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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系列的缺位问题及其在成矿预测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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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燕山地区找矿实践中，应用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和分析方法开展了成矿预测研究，提出了成矿

系列缺位概念，其含义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依据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经对该区地质演化历史、矿床形成地质环

境、成矿作用、成矿物质、矿床时空分布规律、成矿系列模式、成矿体系的系统研究后，确定的成矿体系中各个序次的

成矿系列在空间、时代、矿床类型、成矿元素（矿种）等方面应当存在而尚未被发现的部分。并把成矿系列缺位分出<
个类别，即成矿系列空间缺位、成矿系列时代缺位、矿床类型缺位、矿床成矿元素（矿种）缺位。对运用成矿系列缺位

概念进行成矿预测时应重点研究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列举了成矿系列缺位预测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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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系列的概念最早于:;<=年由法国地质学

家)(>-3$-5初步提出（郭文魁，:;;:），?<世纪@<
年代中国地质学家程裕淇、陈毓川等在研究宁芜玢

岩铁矿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

（程裕淇等，:;@;）。矿床的成矿系列（简称成矿系

列）概念经过二十多年持续不断的研究!，其学说思

想日趋丰富成熟，已成为中国地质学家创立的，应用

于矿床的形成、时空分布、预测研究，指导矿床勘查

实践的矿床学理论体系。

成矿系列学说思想是将在一个区域中与某一地

质成矿作用有关的，在空间、时间、成因上有联系的

一组矿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当在一个地区

找矿时，在详细研究区域地质构造背景的基础上，首

先运用成矿系列概念对该区的成矿环境、控矿因素、

成矿作用和可能出现的矿床类型进行全面的分析和

认识，进而依据已知矿床，寻找未知矿床，达到扩大

找矿思路，明确找矿方向的目的!。

笔者在燕山地区开展矿产资源评价过程中，应

用成矿系列、成矿体系理论对该区的区域成矿体系

和找矿方向进行了研究，对成矿系列的缺位问题进

行了初步探讨，并运用成矿系列缺位概念，在全面分

析地物化遥综合信息的基础上，对该区开展了成矿

预测。本文就其研究成果作一介绍，以此促进成矿

系列理论在矿产勘查中的应用。

: 成矿系列缺位概念的提出

矿床成矿系列是指在一定的地质构造单元和一

定的地质发展阶段内，与一定的地质成矿作用有关，

在不同的成矿阶段（成矿期）和不同的地质构造部位

形成的不同矿种、不同类型并具有内在成因联系的

矿床的自然组合体系（陈毓川等，:;;A）。

成矿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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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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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括了在此空间范围内所构

