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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对中国成矿体系的含义 !特点 !表达方式及演化过程的分析 !界定 提出中国成矿体系是指中

国境内各个地质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矿床及其与成矿作用密切相关的地质要素所共同构成的整体 ∀这一成矿体系是

中国疆域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最终结果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多期叠加和成矿演化特征 ∀应用矿床的

成矿系列概念和方法初步构筑起中国成矿体系这一复杂体系的框架 有助于今后系统地研究其形成机制 并为成矿

预测提供理论依据 ∀这一体系大致可进一步分为太古宙的陆核成矿体系 !元古宙的陆块边缘裂谷 裂陷槽为主的成

矿体系 !古生代的板块成矿体系及中 新生代的大陆成矿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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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矿产资源丰富 分布广泛 种类繁多 已发

现矿产地 余万处 矿种 种 在全国各地均有

不同程度的分布 中国地质矿产信息研究院

5中国矿床发现史6编委会 其复杂性本身就

是中国矿产资源的一大特点 王登红等

∀如何对丰富的矿产资源进行系统的研究

从中总结出成矿规律以便于指导找矿 是目前中国

成矿体系研究的重要任务 也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

问题 ∀

 成矿体系的含义

目前在科研立项和学术论文及有关专著中经常

见到/ 成矿体系0和/ 成矿系统0的称谓 ∀那么 何谓

/ 成矿体系0 何谓/ 成矿系统0 两者有什么联系

系统和体系在英语中都可以称为 / 0 但

在中文里 两者却有不同的含义 ∀按照5现代汉语词

典6的解释 / 系统0是指/ 同类事物按一定的关系组

成的整体0 如系统化 !组织系统 !灌溉系统 另外一

个意思是指有条理的 如系统学习 !系统研究 ∀ / 体

系0则是指/ 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

成的一个整体0 如防御体系 !思想体系 !工业体系 ∀

不能把/ 系统研究0叫成/ 体系研究0 也不能把/ 思想

体系0叫成/ 思想系统0 ∀工业系统和工业体系的概

念是不同的 前者强调产业部门的组织关系 后者强

调工业的内部要素 如/ 工业系统的代表出席了会

议0指的是人 而/ 工业体系0则无法派出代表 它包

括生产丝绸面料的轻工业 !生产钢铁的重工业 !生产

军火的军事工业 等等 谁也代表不了谁 ∀在自然科

学领域 体系和系统也具有约定俗成的使用范围 如

人体解剖学使用/ 消化系统0 !/ 呼吸系统0等名词而

不用/ 消化体系0 !/ 呼吸体系0等名词 在一定程度上

是人为的但已经约定俗成 ∀考虑到/ 体系0除了强调

事物的整体性之外还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

/ 系统0一般更强调事物的内在属性和功能性 笔者

认为 在研究成矿作用的/ 整体性0时 采用/ 系统0和

/ 体系0均可以 考虑到中国大陆范围内存在众多的

各种性质和规模的成矿系统 侧重于成矿之功能

而由它们所组成的成矿整体不宜再用系统来表达

故此采用体系来加以表示 强调矿床与矿床 !矿床与

环境 !矿床与示矿信息等方面相互之间的内在联

系 ∀

有鉴于此 本文理解的/ 成矿体系0是指某一较

大空间范围内各个地质历史时期各种成矿作用所形

成的矿床及其与成矿作用密切相关的地质要素所共

同构成的整体 ∀此处的地质要素包括成矿时代 !成

矿时的大地构造背景 !成矿地质环境 !与成矿有关的

地质作用及其过程 !控矿构造 !特定的赋矿围岩等

等 ∀它包括了在此空间范围内所构成的各个局部成

矿系统及其相互关系 ∀具体到/ 中国成矿体系0 则

可以理解为在目前中国境内大陆地壳和大洋地壳漫

长的形成 !发展过程中 随着壳幔相互作用 !变形和

地壳海陆变迁而形成的成矿作用及其产物的有机整

体及其在四维时空中的分布规律 ∀ / 有机整体0是事

物的本质属性 包括了成因 成矿之基因 而/ 规律0

则反映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样 对于某个级

次的成矿体系 如/ 中国大陆成矿体系0则不妨理解

为在中国大陆地壳环境中发生并形成的成矿体系

• ∀从全国范围看 真正典型的

大陆成矿体系是中新生代才逐步形成的 尽管中生

代以前的基础也必不可少 ∀

 中国成矿体系的基本特点

从中国成矿体系的形成过程并相对于全球各地

的成矿体系而言 中国成矿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阶段性 ∀中国成矿体系可分为 个形成阶

