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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长期积累的有关金属成矿作用的研究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 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领域的 新研究

进展 作者初步提出了一个新的金属成矿系统分类方案 ∀本篇首先介绍 种成矿流体及其金属矿物富集系统的主

要特征 种系统包括 镁铁质岩浆中的堆积系统 !镁铁质岩浆与硫化物熔融体不混溶系统 !长英质岩浆与挥发相不

混溶系统 !热水中矿物子相析出系统 !热水与 ≤ 不混溶系统 !热水与有机物不混溶系统 !变质热水矿物子相析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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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理论研究和实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流

体包裹体 !同位素地球化学 !矿床学和成矿动力学等

学科不断取得新成果和新进展 使我们有可能在长

期以来所积累的有关金属成矿作用的资料和成果的

基础上 从成矿流体的性质和特征入手 初步提出一

个新的成矿流体及金属矿物富集系统的分类方案

为全面深入的理解金属成矿机制提供初步框架 ∀

就成矿流体而言 自然界主要有 类流体系统

镁铁质岩浆 !花岗质岩浆 !热水和冷水 绝大多数金

属矿物在这 类流体系统中富集 ∀流体系统的粘滞

度 !不混溶性 !饱和度及其开放性 物质的带入带出

可能为金属矿物富集的主要制约因素 由这些制约

因素可以把成矿流体及金属矿物富集分为 种成

矿系统 ∀

 镁铁质岩浆中的堆积系统

该系统的主要金属矿床包括钒钛磁铁矿和铬铁

矿矿床等 它们的成矿富集机制主要是各个矿物子

相在粘滞度相对不太大的基性 超基性岩浆中按比

重大小发生重力分异而富集成矿 矿石的韵律构造

是重力分异的佐证 ∀该系统的表达式可以写成

≥ ψ ≥ ≥ , , ≥    

其中 为镁铁质岩浆 ≥ 为凝聚相 结晶矿物

的总和 ≥ !≥ !, , ≥ 为各种矿物子相 ∀矿物结晶

发生重力分异的温度范围为 ∗ ε 陈正等

其中钒钛磁铁矿的形成温度为 ∗

ε 卢记仁等 ∀

攀枝花镁铁质 超镁铁质侵入杂岩体中钒钛磁

铁矿矿床可作为这个系统的实例 ∀该含矿杂岩体至

少由 个韵律层构成 每个韵律层由以偏基性斜长

石为主的岩层与以辉石为主的岩层组成 钒钛磁铁

矿矿体赋存于侵入杂岩体的中下部位 ∀每一个韵律

层底部都形成具有正堆积嵌晶包含结构层 以此为

韵律层的底界 ∀

长英质岩浆岩中迄今未发现具一定规模的 !由

重力分异形成的有用矿物堆积体 究其原因是该类

岩浆的粘滞度太大 阻止了有用矿物的大量堆积 ∀

 镁铁质岩浆与硫化物熔融体不混溶

系统

在自然界 基性 超基性岩浆通常为主相 而硫

化物熔融体为子相 在压力和温度都很高的条件下

主相中可以混溶不饱和的子相 这是普遍现象 ∀然

而 随着压力和温度降低 基性 超基性岩浆中硫化

第一作者简介  芮宗瑶 男 年生 研究员 长期从事金属矿床地质及地球化学研究 ∀

收稿日期  改回日期  ∀张绮玲编辑 ∀

 
 

 

 
 

 
 

 



物则可能达到过饱和 ∀此时 子相必然从主相中分

离出来 形成独立的流体相 这便是镁铁质岩浆与硫

化物熔融体的不混溶 ∀如果在较稳定的地质环境

中 硫化物熔融体就地在基性 超基性岩浆的中下部

凝聚 则形成原地熔融的铜镍硫化物矿床 如果在相

对活动的地质环境中 硫化物熔融体则首先在深部

基性 超基性岩浆中与铜镍硫化物熔融体分离 然后

多次上侵 形成多种多样的矿体 ∀例如岩体上部星

点状悬浮矿体 !岩体中下部似层状和透镜状矿体 !岩

体下部或根部海绵陨铁状矿体和岩体底部块状贯入

矿体等 ∀该系统的表达式为

   

