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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属矿劫查已进入找脸伏

矿的断阶段 的查技术和组织结构

必须作必要的调整
,

才能适应这一

靳的形势
。

传统习惯和专业偏见应

予克服 使地质物化探工作得到最

佳的协润
,

使物化裸充分发择找深

部矿的 主力军作用
。

只有利用大

定 的物化裸傲据
,

并依据断的地

质成矿理论徽型
,

才能找到深部矿

体
。

管理体侧的 改革和充分的 投资

将是宪成上述务任的保证
。

相信今后十年 高精尖技术科

学将在地学银城 中有所突破
,

体侧

改革将取得良好的进展
,

找矿难的

局面必将扭转
。

各条战晚的劫探人

员必须为金属矿产劫查的价飞做好

准备
。

前 言

经过三十多年来专业队伍的勘查和群众报矿
、

找

矿
,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礴天矿和地表矿已基本上

查明
,

找矿难度越来越大
,

找矿效果和投资比例明显

下陈 金属矿产的勘查已经进入了找隐伏矿
、

盲矿和

难辨矿的新阶段
。

当前
,

对于隐伏矿床的勘查
,

我们尚未形成一套

行之有效的方法
,

而国家的四化建设对金属矿物原料

的需求 却成倍地增长
。

因此
,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国力
,

探讨金属矿产资源勘查的前景是非常必要的
。

关于找矿难的问题

世界工业的发展对矿物原料的需求量大约每 一

年翻一番
,

而地壳内的矿产资源储量是有限的
,

矿

产资探不能再生
,

因此
,

矿总是越采越少
、

越找越难
,

这是毫无疑问的
。

但是
,

仅仅根据近年来找矿投资效

果下降这一点
,

就认定今后找矿很难
、

找隐伏矿更难
,

那还是值得商榷的
。

建国以来
,

我国金属矿产资源的勘查有了很大发

展
,

取得了很好的找矿效果
,

但总的来说
,

还是比较落

后的
。

即使在勘查程度较高的我国东部地区
,

也只进行

了常规的地质勘查
,

局部地区只进行了几种 低 精度

的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勘查
。

许多新技术
、

高精度的

方法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使用
,

未能充分发挥其找矿作

用
。

这些情况表明
,

我们虽然存在困难的一面
,

同时

又存在着有利的方面
,

勘查隐伏矿床
,

仍有很大的潜力
。

科学技术因素在找矿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以铜矿为例
,

据世界资源预测
,

今后 年铜资源将
“

枯竭
” 。

但近 年来世界铜资源反而过剩
,

铜价持续

下跳 其原因之一
,

是工业发达国家向外转让先进的

找矿
、

采矿技术
。

工业发达的 日
、

德
、

法
、

英等国
,

都

是金属资源旺乏的国家
,

它们除了向国外扩展外
,

也

非常重视在本国采用先进技术找矿
。

年来
,

日本找

到铜矿石 亿多吨
,

铅锌矿 亿吨 法国八十年代矿

物原料的自给率从 增长到
,

近年仍有增长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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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 在工业高速度发展的今天
,