段 主要依据是中国地壳构造演化比较明显地可以

分出 个时期 程裕淇等 即 太古宙时期 地

壳初始形成阶段 形成陆核 元古宙时期 在中国见

到地壳的增生是以陆块边缘裂谷 !裂陷槽的发育为

特色的 当然并不排除当时已经存在板块构造活动

的可能性 古生代时期 在中国境内地壳运动以板块

构造活动为主体 十分典型 进入中生代以后至今

中国全境 除台湾地区 进入大陆构造地质环境 ∀由

于构造环境是与整个地球各层圈的不可逆的演化相

关的 因此 不同阶段的地壳构造环境伴随着当时各

层圈演化 反映在物质组成上各具特色 其中也包括

成矿的特色 ∀这也造成了各阶段在成矿作用性质 !

成矿类型和成矿物质组成上的差异 ∀对于中国的成

矿体系 笔者是以中国地域地壳构造范围内进行概

括的 它具有地域性 ∀在地球的其他地域 地壳构造

的演化可以具有不同的演化阶段 ∀

多期叠加 ∀中国在全球处于构造频繁活动

的位置 因此造成全球性构造成矿域在中国地域内

的多次叠加 特别明显的是显生宙时期 ∀古生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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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横贯欧亚和北美的古亚洲构造成矿域 !中生代

) 新生代时期环太平洋构造成矿域 !新生代时期穿

越欧亚的特提斯 ) 喜马拉雅构造成矿域 均进入中

国境内 在中国东部 !西南部造成不同时期成矿域的

重叠 ∀中国境内以古生代板块成矿体系为主体的东

西向古亚洲成矿域 其东部被环太平洋成矿域叠加 !

改造 ∀新生代特提斯 ) 喜马拉雅成矿域在中国西南

地区叠加于扬子地台西缘古生代成矿带之上 ∀另

外 太古宙 !元古宙成矿体系所构成的成矿区 !带也

普遍被上述显生宙成矿区 !带所叠加与改造 ∀因此

中国 个主要成矿体系 后者叠加于前者 特别是显

生宙时期大规模的后期成矿作用十分强烈地叠加改

造了前期成矿区 !带 使中国不少矿床呈现多期次成

矿的特点 明显不同于南非 !南美 !西澳等大面积古

老地块分布区相对稳定的构造 成矿特点 ∀

成矿演化 ∀中国成矿体系演化过程中 成

矿物质的组合与成矿类型的组合也具有规律性的演

化特点 ∀例如 成矿的金属元素有由太古宙的 ƒ !

≤∏! ∏ψ 元古宙的 ƒ !≤∏! !≤ !° ∞ ! ! ∞∞ !

° ! ! ! ≥ ψ早古生代的 ≤∏!° ! !ƒ !≤ !金

刚石 ψ 晚古生代的 ≤∏! !° ! ! ! ∏! !

° ∞ ! ≥ ψ 中 新生代的 ≥ ! • ! ! !≤∏!° !