其中 和 分别为基性 超基性岩浆和铜镍硫化

物熔融体 ∀该系统的熔离温度范围介于 ∗

ε 陈正等 汤中立 则认为

出现岩浆 !富矿岩浆和矿浆三层结构的温度范围介

于 ∗ ε ∀但是铜镍硫化物晶出温度为

∗ ε 个别甚至延续到 ε 陈正等

∀

迄今 只在基性 超基性岩浆岩中发现铜镍硫化

物矿石 而在中性 酸性岩浆岩中却未发现 这是由

于硫的浓度随着岩浆基性程度增高而增高所致 ∀

第 类和第 类系统皆存在于镁铁质硅酸盐熔

融体中 其中钒钛磁铁矿富集于富铁质硅酸盐熔融

体中 铜镍硫化物富集于铁镁质硅酸盐熔融体中 而

铬铁矿富集于镁质硅酸盐熔融体中 ∀从富铁质到富

镁质构成基性 超基性岩浆岩自上而下的有序垂直

剖面 在自然界有时能见到这种完整的剖面 例如非

洲大岩墙 ∀据推测 含钒钛磁铁矿的镁铁质岩浆代

表地幔初熔的产物 含铜镍硫化物的镁铁质岩浆代

表地幔中度熔融产物 而含铬铁矿的镁铁质岩浆则

代表地幔高度熔融产物 ∀

 长英质岩浆与挥发相不混溶系统

由于中性 酸性岩浆粘滞度较大 通常发生凝聚

相之间的重力分异作用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该系统

的挥发组分较高 而且随着岩浆上侵 各种强度参数

温度和压力等 降低 硅酸盐岩浆中挥发组分

! ≤ ! ƒ ! ≤ ! ƒ ! ≤ ! ƒ !° !≥ !

≥ !≤ 等 有可能达到过饱和 此时则形成一个独

立挥发相 ∀这个子相的出现将改变原系统的许多功

能 ≠ 大大改变有用金属在各相中的分配系数 造成

有用金属在凝聚相 !硅酸盐熔融相和挥发相中分配

比例依次增高 绝大部分有用金属都集中于挥发相

中 大大改变各相之间的物质交换能力 ∀例如原

来硅酸盐熔融体与凝聚相和围岩之间的物质交换是

很微弱的 主要表现为结晶矿物的环带和围岩接触

带 ∗ 的热变质现象 ∀如果出现独立挥发相 由

于该相与凝聚相和围岩之间存在巨大的化学位差

异 由此发生强烈的物质交换 蚀变 对于已冷却的

岩体顶部和边缘可能产生钾硅酸盐交代 !钠硅酸盐

交代 对于碳酸盐围岩可能产生镁 !钙 !铁 !锰硅酸盐

交代 夕卡岩化 赵一鸣等 对于泥砂质围

岩和火山岩等则可能产生黑云母化和长英质交代等

芮宗瑶等 ∀这种条件下的物质交换范围有

时可达百米至数千米 ≈ 在岩浆高侵位时 由于挥发

相体积的快速膨胀产生巨大的机械能 可引发高位

岩体顶部及邻近围岩产生爆破角砾岩或爆破角砾岩

筒 图 ∀

图  花岗质岩浆与挥发相分离时引起系统体积膨胀和

所释放的机械能 据 ∏ 等

∃ ς 和 Π∃ ς 值是根据初始 ω 为

的花岗闪长岩岩浆完全结晶获得的

ƒ  × √ ∏

∏

√ ∏

∃ ς Π∃ ς

在独立挥发相参与下 岩浆水与天水发生对流

循环 将岩浆岩和围岩中有用矿质带到物理化学梯

度 大的部位沉淀下来 主要形成以下 类矿床 图

类高侵位矿床 即斑岩型和夕卡岩型矿床 又可

划分 个亚类 一是与 / 0型岩浆高侵位有关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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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花岗质岩浆的演化及其相关金属矿床 据芮宗瑶等

