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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研究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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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矿 化是成矿过程的一个阶段 ,研 究矿化对掌捏与发现成矿规律及找矿有重要意义 ,

应引起重视。成矿规律及成矿模式建立在矿床及人们对矿床与成矿过程的认识基础之上 ,随 着后

者的改变而变化 ,因 此具有相对性和主观性一面,理 解这一点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它们为找矿服务。

对矿源岩 (层 )研 究及测试手段和数据的应用 ,作 者认为必须清楚其使用前提 ,应 以地质事实为

基础 ,合 理应用手段、慎重解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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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质学的一门综合学科,矿 床学研究已形成了自己一套方法,并 在吸收相关学科研

究方法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发展。但在习以为常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中,作 者提出了一

些问题加以探讨,以 期对提高学科研究水平有所帮助。

1矿 床、矿化研究的关系

矿床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有百年历史,但 其研究对象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在

我国矿床学教材中把矿床定义为矿产在地壳中的集中产地,即 地壳中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其

含有用矿物资源的质和量,在 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能被开采利用的地质体。显然,无 论作

为产地 (有规模层次之分)还 是地质体 (具产状、规模、物质组成及其富集程度),矿 床本

身研究内容与对象是随着人类的需求不同和经济技术发展而变化的,因 此建立在现在矿床和

研究水平之上的成矿规律也就会发生变化,具 相对性。我们必须从成矿过程自身出发,从 元

素的迁移富集条件及整个过程人手才能掌握规律。

矿床是成矿过程的高级阶段产物,而 这一过程的其他阶段产物就是矿化,或 者可称为准

矿床、胚胎矿。从产出概率来说,矿 化比矿床更易出现,研 究矿床不能不研究矿化,而 这一

研究现在可以说被完全忽略了。

成矿元素富集程度高 (如达工业品位),但 不成规模,或 虽成规模,但 富集程度介于背

景值与工业品位间的过渡态,均 可称为矿化。从成矿元素富集程度及规模范围两方面人手进

行研究,可 以认识矿化的富集、分布规律与矿床形成、分布规律有何异同,对 掌握一些地区

找矿
“
只见星星,不 见月亮

”
、星星与月亮分布关系以及大型超大型矿床分布规律与找矿条

件有重要现实意义。

矿床与矿化的划分是相对的,是 人为地按成矿元素富集规模与程度对同一过程及产物进

行割裂的结果,因 此对矿化深人研究完全有可能改写某些成矿规律,并 且掌握由矿化过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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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的方式、历史与关键控制因素,尤 其是成矿控制因素的藕和及其
“
阀值

”
,对 成矿的多

期性也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2 成 矿规律与成矿模式的相对性

成矿规律是人们对矿床形成、分布客观现象的总结。由于受矿床地质的复杂性、不可逆

性及认识水平的影响,使 总结出的成矿规律具相对性 ,带 浓厚的主观色彩。

矿床本身包含面广,有 不同规模层次和研究内容 ,因 此规律有明显的地域性 ,这 是由矿

床本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造成规律相对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从 对成矿作用的现有认识水平看,在 大多数情况下 ,现 在认为的成矿规律都

不能认为是牢靠的和固定不变的,因 为这些规律是以对地质现象的解释为依据的,而 由于技

术水平、认识角度、指导理论、表述差异 ,甚 至认识 目的不同,从 一组现象可以总结出不同

的
“
规律

”
。如层控铅锌矿床中的重晶石 ,有 人认为与渗滤热卤水有关 ,有 人却认为是地幔

流体活动的产物。因此,这 种在一定条件下归纳出来的规律并非具绝对的客观性。对于不符

合它的地质现象 ,决 不能视而不见 ,或 随便抛弃 ,也 许正是它孕育着新的理论和规律。如果

持一种理论或模式 ,僵 化地去寻找有利于它的证据,反 过来证明理论、模式的正确性 ,或 者

研究仅仅为某一流行的理论、假设寻找一些可以解释的现象和佐证 ,这 种工作是没有多大意

义的,也 使研究工作走上死胡同。同样 ,矿 床研究也不应以提出不同观点为目的,或 以追逐

和占有最新 、最现代的理论和模型为 目的 (D J Hadg∞ n),这 种新潮未必就是进步。归根结

底 ,矿 床研究以客观地质现象为出发点 ,目 的是为了找矿,其 理论的先进与否不在于理论本

身的标新立异。

矿床模式是对某类矿床或一组矿床的成矿过程、成矿机制和成矿规律的高度概括 (陈毓

川等 ,1993)。 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成因模式 ,具 有概括性和解释性 ,是 对客观性更强的描述

性模式 (经验模式)的 成因解释。但无论何种模式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对某类矿床的阶段性认

