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  床  地  质 
2010年                                    MINERAL DEPOSITS                             第 29卷  增刊 

 

 

再议隐（盲）矿床的分类和深部预测找矿 

胡如权 1，朱裕生 2，梅燕雄 2，董建华 2
 

（1 四川里伍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九龙  626200；2 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037） 

 

20 世纪末我们将隐（盲）矿床分为五类，2008 在安徽全国深部找矿工作会议上又将隐（盲）矿床分

为四大类十一亚类。经近几年的勘查实践，在深部找矿预测和深部勘探工作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也

显示某些方面的不实之处。根据当前勘查新资料和成矿新理论对它做补充、修改，再进行实践，有可能形

成与我国矿床产出实际较为接近而实用的分类方案，指导我国深部矿产资源潜力预测和深部勘探工作。 

原地质矿产部极度重视隐（盲）矿床的预测和找矿工作，纳入部的工作计划，在 1985 年地矿部太原

普查会议上，根据第一轮成矿远景区划成果提出：“我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和西部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今

后主要面临向深部进行寻找隐伏、半隐伏和难以识别的矿床”，“地质研究程度较高的地区，找矿工作主

要转入寻找隐伏矿、半隐伏矿、难以认识的矿、新类型矿及探索新的找矿领域”。太原会议所制定的“新

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方针、政策，为以后的固体矿产普查勘探指明了方向”，使矿产勘查步入深部找矿

预测和开展深部勘查的新阶段，组成十九世纪末地质找矿的新内容，“七五”期间国家科委组织了“中国

东部隐伏矿预测”的专门性科研攻关课题，对隐（盲）矿床分类研究成为重点内容之一。 

隐（盲）矿床在地表没有出露，自身的特征、控矿因素和找矿标志不能直接观察到。但根据当前的成

矿地质理论、地质观察的技术手段和已知矿床的勘查模型（或找矿模型）综合研究是可以识别、对其类型

可以也作出判断(或分类)。对此众多学者和勘查工作者进行长期研究,提出不同分类方案，归纳起来有以下

几方面： 

（1）按矿床出露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划分出覆盖矿床，掩埋矿床、掩覆矿床、隐藏伏或盲矿四类； 

（2）按成因类型划分：① 盲矿床；② 淋滤矿床；③ 分带矿床；④ 削蚀矿床；⑤ 被隐蔽矿体； 

（3）按埋藏方式进行分类：① 盲矿体；② 覆盖盲矿床；③ 埋藏矿体；④ 埋藏盲矿体； 

（4）按矿床的原始特征分类：① 隐伏矿床；② 覆盖矿床（再进一步划分为沉积覆盖矿床、断裂掩

埋矿床、淋滤覆盖矿床三个亚类）；③ 半隐伏矿床（刘家远，2002）； 

（5）根据隐伏矿床形成机制和埋藏情况分类：①准隐伏矿床；②半隐伏矿床；③覆盖矿床；④隐蔽

矿床；⑤盲矿床（梅燕雄，1995）。 

以上列举的几种典型分类的共同点是以矿床埋藏的实际事实进行分类，较直观。但对隐（盲）矿床的

预测找矿和深部勘查来说，提供有效的成矿信息甚少，实用价值有限。例如，我国勘查了大批岩浆型铜镍

矿床，斑岩型铜钼矿床，矽卡岩型铁铜，锡铜矿床，海相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矿床和众多沉积型矿床…等