成的各个成矿系统及其相互关系（陈毓川等，?<<B）。

大陆成矿体系乃属矿床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构筑成

矿体系的矿床的成矿系列应包括B个序次（或层

次），即矿床成矿系列组合!矿床成矿系列组!矿床

成矿系列!矿床成矿亚系列!矿床类型式!矿床。

成矿系列缺位的概念应表述为：在一定的区域

内，依据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经对该区地质演化历

史、矿床形成地质环境、成矿作用、成矿物质、矿床时

空分布规律、成矿系列模式、成矿体系的系统研究

后，确定的成矿体系中各个序次的成矿系列在空间、

时代、矿床类型、成矿元素（矿种）等方面应当存在而

尚未被发现的部分。

自矿床成矿系列概念被提出，人们就重视对矿

床形成的成矿环境及矿床时空分布规律的综合研

究，同时也应用了成矿系列缺位理念进行了矿床成

矿预测。成矿系列缺位预测不仅是成矿系列研究的

重要内容，也是成矿系列研究应用于地质找矿的最

终归属。成矿系列缺位预测是运用矿床的成矿系列

和成矿系列缺位概念对矿床进行预测，指导地质找

矿的一项工作。

? 成矿系列缺位类别

成矿系列缺位类别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可划分为

A种缺位。

（:）成矿系列空间缺位：指在具有特定成矿地

质环境的地质单元（或区带）内，依据矿床的成矿系

列概念，推测在特定的空间部位应当存在于成矿体

系中某一序次的成矿系列，而目前该成矿系列则尚

未被发现。

（?）成矿系列时代缺位：指在具有特定演化历

史 的地质单元（或区带）内，依据矿床的成矿系列概

! 陈毓川，常印佛，汤中立，等C?<<AC中国成矿体系与区域成矿评价成果报告C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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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某一地质演化历史过程中的某一时代或阶段，

成矿体系中应当形成的某一序次的成矿系列，而目

前该成矿系列尚未被发现。

（!）矿床类型缺位：指在具有特定地质条件和

成矿作用的地质单元或区域内，依据矿床的成矿系

列概念，矿床成矿系列中应当形成的一系列矿床类

型式（或矿床类型式中包括的多种类型矿床）中，某

一种或多种矿床类型式或矿床类型尚未被发现。

（"）矿床成矿元素（矿种）缺位：指在具有特定

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背景的成矿地质单元或区域

内，依据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矿床成矿系列中矿床

类型式或矿床类型中应当存在的多种元素（矿种），

其中一种或多种元素（矿种）尚未被发现。

四种类别的成矿系列缺位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一般说来，成矿系列空间缺位和成矿系列时代缺位

包括了成矿系列分类系统中各个序次成矿系列的缺

位，主要用于研究较大尺度区域的矿床成矿系列缺

位；矿床类型缺位、矿床成矿元素（矿种）缺位是成矿

系列分类系统中低序次缺位，主要用于研究较小范

围内矿床成矿系列的缺位。四种类别的成矿系列缺

位既是成矿系列研究中一个问题在不同角度的反

映，又是矿床成矿系列概念中强调的四个“一定”（四

要素），即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地质构造单元、一

定的地质成矿作用和具有一定成因联系的一组矿

床）内涵的全面反映。

! 成矿系列缺位预测重点研究的内容

成矿系列缺位预测是成矿系列缺位概念在矿产

勘查中的具体运用，是成矿系列缺位研究的主要目

的，是运用理论指导找矿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成矿

系列缺位研究中应当充分运用当代基础地质学理

论、成矿理论及成矿系列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

地质历史演化的角度研究成矿地质环境、成矿控矿

因素、成矿规律，弄清成矿体系中各系列序次的内在

联系，建立成矿系列模型，构建成矿体系。这些即是

开展成矿系列缺位预测的前提。

笔者在应用成矿系列理论进行燕山地区区域成

矿体系及找矿方向研究中，较好地运用了成矿系列

缺位概念开展了成矿预测，划分了成矿区带，指出了

找矿远景区和靶区（毕伏科等，#$$%），收到了良好的

找矿效果。找到大型矿床#处，中型矿床#处，具有

较好找矿前景的矿床（化）点&$余处。

!’" 地质历史演化研究

成矿体系中的成矿系列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和选择性集中的倾向。从地质历史演化角度研究

其在空间、时间上的变化情况，找出其规律性，可为

成矿体系的建立、成矿体系中各个成矿系列序次间

的划分对比提供依据。燕山地区区域成矿体系的主

要成矿期集中在中新太古代、中新元古代、晚古生代

和中生代"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形成的成矿系列

序次各不相同，在空间上呈有规律的展布。中新太

古代形成的沉积变质成矿系列，主要分布在太古宙

变质陆核中。中新元古代形成的稳定沉积型成矿系

列主要分布在太古宙陆核边缘裂陷构造带中。古生

代形成的与岩浆作用有关的成矿系列主要分布在东

西向构造成矿带上；与沉积作用有关的成矿系列主

要分布在海陆交互相内陆沉积盆地中。中生代形成

的与岩浆作用有关的成矿系列既受北北东向构造成

矿带控制，也受东西向构造成矿带制约，与板内造山

活动带关系密切；与沉积作用有关的成矿系列主要

分布在裂陷盆地和火山(沉积盆地中。

!’# 地质事件的研究

成矿作用与地质事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0），从本质上说矿床或成矿系列是地质事件的