!≥ ! ! ∏! ! ! ! !× ! ∞∞ !≤ !ƒ 的演

化趋势 ∀成矿类型组合也显示从太古宙简单地以火

山 沉积类型为主到中 新生代复杂的各种热液型

含斑岩型 !岩浆型 !各类沉积型 !风化壳型 !火山型

等组合的演化趋势 ∀从单一元素看 其成矿历史也

都具有一定的演化过程 以 ƒ 元素为例 仅就局部

而言 如华北地区的铁矿 从太古宙到中生代均有成

矿作用发生 如 古太古代有杏山式铁矿 中太古代

有水厂式和沙厂式铁矿 新太古代有弓长岭式和司

家营式铁矿 均是海相基性火山 沉积型铁矿 以规

模大为其特色 元古宙主要出现沉积型铁矿和岩浆

型铁矿 已知矿床数不多 如中元古代的宣龙式和白

云鄂博式铁矿 新元古代有临江式铁矿 !大庙式铁矿

和高旺庄式铁矿 古生代以沉积型和岩浆型为主 矿

床数量多 如早古生代的翠宏山式铁矿 晚古生代的

山西式铁矿 !谢尔塔拉式铁矿 中生代则发育与中

基性岩浆岩有关的铁矿和火山岩型铁矿 总量也有

限 但分布向南扩展 如印支期的林海 ) 库源式铁

矿 燕山期的邯邢式铁矿 !莱芜式铁矿 !徐淮式铁矿

等等 ∀可见 华北地区铁矿的演化历史经历了从基

性火山 沉积矿床 太古宙 ψ沉积铁矿 !岩浆型铁矿

元古宙 古生代 ψ与中 基性岩浆有关的矽卡岩型

铁矿及火山岩型铁矿 中生代 ∀这种现象在国外主

要铁矿集中区不多见 北美 !俄罗斯 !澳大利亚和南

美洲的铁矿集中区往往只在前寒武纪的某个时期集

中成矿 ∀

 中国成矿体系的构筑与表达

在对中国成矿体系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

如何构筑与表达中国成矿体系则不但是一个方法论

的问题 也是一个实践论的问题 在研究过程中可以

不断深化对成矿体系本质属性的认知 ∀由于/ 中国

成矿体系0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系统的总和 人

类迄今为止还只是部分地撩开了其神秘的面纱 ∀由

于人类对于自然系统的认识始终带有时代的局限

性 因此 迫切需要一种恰当的解决方案来反映人类

对于/ 成矿体系0这一自然现象的认识能力和认知程

度 ∀经过反复思考 笔者倾向于认为 宜采用/ 矿床

成矿系列0作为成矿体系的基本组成单位 因为对于

每一个具体的矿床成矿系列而言 它本身就已经涵

盖了成矿时代 !构造环境 !地质成矿作用及所形成的

矿产资源这 个要素 比单个的零散矿床或单一矿

床类型拥有更加丰富而明确的内涵 ∀因此 采用矿

床成矿系列这一基本单位来构筑中国成矿体系比较

合适 ∀所有的形成于不同时代 !分布于不同空间的

矿床成矿系列的有机总和可以构成/ 成矿体系0的框

架 ∀单个矿床 !单一矿种的矿床 !单一环境的矿床 !

单一成因类型的矿床可以作为成矿体系的/ 元素0 !

/ 细胞0和/ 组织0 ∀也可以说 成矿体系是一系列具

有独立成矿功能的成矿系统的有机组合 ∀比如 大

陆成矿体系就是在大陆形成过程中及大陆构造环境

条件下 一系列矿床成矿系列 可对应于相对独立的

成矿系统 所构成的/ 矿0的总和 ∀这个总和是有序

的组合 而不是简单的加和 ∀

为了相对完整地反映目前对于中国成矿体系的

认识水平和研究成果 此处概括为 ≠ 中国成矿体

系在本研究中处于分类系统的顶级 其下由不同时

代的次级成矿体系 可称为/ 分时代成矿体系0 构

成 在同一个时代尺度上 以构造环境为单位区

别出 / 分空间成矿体系0 也更接近于翟裕生等

和汤中立等 常用的/ 系统0 ≈ 在特定

的时 !空构造环境中 以矿床成矿系列作为基本单

位 相当于一个特定的成矿系统 ∀与形成矿床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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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共存的成矿系统可以称为基本的成矿系统 具