等，已提供了这些矿床类型丰富的成矿信息，控矿因素和勘查矿床的标志；当代的矿产勘查和矿山开采积

累的矿床资料极为丰富，都已建立了数据库和成矿模式、找矿模型，甚至建立了数字化找矿模式。在这种

条件下，在特定的构造单元和成矿地质背景内有可能应用隐（盲）矿床的成矿标志和成矿信息进行分类。

另外近代成矿学研究认为，成矿有利空间在地下 5～10 km 的深度范围的地壳内进行，这个空间正好是地

壳内力和地球外力作用的地球化学条件的复合场，多种成矿作用在这里发生突变和藕合，使成矿物理化学

条件转折，驱动成矿元素的富集（有些元素分散），促使大量的岩浆型矿床、热液型矿床的形成；或驱动

成矿流体迁移，是大量成矿元素富集和矿床（体）集中分布的有利梯段，有些矿体有可能垂直延伸达 4～5 

km 或更深。现在地表出露的矿集区，可能是这一梯段出露在地表的某一部分，其余部分仍然深埋地下，

出露部分是我们已经勘查的已知矿床和矿产预测的目的物，未出露部分是我们所指的隐（盲）矿床。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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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断隐（盲）矿床的合理分类，纳入深部勘探理论范畴，成为深部勘探的理论依据。这部分矿床的勘

查分类与地表出露矿床的勘查分类有较大区别。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露头矿与隐（盲）矿床最大的区别是

隐（盲）矿床失去找矿信息，也可以认为隐（盲）矿床的直接找矿信息较难辩认，但成矿理论推断基其它

的存在是有地质依据的。 

隐盲矿床（产）有自身的地质和空间分布规律，据此确定了隐（盲）矿床（产）的分类原则： 

（1）隐（盲）矿床（产）的可能成因类型和和推断的四维空间（X、Y、Z、T）分布规律； 

（2）隐（盲）矿床（产）产出的共生规律及矿石矿物的共生组合类别； 

（3）隐（盲）矿床（产）与赋矿围岩地质体的物性，化学性质的差异； 

（4）现代成矿学理论对隐（盲）矿床的成矿作用、埋藏条件和可能的找矿标志的认识、推测和假设。 

根据上述原则：将隐（盲）矿床分为 4 大类 10亚类： 

Ⅰ—成矿标志显著的隐（盲）矿床 

主要与基性-超基性岩浆侵入作用有关的隐（盲）矿床； 

Ⅱ—地质空间分布有规律和成矿规律确定的隐（盲）矿床 

Ⅱ-1，与中-中酸性岩浆侵入作用有关的隐（盲）矿术； 

Ⅱ-2，受特定地层层位（或地质界面）控制和有成因联系的隐（盲）矿床； 

   Ⅱ-3，在特种地质环境中形成的隐（盲）矿床； 

   Ⅱ-4，已知矿床超度延伸的或与它相伴的隐（盲）矿床。 

Ⅲ—成矿标志简接的隐（盲）矿床 

   Ⅲ-1，与酸性岩浆侵入作用有成因联系的隐（盲）矿床； 

   Ⅲ-2，受控特定火山岩类、火山机构控制的隐（盲）矿床； 

   Ⅲ-3，与海相火山喷发作用有成因联系的隐（盲）矿床； 

Ⅳ—现代成矿理论推断的隐（盲）矿床 

   Ⅳ-1，复合成因和成因类型不明（热水、热卤水）的隐（盲）矿床； 

Ⅳ-2，有确定的物质来源推断存在的隐（盲）矿床； 

Ⅳ-3，现代成矿学理论推断的隐（盲）矿床，如矿床成矿系列理论、成矿系列理论、板块构造成理

论推断存在和区域成矿对称分带理论推断的隐（盲）矿床。 

上述分类，继任了矿床成矿作用的类别、反映了隐（盲）矿床自身的特征、展示了隐（盲）矿床在深

部矿产资源潜力预测和深部勘探工作的难易程度，拓宽了预测和勘查思路，为地质找矿大突破提供理论依

据。 

隐（盲）矿床是深部勘探的主要对象。以此为基本出发点，考虑到矿床（体）在深部受控条件各异，

矿床（体）的复变化是多样的，但变化的基本规律是有可能掌握的。在深部矿产资源潜力预测和深部勘探

工作应用，提高了深部矿产资源潜力预测的准确性；将提高深部勘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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