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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中文版“矿床的‘棋盘’分类方案：从铝到锆的

矿物学与地质学”简介

德国约翰内斯古腾堡美因茨大学、宝石材料研究及经济地质学、地质科学研究所的Q"*"2#G,P922博士

集>B年的教学、研究、讲学、野外实践和专业研讨的成果，于@K-K年在“C"*5(8’69$%6$0$E9$L<”（地球科学论

评）第-KK卷发表了长达?@K页的论文“+($‘6($<<71"*#’62"<<9396"591%<6($4$1349%$*"2#$)1<95<：N9%$*"21;F
"%#;$121;F3*14"2=49%=451M9*61%9=4（矿床的‘棋盘’分类方案：从铝到锆的矿物学和地质学）”。该论文对

J>个矿种（组）进行了矿床分类，包含图件>/K幅（含地质剖面、矿石图片、矿物和矿体图像），表格-@K个，参

考文献@>/B篇。该论文对矿床进行了最新的系统性分类，反映了作者对矿床的形成条件和用途等方面的新

认识。论文发表后，在矿床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关科研人员争相报道其科学思路和内容。

该论文的核心是将矿物学和地质学特征以二维坐标轴形式对矿床进行“棋盘”分类，类似于CWHCV电

子表格，以书面形式表述其成矿类型。火成岩、沉积岩和与构造类型以:轴表述，J>个矿种（组）（包括矿物

和元素）以F轴表述。这些矿产类型可进一步细分为矿石矿物、工业矿物／岩石和宝石／观赏石。而有关各种

矿床类型、现行成因模式及成矿动力学中所涉及的地质背景和矿床的时空分布规律等资料，可从文章所引用

的参考文献、图例（含地质剖面、矿石图片、矿物和矿体图像）和图表中获得，而其中的资料又与美国地质调查

局的数据库相链接，使读者可获得更新的年度经济地质信息。通过应用与之相应的矿产资源层序地层的架

构元素，在“棋盘”格上即获得地质学与矿物学之间的关联信息。

论文已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境外地质矿产调查项目组策划翻译、编辑印制，适合矿床地质

学、采矿和冶金、岩石学、矿物学、考古学和采矿史学以及化学等领域的科研人员、教师、大学生与研究生等人

员参考，感兴趣的人员可与赵元艺（K-K8J/...K/?，C4"92：F="%F9M("1@!<9%",614）联系。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聂风军 赵元艺 供稿）

-J@-第>@卷 第J期 熊索菲等：河南小秦岭杨砦峪金矿床成矿流体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