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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和提高矿床研究的点滴思考

陶景连

(矿 床地质研究所 ,北 京)

1 对 矿床研究历史的只言片语

有关矿床方面研究最早的应属中国。早在公元前 4世 纪,战 国时期的著作 《管子》的
“
地效篇

”
中就

有
“
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

”
。可惜的是由于社会原因,虽 然在一些古矿坑道中也常见古人对

“
闹堂

”
等判断

的精人准确 ,却 没有见对那些矿床继续深入研究总结的记载 ,把 矿床研究总结的阵地让给了其他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 着国民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要 ,给 矿产勘查和矿床研究带来了繁束发展的机

遇,到 1992年 为止 ,我 国已发现了 168种 矿种 ,包 括中小型矿床 (点 )⒛ 多万处 ,对 每个矿床 (点 )都

或多或少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概咯来看这段研究呈现如下特点 :

(⊥)从 研究形式来看 ,已 从 ω ~,0年 代由老专家主持研究发展成群体普遍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老一代

专家谢家荣、盂宪民、冯景兰、袁见齐、程裕淇、张炳熹、郭文魁、宋叔和、堇申葆、涂光炽等在内生矿

床、变质矿床、同生论 、火山矿床等研究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

由于开展了普遍研究 ,许 多矿床都有了研究成果。如山西 213队 的
“
中条山铜矿赋存条件的初步认

识
”
、鞍钢地质勘察公司的

“
鞍山式富铁矿地质特征及其成因探讨

”
、西藏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的

“
西藏玉

龙斑岩铜矿带若干成矿规律的初步探讨
”
、湖北地质局第一地质队的

“
湖北铜录山铜矿床的成矿特征及控矿

条件
”

等等 一大批矿床研究成果,莫 定了我国矿床研究的雄厚基础。

(2)从 对单个矿床研究走向区域矿床研究 。这些年来已经对青藏高原 、西南三江、南岭、长江中下

游、东南沿海火山岩区、华北地台北缘、大兴安岭、秦巴、辇西、扬子地台西南缘、祁连和新疆的一些地

区分别进行了地质与矿产研究 ,提 出了研究报告和论文 ,大 大提高了有关地区地质、矿床研究程度。

(3)发 现并研究总结了诸如银岩斑岩锡矿 、离子吸附型稀土矿、碎裂岩型金矿、韧性剪切带型金矿 、

碱性岩型金矿、脉状辉碲铋矿等新型矿床 ,不 仅丰富了我国、有的也为世界增添了新的矿床类型。

(4)开 展了提高研究和总结。随着矿床研究广泛深人进行 ,一 些专家有组织地开展了不少提高研究和

总结。近些年 ,他 们不仅发表了象 《玢岩铁矿》、《中国斑岩铜 (钼 )矿 床》、《中国当代金矿地质》、《中国

夕卡岩矿床》、《赣南钨矿地质》、《基性 -超 基性岩硫化物矿床深成矿浆贯入成因论》等单矿种或单成因类

型的著作。还总结发表了诸如 《中国矿床》、 《初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 《再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

《成矿模式与成矿系列》、《矿床成矿模式选编》、《热液矿床的矿源、水源和热源及矿床分布规律》、《烃碱流

体地球化学原理 -重 论热液作用和岩浆作用》、《中国大型、
馆

大型矿床形成的地质背景和预测研究》、《中

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等许多综合性的重要著作。大大提高了我国矿床学的研究水平 ,有 些可以说已经立

于了世界民族之林。

2 对 进一步深化和提高矿床学研究的点滴思考

2,1 防 止不良茁头,合 理解释测试结果

(1)防 止重室内、轻野外的苗头产生:从 《矿床地质》收到的稿件观察 ,近 年来,多 少产生了一点重

室内、轻现场研究的苗头,这 也可能是过分依赖测试手段水平提高的副作用。其实,现 场观察研究是基础,

室内分析测试是其深化和补充,只 有防止两者倒位,才 能使矿床研究健康地深化和提高。

(2)慎 重对待原有结论:前 人辛勤劳动得出的认识,多 属正确,但 也不尽然,如 板溪群里产出的石英

 
 

 

 
 

 
 

 



1998年

脉状矿体 ,前 人有的归人该时期。其实有的却属晚期形成。因此,慎 重对待原有结论是不可忽视的环节。

(3)具 体分析、合理解释测试结果 :前 人在一定条件下研究的结论无疑是我们很好参考材料 ,但 若不

加分析简单套用 ,就 会产生错误。如前人得出幔源或深源的 ε34s=0,我 们不能认为 莎4S=0都
是幔 (深 )

