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金地质学会 年学术活动综述

年
,

冶金地质学会及下属 个学术

委员会共召开 次国内学术会议
,

征集论文

篇 在会上交流的 篇
,

参加学术交流

活动的科技人员共 人 表
。

完成人才

培训计划 项
,

参加培训的科技人员 共

人 表
。

派 出 人代表中国金属学会 出席

在加拿大召开的 “ 勘探 国际物化探会议
” 。

组织进行 了将于 年在沈阳召开的 “ 国际

金矿地质勘探学术讨论会 ” 招掖金矿带野外

地质考察络线路 劫工 作
。

年召开的国内学术会议大体上 围绕

以下 个主题进行

一
、

探讨如何打开我国金矿地质找矿和

资源开发利用新局面

列入中国金属学会 年重 点 会 议 的
“ 冶金地质金矿学术讨论会 ” 在这方面作了

有益的尝试
。

会议共收集到论文摘要 篇
,

编辑出版了 多万字的论文
·

摘要 汇编
。

冶金地质学会 年召开的国内学术交流会情况表

顺序 学术会议名称 主 持 单 位 时间地点
多加

人数

征集

论文数

引一

水文地质学术讨论会

地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程序

研讨会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测绘学术委员会

遥感地质数学地质计算机学术委

员会

物化探学术委员会与冶金地质情

报网合办

冶金地质学会

月 吕日保定

月 日成 六二

物探找金
、

锰矿经验交流会 月 吐日脱坊

冶金地质金矿学术讨论会

第二届全国包裹体及成岩成

矿学术交流会

月 日烟台

分组交流
岩矿学术委员会与外系统合办 月 日桂林

冶金地质遥感技术应用研讨会 遥感地质数学地质计算机学术委员会 月 日北京

岩土工程技术经验交流会

推广应用探矿新技术经验交流会

水文地质
、

工程地 韵川绘学术委

会与冶金勘察情报网合办

探矿工程学术委员会

月 日长沙

月 日燕郊

策策

落落

夕组交
「「

,气气

包括中国地质学会矿床专业委员会
、

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

实验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及包裹体委员会
、

中国

有色金属学会地质学术委员会

冶金地质学会 年继续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衰 表

顺 序 培训班名称 主办单位 参加人数

铁矿物相分析讲习班

探矿新技术培训班

分析测试学术委员会

探矿工程学术委员会

月 人

举办 期共 人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地学部主任徐光炽教

投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分别作了 “ 一些金矿

床地质问题的讨论 ” 及 “ 关于金属地质的一

些工作方法问题 ” 的学术报告
,

与会代表受

到很大启发
。

会议交流总结 了我国近几年来

在黄金地质找矿和矿 山开发方面取得的主要

吞



成就和经验

在重点找矿区带成矿区划及 区域成

矿预测方面有较大进展
。

如冀北一蒙南
、

胶

东
、

秦岭
、

晋北
、

鄂东南
、

川西 七及康滇地

区
,

探明了一批金矿床
,

初步总结 了区域成

矿规律和区域成矿模式
。

金矿床外围及深部的成矿预测能力

和水平方面有较大提高
。

如胶东招掖
、

吉林

夹皮沟
、

河北峪耳崖和金厂峪
、

安徽铜陵
、

广西古袍
、

广东河台等金矿
,

在研究控矿规

律基础上进行成矿预测
,

在矿 区外围或深部

发现 了新的金矿体
,

扩大 了矿山 的 远 景 储

量
。

新技术新方法在金矿地质找矿中的

应用得到加强
,

取得一些好的效果
。

如数学

地质遥感地质和矿物填图对招远金矿的预测

研究
,

数学地质遥感地质对川西北砂金的预

测研究以及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探矿在一些重

点成矿带的成矿预测
,

都取得 了较好的找矿

效果或提供了较好的找矿信息
。

包裹体
、

同位素
、

稀土元素
、

痕量

元素及成岩成矿实验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
,

促进了金矿成矿理论
、

成矿物质来源和成矿

规律的研究
。

与会代表还就加快黄金地质找矿和矿山

开发工作进行 了讨论
,

并就今后努力方向提

出了建议
。

“ 物探找金
、

锰矿经验交流会 ” ,

侧重

讨论 了如何加强金矿物探工作
。

会议总结和

肯定了物探方法间接找金矿的有效性
,

如对