日本为获得矿产和能

源
,

依靠的是精良的装备 在加拿大北部和澳大利亚

内地
,

在难以想象的困难地区找镍矿和开采原煤
。

先

进的技术对勘查
,

开采资源的重大意义
,

由此可见一舰
短期内的找矿投资效果并不能充分说明找矿的难

易程魔 找矿的难易
,

主要决定于现有技术能力能否

有效地克服找矿中的困难
。

现阶段
,

科学技术的进步

日新月异
。

在金属矿产勘查领域内
,

许多新技术还没

有得到发展和应用
,

原有的技术也未能及时提高和广

泛使用
。

我犷哟潜力很大
。

只要坚定地依靠科学技术

进步
,

找矿难的局面会有改变
,

找矿效果有可能提高
,

速度也会加快
。

当然
,

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

势必要

增加智力
、

技术
、

设备更新等方面的投资
。

技术结构的调整

勘查隐伏矿床
,

既要解决理论问题
,

也要解决技

术问题 既要探讨长期的远景
,

尤其要解决当前勘查

的实际问题
。

对于勘查隐伏矿床
,

常规的地质学方法面临着很

大的困难
。

众所周知
,

地质学研究的是地质事件演化

的历史过程
。

它涉及的时间和二维空间十分漫长和广

阔
。

但是
,

其空间深度的一维是极其有限的
。

为了克

服常规地质学在勘查深度上的弱点‘ 不少人根据新技

术革命的发展
,

提出常规地质学应由传统的定性描述
,

向定 化
、

数学化
、

模式化向方发展
,

建议引入电子

计算扫哟 自动化预侧找矿系统
,

形成现代地质学
,

以

适应勘查隐伏矿的需要
。

作为应变对策
,

从理论上讲

这是正确的
,

作为科研提前起步
,

也是合适的
。

但是
,

对于野外实际找矿来说
,

则未免脱离我们的现有基础
,

与当前野外水平的差班当生大
。

完全否定常规地质学在

勘查隐伏矿中的作用
。

过分地强调地质学的现代化水

平
,

使我们失去传统的基础和承前启后的过程
,

就等

于今天的地质学找矿要从 “
零

”

开始
,

这怎么能行呢

隐伏矿床的勘查
,

依赖于获取深部信息
,

除了地

质场信息外
,

还有地球物理场和地球化学场的信息
。

地球物理学有着研究地球大三维空间的能力
,

即

勘查深部矿的能力
。

二十世纪
,

地学最重要的成就之

一 —板块学说
,

就是依靠地球物理学的发现而创立

的
。

今天
,

用地球物理方法在几百米深度上
,

直接或

间接勘查隐伏金属矿床
,

应该说能够发挥主力作用
。

地球化学通过研究地壳元素的分布
,

运移和富集规律
,

近年来在金属矿勘查中已经显示了它的直接
、

快速的

特点和有效性 对于勘查难辨矿尤有特殊的意义
。

一

些与矿床有关的远程元素的发现
,

使地球化学具备了

找深部矿的能力
。

随着找矿转入勘查隐伏矿床阶段
,

原有方法和技

术的适应性将发生重大变化
,

它要求勘查的技术结构

作相应的调整
。

要建立
“

地质一地球物理一地球化学

协调勘查的找矿模式
” ,

加速发展地球物理
、

地球化

学勘查的能力 充分发挥地质学
“

由此及彼
, ‘ 、 “

由

表及里
”

的能动能力
。

三者既独立地得到发展
,

又彼

此依赖
、

相互渗透
,

构成勘查隐伏矿床的协调形式
。

技术结构的改变
,

是勘查对象变化的必然结果
。

各级领导必须适应这种转变
,

推动本单位实现这种转

变
,

使我们在短期内形成勘查隐伏矿床的有效能力
。

实现技术结核亦】调整
,

不仅仅是简单地增力田也球

物理
、

地球化学勘查的工作量和投资
。

首要的是必须

克服传统势力和专业偏见
。

那种把地球物理
、

地球化

学勘查作为地质人员的一种工具和地质业务的某种补

充 那种
“

补丁式
”

的工作量和
“

以我为主
”

