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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地质学会 年学术活动综述

及 年学术活动安排

年冶金地质学会共召开了 次 学 术 会 议

详见下表
。

在 月召开的二届二次理事会上
,

有

位理事和名誉理事作了学术报告或参加国际会议
、

出国考察情况汇报
。

协助冶金部地质勘查总局选派

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

正式出版《全 国 地方金矿

地质学术交流会论文集 》 近 万字
。

围绕冶金地质 “ 八五 ” 期间

找矿战略部署开展学术活动

根据 “ 八五 ” 期间开展华北地台北缘铁金矿
、

长江中下游铜金矿
、

扬子地台西缘优质富锰矿成矿

条件和找矿方向研究的总体部署
,

年召开的长

江中下游铁铜金矿成矿规律研讨会
,

全而反映了冶

金地质系统近年来获得的科研成果和找矿成果
,

总

结了铁铜金矿成矿地质特征和成矿规律
,

进一步完

善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成矿系列和成矿模式
。

会议

还交流了该区应用新技术
、

新方法找矿的经验
,

例

如 运用重力异常场结构分析方法研究复杂异常
,

分析引起重力异常的要素及其综合效应 , 金矿区深

部官矿体的地球化学找矿标志 应用逻辑信息法的

丛本原理
,

结合金矿地质特征
,

估计鄂东地区的金

矿总址
,

预测找金的有利单元及金矿估计值
。

会议认为
,

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一定的找矿潜

力 特别是金矿
,

今后应屯点寻找隐伏矿床和矿体
。

联合召开的系列学术会议取得新进展

第三届有色
、

冶金地质系统岩石
、

矿物学术交

流会
,

总结了 年来两系统岩石
、

矿物学方 面 的研

究成果
。

论文内容丰富
、

广泛
。

在提交的论文中
,

宝玉石矿物 篇 和新技术方法 篇 方面的

论文所占比例增大
。

会上提出了 多种矿物可能属

新矿物
,

其中 种属国内首次发现
。

在应用研究方面
,

通过研究黄铁矿晶形进行矿

物填图
,

在山东地区开展金矿预测
,

取 得 显 著效

果
。

祖母绿合成工艺试验 成 功 是 一个突破性的进

展
。

个旧
、

大厂锡矿成因对比研究等论文
,

都是通

过大最实际工作撰写而成的
。

利用铅同位 素特征进

行矿点评价和预测 云南东川因民组及其下伏钠质

火山岩特征与成矿作用研究 , 通过研究矿石物质成

分提高选矿回收率
、

扩大资源利用率 等 方 面 的论

文
,

都取得了找矿或生产的好效果
。

在高新技术方法应用方面
,

同步辐射技术 已应

用于地质领域 , 显微拉曼光谱用于矿物鉴定及包裹

体
、

氢同位素以及元素赋存状态研究 , 宝石改色与

鉴定技术 石英热发光光谱
、

红外光谱
、

穆斯堡尔
、

光谱作为找矿评价标志 , 电子计算机
、

光衍射技

术在岩石矿物研究中的应用等
,

都取得了一定的进

步
,

为地质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信息
。

岩石学
、

矿物学与大学科科学相结合
,

促进了

边缘学科的发展
。

例如
,

矿物学与冶金学相结合
,

通过研究铜镍高冰镍中主要硫化物矿 物 的 合 成过

程
,

解决了赫镍矿晶体中
、

离子的存在状态问

题
,

为从镍精矿中分离铜提供了可能性
。

又如
,

矿

物学与生物地球化学相结合
,

不仅从理论上解释了

铝土矿的包心构造现象
,

而且为矿物 演 化
,

铝 土

矿
、

铁矿成因机理提出了新的认识
。

会议还探讨了宝玉石
、

观赏石
、

药用矿物以及

其他非金属资源的特征和发展前景
,

展 示 了 岩石

学
、

矿物学研究的广阔天地
。

学科成果应用延伸取得进展

冶金企业环境地质问题研讨会
,

围绕工矿
‘

企业环境地质方面的中心问题和典型事例
,

指出了

今后冶金厂矿环境地质工作的方向

加强冶金厂矿存在的环境地质问题及其
危害的调研和宣传工作

,

为主管部门
、

设计与规触

部门提供资料和决策依据
。

把环境地质工作列人已有厂矿扩建和新

建厂矿建设前期的必要工作
