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
“

八
·

五
”

期间黄金地质科研

工作的主攻方向

寸 址

国家黄金管理局
·

北 京

前 言

为了满足黄金生产对地质资源的需求
,

必须加强黄金地质勘查 〕作 而黄金地质勘

查工作的进展和成果则有赖于正确的找矿思

路
,

对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规律的认识
,

以

及所采用的技术手段
。

回顾我国黄金生产发展的历史
,

地质科

研工作对黄金地质勘查工作的导向作 用是十

分 明显的
。

世界黄金地质工作近 年内

取得的辉煌成果
,

也是 以科技为先导加强黄

金地质工作的结果
。

在党中央
、

国务院的关怀下
,

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我国的黄金地质工

作有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

近 年来
,

我国黄

金生产发展很快
,

黄金产量 年增长 倍
,

“ 六
·

五 ” 和 “ 七
·

五 ” 期间
,

黄金生产发展

速度超过
,

年黄金产量比 年增

长了
,

年仍可保持这个发展速度
。

我国 “ 七
·

五
”
期间新增的黄金地质储量

超过 了 年的保有储量 是 “ 六
·

五
”

期间

探明储量的 倍
,

达到历史最 好 水平
。

这

些成绩
,

是地质勘查
、

科学研究
、

大专院校

和黄金行业各部门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

然而
,

必须看到
,

目前制约我 国黄金生

产发展的主要因素仍是黄金地质资源短缺
。

为 了扭转这种局而
, “

八
·

五 ” 期间
,

必须以

科研为先导
,

正确选择地 质 科 研 的主攻方

向
,

争取重点突破
,

全面开花
。

为此
,

作者

以在 “ 中国黄金学会地质学术委员会首届学

术会议 ” 上的 发言为基础
,

向同行们发表个

人不成熟的设想
。

不 当之 处
,

欢 迎 批 评指

正
。

“

七
·

五
”

及其之前我国

黄金地质科研工作的基

本情况

新中国成立前
,

冯景兰
、

王晓青
、

尹赞

勋
、

侯德封
、

李承三等先生分别对山东招远

金矿
,

贵州天柱
、

锦屏金矿
,

赣
、

湘
、

豫
、

川金矿 以砂金为主
,

有少量脉金 等进行

了零星的初步研究
。

限于当时的经济和技术

条件
,

这种研究成果多为描述性的
,

尚未迸

行成矿地质背景
、

成矿条件
、

控矿因素
、

成

矿规律方面的研究
。

刘祖彝先生对中国南部

及西北部的几个砂矿和脉金矿进行 了地质特

征和富集规律的初步探讨
,

提 出了 种金矿

类型 前古生代中温充 填 含 金 石英脉型矿

床 古生代高温充填花 岗岩脉型矿床 中生

代低温充填含金方解 石 脉 型 金矿床及砂金

矿
。

这可能是我国最早对金矿进行的分类
,

同时对 围岩
、

构造 与矿床的关系
、

岩石和矿

石的性质
、

金的赋存状态
、

金的富集规律等

作 了初步研究
。

迄至 “ 文革 ” 期间
, 。

金矿地质科研工作

仍限于几个矿区
。

工 年周恩来总理委托王震 同志抓黄金

工业以来
,

黄金地质科研才得以重视
。

科研

单位从收集地勘部门和黄金矿山的地质资料

人手开展编图工作
。

年开始进行 了巾国



北东部金矿类型
、

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的研

究并着手中南及西南
、

西北金矿类型
、

成矿

规律及找矿方向的研究
。

“

六
·

五
”

