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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出戒矿区带圈定原则和圾序，对全国I 

Ⅲ级成矿区带划分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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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成矿学 

在区域成矿规律研究中，“成矿 

区带”和“成矿单元”是通用的术语， 

但在成矿远景区划分 1和成矿预测 

工作中，应用成矿区带的基本概念 

1 圈定成矿区带遵循的主要原则 

影响成矿区带圈定的因素不胜枚举，其中有些 

属必备条件，视为圈定成矿区带的原则 ；有些属特殊 

的限定，在圈定原则的叙述中予以必要的说明。 

1 1 相似性原则 

在一定空间范 围内具备共同有利的成矿地层 ， 

‘99 年 月收到 王延忠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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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Ⅲ圾成矿区带做了统一划分，提供了全国 I、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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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组合、物化探场、柯造一岩浆条件和在相似成矿 

环境控制下，由相似成矿机制形成相近的一组(或一 

类)矿床(点)，可以构成一个成矿区带：此原则在圈 

定低序次的成矿区带时更为适用。 

1．2 逐级圈定原则 

当代地质学对地壳、岩石圈的物质运动，沉积、 

岩浆、变质 3类地质作用及构造运动与区域成矿作 

用关系的研究一致认为它与大地构造演化有关，活 

动带(地槽或大洋裂谷带、大洋边缘活动带、大陆裂 

谷带、大陆边缘活动带等)和稳定区(地台、大洋稳定 

区)是客观存在的地质实体．它们可以互相转化。由 

活动带转化为稳定区的过程，是壳幔构造 日趋均一． 

物质运动由活跃转为缓慢；反之．由稳定区向活动带 

转化时，则壳幔构造由均一转化为不均一，物质运动 

相应地也由缓慢趋向活跃。这一转化过程也是成矿 

物质运动和成矿的过程 ，控制了区域成矿作用的发 

生、发展和演化．甚至在特殊成矿环境的控制下．呈 

现区域成矿作用的继承性。无论四种大地构造观点 

(多旋回、板块或其它)，对与区域成矿有关的全球构 

造环境及其控矿作用已傲了高度概括。一旦将覆盖 

我国境内的全球性成矿区带(I级)边界(或轮廓)限 

定．次级(Ⅱ级及其以下)成矿区带圈定就有了区域 

构造理论依据。所以首先圈定全球性(I级)成矿 

带，再圈定(I级)以下各级成矿区带是成矿区带圈 

定较好的方法途径。 

1．3 尊重事实与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相结台原则 

不同大地构造学派研究区域成矿作用的详细程 

度各不相同，涉及到成矿区带的圈定内容差异更大。 

但多年来，以多旋回观点为基础划分的成矿区带在 

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成矿作用的客观规律，例如 

在华北准地台还没有从地层中找到海洋以及消减对 

接带的板块边界时，认定该构造单元属古老克拉通 

的成矿作用和受槽台构造位置控矿的解释公认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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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在有些大地构造单元内，例如西南三江和西 

昆仑地区，应用沟、弧、盆体系与区域成矿作用关系 

的研究程度较高，较台理地解释了区内成矿作用的 

时空演化，这些地区应用板块观点较真实地反映了 

区域成矿规律的实际。在有些构造单元内，虽然应 

用了不同观点探讨区域成矿作用及其演化规律，但 

也不会掩蔽成矿区带划分的客观性。据此可知，在 

反映区域成矿作用真实性的基础上，吸收不同观点 

之长，由大到小逐级圈定成矿区带是务实的做法。 

1．4 大地构造单元与成矿环境相结合和分别对待 

原则 

大地构造单元和特定的成矿环境限定了成矿区 

带的空间位置，如东南沿海华力西褶皱系(任纪舜 

等，1980年)，其成矿作用主要受滨西太平洋成矿域 

晚侏罗纪至早白垩世强烈陆相火山喷发这类特定的 

成矿环境控制，形成与燕山期、喜山期与岩浆岩类有 

关的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可单独划归一个成矿 

带。但有些地区受统一成矿环境的控制，一个成矿 

带可以公用两个构造单元的特定空间，如华北准地 

台北缘成矿带受滨西太平洋成矿域统一成矿环境的 

严格控制，覆盖了华北准地台北缘和内蒙一大兴安 

蛉褶皱系南缘两个构造单元。 

1、5 以区域成矿作用为基础．物化遥资料印证原则 

成矿区带属特定区域成矿作用控制的空间，赋 

存着同一矿种或同一类型的矿床，它均有自身的地 

球物理场和地球化学场，均是其边界定位的参考依 

据。至于遥感影像特征从更宽广的范围反映大型地 

质构造单元的边界。它们都是圈定成矿区带的佐 

证，物、化、遥较为客观的印证了成矿区带边界的位 

置和反映不同深度的地质要紊。 

1．6 成矿区带命名原则 

成矿区带命名冠以构造单元(或地区名)名称和 

区域成矿作用限定的成矿元素(或矿物)组合予以命 

名。为统一命名，构造单元仍用槽台概念。 

按目前对成矿区带的研究现状和自身的规模分 

为5级，即I、Ⅱ、Ⅲ、Ⅳ、V级，对各级的含义及其对 

成矿作用的贡献，分别作如下概述： 

I级——全球成矿区(带)，也称全球成矿单元 ， 

在成矿规律研究中常用“成矿域”来表达其内涵。它 

反映全球范围内地幔物质巨大的不均一性，常与全 

球性的巨型构造相对应，它可能是在几个大地构造 

～ 岩浆旋回期间发育形成的，每一旋回有其特定的 

矿化类型。在全球范围内，已划定较多的成矿域，但 

覆盖到我国本土的只有其中的一部分。随着构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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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旋回的发展、演化，出现多期次叠加和改造等复 