有相对独立成矿的功能性 ∀一组具有内在时空联系

的矿床成矿系列 可称为成矿系列组 形成的成矿系

统可以是组合的成矿系统 具有联合 同时间但不同

空间 !组合 同空间但不同时间 !复合 同时间同空

间 成矿的功能 ∀组合的成矿系统形成于以地壳尺

度构造运动为基本单位的四维时空中 因而也可以

被称为地壳尺度构造成矿系统 等等 ∀

 中国成矿体系的 阶段演化

  中国成矿体系的形成过程和机制非常复杂 但

是 统观中国地质构造与成矿的总貌 可以清楚地看

出中国成矿体系在整体上经历了太古宙陆核 !元古

宙陆块边缘 !古生代板块和中新生代大陆这样 个

地壳构造演化阶段的形成过程 因此 中国成矿体系

可以划分为 个次一级的阶段性成矿体系 按研究

程度 今后还可以进一步细分

太古宙陆核成矿体系

中国现代大陆的形成 !发展 !演化过程 可以概

括为陆核 !陆块 !陆缘 !陆内 个发展阶段 程裕淇

等 其中太古宙是陆核形成的主要时期 ∀这

一时期以基性火山 沉积成矿作用及后来的变质成

矿作用为主 形成以铁矿床为主兼有铜 !锌 !金 !石

墨 !矽线石矿床 成矿元素与成矿类型均比较简单 ∀

在地域上 太古宙陆核成矿体系主要分布在辽宁 !河

北 !山西 !北京等地 其铁矿分布集中 而且可能对太

古宙以后铁矿的形成产生影响 ∀其中 古太古代曹

庄岩组中赋存有杏山式铁矿 中太古代迁西岩群中

赋存有水厂式铁矿 密云岩群中赋存有沙厂式铁矿

桑干杂岩中赋存有大同式石墨矿床等 新太古代在

中东部鞍山岩群中有红透山式铜锌矿和弓长岭式铁

矿 滦县岩群中有司家营式铁矿 中西部在色尔滕山

群中有三合明式铁矿 涑水杂岩中有铜镍矿 五台群

中有桐峪式铬矿 ∀在太古宙晚期向元古宙过渡的时

期 成矿作用以变质作用为特色 矿种以与变质作用

有关的铁矿 登封群中的许昌式铁矿 !太华群中的铁

山式铁矿 !石墨矿 瓦屋式 和金矿 遵化岩群中的

金厂峪式 为主 范围遍及整个华北地台地域 标志

着华北地台从陆核到陆块演化过程的基本完成 ∀

目前已经识别出属于该成矿体系的具体矿床成

矿系列 包括华北地台与古太古代海相火山沉积作

用有关的 ƒ 矿床成矿系列 华北地台中太古代陆核

发育阶段形成的 ƒ ! ∏!石墨矿床成矿系列等 具体

见图 ∀

元古宙陆块边缘裂谷 裂陷槽为主的成矿

体系 并向板块构造成矿体系过渡

元古宙是中国太古宙陆核通过多种方式增生 !

并向现代大陆演化的重要时期 不但地域大大扩展

从华北向华南扩展 而且成矿作用明显多样化 尤

其是海相火山 沉积作用及后来的变质成矿作用较

为发育 并有不同成分的岩浆侵入成矿作用 形成

铁 !铜 !镍 !稀土 !铅锌 !金 !锡 !菱镁矿 !磷 !硼 !石墨 !

矽线石 !红柱石等矿床 开始出现斑岩型铜矿和岩浆

型铜镍矿床 与壳源酸性岩有关的成矿作用相对欠

发育 ∀华北地台东缘随着古元古代辽吉裂谷的演化

形成有一系列的世界级矿床和大型超大型矿床 如

翁泉沟的硼矿 华北地台北缘也是目前已知元古宙

成矿体系发育最好的地区之一 形成了重要的矿床

成矿系列 其中包括中新元古代裂陷槽中的白云鄂

博世界级矿床和炭窑口 !东山庙 !甲生盘 !霍各乞等

大型 !超大型矿床 华北地台西南缘也形成有金川世

界级矿床和镜铁山 !毕机沟等大型 !超大型矿床 而

华北地台内部的某些拉张环境古元古代裂陷槽中也

有众多矿床形成 如中条山地区的铜矿 ∀中新元古

代 随着陆壳增生的中心向南和向西迁移 华北地台

相对稳定 成矿作用的主体也迁移到了扬子地台及

其周边地区 并且盖层型沉积成矿作用 如东部杨家

桥式铁矿 !中部大屋式锰矿 !西部开阳式磷矿和北部

锦屏式磷矿 和陆缘裂谷型成矿作用 如拉拉厂 !汤

丹等地的铜矿 均很发育 ∀塔里木地台及周边地区

的成矿作用似乎从新元古代才开始成规模地发育

并且以类型复杂 !分布广泛 !矿种繁多为特点 如目

前 中 东天山地区的天湖铁矿 !兴地塔格铜镍矿 !

且干布拉克蛭石矿床等 西天山地区的阿克塞磷矿 !