期间
,

国家组织了金矿地质科

研攻关项 目
。

有关科研院所
、

大专院校和地

勘部门相继开展 了豫西小秦岭
,

燕辽
, 一

东

貂掖
、

牟乳
,

黔西南
,

粤西
、

海南和黑龙江地

区的金矿地 质科研工作
,

对我 国金矿成矿规

律进行 了初步研究
。 “

六
·

五 ” 期间
,

对我国

金矿成因类型
、

成矿区带有 了基本认识
,

划

分 了金矿集中区
、

金矿潜在区及若干靶区
。

总之
, “

六
·

五 ” 期间我国黄金地质科研工作

有 了长足的进展
,

促进 了 黄 金地 质勘查工

作
。

“

七
·

五 ” 期间
,

组织了 “ 中国金矿主要

类型找矿方向及找矿方法研究 ” 联合攻关课

题
,

年又组织了一批全国金矿地质研究

项 目
。

全国有 个单位的 余人参加
,

规

模空前
。

此外
,

新疆 项 目
、

中国东部隐伏

金矿研究
、

全国金矿成矿规律与资源总量预

测研究等均取得 了很大进展
。

与此 同时
,

还

进行 了我国东部金矿研究项 目
,

开展 了云开

大山及共外围金矿远景区
、

华北陆台北缘金

矿成矿条件
、

成矿规律及成矿预测
。

国家黄金管理局成立后不久
,

即下达了
“ 年国家重点 黄 金 科 技攻关规

划 ” 中的 “ 超微粒型金矿成矿模式
、

成矿条

件和远景预测 ” 和 “ 碳硅泥岩型金 铀 矿

成矿
‘

远景及找矿方向 ” 等研究课题
,

具有超

前工作的贡要意义
。

随后
,

国家黄金局设立

了 个地质科研项 目 在资源危机矿山以科

研引路
,

以矿山为主
,

矿 山和科研单位相结

合解决矿 山资源危机取得 了 一 些 成 果
。

另

外
,

借鉴国内外综合找矿的经验
,

进行 了大

比例尺遥感
、

地质
、

物探
、

化探相结合的综

合信 念成矿预侧寻找靶区的尝试
。

“

七
·

五 ” 期间在新类型金矿研究方而有

明显的突破性进展
,

相继发现了风化壳红土

型金矿
、

热泉型金矿
、

东坪一后 沟 式 与 碱

性岩有关的钾质蚀变岩型金矿
、

与基性一超

基性岩有关的金矿
、

第四纪玄武岩覆盖下的

砾岩型金矿
、

猫岭式变质碎屑岩型金矿床
、

排山楼式同韧性剪切带变质热液金矿床
、

阿

希式陆相火山岩型金矿床等
。

同期
,

国家计委还组织了 “ 遥感技术在

金矿地质调查 中的应用 ” 科研项 目
,

研究区

包括四川松潘
、

浙南
、

闽北郑庐断裂两侧
。

这期间
,

在找矿勘探
、

物化探新技术方

法
、

微量金和超痕量金的测试
、

成矿作用实

验及细菌成矿实验等研究也取得 了有价值的

成果
。

这些成果
,

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黄金

地质勘查工作
。

,’
·

五 ” 期间黄金地质

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及

奋斗目标

“

八
·

五
”

期间黄金地质工作的任务

年 月国务院召开的黄金工作会议

上
,

李鹏总理下达 了 “ 八
·

五
”

期间黄金行业

的奋斗 目标
。

国家计委下达的 “ 八
·

五
”

期间

黄金地质工作任务是地质勘查费用用来承担

普查及普查前期工作
,

提交普查储量

吨 黄金地质勘查基金用来承担详查和勘

探储最承包任务
,

提交勘探量储 吨
。

冶金部副部长徐大锉在第二次全国黄金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 出
,

黄金地质工作要

注意 “ 当前和长远协调发展
,

处理好加速勘

探和面上普查的关系
,

新区和老区扩大远景

的关系
,

扩大已知类型和新类型的关系
。

在

地质工作 中要注意寻找富矿
、

超大型金矿和

适合露天开采的金矿
。

加强矿山地质工作
,

使占生产能力五分之一的资源危机矿山持续

稳产 同时要加强扩建矿山的地质工作
。

众所周知
,

黄金生产 的 基 础是 黄金资

源
,

而黄金地质科研是黄 金 地质 工 作的先

导
。

可见 “ 八
·

五
”

期间黄金地质科研工作的



任务是极其繁重的
。

乏
“ , 、五

”

