个传统的成矿分析理论 已

经积累了大量资料
,

这里不一一赘述
。

近年来 这些理论在其各自的领域内
,

都有

不少突破和创新
。

如地槽
、

地台
、

构造一岩浆活

化区成矿分析理论 冲破了心 几 ” 所

建立的地槽早
、

中
、

晚三阶段发展的模型 提出

了地槽多旋回发展和多旋回成矿的理论
。

同时提

出了构造一 岩浆活化区的成矿分析理论
,

并在指

导预测找矿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板块构造理论建

立了全新的成矿分析理论体系
,

划分了性质不同

的
、

成矿特征各异的几种板块边界 断裂构造成

矿分析理论提出了具有深成性
、

全球性的聚矿构

造带的新概念
,

聚矿构造带与其他构造的交叉点

是矿结
、

矿田的有利集中地段
,

特别是对一些大

矿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

尽管以上各种成矿分析

理论是从不同方面来建立各自的成矿理论体系
,



但它们都极为重视深部构造和不同的地壳类型对

重要成矿 区 带的控制作用
。

应该指出
,

地质

构造对区域成矿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

构造单元

对成矿单元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

但不能不注意到
,

区域成矿受多种因素的控制
,

构造单元并不总是

与成矿单元一致
,

因此要从多方面来总结成 矿

规律
。

金属省 区 成矿分析理论 金属省 区

是指地壳上某一地区特别富含某些金属成矿元

素 反映在元素丰度变化和矿床 点 分布上
。

根据金属元素分布不均匀性和组合的不同
,

划分

不同的金属省 区 或亚省 区
,

作为该类金属

矿床的预测靶区
。

这一理论冲破了传统的构造地

质方向
。

把已知的矿床 点 作为重要的信息反

馈
,

首先由 提出 同时强调金属的

初始来源于上地慢
,

地壳上各种地质作用与矿床

的形成之间没有规律性的联系
。

「持有相似的论点
,

强调成矿作

用的同源性和继承性
,

不同金属省 区 反映了

初始古老成矿省 区 的位置
。

随着区域成矿规律研究的深入 金属省 区

成矿分析理论在国内已开始引起重视 结合我们

对我国北东部金矿成矿规律的研究
,

以下儿 方面

的探索是很有意义的
。

区域地球化学场对矿化的不均匀分布起

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

从已知重要成矿 区 带看
,

总体上成矿元素区域性的升高 反映了成矿元素

逐步富集的规讯 元素分布的不均匀性
,

是区域

矿产不均匀分布的物质前提
。

基底岩石成分对区域成矿的控制作用
。

不同的基底岩石成 分常形成不 同的区域性成矿

带 如中基性火山岩基是
, 。 ,

等

金属成矿区
,

有时有
, ,

出现 砂质

基底区是石英脉型钨矿产出区 粉砂一泥质基底

是
,

和非石英脉钨矿产出区
,

同时有
, , , ,

等矿产产出
。

基底岩石

中成矿元素高的层位是重要的初始矿源层 岩
,

也可以形成再生岩浆
。

我国北东部的各类型金矿

床
,

多产出在变质的中基性火山岩和部分含炭质

的碎屑岩基底之上
,

而且围岩含金丰度高
,

老的

变质基底成矿具有强烈的继承性
。

划分不同的矿化集中区
,

是金属省 区

理论的实际应用
。

母瑞身等同志在研究我国金矿

分布规卿寸 将已知的数百个金矿床和千余个金

矿点不加选择地投在图上
,

在空间分布上非常集

中
,

依此将我国的金矿床划分成 个集中区 作

为对金的宏观预测靶区
,

对指导我国金矿勘查评