产物。在漫长地质演化历史过程中，矿床的富集、形

成、保存、破坏、改造以及空间位置的变化，成矿物质

组分的改变等均是地质事件的结果。它们遵循一定

的地质事件发展演化方向。在研究清楚地质事件的

性质和规律时，成矿体系中的成矿系列就很容易被

掌握。概括地说，燕山地区 地 质 历 史 经 历 了 活 动

（1-(23&）—稳定（23#(24）—活化（板内造山 )4(54）

三大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内都有重大地质事件发生。

在不同地质单元内形成了与地质单元性质相匹配的

成矿系列。如燕山地区迁西陆核在地壳活动（陆核

形成）阶段经历了陈台沟、迁西、阜平、五台等"期构

造变质事件，形成了丰富的沉积变质铁矿床，事件强

度和性质的差异，使矿床的规模、数量相差很大。迁

西期、阜平期铁矿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而仅经历了

五台期构造变质事件的内蒙地轴，形成的沉积变质

铁矿床规模小，数量也少。

!’! 成矿环境分析

地质环境是某一地质历史时期各种地质作用形

成产物的综合反映，是随时间而变化的。成矿作用

是构成地质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朱裕生等，&..6）。

因此，从地质历史角度分析研究区内地质环境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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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从空间角度研究地质单元间成矿环境的异同，对