光使用

不发展 这样来对待技术性很强的学科
,

是不能发挥

其找矿作用的
。

根据勘查隐伏矿床的总任务
,

从区域工作开始到

矿床勘探开发为止
,

都要进行系统的地球物理
、

地球

化学方法的勘查
,

取得系统的信息
,

并对信息作选择
、

反演
、

分析等综合研究
。

只有系统的工作和研究
,

才

能对隐伏矿床形成正确的认识
,

得出整个地质体完整

的空间概念
。

实践证明
,

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勘查超前于地质

勘查
,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经济效益
。

在此基础上
,

可以明确地质普查的原则
,

并确定具体的地质任务
。

在系统的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勘查基础上
,

获得

大量深部的有关信息
,

需要地质学的帮助
,

同时也有

助于地质工作者认识深部地壳的结构
。

当前
,

在协调

勘查的基础上
,

根据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勘查资料
,

运用矿床成因的新理论
、

新观点
,

认识和发现深部地

质与矿产赋存的状况
,

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

题
。

这样
,

既可克服常规地质学所遇到的找矿难题
,

又能迅速形成勘查隐伏矿床的能力
。

钻探是直接获得地壳结 构和探 部情况的唯一手

加甲



段
,

由于耗资昂贵
,

只能少量使用
。

过去
,

它从属于

地质人员管理并为解决地质问砚明反务
。

在勘查隐伏矿

床阶段
,

需要发展深钻或超深钻技术
,

它将成为地球

物理
、

地球化学勘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通过侧井可

侧得深部地层和矿层物理化学特性的数据
,

同时也是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勘查结果反演解译区域内地壳结

构的依据
。

在详勘阶段
,

钻孔又是地下地球物理
、

地

球化学劫查深部隐伏矿和盲矿的找矿通道
。

技术结桃在】调整
,

必然导致组织结构
、

投资结构

等一系列相应的调整
。

在勘查隐伏矿的开始阶段
,

地

球物理
、

地球化学勘查的投资
,

以占地质勘探总投资

的 一 为息 随后 投资的年增长率应为 左

右
。

这样
,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勘查的工作量将会成

倍地增加
,

隐伏矿床的发现相应地可增加 一 左

右
。

技术结构的调整
,

使我们在短期内即可形成有效

的勘查隐伏矿床的能力
,

而投资结构的调整
,

将是获

得这种能力的保证
。

必要的措施

一 加强宏观控制
。

要切实贯彻 《资源法 》
,

保护国家金属矿产资源
,

协调各工业部门的勘查工作
,

搁于横向合作
,

避免抢山头
、

占地盘造成技术
、

资金
、

人力的浪费
。

国家根据某些金属短缺的局面
,

有必要

适当地增加矿产勘查的投资
。

二 发展国际合作
。

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矿业

出现了不景气 这有利于缓解我国发展矿业在原料
、

资金
、

术技和人才方面的不尼 我们十分需要国际合

作
,

尤其是与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美国
、

欧洲各国
、

苏联
、

日本等发达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合作
,

也需要

与发展中国家建立联系
。

可以考虑低价购入部分金属

原料
,

组织或参与国际合作开发
,

吸收
、

聘用国外在

职或退休的科技人才
,

合作共事
。

三 加强技术 , 恩 各工业部门的金属矿勘查

领导部门
,

应该由行政管理转变为技术管理
。

需要增

设物化探处
、

科技处
、

外事处等必要的职能机构
,

具

体实施技术管理
。

除了落实国家下达的计划
,

制定发

展规划
,

审查重大勘查设计外
、

还要加强技术信息和

发展的研究
,

制定促进技术发展的政策以及决策研究
。

在勘查隐伏矿阶段
,

由于勘查对象的难度大
,

勘

查工作更具有探索性和风险性
,

需要不断地进行决策

研究
。

这种研究应该是多学科综合性的
,

只有加强决

策研究
,

才能及时地修正和完善原有决策
,

使之不出

现重大失误
。

需要制定有关的技术政策
,

鼓励大深度

的直接
、

间接勘查方法的研究和快速勘查新技术的开

发
,

有计划地更新技术
、

装备和培训人才
。

四 充实野夕俄矿技术力 ,
。

野外矿产勘查
,

需要有优秀的人才
。

对于那些有经验
、

高水平的老专家
,

不管身休条件
,

采取到年龄一律退休的作法
,

