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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加强主要矿床类型的“建模立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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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矿床学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众多的矿床被发现、开发和利用，一个相对完善的矿床学体系也

已初步建立，成矿系列、成矿系统、成矿体系、成矿谱系等一批成矿理论成为我国矿床学研究的代表和特

色，其所具有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不言而喻。但同时我们也会常常感到困惑，我国的矿床学研究与世界矿床

学研究前沿相比，究竟处于什么水平？为何在世界矿床学研究领域中，我国矿床学研究的成果和经典案例，

真正具有立典意义的寥寥无几，能够像斑岩铜矿、卡林金矿、密西西比铅锌矿那样为别国他人广泛承认和

广为应用，并由此带来全球性找矿突破的重大研究成果和经典案例更是极为罕见或者说没有。这也许应是

地学研究领域令人发馈的钱学森之问。笔者认为从方法论角度，必须正视我国矿床学研究与世界矿床学研

究领域中先进水平的差距。并潜心找出造成这种差距的内在原因，才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甚至形成后

发优势。 

回顾我国的矿床学研究历史不难发现，思维上的局限性和简单化是束缚我国的矿床学研究的一大顽疾

和主要弊端，尽管在不同时期，表现特征各不相同，但从方法论上其却有着内在的共性实质。尽管我们矿

床学研究的国际化视野在不断扩大和增强，但却常常学表象而弃实质，偏离正确的研究路径，陷入“东施

效颦”和悖论的泥淖和误区。例如，不同时期风涌而起的成矿物质来源研究、成矿模式研究、成矿年代学

研究、成矿系列研究和成矿谱系研究等，相关项目多如牛毛，相关文章铺天盖地，一、二个数据发表一系

列文章，公说公的，婆说婆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结果是所有矿床都成了成矿物质多来源，成矿过程

多阶段的多因复成矿床；所有矿床都是一矿一模，甚至一矿多模；一个研究区划分出几个、甚至十几个成

矿系列或成矿谱系。偏离了这些理论建立的初衷和实质。尤其近年来，尽管投入愈来愈大，项目、成果、

获奖和文章愈来愈多，但真正具有立典意义的却寥寥无几，与国际先进水平渐行渐远，与解决具体找矿问

题的迫切需求渐行渐远。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客观上的政策导向和主观上思路的局限性和简单化。 

其实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的矿床学家就曾先后根据我国矿床地质特征和成矿特点提出过宁芜玢

岩铁矿、赣南五层楼钨矿等具有“立典与建模”意义的新概念和新认识，几乎与国际上刚刚兴起的斑岩铜

矿、MVT 型铅锌矿等的典型成矿模式研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其后我国的矿床学者又提出过秦岭型和扬子

型铅锌矿等概念和认识。但遗撼的是提出者未能将其进一步深化，受传统观念和陋习束缚，响应者和推广

应用者寡，使得这些新概念、新认识、新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推广而被束之高阁。 

1  世界矿床学研究的成功经验及主要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况是他山之玉。相比之下，国外先进国家成矿学与勘查学研究的主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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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和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重视和加强主要矿床类型的“建模立典”研究。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我国几个主要成矿理论的哲学内核与方法学基础大同小异，无一不侧重于区

域层次上的宏观思辩分析，侧重于不同类型矿床之间内在成生联系的判别分析，侧重于目前尚处于测不准

阶段的成矿物源和年代学分析；而恰恰忽略了主要矿床类型中典型矿床的深入剖析和立典式研究，从而使

得成矿系列、成矿系统、成矿体系、成矿谱系等成矿理论缺少必要的“基石”支撑。相比之下，国外美、

澳、加、俄等成矿学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与我们却有着明显不同的研究思路和路径：他们更侧重于将注意

力集中于主要矿床类型，将其放入构造（背景）、建造（环境）中进行深入的实证性研究，即进行主要矿

床类型中典型矿床的深入剖析和立典式研究。侧重于典型模式的典型意义及普适性应用。从方法学角度，

格物穷理，并非要格尽天下所有之物，但于一物上穷尽，其余类推。这是矿床模式研究的本义和精髓。 

2  重视和加强主要矿床类型的“建模与立典”研究 

学习和借鉴国外成矿学与勘查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和成功经验，首先要使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研究思路回

到正确轨道上来。重视和加强主要矿床类型的“建模立典”研究，核心是要抓主要类型，攻关键问题。主

要矿床类型的立典研究属于地质立典范畴。就是对一个典型成矿区中主要矿床类型，通过深入调查研究，

取足证据，概括出其本质性规律和模式，为找矿工作提供范例和标准。加强主要类型矿床的立典性研究，

也是发展具我国特色的区域成矿学理论的基石。新一轮矿产勘查能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主要类型矿床立典研究的程度和对成矿规律认识的深度。因此，加强主要矿床类型的“建模立典”

研究，是促进成矿理论与矿产勘查重大突破的一项带有战略性的任务。 

重视和加强主要矿床类型的“立典与建模”研究，做为国外矿床学研究领域的一条非常成功的经验，

其核心是选准主要矿床类型，选好具有典型矿床发育的典型地区，进行基地型的“立典与建模”研究。从

世界范围看，主要矿床类型是指那些符合“低品位、大吨位、易采选”原则的矿床工业类型。从方法学角

度，格物穷理，并非要格尽天下所有之物，但于一物上穷尽，其余类推，这才是矿床模式研究的本义和精

髓。尽管具体矿床的形成与分布具有区域性特征，但矿床学研究应该具有国际化视野。真正的成矿规律总

结应该具有普适性。如斑岩铜矿、卡林金矿、密西西比铅锌矿那样。 

要盖高楼，先夯实基础。重视和加强主要矿床类型的“建模与立典”工作，是深化成矿学研究，提升

矿床学水平的最有效路径。尤其当前随着找矿对象的转变和找矿难度的增大，更迫切需要成矿理论的发展，

找矿思维的优化和成功经验的借鉴。经过近百年找矿实践和科学研究的丰富积累，我国的矿床学研究已站

在一个较高的发展平台之上，正处于突破之前的“瓶颈”阶段，只要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研究思路回到正确

轨道上来，相信我国的矿床学研究一定会在世界矿床学研究领域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重视和加强主要矿床类型的“立典与建模”研究，并非是要否定我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成矿系列、

成矿系统、成矿体系、成矿谱系等我国矿床学的特色研究，而是希望中、西方两种研究思路的交汇融合，

在继续注重系统、综合、整体研究的同时，重视和加强主要矿床类型的“立典与建模”研究。这也是夯实

成矿系列、成矿系统、成矿体系、成矿谱系研究基础，提升成矿系列、成矿系统、成矿体系、成矿谱系研

究水平的不二路径。笔者相信，研究思路上的变革与优化，中、西方二种研究思路的交汇融合，不仅会让

我国的矿床学研究尽快回到一条正确的轨道上来，而且一定会促进我国的矿床学研究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

层楼，取得令世界瞩目的高水平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