杂的成矿作用。 

Ⅱ级——是 I级成矿单元内部的次级成矿区 

带，与大地构造单元相对应或跨越多个大地构造单 

元的含矿领域，其区域成矿作用是经几个或单一大 

地构造一岩浆旋回的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发育有 

特定的矿化类型。在区域成矿作用演化过程中，成 

矿物质的富集受地壳物质不均匀性的控觎，赋存的 

矿床类型明显受多级或多序次构造的控制，矿化集 

中分布在该级矿带内特定的构造部位。赋存的矿种 

和矿床类型与地壳物质的不均匀性有关。 

Ⅲ级——是在Ⅱ级成矿区(带)范围内圈出的次 

级成矿区(带)，在有利成矿区段内受区域的、或同一 

地质作用控制的某几种矿床类型集中分布的地区， 

反映了区域成矿专属性的特征。 

Ⅳ级——受同一成矿作用控制和几个主导因紊 

控制的矿田分布区。 

V级——受有利成矿地质因素中同类成矿因素 

控制矿床形成和分布的矿田。这些控矿因素通常系 

指地层、构造、岩浆岩、地球物理场和地球化学场等 

因素控制形成某矿种中一定类型矿床组合在一起的 

矿床集中分布区。一般来说，一个矿田包括一组有 

成因联系的矿床组合。 

2 全国I、Ⅱ、Ⅲ级成矿区带划分略图 

按成矿区带圈定的原则和级序，对全国 I、Ⅱ、 

Ⅲ级成矿区带做了统一划分(图 1)。 

3 结语 

成矿区带的划分是区域成矿学领域基础性研 

究，又是矿产勘查工作中宏观布局的实用性研究工 

作，本次研究是在我国矿产勘查积累了丰富的区域 

地质、区域矿产和区域物、化探、遥感资料基础上完 

成的，同时也吸收了众多前人的研究成果，虽然已在 

巨型矿床综合预测研究工作和“固体矿产勘查跨世 

纪工程”中应用并取得较好效益。但是随着矿产勘 

查和区域成矿学研究的进展，将不断完善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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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全国I、Ⅱ、Ⅲ级成矿区带划分略图 