期间黄金地质科研工作的

指导思想
“

八
·

五 ” 期间黄金地质科研工作总的指

导思想是 充分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
,

紧

紧围绕黄金生产建设
,

为增产
、

增储服务
,

确保地质资源
,

提 出
“

九
·

五 ” 及今后更长一

段时期我 国黄金资源远景
,

为编制国家长远

规划提供依据
。

“ 八
·

五
”

期间地质科研工作的重点应放

在 已知矿区及共外围和重点成矿区带上
,

要

用科技引路指导矿 区深部预测及外围找矿
,

力争在重点成矿区带有重大突破
。

同时开 展

全国性宏观科研
,

以扩大找矿领域和找矿思

路
,

指出新的找矿方向
,

提 出全国金矿成矿

远景及资源预测
。

“ 八
·

五
”

期间的地质科研要以应用科学

研究为主
,

大力开展综合信息成矿预测
,

开

展新理论
、

新技术
、

新方法的研究
,

把我国

黄金地质科技推向新水平
,

使我 国黄金科技

面向世界
、

面 向未来
。

“

八
·

五
”

期间黄金地质科研奋斗目标
“

八
·

五 ” 期间地质科研工作总的奋斗 目

标是 为完成 国家计委下达的储量任务提供

依据
,

并以科研引路
,

加 速 勘 查
,

为 制定
“ 九

·

五
”

黄金生产规划提供资源依据
。

具体 目标是

①开展典型矿床成矿规律
、

成矿预测的

研究 开展已知矿体深部预测及外 围找矿
,

解救一批危机矿 山 为使 小 型 矿 变为中型

矿 中型矿变为大型矿
,

大型矿更加扩大生

产而提供资源依据
。

②开展重点成矿区 带 的综 合 性地质科

研
。

在地区上保持东部
,

发展 中部
、

研究西

部
。

用综合找矿信 白
、

及多学科联 合攻关
,

开

展全 国重点成矿区带的大
、

中比例尺成矿预

钡
,

为大面积金矿勘查服务
。

③开展金矿找矿指标及 评 价 指 标的研

究
。

为此进行新技术
、

新方法
、

新理论的研

究
,

力争总结出快速找矿
、

快速评价的新技

术
、

新方法
,

力求缩短找矿勘探周期
,

提高

找矿效果
。

④总结我国金矿成矿条件
、

成矿规 涂及

成矿预测成果
,

使之上升到成矿模式及找矿

模式
。

⑤为寻找特大型金矿开展地质科研
,

参

考国外特大型矿床成矿地质条件及控矿 因索

与国内成矿地质条件相对 比
,

指出我国寻找

特大型金矿的远景
。

⑥跟踪国际科技信息
,

注 意 找 寻 新类

型
,

指出我国新类型金矿找矿方 向
。

“

八
·

五
”

地质科研工作的实施方案
“

八
·

五 ” 期间
,

应继 续 本着公平
、

公

正
、

公开的原则管好
、

用好地质勘查墓金
,

搞好储量承包工作
、

地质科研
、

黄金资源的

保护 与利用
,

并接受各地勘部门的监督
。

在具体工作中拟按三个层次组织实施

组织具有长远和重大意义的重点

科研攻关
,

力求在金矿成矿理论
、

成矿模式

及新技术
、

新方法的研究上有所突破
,

推动

全国黄金地质研究工作
,

为寻找超大型金矿

及新类型金矿提供依据
、

指出方向
。

以综合信息成矿预测进行面上靶

区优选
。

在新区物
、

化探扫面基础 匕 进行

成矿预测
,

为金矿资源勘查提供 后备基地
,

使我 国黄金地质工作不断向新的广度进军
。

大力开展已知矿山边部和深部预

测
,

为挽救一批危机矿 山
、

延长矿 山服务年

限
,

为使现有矿 山保持持续稳产
、

高产
,

而

不断扩大地质资源
。

总之
,

要在
“

七
·

五
”

科研工作的基础上
,

避免低水平的重复
,

要 突 出 重 点
,

严格把

关
,

做到明确主攻目标
,

方法得当
,

手段先

进 争取获得显著的找矿效果
。

只要全国各

部门科研人员共 同努力
,

我国黄金地质科研

工作定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

’

为使我国早

日跨入 世界产金大国的行列做 出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