是对人

才的一种浪费
。

老专家的历史任务是培养新生力量
。

我们迫切需要加强找矿第一线的技术力量
,

但是 有

些大专院校的毕业生
,

不愿从事野外找矿
,

人才有所

流失
,

似乎地球科学对于有才干的青年人失去了吸引

力
。

这种现状必须改变
。

对于青年学生除了提高政治

思想水平外
,

还要有高水平的老专家的培养
,

同时更

新陈旧的技术装备 使他们学到的书本知识
,

在野外

得到实践和发挥
。

那种找矿只是单纯乏味的体力劳动
,

技术人员无技术工作可做的局面
,

必须迅速扭转
。

改

善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
,

对第一线找矿人员实行合理

的物质刺激
,

对找矿有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应给予重奖
,

五 科研的改奉 目前
,

我们的科研院 所 设

置的课题名目繁多
,

论文不少
。

但总的来说
,

水平不

高
,

能用于找矿实际的较少
。

其原因是研究的基础差

和管理的不善
。

一个好的科研专题组
,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有创造

精神和提出新思路的课题带头人
,

其次
,

要有一个志

同道合
、

技术水平配套
、

顽强工作的集体
按年度规定科研进程

,

在科研设备条件较差的情

况下
,

要求在短期内就拿出高质量的成果
,

只许成功

不能失败等要求
,

是违反科学原则的
,

它将束缚科研

人员的手脚
,

致使他们不愿挑重担或进行冒一定风险

的研究
。

那种以学习为主
、

编辑一些国内外资料
,

提

出几点认调约科研报告
,

不能算是科研成果
,

充其量

只能算是开题前的资料收集与分析的准 备报氰
科研工作长期不进行严肃认真的汇报和审查 学

术委员会在科研中不起决定性作用
,

也是科研工作质

量不高的一个原因
。

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
,

严格控制开题
,

以便集中有

限的资金
、

人力和设备 保证优秀课题出成果
、

出人

材
。

打破科研工作中的
“
大锅饭

” 。

淘汰那些低质量课

题和水平低而又不甘当配角和不称职的科研人员
。



科研所的权力要下放到专业研究室
,

要发挥本专

业专家在科研中的权威作用
。

要启用那些有真才实学

的课题带头人
,

给他们以选择人员
、

组织课题组和支

配资金的权瓜 要改变内行干活而无权
、

外行不懂而

有权的反常现状
。

地壳上部是隐伏矿预测
、

普查
、

勘探的空间目标
。

以全新地球观的深成因素和大深度的地球物理方法
,

研究地壳深部和上地帆的结构
,

对认识地壳上部空间

构造具有重大意义
。

现阶段
,

科研所的重点应该研究

区域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和区域地质
,

深钻 超深钻
、

航天
、

航空
、

遥感技术
、

以及综合编制不同比例尺的

立体地质填图
。

它是矿产预测和普查找矿的可靠基础
。

应该指出
,

研究大深度直接或间接找矿的方法 在毗

邻学科 数学
、

物理学
、

电子学
、

遥测遥控技术等

最新成就基础上
,

研制新的技术勘查装备
,

是十分重

要的
。

实践表明
,

每一种新的勘查方法或勘查技术的

出现
,

将导致矿产勘查在新的基础上再次开始
,

并意

味着又一批矿床被发现
。

工业部门的研究所主要应该面向国家经济建设所

需要的服 务性研究
,

其研究数量应占全部科研工作的
。

其研究内容包括国家急需开发地区深部金

属矿资源的情次
,

危急矿山的资源出路
,

远景区的勘

查
,

矿产勘查中的重大技术决策
,

新方法的实验和技

术推广
,

矿产资源的经济评价等等
。

同时
,

对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也不能忽视
。

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
,

远

景研究和基础研究
,

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

提倡跨专业
、

跨研究室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

它更

具有开仓 和有效性
。

各省勘探公司的研究所
,

原则上应全部面向野外

实际找矿
,

少量人员可参加上述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
。

这样
,

既可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
,

更重要的是使科研

成果易于推广并应用于野外找矿
。

迎接新的起步

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全球推进
。

材料科学的兴

起
,

将在不同程度州弋替金属