于划分成矿系列、构建成矿体系、研究成矿系列缺

位、进行成矿系列缺位预测是十分重要的。如中新

元古代燕山地区处于相对稳定的大陆发展阶段，为

陆表海和滨浅海沉积环境，但东、中、西三部分的沉

积环境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分别形成了不同类别的

成矿亚系列。中部沉积了巨厚的海相陆源碎屑岩和

碳酸盐岩；东部形成了与长城系高于庄组碳酸盐岩

有关的铅锌硫成矿亚系列；西部在早期为一浅水盆

地，接受海相陆源碎屑沉积，形成与长城系串岭沟组

砂岩、粉砂质页岩有关的沉积型铁锰成矿亚系列。

!!" 成矿控制因素研究

构造运动、沉积作用、岩浆活动、变质作用等内

外营力地质作用均是成矿作用的控制因素，研究它

们各自对成矿作用的贡献大小、控制程度、表现形

式、时空演化及其内在联系，应是成矿系列缺位研究

的最基本的内容。

（"）构造：应从构造性质、产出形式、规模、类

型、区域特征、深部特征、控制因素、发展演化规律对

其进行研究，进而研究其对矿床的控制作用。如燕

山地区东西向深大断裂演化历史长，具继承性特点，

即控制着与前中生代形成的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

铁钒钛磷矿床，也控制着与海西期、燕山期形成的碱

性杂岩、中酸性岩有关的金矿床；北东向断裂则控制

着与燕山期形成的中酸性岩有关的金银铜铅锌铁矿

床。冀东地区沉积变质铁矿向形构造有利于成矿。

（#）地层：地层是沉积环境的客观记录，其物质

组成、产出状态、组合形式及后期改造等均可影响到

成矿系列的形成。如燕山地区中新太古宙海底火山

喷发沉积地层中含有大量从深部带出的铁质，经区

域变质变形作用，形成太古宙特有的沉积变质型铁

矿。在石炭纪—二叠纪内陆盆地滨浅海沉积环境条

件下，形成的滨海$海陆交互相沉积地层中产出铝、

煤等沉积矿床。从而可以看出，对沉积建造、地层岩

性、沉积相、古地理环境的研究也是成矿系列缺位研

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岩浆岩：岩浆岩的来源、成分、类型、产状、

就位机制及围岩环境的不同所形成的矿床类型、矿

床规模、元素组合也不可能相同，即成矿系列不同。

如燕山地区与壳源型中酸性岩浆岩有关的矿化组合

为&’$&($)’，与壳幔混源型中酸性岩浆岩有关的矿

化组合为*+$)’$,-$./$01$&’$&(。因此应加强研究

岩浆岩的物质来源、物质成分、挥发分、时代、期次、

产状、就位机制、围岩类型，成因类型、形成时的物理

化学条件、所处的地质构造环境等控制岩浆矿床成

矿的重要因素及它们的内在联系。

!!#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条件分析

在漫长的地质演化历史中，由于地球物质的不

均匀性和构造运动的不均衡性，在地球物质的循环

过程中各地质单元的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条件是不

断变化的，所以在不同地质历史时期、不同空间形成

的矿床元素组合、成矿系列及其它特征有明显的不

同，但却有一定的规律性。

燕山地区太古宙是一个地壳厚度薄，地热梯度

大，火山$岩浆活动强烈而频繁的时期（伍家善等，

"223）。在逐步形成和增生的陆核范围内，以与基性

火山$沉积作用有关的铁硅质建造矿床最为重要（沈

保丰等，#445），与基性火山岩有关的铜多金属矿床

也多有产出，空间上主要分布在变质基底隆起区。

古元古宙地壳已出现稳定区与活动区的明显分

异。前者主要是一些范围较广、厚度较大，相对稳定

的陆块，后者为大量发育的裂陷槽及古裂谷。条带

状硅铁质建造在其中继续发育，但它们不与大量的

火山岩伴生。中元古代以后，由于大气圈与水圈中

自由氧的增加，使得这类矿床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

主要是在浅水盆地形成的赤铁矿$菱铁矿矿床。如

正常沉积的铁、锰矿床成矿亚系列宣龙式铁矿床。

古生代地球表面氧气增多，气候湿润，温度增高，生

物大爆发，是沉积矿床成矿系列最为发育的时期，与

海陆过渡相沉积岩有关的*+、&6、煤、油页岩、黄铁

矿、耐火粘土、高岭石矿床成矿系列占绝对优势。

某一地质单元的地球化学条件影响着该区矿床

的种类。燕山地区属于大陆型硅镁$硅铝地壳，即花

岗岩 厚 度 大 于 玄 武 岩 厚 度（河 北 省 地 质 矿 产 局，

"232），该地球化学块体中元素的分布以*+、&’、./、

01、&(、)’、,-较丰富，使该区成矿作用表现为以与

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的铁、铜、钼、铅、锌、金、银等矿

床的成矿作用为主，与基性、超基性岩浆活动有关的

铁、钒、钛、磷、铂族等矿床的成矿作用仅分布在深大

断裂带上，与酸性岩浆活动有关的钨、锡、稀有金属

等矿床的成矿作用表现微弱。

!!$ 成矿系列划分、模型建立及成矿体系构建

成矿体系内的成矿系列据其在时空四维域中演

化历史、分布规律和内在联系，可分出不同序次。各

序次成矿系列都有其独特的模型。

一个完整的矿床成矿系列模型，不仅可以反映

3%7 矿 床 地 质 #445年

 
 

 

 
 

 
 

 