,

并做出相应规定
。

建议冶金部有关主管部门
,

责成开展环

境地质较多和积累了较多经验的科研与生产单位
,

制订冶金厂矿环境地质工作细则
、

工作技术要求及

勘察与评价规程
,

以便有章可循和统一标准
。

除进一步开展冶金矿山的环境地质工作

和环境地质防治外
,

应加强大型冶金工厂的环境地

质研究工作 , 除继续开展冶金厂矿的环境工程地质

工作外
,

应十分重视水资源的综合利用与矿山排供

水结合的试验研究工作
。

在环境地质工作中大力推广新的技术方

法和新的评价预测方法
,

尤其是新的探测方法
、

环
、

境同位素技术以及水文地球化学方法
、

水质模型评

口



冶金地质学会 洲年召开的国内学米会议情况

会 议 名 称 时间
、

地点

矿山地质及地质经济学术会议 冶金地质学会矿山地质及地质经济专业学术委员会
。

冶金地质青年科技工作者第二届

学术报告会

。

冶金地质学会青年科技工作委员会
秦皇岛

⋯一
陈厂﹁卜户一卜一陈卜一配尸卜一卜一嵘畔冶金部建设司

冶金地质学会水文工程地质侧绘专业学术委员会土

工学组

。 。

微机在土工试验中应用研讨班
沈阳

地籍测量学术研讨会
廊坊

。

冶金企业环境地质问题研讨会

冶金地质情报网
、

冶金勘察情报网

冶金地质学会水文工程地质测绘专业学术委员会

冶金地质学会水文工程地质测绘专业学术委员会

冶金部勘察情报网 天津

长江中下游铁铜金矿成矿规律研
讨会

冶金地质学会矿床专业学术委员会
。

四川巫溪

冶金物化探
、

遥感地质新方法新
。

技术及综合应用 学术研讨会

冶金地质学会物化探专业学术委员会

冶金地质学会遥感地质数学地质计算机技术专业学

术委员会

冶金地质情报网
四川巫溪

全国大
、

中比例尺矿产定量预测
。

理论
、

方法和实效讨论会

冶金地质学会遥感地质数学地质计算机技术专业学

术委员会
、

中国地质学会数学地质专业学术委员会
、

有色总公司数学地质中心
、

广西贺县鹰阳关银矿
、

广东

连山金银矿
广东鹰阳关

区域化探分析方法研讨会 冶金地质学会分析测试专业学术委员会
。

福州

第三届有色
、

冶金地质系统岩石
、

矿物学术交流会

冶金地质学会岩矿专业学术委员会

有色矿产地质学会岩矿专业学术委员会

。

桂林

价 方法的推广
。

冶金厂矿投人运营以后的环境地质工 作

应加强管理
,

当产生环境地质间题后应看成是勘察

阶段环境地质工作的继续
,

并立项进行专门的勘察

与 设计
。

在冶金物化探
、

遥感地质新方 法新技术及

综合应用学术研讨会上
,

有文章介绍了激 电变脉 冲

衰减法模型试验和实际应用效 果
,

给出了氧化锰矿

与非氧化锰矿的变脉冲衰减的异常判别方法
,

总结

了闽粤地区氧化锰矿与非矿的区分标志
。 “ 用 甚 低

频 电磁法磁场参量换算视电阻率的方法 ” 、 “ 屏障装

置特征及其主要用途 ” 以及 “ 点源梯度测深拟断面

法的原理与应用 ” 等论文
,

内容 新 颖
,

有一 定研

究深度
,

密切结合生产实际
,

有推广和应用价值
。

“ 综合物化探方法在金矿属矿区就 矿 找 矿 中的应

用 ” 一文
,

为在干扰大
、

污染多的老矿区开展物化

综合方法找金提供了经验和技术方法
。 “ 大 比例尺

航磁垂直梯度资料的应用研究 ” 一文
,

介绍了利用

航磁梯度资料划分地层
,

确定岩体边界和构造位置

的进展情况
,

总结了若干已知金矿床磁异常和梯度
的变化规律及其在金矿找矿预测 中的应用情况

。

化探方面的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区域

化探异常的筛选
、

评价及异常源的追踪方法技术

典型金矿床地球化学模式的建立
,

以 及找盲

矿和判别金矿体剥蚀深度的地球化学方法
、

标志和

模式 找盲矿和隐伏矿的地球化学新技术方法



酬究成果
。

会上介绍的遥感地质方面的文章
,

主要包括
运用 计算机处理图像

,

提取控矿构造和 矿 化蚀

变信息 , 运用遥感信 想
、

的数量统计方法进行成矿预

测 微机数字图像处理方法的研究与开发 , 建立多

元地学 图像信息系统的有关理论
、

方法和典型实例

环形影像与环形构造
、

韧性剪切带的遥感地质标志

等
。

一 。

区域化探分析方法研讨会 匕提出的 “ 泡沫

埋入捧找金 ” 成果
,

是将室内富集金的原理
,

运用

至。野州卜土壤中
,

获得了明显的异常
,