源的。又如 ,若 把测得的热液 (气 )的 成矿压力 ,简 单地按静压力换算成成矿深度 ,就 会出现错误。因此,

只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才 能使认识较为接近实际。

2,2 建 立、提亩整体思维能力

地球包括地壳 、上地幔运动演化 ,是 统一的整体。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地 球转动、幔柱运动、洋盆

扩张、盆山演化 、构造运动、区域和构造变质、深浅流体运移、岩 (矿 )浆 侵入、火山喷出、同期和期后

气液活动、物质浸出携带运移 、沉淀 (交 代、充填)成 岩 (成 矿)、 剥蚀、搬运、沉积、埋藏和成岩 (成

矿)以 及在适合条件下生物参与各种地质作用等皆处于地球运动的统一体中。它们在地球 (内 外 )动 力驱

使下产生运动、发展、演化 ,先 后迭现、彼此牵连、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地球的不同层囵,由 于地球

物质的不均匀性及物质 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形成的各种地质体
“
源

”
,在 地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形成现今分

布状况。与不同地质体相关产生的不同类型矿产 ,只 是统一体的一些分枝过程的阶段性结果。今井秀喜总

结的热液沸腾分离的沸腾-酸化模式 ,也 是其中的一个分枝。其中不可忽视的是流体的作用 。流体成分可

以由 H2○ (或 卤水 ) CO2(或 o2、 H2S、 F、 α、Br、 I及 其他挥发分)-烃 -金 属-非金属等组成 ,其 中某些

部分可单独组成 ,亦 可某几部分分别组成。古代已发觉卤水、烃类的联合 ,近 些年在大庆和其他油田又证

明金属和油气同在 ,在 MVT型 Pb zn矿 床叉发现烃类包裹体 ,说 明成矿流体由石油和盐水构成。在油田

石油中所含的 Au,可 能是流体 自身的,也 可能是流体运移过程中沿途从矿源岩 (层 )中 萃取的。总之,建

立、提高地球动力 、运动和地质 (矿 产)发 展演化和岩矿形成的整体思维能力 ,高 屋建瓴地审视上述各种

类型 ,是 理顺彼此关系,得 出对不同类型选择不同思路的重要思想基础。

2,3 关 于有组织进行矿床学研究目前选题的建议

矿床研究和其他研究一样 ,都 要了解和掌握国际研究动向,从 矿床 自身的特点出发 ,选 择好研究方向

和课题 。一个人或几个人研究的题 目好选 ,而 作为高层次的研究,就 应该选择有份量的题 目。这种题 目虽

然很多 ,比 较适合 目前现状的是
“
中国 (或 )(成 矿区带)地 质矿产形成发展概论

”
。研究这种题 目,必 须

从地质发展史观入手 ,运 用已取得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全部资料和必要的补充研究 ,综 合考虑前

述整体思维中各环节间的相互关系 (此 不重述),把 矿床、矿带、成矿省 (区 )的 发生和成矿作用演化放在

地质发展演化的时空中去研究 ,才 能得出比较系统、比较形象、较为全面的发展、演化和现实中各 自所处

位置的格架。之所以提出这类题 目,一 方面可以说符合世界前沿的潮流 ,更 重要的是由于我国目前实际的

需要。即在分区研究之后 ,需 要进行全国整体或分区区域总体的总结和提高 ,以 便进行择其善者 、舍弃错

误 、深解矛盾、补充不足和上升理论的加工制作功夫。当然 ,要 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研究 ,只 靠 1轮 (5年 )

是不行的,至 少需花 10年 或更多的时间。

另一方面的题 目 (或 研究方向)是 成矿机理研究。过去 ,由 于地质作用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其 中

包含某些不可逆因素 ,尤 其是内生作用。所以在无法获知流体中原有挥发分组成时 ,是 无法搞清其形成机

理的。现在原生包裹体成分分析技术 ,使 大体推断搬运介质的成分、含量等成了较为接近实际的可能。这

佯原生包裹体就成了成矿运移介质的
“
基因

”
。高温高压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实验体系的建立 ,为 逐步摸拟

各类成矿实验创造条件 ,使 较好地研究成矿机理成为现实和可能。

虽然 ω 年代前半期毕业的骨干因种种原因失去了宝贵时间,只 有寄希望于青年 ,衷 心希望从事矿床研

究的博士、硕士、学士和有识之士 ,在 两院院士指导下进一步做好矿床地质深化和提高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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