出一个地区内一组矿化与矿床形成的地质构造背

景、成矿环境、控制因素和时空演化规律，还可以反

映出该组矿化与矿床在一定地质历史发展阶段中的

地质演化、成矿作用及其成矿规律（裴荣富，!""#）。

成矿系列的划分过程其实质是对矿床的成矿系列形

成时代、成矿环境、地质成矿作用及矿床自然组合的

认识过程。认识和掌握它们可有效地进行成矿预

测，开展矿产评价。所以，建立成矿系列模型是进行

成矿系列缺位预测的关键所在。

成矿系列内部结构包括其物质结构、空间结构

和时间结构。物质结构应反映矿床的物质组分，矿

化强度和矿床规模，矿床（化）类型的多样性和矿床

类型的过渡性，成矿元素和成矿强度在不同矿床类

型中的分配和互补性。空间结构应反映矿床、矿床

的成矿系列空间分布规律性，矿化网络中各类矿床

的发育程度、空间关系、先后关系、成因联系及改造

情况。时间结构应反映成矿强度、成矿组分和矿床

类型在时间上的变化，控矿要素随时间的演变，成矿

过程的阶段性，各矿种、矿床类型和成矿作用的时间

关联性。

通过成矿系列的划分、内部结构分析、模型建

立，最终从地质历史演化角度，从研究区整体角度构

建成矿体系，进而应用成矿系列缺位概念开展系统

性成矿系列缺位预测。

$ 成矿系列缺位预测应用实例!