价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

建造分析成矿分析理论 以 苏 联 学 者
, ,

工

, “ ,

皿

八 ” 等为代表
。

这种建造分析的理论和

方法不断得到完善
,

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一

种成矿分析理论
,

因而反复予以强调
。

其主要论

点归结为

建造分析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对各类地质

体的物质共生组合分析
,

恢复和识别其形成环境
。

不同建造类型反映不同的地质环境和地质历史发

展阶段 不同地质环境有不同的矿床组合出现

在不同地质历史发展时期的相似地质环境中建造

可以重复出现
。

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
,

划分出不同层次

的各种建造类型
。

地质建造控制了成矿建造和矿

石建造
。

地质建造是指时间
、

空间
、

物质上有成

生联系的各种天然岩石的稳定组合 成矿建造是

指有成生联系的矿床组合 矿石建造是指有成生

联系的稳定矿物组合
。

成矿分析方法是结合地质构造背景
,

详

细划分不同的建造类型 从大到小逐级确定预测

准则和标志
。

特别是同一建造含矿和不含矿的区

别标志
。

划分建造一构造带
,

从而预测其 专属的

矿床类型及其分布
。

大的建造带往往与主要成矿

带相一致
。

建造分析的理论 以其强大的生命力
,

贯穿

于地质科学的各个领域 不同层次级别的建造类

型划分
,

正与勘查工作从大到小逐步缩小的工作

范围相一致
。

建造类型划分的最高级次是构造环烤拍勺分

类
·

将其分为七大地质建造类型
,



即地盾建造
、

原地台建造
、

地槽建造
、

褶皱和构

造活化区建造
、

地台建造
、

复合建造
、

海洋建造
。

在此基础上划分了 个含矿建造类型
。

现在
,

建

造分析的理论已扩大到岩浆
、

火山
、

变质
、

交代
、

风化
、

沉积等所有岩石领域 苏联已初步划分了

个沉积建造
,

个岩浆建造
,

个风化壳建造

及相应的含矿建造
。

建造分析的理论
,

以它与整个地质研究紧密

结合
,

把成矿分析中时间
、

空间
、

物质和成因机

制紧密结合起来
,

从大区娜倒局部地段可以采用

同一方法原理 指导预侧时不受深度的限制
,

大

大增强了预测能力
。

但不能不指出
,

当地质建造

与含矿建造关系不密切或二者只存在间接复杂联

系时
,

往往给预测带来困难
。

另一方面
,

有关建

造类型的划分
,

目前缺乏统一的标准
,

已有的分

类显得繁琐复杂
,

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
。

上面简要介绍了区域成矿分析理论研究三个

主要方向
,

强调了在国内尚未引起重视的两个新

方向
,

供从事区域分析研究的同志参考
。

矿区预测主要途径的探索

矿区预测是在远景区预测的基础上
,

以工业

矿床 体 包括各类隐伏盲矿体 为主要预测对

象
,

侧重于工业矿化局部富集规律和建立矿床

体 产状模型的研究
,

以指导对工业矿体的追

索圈定和评价 一般在已勘探矿区或生产矿山的

外围及其深部进行
。

因此工作精度要求高 而研

究对象更分散 往往难度较大
。

为了进行矿区定量预侧 要突破四个关键

预测区的地质研究较深入
,

资料较为齐全
,

具备进行矿化局部富集规律研究的必要资料和条

件
。

而目前国内有些矿区往往基础地质研究程度

较低
,

就急于进行矿区预测
,

因而难于取得预期

效果
。

成矿定量化参数的测定和赋值的研究
。

各

种成矿参数
,

包括成矿的物化条件参数 各个地

质体的含矿性参数
,

各个控矿因素与矿化联系程