蚀变岩及石英脉型金矿
,

用物探方法可成功

地确定赋矿的断裂构造
、

接触带
、

硅化带
、

蚀变带以及与金密切的硫弗物矿化带
,

从而

可以大大提高靶区的可信度
。

会议指出
,

寻找金矿需要综 合 物 探 方

法
,

尤其需要综合物探化探方 法
。

实 践 证

明
,

一些常用的物探方法在寻找金矿上都有

用武之地
。

激发极化法
、

视 电阻率方法
,

是

间接找金矿的基本方法
。

重力方法
、

磁法
、

自然电场法
、

放射性能谱测量等
,

在研究与

金矿有关的地质构造
、

蚀变带
、

断 裂 破 碎

带
、

硅化等地质向题上都有较好的效果
。

开

展物探方法的同时
,

还应充分利用地质及化

探资料
。

会议还认为
,

在广泛使用常规物探方法
、

注意老方法新应用的同时
,

要采用新方法
、

新技术
,

开阔找矿思路
,

尤其要注意 “ 因地

制宜 ” 地运用各种方法
。

如在金的成矿区带

上要开展航空电
、

磁法
,

航空梯度测觉和航

空放射性能谱测量 地面上要配合采用地面

地磁法
、

放射性能谱测量
、

泡沫 塑 料 吸 附

法
。

在数据处理上
,

要广泛应用电子计算机

成图
,

进行能突出有用信息的数 据 处 理 工

作 要应用综合彩色图象处理技术
。

在应用

新方法新技术的同时
,

要适时地装备和引进

必要的新仪器
。

找金矿的物探工作还处在发展阶段
,

各

类金矿地质找矿经验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

所以金矿物探工作不宜简单化
,

要正确应用

各种 “ 模式
” ,

不要滥用
。

二
、

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方法

冶 金地质遥惑技术应用研讨会

会上
,

有 名同志分别就波谱测试研究

现状和应用 遥感技术在锰矿找矿研究中的

应用 图象在甘肃北山地区地质 制 图中

的应用 京
、

津
、

唐地区国土卫星资料在铁

矿研究中的应用 山西五台地区航空红外遥

感资料的地质研究
,

以及利用遥感技术进行

金矿控矿构造研究的效果等作了报道
。

还邀

请了专家
、

教授分别就应用遥感综合方法找

矿与时相选择问题
,

多源图象信息复合分析

和地质概念模式
,

以及多元地学信息及 图象

处理技术的应用等内容作了专题报告
。

与会代表围绕如何进一步加强冶金地质

系统遥感地质工作展开了讨论
。

大家认为
,

从 年开始
,

冶金地质系统从无到有
,

逐

步建立了一支遥感地质专业队伍
,

遥感地质

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

但是
,

与其他部门相



比
,

与 当前找矿工作的要求相比
,

冶金地质

系统的遥感地质工作还存在较大差距
。

主要

表现在 缺乏统一的组织
、

规划和管理 技

术力量薄弱
,

手段落后
、

单一
,

各单位间发

展不平衡 遥感地质的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

研究落后 现有资料的作用发挥不够
,

遥感

地质在地质找矿中应用所取得的效果还不显

著等
。

因此
,

必须大力加强遥感地质工作
,

包括提高对遥感地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建

立
、

健全部级
、

公司级
、

队级三级遥感地质

应用组织机构 制定好遥感地质应用工作的

发展规划 发展各种行之有效的遥感信息处

理技术以及抓好遥感地质专业人员的技术培

训和遥感地质普及工作等
。

地质 多元统计分析方 法 程 序 研 讨

会

冶金地质系统
、

有色金属总公司地质系

统
、

武警黄金部队
、

地矿部
、

煤 田地质系统

以及核工业部所属有关单位派人 参 加 了 会

议
。

与会代表听取了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科学研究所关于
“

微机汉字多元统计程序包
”

的介绍
。

认为这个程序包具有颇为丰富的多

元统计分析程序资源
,

清晰直观的计算结果

表达形式
,

以及 简便易行的操作使用方法
。

与程序包匹 配的《地质多元统计应用集 》适于

地质技术人员学习多元统计方法程序
。

会议还以
“

地质多元统计的回顾与展望
”

为题展开 了讨论
,

认为多元统计分析仍然是

数学地质学科中最普及
、

最活跃的分支
,

并

且在国内已取得了一批成果
。

但大家也清醒

地估计到
,

迄今为止
,

多元统计分析在矿产

资源评价方面的成功
,

仍然是有限的
。

从而

认识到多元统计分析在地球科学 中的活力
,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动地质找矿成效的能力