燕山地区位于古亚洲成矿域和滨西太平洋洲成

矿域的交汇处，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陆块，早前

寒武纪变质基底发育，地质历史演化漫长，地质构造

复杂多样，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矿床

类型独具特色，是划分成矿系列、建立成矿体系和应

用成矿系列缺位理论进行矿床预测最具有代表性的

地区之一。

!%" 成矿系列空间缺位的预测实例

与燕山早期中酸性岩有关的铜钼铅锌铁金银矿

床成矿亚系列产于燕山裂陷带（"级）兴隆&宽城拗

陷成矿区（#级）内，赋矿地层为遵化岩群&红旗营子

岩群变质岩系、长城系&蓟县系碎屑岩&碳酸盐岩类地

层。岩浆岩主要为燕山早期岩浆多次侵入活动的产

物，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燕山早期第二、第三阶段，

形成以’(、)*、+,、-.、/0、1(、12元素为主的斑岩

型、接触交代型、热液型等不同成因类型的矿床。为

燕山地区中生代成矿体系中一个矿床成矿亚系列。

该亚系列包括3个矿床类型式，即小寺沟式、寿王坟

式、洒河桥式、铧尖式、峪耳崖式、长城式。该亚系列

产出的地质成矿环境为变质基底陆块边缘及滑脱断

裂构造带上，有燕山期花岗岩、花岗斑岩，岩体围岩

为长城系、蓟县系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及太古界变质

岩。在成矿地质环境大致相同的涞易成矿区，按成

矿系列理论分析，该区中生代成矿体系中应有与燕

山早期中酸性岩有关的铜钼铅锌铁金银矿床成矿亚

系列存在。以往的地质勘查仅在该区变质基底陆块

边缘发现了小寺沟式、寿王坟式、铧尖式矿床，而在

其东部滑脱断裂构造带中还有燕山期花岗岩、花岗

斑岩，长城系、蓟县系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及太古界变

质岩地层分布，按照成矿系列空间缺位概念预测应

有峪耳崖式、长城式金矿床存在，经部署地质工作发

现了易县孔各庄、柴厂金矿床，已控制的矿床规模为

中型，资源远景达大型。

与峪耳崖式金矿成矿地质环境大致相同的龙关

变质基底陆块南东处的滑脱断裂构造带中怀来县颜

家沟一带，有燕山期花岗岩、花岗斑岩，长城系碳酸

盐岩分布；与峪耳崖式金矿成矿地质环境相似的冷

口—擦崖子中元古代裂陷槽内青龙县二拨子东沟一

带，有燕山期花岗岩、花岗斑岩，长城碎屑岩分布。

按成矿系列空间缺位概念预测应有峪耳崖式金矿存

在（图!），经部署地质工作，发现了中型或小型金矿

床，金矿资源远景可达大型。

!%# 成矿系列时代缺位的预测实例

燕山地区自印支期就受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影

响，由稳定的增生型陆壳转化为活化型陆壳，开始板

内造山。构造运动以伸展为主，并伴有比较强烈的

岩浆活动。岩浆岩常沿窗棂式构造接点（即东西向

继承性构造和新生的北北东向构造交汇处）及其附

近上侵，岩浆岩岩性由以前的幔源基性、超基性岩转

变为既有幔源基性、超基性岩，但更多为壳源中酸性

岩。岩浆成矿作用由基性、超基性岩浆成矿!中酸

性岩浆成矿，成岩成矿物质来源从幔源!壳源为主，

成矿元素由/0、+、4、56、76!)*、’(、1(演变。按

照成矿系列理论分析，该区的印支期成矿系列应存

在一个从幔源!壳源演变的与基性、超基性、中酸性

! 毕伏科，肖文暹%陈华山，等%899#%燕山地区区域成矿体系及找矿方向研究%河北省地质调查院%!$:页（内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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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燕山地区成矿系列空间缺位预测图

!—第四系松散沉积物；"—侏罗系—白垩系火山#沉积岩；$—中上元古界海相沉积岩；%—太古界变质岩；&—花岗岩；

’—花岗斑岩；!—己知金矿；"—预测的金矿

()*+! ,-./012)3*/.-45#614-7)13#8-4-3491:705;57-661*53)4/5<)5/)3=-3/0-3<5*)13
!—>?-75<3-<9611/5/5@);537/；"—A?<-//)4#B<57-451?/8164-3)4<14C-3@/5@);537-<9<14C；$—,)@#D..5<E<175<1F1)4;-<)35