。

但是
,

可以断言
,

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
,

金属仍是工业的廉价原料
,

而且
,

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
,

和用于太空
、

军事目的工业的

兴起
,

对某些特殊金属的需求量将会大幅度增长 此

外
,

新技术革命的 一 个重要目标
,

就是研究和开发

地球
。

, 当前
,

有些人对新技术革 命的到来
,

持观望和谨

慎态度
,

认为离我们太遥远
。

但全世界多数专家均认

为在未来十年或稍长的时间内
,

将出现若干重大的技

术突硫 可以预期在 年后
,

涉及地学方面的技术

进展就有

— 兆位的存贮器将商品化

—第五代电子计算机问世

—光纤数字信息系统价格大幅度下降
一

一高效太阳能电池成为商品

—
一多卫星精确定位技术被广泛应用

一一资源卫星高精度的技术用于地学勘查

—视弓量卫星廉价地测绘高精度地形图

—通信卫星远距离的信息传递

—大功率激光钻探和掘进

一 全息原理的三维地学勘查

一 超大功二翱的磁流体动力发电机

一
万分之一含量的快速核物理方法测定

。

今天 科技能力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每六年翻

一番
,

人类社会正处于跨进信息时代的前夜
。

我们必

须看到这个前景
,

努力抢进体制改革
,

使之适应于勘

查隐伏矿床新技术发展的而要 我们要坚定地依靠不

断跃升的科技力斌
,

在经济的支撑下
,

努力克服勘查

工作中的各种 困难
,

满足国家四化建设对矿产资源日

益增长的要求 并为迎接新的起步作好准备

知 姗 佣 侧资 川份

声月 八 ,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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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床基本类型 》评价

原文 年莫斯科版
科学出版社出版

年 月第一版

许文麟 译

衅 忿器普纷 罗朝文
王剑锋

校

由 年苏联英斯科再版的地质 学家中 沃里弗松和 德等 日宁合著的 《金属矿床基本类型 》的中译本
,

已于 年 月由科学出版社以 开本的本头 出版发行 了

。 沃里弗松和 德杏 日宁都是苏联素斌盛名的地质学家
。 中 沃里 伟松是 苏联的金易矿床地质学家

、

矿

田犷床构造学家和地质一矿物 学博士
。

截至 年
,

他 已发表过 多篇 本 地质专著
、

论文和教材
,

特别对各类犷

田
、

矿床或岩体的构 造特点
、

热液矿床的成矿地质条件
、

犷床的预侧准则
、

以及 与成矿有关的小构造研 究
,

有独到的

见解和率越的贡蔽
。

德冬 日宁是苏联矿床分类的权成学者之一
,

早在五十年代就在英斯科有色金属及黄金学院

讲授矿床分类课程
,

甘著有
“

金属及非金属矿床 与其勘探
”

等书
, 以 及有关钨

、

锡
、

栩
、

铅锌等矿床分布方面 的论著
。

苏联在矿床地质学的研究上
,

从本世纪四 十年代杰出的地质学家 斯 米 尔诺 夫提 出太平洋成矿带开始
,

就已

逐渐形成为国际上的一个著名学派 例如 根据长期的生产实践
,

创立 了矿床工业类型和矿石 建造
,

引入矿 田和矿 田

构造控矿理论
,

提出犷床预浏 准则等等
。

这些概念早已深入我国学者的人心 而 本书则恰 当地融合 了这些论点
。

本书列举了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重要金属矿床 多个
,

重点描述 了 个金属矿床的地质背景
。

对黑 色金属
、

有

色金属
、

稀贵金属
、

放朴性金属
、

以及分散元紊金属矿床的成矿地质特征都作了阐述
。

对矿床的地球化学和矿物学
、

矿床的成因类型和工业类型
、

矿床形成的地质条件
、

以及各类工业矿床都分别按照它们 的重要程度一一作 了 概括 和

介绍
。

本书 视了对早 已耽名 的典型矿床新资料的 充实
,

如 上密西 西比的密苏里铅锌矿床
、

克莱梅克斯相 钨 矿床等
。

介绍 了一系‘断发现的矿床
,

如 苏联的库 尔加中坎铅锌矿床
、

加蓬的 英安达住矿床
、

加拿大的拉克一季奥伙矿 床
、

摩

洛哥的 阿兹 古 尔相矿床每
。

对稀有
、

稀土
、

分散元素矿床
,

重视了在新技术
、

新方法 中的 应用
,

指 出在 电子学
、

自动

控制
、

核工业
、

舰空
、

火衡
、

硬质合金和特珠合金
、

无线 电
、

电视
、

电脑等领城中的用途
。

本书内容断箱
,

资料丰富
,

图文并茂
,

译文亦颇 流杨
,

特别重视世界金属矿床资源概况和发展远景
。

因此
,

它既

是一本理论和实践并重的著迷
,

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

康永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