度的分级分类
,

各种矿化信息的定量评价
。

特别

是同一因素或信息含矿与不含矿的区别定量赋

值
,

反映矿化富集程度和矿化规楷功勺定量参数等

的分析鉴别等
。

矿化在三维空间内变化规律的研究
。

要进

行立体综合地质测量 借助地下地质
、

物化探研

究和矿化分带等研究成果
,

判定剥蚀面的深度
,

以便对深部矿化做出预测
。

在全面研究矿化局部富集规不黝勺基础上
,

建立矿床 体 产状模型 或称空间定位模型
,

以指导深部和夕卜围的盲矿预测
。

目前
,

国内外矿产勘查工作者对矿区预测都

极为重视
。

苏联从七十年代开始就多次召开专门

的讨论会 研究盲矿预测的理论和方法
。

我国地

质和冶金系统也曾围绕研究程度较高的勘探矿区

和一些生产矿山总结了一些经验
。

但随着工作范

围的缩小
,

各矿区成矿模型的可对比性愈来愈差
。

结合我们近年来对胶东招 远 一掖 县 金矿

带矿区预测研究的体会 上升到理论高度
,

初步

提出矿区预测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

综合研究
。

犷田矿床构造研究 实践证明 构造控制

是成矿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

构造不仅为

成矿提供了有利空间 而且还是多种矿床发生演

化
、

矿质运移
、

聚积的重要条件
。

通过分析构造

对矿化在时间
、

空间
、

矿质来源和形成机制方面

的控制
,

建立构造控矿模型
,

是查明矿化局部富

集规科哟重要途径
。

矿区的深部预测
,

实质上首

先是有利构造条件的预测
。

国内矿区预测取得显

著成效的个旧
、

大厂锡多金属矿区
,

水口山多金

属矿区
,

都是在深入研究矿田矿床构造基础上取

得新的突破的
。

苏联中亚地区的一系歹姗究成果

表明
,

矿田矿床构造研究是进行矿区预测的重要

途径
。

近年来 我们在招 远 一掖 县 金矿带

开展矿区预测
,

首先抓了构造控矿规李粕勺研究
。

从招远到掖县
,

东西长约 公里
,

南北宽约 公

里 集中了十几个大中型金矿和近百个矿点
。

矿

带处于鲁东地盾隆起区沂沐断攀拍勺东侧 带内地

层以太古代一元古代变质岩系为主
,

棍合岩化强

烈
,

有一系列原地
、

半原地的再生花岗岩体侵入

金矿多产在花岗岩的内接触带附近
,

矿床严格受

一系列北东向断裂控制
。

断裂对金矿化的控制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不同级别的断裂构造对金矿化的多级控

制 近东西向的前元古代老构造和北东走向的断

裂构造复合控制了矿带呈近东西向展布 一系列

区域性北东向断裂控制了矿田
、

矿床
,

矿田 床

产于断裂产状变化或分枝交叉部位
。

在玲珑矿田

区域性断裂两盘 以下盘为主 发育的北东和北

东东向两组次级断裂具体控制了矿体 脉 的分

布和形态产状
。

上述两组含矿断裂在成矿时的叠

加改造及分枝交叉部位
,

控制了矿柱的分布 更

次级的断裂裂隙
,

控制了工业矿体内部贫富和矿

石组构的变化
。

上述各级控制的特点
,

正是预测评价中从矿

带到矿田
、

矿床
、

矿体
、

矿柱逐步缩小靶区的地

质准则
。

控矿断裂构造演化对成矿演化的控制
。

控矿断裂的发生
、

发展
,

和成矿过程中不同期次

的岩脉
、

蚀变
、

矿化同步发生
。

从成矿前到成矿

时
、

成矿后
,

控矿断落丝圣历了多次继承性叠加改

造
,

在所划分的 个主要矿化阶段中
,

每个阶段

发育的强度和广度
,

都受各阶段的构造性质控制
。

其中以第 阶段含金黄铁矿一石英阶段和第 阶

段含金石英一黄铁矿阶段分布最广
,

受压扭性断

裂控制
。

第 阶段含金石英一多金属硫化物阶段

次之