可望成为一种

新的找矿方法
。

梅
。

地藉侧量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在冶金系统是

首夕澎地籍测量 涉及到全国千家万户
,

为了加强国

土管理与利用
,

城镇地籍测量势在
,

必行
·

冶金系统

的测绘队伍在人才和设备上都有很大潜力
。

今后在

完成地质和勘察方面任务的 同时
,

要重视开展城镇

地籍测量工作
,

拓宽冶金测绘的服务领域
。

矿 山地质及地质经济学术会议认为 只有

把地质技术经济研究广泛扩大到生产第一线
,

才能

促进生产效益的普遍提高 矿山地质工作与地质经

济研纯相结吾
,

有助于挖掘矿山生产的经济效益潜

加 矿山地质工作中应童视软科学的应用
,

如把某

些新数学方法用于地质经济分析
,

以及把专家系统

应用到矿产终济研究和矿山地质工作等
、

一 冶蠢地质青年科技工作者第二届学

州 术报告会成功召开

木次会议议题广泛
,

主要涉及金矿床控矿地质

条释和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锰矿床地质特征及形成

机制岁 金与多金属矿床成矿理论和成矿实验 找矿

勘探新技术新方法等内容
。

中国金矿具有时控性
,

空间上成带分布
,

成矿

物质多源性和矿床类型复杂多样特点
。

空间上华北

地台北缘
、

中国东部环太平洋地带
、

秦岭地区及长

江中下游地区为金矿化集中区 太古代一元古代
、

中生代为我国金矿成矿的两个主要时代
,

其中中生

代的成金作用在我国多数产金区都有强烈显示
。

在锰矿研究方面
,

认为 闽西一粤东地区锰矿成

矿作用具有多阶段性
,

但晚古生代锰质初始沉积富

集及后期逆冲断层控矿占主导地位
,

云南鹤庆锰矿

也有类似情况
。

总之
, 杂 构造活动能使地层破碎

,

形

成风化型锰矿
,

又能使沉积型锰矿产生水平与垂直

价
一

移
。

招掖
、

栖羡
、

牟乳金矿成矿带中金矿化与煌斑岩

关系密切
,

煌斑岩浆激发地壳童熔并产生强烈交代

作用
,

使地壳物质 中的基性组份
一

与成矿元素金分离

出来
,

与慢源岩桨形成众多的煌斑岩
、

基性脉岩和

金矿化
·

实验研究表明
,

细菌在金的表生过积中有重要

作用
,

在细菌参与下可以溶解金
、

形成硫醉

金络合物
, “一 ,

这是表生金迁移的一种重要

形式
。

细菌氧化黄铁矿比无菌氧化黄铁矿的速度曹

快 多倍
。

针对胶东特殊的地形
、

地质情说
,

将常规地球

化学测量改为沟系土壤地球化学测量获得好效果
。

同水系沉积物相比
,

沟系土壤样品迁移距离小
,

木

身受矿化污染可能性小
, 一

巨可以大 大 降 低 工作成

本
。

应用高精度航磁测量 伽马 比过 去 采用磁

通门仪器灵敏度高一个数量级以上
,

能较准确地圈

定构造蚀变带的位置
,

划分地层
,

圈定火成岩体
,

直接寻找小型铁矿
。

利用伽马能谱异常
,

能圈定中

酸性火成岩体和钾化带
。

受冶金部地勘总局委托
,

冶金地质学会负责论

文征集和评审
,

由总局审定具体人选
,

玲 年选派

人 出席有关国际会议
,

他们是

出席第八届遥感地质专题研 讨 会 月

日至 月 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召开 的 人
,

即

阎积慧 天津地质研究院
、

杨景元 天津地 质 研

究院
、

杨 槐 西南地勘局
。

。

出席第 五届国际地球化学勘查讨论会

月 日至 月 日在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召开 的 人
,

即 李色篆 物探勘查院
、

孙继贵 武警黄 金 部

队
、

高 迈 武警黄金指挥部
。

年冶金地质学会及下属专业学术委员会计

划召开的国内学术会议有

冶金地质发展战略 第 二 次 研讨会
‘ 。

华北地台北缘铁
、

金矿床学术讨论会
。

计算机在冶金地质技术工作中的应用研讨

会

矿山地质 含辅料矿山 学木讨论会
。

冶金物化探
‘

蛇学术研讨会

优秀岩土工程 实 录 经 验 交 流 会

探矿技术
、

工程勘察学术和情报交流会
。

全国冶金地质青年科技工作者第三届学术

报告会
。 心合盆地质学会办公室

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