I．I一滨西太平洋成矿域；I．2一古亚斟成矿域；I． 一秦祁昆成矿域；I．．一特提斯一喜马拉雅成矿蛾 

Ⅱ．．一老爷崎一小 安崎太古宙、晚古生代、中生代金铜铅锌银(铁)石墨成矿带；Ⅱ． 一 安崎一颠齐纳旗华力西、燕山期铜铅锌银锡铬 

韫成矿带：Ⅱ一，一华北准地台北缘金铜铁银铅锌铂钨钼研石墨}骨石成矿带；Ⅱ．．一华北准地台金铜铅锌银铁铝土矿精石菱镁矿石墨成矿带； 

Ⅱ一I一扬子准地台铜金铁铅锌银锰汞钨锅稀土稀有碑萤石重晶石硫铁成矿带；Ⅱ． 一东南沿海华力西褶皱系燕山、喜山期铜钷铅锌钼稀土非 

金属成矿带；Ⅱ．，一华南摺皱系燕山、喜山期锡钨钷铅锌锰钼铝土矿稀有稀土萤石滑石重晶石硫铁矿成矿区；Ⅱ．。一阿尔泰褶皱系加里东、华 

力西金铜铅锌银锦铁稀有金属宝玉石云母成矿带；Ⅱ．，一准噶尔摺皱系华力西期铜金镰铬锌成矿区；Ⅱ．】口一西天山褶皱幕加里东、华力西期 

金铜铅锌锰铁成矿带；Ⅱ-】．一南天山褶皱带加里东、华力西期铜镍金铁钨银重晶石成矿带；Ⅱ 一昆仑一柴选木褶皱带加里东、华力西期金铅 

锌银铜铬石棉研钾盐宝石成矿带；Ⅱ 一祁东一阿尔金摺皱带金铜 铅锌铬石棉成矿带；Ⅱ-1．一秦崎一太别褶皱带加里东、华力西金镊铅锌铜 

锑钼钨铁重晶石石棉精石成矿带；Ⅱ 一橙皤 一甘孜褶皱系华力西、燕山期金铜铅锌稀有金属成矿区；Ⅱ 一西南三江褶皱幕燕山、喜山期铜 

铅锌银锡铁稀有宝玉石成矿带；Ⅱ’】1一班公错 一怒江断袭带燕山、喜山期铬金锑铁焉成矿带；Ⅱ_1|一雅鲁藏布江断裂带喜山期错金铜铅锌银 

高蚌土成矿带 

Ⅲ．1一密山一珲春太古代、晚古生代 一中生代金铜铅锌银铁石墨成矿带；Ⅲ． 一佳木斯隆起元古代、华力西、燕山期金钨铅锌钷石墨铁成 

矿带；m．3一小兴安崎华力西、燕山期金铜钼铅锌钷成矿带；皿．．一大兴安崎中段华力西、燕山期铜 (钼)铁(锅)铅锌饭盒成矿带；Ⅲ． 一颧尔 

古纳燕山期铜 (铝)铅锌(银)金成矿带；皿． 一囊泉 一韩西华力西 l燕山期金铜铅锌钷成矿带；Ⅲ． 一锅林浩特一白音查干铜钨(镊)萤石成矿 

带；皿．B一颠齐蚺旗 一图库木铜多金属成矿带；Ⅲ．，一长白山一辽河太古宙、元古宙、燕山期金铁铜铅锌银钼镍钻硫铁矿成矿带；皿川一阜新 

一 集宁太古宙、元古宙、燕山期金铁铜锌铅银钨钼铂瘴铁矿成矿带；皿-】l一正蓝旗一四于王旗元古代、燕山期金铁钨成矿区；Ⅲ． 一自仍庙 一 

东升庙元古宙、古生代、燕山期铜(钼)铁铅锌稀土石墨硫铁矿萤石成矿带；Ⅲ 一腔辽台摩太古宙、元古宙，燕山期全钢铁铅锌银菱镁 矿石墨 

滑石硫铁矿成矿带；Ⅲ州一酃庐断裂两帕加里东期金刚石成矿带；Ⅲ-15一鲁西燕山期金、铜、铁成矿带；Ⅲ 一来源一武安晚古生代、燕山期 

金铁钴铜钼铝土矿成矿带；Ⅲ 一五台山太古宙、元古宙金铁成矿区；Ⅲ-】E一甜西晚古生代钼土矿成矿区；Ⅲ --@条山元古宙铜金戚矿区； 

Ⅲ．∞一三门蛱 一巩县晚古生代铝土矿铁硫铁矿成矿区；Ⅲ 一小辜．争一熊耳山太古宙、元古宙、燕山期、喜山期金钼铅锌钨铁稀有金属萤石成． 

矿带；Ⅲ．∞一龙首山元古代铜镍(铁)成矿带；Ⅲ 一长江中下游燕山期铜铁金铅锌银黄铁矿明矾石成矿带；Ⅲ 一九华山一天目山元古宙、 

燕山期铜金钷铅锌萤石成矿带；皿．≈～江南地轴东段燕山期铜(钼)金银铅锌钨镭器土成矿带；皿． 一江南地轴西殷晚元古代、寨山期金锑汞 

铁锰磷萤石重晶石成矿带；皿一”一川南 一黔中古生代铝土矿锰汞硫铁矿磷成矿带；皿一 一昭道 六盘承古生代燕山期铅锌钷锰成矿带； 

Ⅲ． 一扬于准地台西缘元古宙、华力西、燕山喜山期铜铁(钒钍)铜铅锌银稀土稀有铝土矿磷成矿带；Ⅲ． 一浙东}牙海燕山期铜金铅锌银非金 

属成矿区 Ⅲ 一政和 一云臂燕山期铅锌钷金钨叶腊石高崎土成矿带；皿-l!一粤东燕山期铜钨锡锑铅锌成矿区；Ⅲ 一台京喜山期金银铜滑 

石成矿带 ；Ⅲ一 一遂昌一建匪燕山期金铅锌萤石成矿区；田
一  

一 南平 一梅县加里东、燕山期铜锑银铅锌钨锝稀有铁成矿带；Ⅲ． 一武夷山燕 

山期金铜银铅锌锅钨稀土高岭土战矿带；Ⅲ． 一赣南粤北隆重起区华力西、印支燕山期钨锝稀有稀土银铅锌成矿区；Ⅲ 一湘粤桂燕山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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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稀有稀土铁硫铁矿成矿区；Ⅲ一 一相中燕山期锑金锰铅锌钨锝碡重晶石成矿区；Ⅲ+ 一开平 一花县燕山、喜山期金银钨锝稀有高岭土戚矿 

区；Ⅲ 一云开隆起区燕山期金锝稀有砷滑石戚矿区；Ⅲ一日一粤西一桂东华力西、燕山期钨锅铅锌金银稀有稀土成矿区；Ⅲ 一饮州凹陷华 

力舀、燕山期盘铁锰高岭土成矿带 ；Ⅲ 一海南元古宙、燕山、喜山期铁(铜)盒银锰铝土矿成矿I五；Ⅲ一一桂西加里东 华力西、燕山期银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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