,

受局部扭张断裂控制
。

第 阶段含金石英

一碳酸盐阶段只出现在部分裂隙中
。

其中以
、

阶段为金的主矿化阶段
,

其发育程度是评定金

矿化强度的重要依据
。

控矿断裂构造对矿脉中工业矿体局部富

集的控制
。

含金石英脉或矿化蚀变带广泛发育
,

但不是所有的脉均构成工业矿体
,

金的工业矿体

在矿脉中沿走向断续分布
。

如玲珑矿田西山

号矿脉
,

地表走向长 米以上
,

延深大于

未 而工业矿化集中在东北端 米范围内
,

延

深仅 米左右
。

矿脉中的工业矿体 柱 的走向

和倾向延伸在数十到数百米不等
,

工业矿体之间

为表外贫矿或无矿地段隔开
。

局部富集的工业矿

化地段
,

受不同期次断裂交叉复合
,

断裂产状变

化和拉张部位及成矿期叠加改造部位等控制
。

这

是在矿脉中追索圈定工业矿化的构造预测准则
。

控矿断裂垂直分带对矿化垂直分带的控

制
。

从整个矿带考察
、

控矿的压扭性断裂构造在

上部低序次支断裂中发育 局鹊长性特征明显
,

向深部局御电 张特点逐步消失
,

反映在构造岩的

类型和分布上 构造破碎带变为片理化带和韧性

剪切带
。

矿化在上部主要发育在低序次支断裂中
,

以含金石英脉型为主
,

以玲珑矿田西山矿床为代

表
。

向深部矿化发育于主断裂带中
,

矿化类型以

含金硫化物浸染型为主
,

以焦家
、

新城等为代表
。

不难看出 胶东金矿受断裂构造控制 对该区金

矿的预测评价
,

重要是对控矿断裂构造含矿性的

预测评价
。

矿化分带规律研究 矿化时空分布的有序

性规律以及利用这一规律从矿化类型
、

物质组成

和组构等方面的分带特点是研究矿床成因和形成

机制的重要依据
,

同时也是确定矿床被剥蚀深度
、

指导盲矿预测的重要途径
。

实践证明
,

矿化分带

规律以不同的形式广泛出现于各类矿化 只是其

明显程度不同而已 其中以笔滋期后热液矿化最

为典型
,

同时也包括外生沉积相变和变质相带
、

岩浆分异等对不同成因矿化分带的控制
。

矿化分

带的规律还出现在不同范 息之内 分级次地表现

为矿带
、

矿田
、

矿床
、

矿体的分带
,

这对不同范

围的预测均起着重要作用
。

在矿区预测过程中
,

要查明导致分带的主要因素
,

确定分带标志及其

在三维空间的分带特点
,

建立分带模型 以便用

分带规律进行定量预测
。

前述招 远 一掖 县 金矿带
,

含金石英

脉 玲珑式 和含金硫化物浸染型 焦家式 二

种主要矿化类型 受构造分带的制约
。

在矿带和

矿田
、

矿床范围内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带 上部低

序次断裂中常有含金石英脉型矿化出现
,

而下部

矿化则趋向发育于主断裂带或其附近 以含金硫

化物浸染型矿化为主
。

二者之间可有过渡类型

但在同一矿田 床 内三个带不一定同等程度地

发育
。

成矿物理化学参数的测定 通过矿物包裹

体
、

成矿实验
、

理论计算等途径
,

可以对成矿的

一系列物化参数进行系统的定量测定
。

分析各个

参数在不同的时间
、

空间范围内的变化梯度
,

对



查明矿化局部富集规律和研究矿床成因具有重要

意义
。

目前 一般通过对矿物包裹体研究可以测

定成矿流体的询变
、

压力
、

盐度
、

相态
、

密度
、

成分
、

酸碱度
、

氧化还原电位
、

硫逸度
、

氧逸度

等 结合同位素地球化学和物理化学研究
,

对成

矿流体性质
,

成矿演化的了解大大向前迈进了一

步
,

已经初步运用于矿床预测评价的实践
,

并显

示了广阔的前景
。

我们在玲珑金矿西山 号脉对第 阶段 石

英采集了系统的测温样品
,

用爆裂法测定石英的

形成温度 恢复了成矿时的古温度场
,

绘制了温

度等值线 〔见图

石石不不 汁 户琢
· ‘

、
’