/5@);537-<9<14C；%—G<405-3;57-;1<.0)4<14C；&—H<-3)75；’—H<-3)75.1<.09<9；!—H16@@5.1/)7；

"—I3:5<<5@*16@@5.1/)7

岩浆岩有关的磷铁钼金矿床成矿系列。在以往偏碱

基性、超基性岩中发现铁磷矿的基础上，根据成矿系

列时代缺位概念预测，在东西向继承性构造和新生

的北北东向构造交汇处及其附近应有与中酸性侵入

岩有关的钼、铜、金矿床存在。经赤城县三道营一带

开展地质找矿工作，发现了金铜矿。在丰宁风山一

带获得了钼矿找矿线索。

!+" 矿床类型缺位的预测实例

隆化县北岔沟门矿区位于张北#丰宁成矿区（#
级）中的上黄旗#半截塔岩浆岩带成矿区（$级）内，

是!J"K万水系沉积物G/!&、G/!’异常分布范围，两异

常规模较大，G/!&异常元素组合为G*#EL#M3#B?#,1#
G?，G/!’异常元素组合为G?#G*。该区南西有燕山

期花岗岩、花岗斑岩，出露的地层为上侏罗统张家口

组，岩性为粗安质熔结晶屑凝灰岩、酸性熔岩和碎屑

岩，深部有新太古界红旗营子岩群变质岩。该区经!
J!万激电和!J"+&水系沉积物测量共圈出N处综合

异常，自南西!北东异常主元素依次为 ,1、B?!
B?、EL、M3!EL、M3、B?、G*!G*、G?。依据成矿地质

条件和岩浆热液成矿演化规律，该矿床成矿系列的

矿床类型应依次为斑岩型!裂隙脉状充填型!蚀变

岩型，矿种应依次为铜钼矿!铜铅锌矿!铅锌银矿

!金银矿。目前&、’号异常已发现了EL、M3矿体，

O、%号异常发现了B?、EL、M3矿体，成矿类型为裂隙

脉状充填型，控制铅锌资源量OK万吨；"号异常经钻

孔验证在化岗斑岩体中发现了,1、B?矿（化）体，有

两层矿,1品位达K+K’&P，厚度分别为!+%K;和

’+!K;；N号异常发现了G*、G?矿（化）体。从矿床

类型和矿床成矿元素（矿种）缺位分析，预测"号异

常存在着斑岩型铜钼矿、N号异常存在着蚀变岩型金

银矿（图"）。该区EL、M3、B?、,1、G*、G?资源潜力

大，目前正在按照此预测成果开展矿产评价工作。

涞源县镰巴岭铅锌铜金银多金属矿田位于涞易

成矿区王安镇岩体北侧，矿床的形成与王安镇酸性

杂岩体密切相关（许洪才等，"KK’），矿田已发现了接

触交代型铁铜矿、裂隙充填型铅锌矿，从成矿系列理

论分析，矿田内从岩体向外，由南到北矿床的成矿温

度应有从高温!中温!中低温；矿床类型应为斑岩

型!接触交代型!裂隙充填型!蚀变岩型；成矿元

素应为B?!(5、B?!EL、M3、B?、G*、G?!G*、G?演

化趋势。依据矿床类型缺位概念预测，在矿田南部

花岗斑岩中应存在斑岩型铜矿，北部应存在蚀变岩

型金矿。目前北部已发现了蚀变岩型金矿床，并正

在花岗斑岩体中寻找斑岩型铜矿床。

!+! 矿床成矿元素（矿种）缺位的预测实例

承德县寿王坟铜铁金矿床是与晚侏罗世白旗火

山旋回晚期岩浆侵入形成的沿寿王坟破火山口中部

侵位的石英闪长岩#石英二长岩杂岩体有关的多金属

K%O 矿 床 地 质 "KK’年

 
 

 

 
 

 
 

 



图! 北岔沟门矿区矿床类型、成矿元素（矿种）缺位预测图（据资助项目实际资料编）

"—第四系松散沉积物；!—侏罗系张家口组酸性火山岩；#—正长斑岩；$—燕山期花岗岩；%—海西期花岗岩；&—断裂及编号；

’—矿体；(—激电异常及编号；)—隐伏岩体；"*—矿床类型和成矿元素

+,-.! /012345,6-78142,99:1820674;8<=4;>,6-8?8>869?4@09,46<A0@06@:,6938B8,@30-4C>864;87,29;,@9
"—DC098;60;:?4428287,>8692；!—E@,7A4?@06,@;4@F4=GC;022,@H306-I,0F4C+4;>09,46；#—J;93413:;8；$—K062306,06-;06,98；

%—L8;@:6,06-;06,98；&—+0C?9067,9228;,0?6C>M8;；’—J;8M47:；(—N8413:2,@0?064>0?:067,9228;,0?6C>M8;；

)—L,7786;4@FM47:；"*—O8142,99:180674;8<=4;>,6-8?8>869；"*—O8142,99:180674;8<=4;>,6-8?8>869

矿床。岩体的南西侧分布有中元古界雾迷山组燧石

条带白云岩。已发现的/4矿体赋存在接触带的岩

体一侧，+8、PC矿体主要赋存在矽卡岩带内，QM、H6
矿赋存在在接触带外侧燧石条带白云岩构造裂隙

中，其南侧有"R!*万水系沉积物金异常存在，按照

岩浆成矿作用演化模式和成矿系列理论分析，应存

在EC成矿元素（矿种）缺位，预测该异常应为蚀变岩

型或裂隙充填型金矿引起。目前该异常正在查证，

有望发现金矿床。

% 结 论

成矿系列的缺位问题及其在成矿预测中的应用

研究自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全面系统提出之日即已

开始，但开展系统的研究仅是近期才引起人们重视。

本文根据在燕山地区找矿实践中应用成矿系列理论

开展成矿预测中的体会，提出了成矿系列缺位概念，

并对其含义作出了界定，讨论了成矿系列缺位的类

别，分析了开展成矿系列缺位预测应重点研究的内

容，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较好找矿效果。研究思路、

方法可供在矿产预测和矿查勘查中应用。

成矿系列缺位及其在成矿预测中的应用研究是

成矿系列、成矿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理论和

方法上开展深入研究，将会更大地发挥成矿系列理

论在矿产勘查中的应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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