识 ,这 是一种概括 ,与 具体矿床甚至所总结矿床本身存在差异是必然的。

从认识地质现象到确定找矿标志和矿床勘查的每一步都 自觉不 自觉地受矿床模式支配,

是利用模式进行类 比的过程,而 模式是一种归纳性总结 ,如 前所述 ,它 本身客观性存在限

制。模式可以做指导,但 决非标准。让客观去服从主观形式的东西决不是研究的捷径和方

法,相 反模式应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修正和发展。

3 矿 源岩 (层 )问 题

成矿离不开物质来源,但 是否存在一具体的矿源岩 (层 ),还 是一个问题,不 可能也泼

有必要对每个矿床都要找出矿源岩 (层 )。

成矿物质的聚积是一个过程,有 些过程简单,如 沉积矿床,有 些则是由多阶段不同过程

构成,如 贵金属及有色金属成矿。那么对后者我们界定矿源岩是从哪一步开始,是 矿质直接

提供者还是最初提供者?是 限定在成矿元素本身,还 是涵盖流体及其他伴生元素?它 们往往

并非同源。从现有研究成果看,许 多矿床成矿物质是多源的,研 究最多只能说某一成矿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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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成岩)物 质来源于地幔或下地壳或地壳,再 具体一些就没有什么证据了 (涂光炽,1991)。

矿源岩 (层 )一 般按某岩 (层 )所 含某成矿元素值超过其克拉克值若干倍或通过成矿物

质在成分、同位素某方面的一致或相似性来确定。这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克拉克值高低与是

否真正提供了成矿物质没有必然联系,因 为存在着成矿元素是否易活化和是否经过了活化问

题,这 要结合成矿作用来认识。克拉克值高或低都可以作为矿源岩解释,再 者克拉克值只是

'个 平均值,而 元素分布是不均匀的并存在地域性。要达到工业品位,贵 金属元素要富集上

千倍,初 始值几倍的差别对成矿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测试数据精度不一,对 比或引

用资料时并不虑、在同一精度尺度下进行,这 一切都造成矿源岩研究的困惑。

某岩石 (层 )在 成矿物质成分、同位素等方面与矿床存在相似并不充分证明前者为后者

提供了成矿物质,有 可能是成矿作用造成了这种相似性,如 煌斑岩与某些金矿,在 矿化剂和

成矿元素上都非常相似,但 前者并未成为金矿的主要矿质提供者,而 是二者均为地幔流体活

动的产物。据研究湘黔赋存汞矿的地层,其 高 Hg背 景值与汞矿,均 是由热卤水在成矿时带

人所致 (严均平等,1989)。

除从主成矿元素角度来探讨矿源岩 (层 )外 ,可 从矿质的其他成分如 S、 △O、 CO2、

伴生元素,甚 至成矿系列来探讨物质来源,对 解决一些矿床的物质来源问题倒不失为有效的

途径。

4合 理使用测试手段和数据

在研究成矿条件、时代、矿质来源时常常利用不同的测试手段 ,它 们在解决上述问题方

面功不可没 ,但 在实际应用时存在着不考虑应用条件、过分依赖数据和解释多解性问题。

根据同位素年龄测定原理,只 有当测定对象成因单一,由 放射性母体和子体同位素构成

的体系自它们形成后一致保持封闭,才 能获得真实的年龄,但 这种理想情况在 自然界中并不

多见。大量的非真实的 (其地质意义不明确)同 位素测年数据不仅扰乱了许多地质工作者的

思路,而 且由于不适当地夸大某些非真实年龄的地质意义,在 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野外地质

工作的深人。清楚待测样品的代表性及其地质含义至关重要 ,那 种不加分析随意应用、特别

是引用他人资料的年龄数据来证明论点的正确性是不可靠的。

最近国外有人提出了
“
铅构造

”
模式;中 国地质大学对秦岭、南岭燕山期花岗岩及与之

有关的 Mo、 W铅 同位素作了工作 ,查 明处于同一构造环境中的铅同位素组成相似,而 不同

构造环境 ,即 使成因相同的地质体 ,其 铅同位素组成也不-样 。显然利用同位素组成进行地

质解释有些前提条件仍需要解决。

同样 ,壳 幔各类岩石的稳定 同位素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是不均匀 的。GoIding等

(1987)、 Kerhch(1986)早 就强调碳同位素数据
“
显著的地域性

”
,这 种地域性使之不能用

它作为支持或反对某论点的证据。

与同位素应用一样 ,岩 石成分及微量元素含量变化指标也模式化作为判别标准推广应用

于物质来源或形成环境的判别。这种矿床研究的地球化学方法通过假设一个起点或参考点 ,

通过元素丰度、比值或丰度归一化模式了解测量值和假设的初始值的偏差以推断元素和同位

素的富集与亏损程度,进 而据一般的地球化学原理去推断导致富集与亏损的地球化学或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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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机制。微量元素和同位素领域均是以均一化研究作为基本内涵而建立起来的。这种简化

可使我们很快得到大批资料 ,但 却是以完全可能歪曲或误解实际地球化学过程为代价的 (欧

阳自远等 ,1995)。

从实际利用测试数据情况看 ,现 在研究中最常见的是用稳定同位素组成套用模式 ,研 究

成矿流体结论是早期初生水、晚期有大气水加人 ;研 究成矿结论则是物质多来源 (幔源或壳

源)、 过程多阶段、多成因。一些测试手段成为矿床研究绝对不可缺少的项 目,可 是世界各

地的矿床中这些结论却几乎一样 ,即 使有差别也不能说明多大问题 ,这 种文章很流行,成 了

八股 (杜乐天,1996)。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对矿床的诸多重要地质特征及关系的研究被认为

是不上水平。

矿床研究中接受新理论、运用新技术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它 可以开启新的研究思路,获

得更多的信息 ,但 这一切都不能脱离对矿床基本地质条件深人、全面的观测 ,这 样得出的结

论才符合实际,且 不乏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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