、

丫
‘‘‘

旦旦鱼鱼 卜、 令斗
·

回 口 曰 回 图
玲珑 金矿西山 吸琳脉 阶段石英形成温度 等 谊线与工业矿体 阵

据王 燕

一矿柱及编号 一温度等谊线 一矿液流动方向 一勘探线编号

的 空 间 关 系 图

一坑道水平标高

它清楚地显示了矿液由北东深部向南西方向

浅部运移的特点 现在的工业矿体与多渠道上升

的矿液通道相一致 控制 了工业矿体由南西向北

东方向侧伏的规依 这一规律对深部工业矿体的

追 索和圈定具有重要意义
。

我们同时还测定了包裹体的成 分 盐度
,

”
’ ’

和相关元素对的比

值
,

作出了等值线
,

它们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

陈光远教授所倡导的成因矿物学研究
,

为发

掘元素矿物的预测找矿信息
,

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

综合应用物化探成果
。

以地质研究为基础
,

综合应用物化探方法
,

辅以必要的工程验证
,

是

矿区预测评价的基本方法
。

合理地应用物化探方

法
,

搞好成果的地质解释
,

是提高地质人员的识

别能力和进行矿区预测的重要途径
。

竟相开展矿产资源统计分析
和定量评价研究

资源分析和定量评价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一

个领域
,

远远超出了纯粹的矿产地质的榔寿
。

赵

鹏大教授在这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

下面仅

提及几个主要研究方面

矿产资源统计分析和定 评价的主要任务

矿产资源总量预测与资源潜力估价 矿

产资源总量预测是对矿床勘探储量计算的扩展和

补充
,

预测的目的是进行资源潜力的估价
。

随着

勘查程度的提高
,

资源量不断被转化为储量 资

源潜力包括尚未被发现的资源量和暂不能利用的

储量
,

它可表示为

矿产资源潜力 资源总量一 能利用储量
。

矿产

资源总量和潜力的预测
,

是分析矿产资源中
、

长

期保证程度
,

选择勘查靶区的 重要依据

在成矿规律研究的基础上 定量分析矿

床的分布规律
,

建立矿床分布的数学模型和找矿

模型
,

正确筛选找矿靶区
。

矿产资源统计分析
,

分析资源形势
,

作

为制订资源政策的依据
。

矿产资源统计分析和定 评价的理论和方

法不断完善

五十年代 等开始研究矿床分布的



数学特征 六十年代 等广泛地应

用多元统计方法综合处理矿产资源评价的各种参

数
,

七十年代 等提出系统的资源总

量预测方法等
,

使其得到逐步的完善和发展 提

出了区域价值法
、

体积估计法
、

丰度估计法
、

德

尔菲估计法
、

矿床模型估计法等多种方法 并在

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

资源定州平价发展的方向

在成矿分扫汹基础上 借助于数学方法和计

算机技术 矿床分布统计规得纳勺研究正从单变量

到多变量
、

从一维到四维空间
、

从综合式向非综

合式预测方向发展 按照王世敏教授的意见
,

资

源的定量评价是从综合信息提取
、

标准样品的选

择
、

最优方案的设计
、

资源位置和数量的确定及

资源表达形式构成一个系统过程
。

日前我国的资

源定量评价发展值得重视的几个趋势是

矿产资源定量评价信息的综合化一沙对

控制矿化的地质
、

地球化学
、

地球物理及远感信

息的综合化研究
,

建立综合信息找矿模型

按矿种建立资源预测模型

遵循区饭匀戊矿规律建立大区域资源评价

模型

统计单 己约划分要以控矿信息为基础
。

我国的矿产资源统计和定量评价研究
,

虽然

起步较晚
,

但经过近几年的努力 已经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
,

且正在逐步深入地开展 并在矿产资

源勘查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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