和价值
。

会议还采用了计算机上机操作演示的方

法
,

交流了彼此的成果
。

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
,

这样的专业性较

强的会议人数不多
,

有利于 深 入 探 讨
、

议

论
,

容易取得实际成效
。

通过会议学到了方

法程序
,

了解了动态
,

取得 了成果
,

结交了

朋友
。

推广应 用探护新技术经验交流会

会议共收到 篇学术论文
,

主要内容包

括 推广应用人造金刚石钻进技术
、

绳索取

心钻进技术
、

冲击回转钻进技术
、

复杂地层

钻进及护壁堵漏技术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

会

上还互相交流了岩心定向技术
、

连续纠斜技

术
、

大梳齿刮刀钻头
,

以及大 口径基桩孔取

心方法等新技术
、

新经验
。

会上分别介绍的

无簧式双作业液动冲击器
、

新型空气反循环

砂钻设备
、

高效人造金刚石钻头
,

以及 多功

能无 低 固相冲洗液等多项科研成果
,

受

到与会代表的称赞
。

三
、

总结包裹体和成岩成矿实验研究成

果
,

开拓研究新领域

由 个学会联合筹备
、

主办的 “ 第二届

全国包裹体及成岩成矿学术交流会 ” 开得完

满成功
。

年轻人多
,

是这次会议 的 特 点 之

一
,

在参加会议的 名代表中
,

年轻 人 就

近 人
,

提交了 多篇论文
。

会议回顾了 自十年前的全州会议 第一

届 以来
,

包裹体研究及成矿实验研究方面

所取得的成就
,

提 出了必须在今后若干年内

集中力量突破的几个关键性技术问题
。

在矿物包裹体研究方面问题是

加强矿物包裹体的理论研究
。

如各

种包裹体成型机理
,

包裹体研究中的热力学

和相平衡问题等
。

提高矿物包裹体分析测试技术
,

特

别是解决超微量分析及单个包裹体的分析
。

加强矿物包裹体在矿床学
,

特别是

找矿
一

勘探方面的应用
,

建立完善的矿物包裹

体找矿理论和方法
。

开拓矿物包裹体应用新领域
。

如宝

石 中包裹体
,

有机包裹体
,

变质岩包裹体及

包裹体构造研究等
。



在成悟成扩实验方面的主要向题是

选择一些对岩石矿物地球化学有长
‘

远和普遍意义的课题开展研究
。

如熔体的结

构
、

岩浆性质和演化
、

超 临界状态下流体性

质的研究
、

元素迁移和分配
、

含挥发份体系

的相牢衡和热力学研究
、

非平衡体系动力学

及不 可逆过程的研究
、

岩一水反应和反应动

力学研究及生物地球化学的实验研究等
。

开展深部地质过程 的研究及有关 的

高压和超高压实验和相平衡研究
。

一

应用现有高温高压实验技术开拓一

些 国家建设项 目需要的应用研究
,

如超导材

料
、

激光
、

新材料
、

宝石合成的 试 验 研 究

等
。

四
、

水文地质和工程勘察

水文地质 学术讨论会

属子中国金属学会 年重点学术会议

之一
。

会议总结交流了 年来水文地质学术

上的新成果
、

新经验
,

同时也检阅了技术上

的进步
。

提交了包括矿 区水文地质条件
,

岩

溶水
、

环境水文地质 调查与评价
,

矿泉水的

开发与利用
,

以及工作方法和技术应用等方

面的论文
,

并进行了交流
。

会议具有如下特

点

论文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

水平三

论文和实际工程结合 的 比 较 紧

密
,

因而有较强的实用性
’

与当前地质改革和开放搞活的新

形势紧密结合
,

研究 了今后水文地质的技术

开发 ’题

续 既是一次学术讨论会
,

也是一次

跨部门
、

跨系统的横向技术联合交流会
。

岩土工程技术经验 交流会

在工程勘察系统开展岩土工程技术
,

推

广碧土工程休制
,

是国家什委的要求
,

是改

革开放和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
。

目前
,

我国

工程 勘察力量大大过剩
,

如何使既有勘察力

量得到保存和发展
,

已成为各工程勘察单位

面临的十分紧迫的问题
。

这次会议正是为了

适应这种需要而召开的
。

会议认为
,

大力推

广岩土工程确实是工程勘察界的大势所趋
,

是开放搞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

这次交流会将

会为各单
‘

位逐步开展岩土工程的全部内容创

造条件
,

使冶金和有色金属两个勘察系统近

几年内在这方面获得迅速发展
。

在国际学术活动方面
,

年重点抓了
“ 国际 金 矿 地 质 与 勘 探 学 术 讨 论 会 ,

的准备工 作
。

月 日至 日在

沈 阳召开 了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会议认

为 巧 是在中国举办的金矿地质方面

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
,

是中国金属学会在金

矿地质学术领域中的一次重要活动
。

对于推

动我 国黄金事业的发展
,

提高金矿地质与勘

探工作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

组委会受

中国金属学会的委托
,

将全力以赴地为开好

这次会议作出努力
。

会议将主要围绕金矿成矿理论研究
、

金

矿的区域成矿规律和预测
、

金矿的找矿与勘

探手段和方法
、

黄金矿山地质等 个方面的

新理论
、

新认识
、

新方法和新技术开展交雄

活动
。

会议将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

沈阳市召开
。

前 夭进行学术讨论
。

后 夭

野外考察
。

野外考察分两条路线进行 南线

为山东招掖路线
,

重点考察玲珑
、

焦家
、

三

山岛等金矿 山 北线为吉林夹皮沟一长白山

路线
,

重点考察三道岔
、

二遒沟等金矿山和

新构造运动引起的长白山火山景观
。

马文念 阵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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