萨瓦甫齐石墨矿 西昆仑地区的布琼铁矿 !卡拉玛

布伦口铜矿 !梅爷山石墨矿 !三素白云母矿 !巴尔达

仑水晶矿等 阿尔金地区的因格布拉克铁矿和安南

坝石棉矿等 ∀这些矿床尽管规模还不是很大 但对

应于塔里木地区在新元古代的全面增生过程 经过

这一时期的增生 矿种增多 成矿环境也多样化 成

矿作用发生的地域范围也显著扩大 因而其找矿潜

力也是良好的 并且奠定了古生代板块构造体制下

新成矿体系发育的基础 ∀

属于元古宙成矿体系的矿床成矿系列包括华北

地台东部与古元古代裂谷带火山 沉积变质改造作

用有关的° ! ! ∏! !菱镁矿 !滑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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ƒ ! ∞∞ !岫玉矿床成矿系列 !兴安岭 ) 张广才岭 佳

木斯地块 古元古代变质岩容矿的 ƒ ! ∏!≤ !石墨 !

矽线石矿床成矿系列等 个矿床成矿系列 具体见

图 !图 和图 ∀

古生代板块构造活动为主的成矿体系 3

在中国境内 加里东和海西构造旋回 特别是后

者在西部 !北部地区发育完整 在此期间西伯利亚古

陆 !华北 ) 塔里木古陆 !扬子古陆与华夏古陆之间多

次开合 在这些古陆 板块 对接带及其两侧有序地

发生岩浆成矿作用 !沉积成矿作用及变质成矿作用

涉及的成矿元素与矿床类型比元古宙更多 ∀古生代

时期的中国地壳以板块构造发育为特点 与板块构

造对应的地壳演化历史大致可以用威尔逊旋回来体

现 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构造单元内与一个较为完整

的威尔逊旋回对应的矿床成矿系列的组合可构成矿

床成矿系列组 每个矿床成矿系列组大致是在从拉

张 裂解 ψ扩张 ψ碰撞 ψ俯冲或对接 ψ造山 ψ造山

后的调整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构造演化过程中形成

的 每个不同的阶段对应于不同的矿床成矿系列或

亚系列 并且其先后形成的次序和空间分布不是随

意出现而是有规律的 其次序大致为 与裂陷槽海相

火山作用有关的 ƒ !≤∏多金属矿床成矿 亚 系列

ψ海相或洋壳正常沉积 ƒ ! !° 矿床成矿 亚 系

列 ψ残余海蒸发沉积盐类矿床成矿 亚 系列 ψ与岩

浆重熔中酸性岩浆作用有关的矿床成矿 亚 系列 ψ

与深熔岩浆作用和变质作用有关的矿床成矿 亚 系

列 ψ与大规模构造调整有关的岩浆和 或 流体成矿

亚 系列 ψ陆相盆地沉积煤 !油气 !膨润土等非金属

和铀 !砂岩铜矿等成矿 亚 系列 ∀

典型的例子如阿尔泰成矿省 该地区在海西期

经历了从大陆边缘拉张到后期褶皱造山的过程 在

拉张阶段形成了与海相火山 沉积作用有关的 ƒ !

≤∏!° ! ! ∏! 矿床成矿亚系列 在后期的造山

过程中分别形成了与中酸性侵入岩有关的 ≤∏! ∏

成矿亚系列 与伟晶岩有关的稀有金属 !宝石 !白云

母矿床成矿亚系列 与构造 岩浆 流体作用有关的

∏矿床成矿亚系列 并且复合了一个与基性 超基

性岩有关的 ≤∏ 硫化物矿床成矿亚系列 ∀海西期

的这一矿床成矿系列可以与中生代与岩浆作用有关

的稀有金属 !宝石 ! ∏!• 矿床成矿系列组成一个跨

古生代和中生代的矿床成矿系列组 代表了阿尔泰

造山带从古生代到中生代演化历史的必然产物 ∀类

似的矿床成矿系列组也出现在东天山地区 除了海

西期的矿床外 中生代与花岗岩类有关的稀有金属 !

有色金属矿床也同样出现 并且同样复合了一个与

幔源基性 超基性岩有关的 ≤∏ 硫化物矿床成矿

亚系列 ∀因此 根据阿尔泰造山带在中生代形成了

大量稀有金属 !有色金属矿床的事实 笔者认为东天

山地区也可能存在中生代的成矿作用 ∀通过近年来

的研究 也的确证实东天山的白山钼矿形成于中生

代1辉钼矿 等时线年龄为 ? 2 相邻

地区北山的辉铜山 ) 花牛山铜矿形成于 ∗

金窝子金矿形成于 ∗ 南金山金矿

形成于 ∗ 李华芹等 聂凤军等

∀反过来 根据东天山出现斑岩铜矿 土屋等

的事实 也有理由预测阿尔泰地区可能存在斑岩型

铜矿 目前在阿尔泰西部哈巴河杂岩体中存在有阿

依纳布拉克斑岩型铜矿化 王登红等 最近在

阿尔泰东部发现的希勒克特哈腊苏铜矿点也可能属

于斑岩型 ∀

古生代成矿体系所涵盖的矿床成矿系列比较

多 其中早古生代至少 个 晚古生代 个 ≠ ∀

中新生代大陆成矿体系

中新生代是中国成矿体系演化到以大陆背景成

矿为主的阶段 ≤ •

陈毓川等 王登红等 以

陆内成矿为主 兼有大陆边缘板块成矿 ∀成矿元素

与成矿类型比古生代时期更多 但未见磁铁石英岩

建造型的铁矿 岩浆型铜镍矿罕见 变质成矿作用也

少见 斑岩型铜矿 !矽卡岩型铁铜矿 !与花岗岩有关

的钨 !锡 !铋 !钼 !稀有 !稀土 !铅锌 !锑 !银 !金矿床却

很发育 ∀其中新生代是中国大陆成矿体系基本定型

的时期 并且具有显著的新特色 ∀通过/ 东降西隆0

新生代的中国大陆明显不同于中生代 大陆成矿体

系也面貌一新 如东部出现大量的油气矿藏 表生成

因矿床成矿系列集中于中国南方 而岩浆成因矿床

成矿系列集中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 ∀蒸发沉积

和化学沉积成因矿床成矿系列似乎呈逆时针方向转

移的趋势 即中生代末期到新生代初期在兰坪 ) 思

茅盆地和四川盆地形成有大型的钠盐 !钙芒硝等盐

3 限于篇幅 古生代 !中生代和新生代的矿床成矿系列分布图略去 ∀

≠ 陈毓川 等 编写 中国成矿体系与区域成矿评价成果报告 下册 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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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矿床 在早第三纪则转移到在中国东部的江西 !安

徽 !山东及江汉盆地 !南襄盆地等处形成许多大型 !

超大型的石盐 !石膏 !天然碱等矿床 江西的清江 ∞ !

湖北的应城 ∞ !山东的枣庄 ∞ 和大汶口 ∞ !河南的

吴城 ∞ 等 而晚第三纪至第四纪的盐湖矿床则转

移到了华北 山西运城 ± !内蒙古的吉兰泰 ± !察

干里门诺尔 ± !新疆哈密七角井 ± !青海察尔汗

± 并进一步转移到青藏高原的腹地 扎布耶等现代

盐湖 ∀

属于中新生代成矿体系的矿床成矿系列在数量

上要比太古宙 !元古宙和古生代成矿体系多得多 其

中已经识别出的成矿系列中生代印支期 个 燕山

期 个 新生代 个 ∀

综上所述 中国成矿体系是中国各个地质历史

时期成矿作用的最终结果 ∀上述 个次级的成矿体

系是以其主体构造成矿环境划分的 但它们之间具

有依次演化的关系 难以划分出绝对的界线 ∀由于

前寒武纪构造与成岩 !成矿结果保存程度相对较差

因此要恢复原来的面貌有较大困难 对那个时期的

成矿体系目前只能是一个粗的轮廓 特别对板块构

造运动及其成矿作用的起点及在元古宙时起到多大

作用 尚难以确定 ∀但从整个地质历史演化过程的

地质构造与成矿事实看 在中国分出上述 个成矿

体系的形成阶段是符合实际的 ∀

应当指出 由于中国地质构造复杂 演化历史曲

折 各地区工作程度差别很大 笔者的认识水平也有

限 因此 对于中国成矿体系的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

段 还有很多问题尚未揭示 已有的认识也不全面

本文旨在抛砖引玉 缺点错误在所难免 恭请读者批

评指正 ∀

致  谢  在成矿体系的研究过程中 参阅了参与

/ 中国成矿体系与区域成矿评价0项目各专题及各省

自治区 地勘局等单位编写的科研报告 限于篇幅不

一一罗列 在此对裴荣富院士 !任纪舜院士 !汤中立院

士 !翟裕生院士 !常印佛院士 !沈保丰研究员 !朱裕生

研究员及陈平 !刘德权 !朱安庆 !伍广宇 !邵和明 !艾宪

森 !黄香定等众多高级工程师的支持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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