≠ 液相线 假设高侵位岩浆 ω 为 时的挥发相饱和线 ≈ 固相线

ƒ  × ∏

≠ × ∏ × ∏ √ ∏

≈ ×

床 受控于高的氧逸度 φ ∗ 形成

铜钼 金 !铅锌 等斑岩型和夕卡岩型矿床 二是与

/ ≥0型岩浆高侵位有关的矿床 受控于低的氧逸度

1φ ∗ 2 形成锡 !钨等斑岩型和夕

卡岩型矿床 ∀ 类中 高中侵位矿床 以大脉型黑钨

矿矿床为代表 ∀ 类中侵位矿床 以花岗质岩体顶部

钨锡矿床和香花岭型矿床为代表 ∀ 类低侵位矿床

以伟晶岩型矿床为代表 ∀后 类矿床由于产出较

深 天水已微不足道 以岩浆水为主 ∀该系统的表达

式可以写成 芮宗瑶等

ψ χ ≥ ψ δ ≥ √    

其中 为长英质硅酸盐熔融体 χ和 δ代表残余

长英质硅酸盐熔融体 ≥为凝聚相 √ 为独立挥发相 ∀

的温度变化于 ∗ ε χ和 δ的温度变化

于 ∗ ε √相温度变化于 ∗ ε 主要

为 ∗ ε 成矿温度变化于 ∗ ε ∀

在高侵位 时 挥发相含量 ∗

达到过饱和 在中侵位时 挥发相含量

∗ 达到过饱和 在低侵位时 挥发相含

量 ∗ 达到过饱和 ∏ 等 ∀

 热水中矿物子相析出系统

该系统包括众多矿床 又称广义热液矿床 分为

水下亚系统和水上亚系统 ∀

水下亚系统包括海相火山岩中块状 层纹状硫

化物矿床 邬介人等 和海相细碎屑岩中块状

层纹状硫化物矿床 ≥ ¬型 刘宝王君等 祁思

敬等 ∀这类矿床 大的特点是矿石形成于海

底喷流热水系统 为块状 层纹状构造 金属硫化物

主要为黄铁矿 有时高达 含铜 !铅 !锌等

∗ ∀主要矿体呈层状 !似层状和透镜状 与围岩

呈整合关系 ∀底部矿体属于细脉浸染状漏斗形 与

围岩呈交切关系 ∀该亚系统上盘无蚀变 只有底板

见蚀变 如硅化 !绢云母化 !绿泥石化和钠长石化等 ∀

海相火山岩中硫化物矿床产于十分广泛的地质环

境 从大洋中脊 基性火山岩 到岛弧 中性火山岩

再到弧后盆地 酸性火山岩 海相细碎屑岩中硫化

物矿床主要产于克拉通边缘凹陷 祁思敬等 ∀

水上亚系统包括与侵入体 常印佛等 段

国正等 !陆相火山岩 张德全等 !沉积

盆地演化 李希责力等 !韧性剪切带及区域高地

热梯度有关的地热泉型矿床等 ∀它们均属于后生矿

床 矿体形态多样 产出空间广泛 例如断裂带 !不整

合面 !滑脱面 !折离断层面 !氧化还原过渡带的还原

带一侧 !多孔岩层及构造减压地段等 矿石构造为脉

状和浸染状等 ∀

当热水中成矿组分处于不饱和时 热水则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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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经岩石中的矿质 当热水中成矿组分由于一种或

几种强度参数改变而达到过饱和时 则发生成矿物

质的沉淀 ∀特别是热水经过深循环而到达或接近排

放口时 海底水下系统和陆地水上裂隙系统等 则

不可避免地导致金属矿物在有利空间中堆积 ∀故本

系统被称为热水中矿物子相析出系统 该系统的表

达式可以写成

ψ ≥ ≥ , , ≥    

其中 为热水 ≥ !≥ , , ≥ 为各种矿物子相 ∀热

水的温度范围变化于 ∗ ε 通常硫化物沉淀温

度范围变化于 ∗ ε 各种强度参数与热水所

处地质环境密切相关 ∀

 热水与 ≤ 不混溶系统

大多数金矿床的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 热水与

≤ 不混溶系统对于成矿是重要的 李荫清

毛景文等 ∀在较高压力和温度条件下 ≤

溶解于热水中 ∀一旦热水接近排放系统时 由于压

力和温度急剧降低 独立 ≤ 相便会从热水中分离

出来 ∀由于一部分气体被排放 会使热水的盐度略

有增高 图 芮宗瑶等 ∀由于 ≤ 与热水

发生分离 导致金大量沉淀 ∀这种情况 与斑岩矿床

的岩浆二次沸腾十分类似 ∀金矿富集程度与 ≤ 浓

集度呈正相关 斑岩铜钼矿富集程度与岩浆二次沸

腾强度呈正相关 ∀这种现象 在吉林五凤 !刺猬沟和

海沟等金矿床表现得很清楚 ∀

类似于金矿床的还有许多与/ ≥0型花岗质岩浆

有关的钨锡矿床等 其 ≤ 很可能来自沉积源岩或

沉积源区的有机质分馏作用 ∀这说明 热水与 ≤

不混溶现象是十分普遍和重要的 ∀但是 ≤ 从热水

中分离出来对于成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还需进一

步研究 ∀该系统的表达式可以写成

ψ ≤    

其中 为含 ≤ 的热水 和 ≤ 分别为相互独

立的 相和 ≤ 相 ∀金矿床的成矿流体温度范

围变化于 ∗ ε 其中自然金的沉淀温度为

∗ ε ∀钨锡矿床的成矿温度范围变化于

∗ ε ∀

 热水与有机物不混溶系统

许多与沉积盆地演化有关的金属矿床中的流体

包裹体研究表明 有一定量的有机 烃类等 包裹体

存在其中 孙晓明等 有时甚至可以看到石油

珠滴和沥青等 ∀典型矿床如云南金顶铅锌矿床 薛

春纪 !广东长坑金银矿床和贵州烂泥坪金矿

床等 ∀推测有机配合物流体可能参与矿质搬运 即

图  吉林五凤和刺猬沟金矿床的盐度 温度图 芮宗瑶等

这些浅成热液金矿床产于热水的排放口系统 随着部分气体逸出 盐度略有增高 ∀ 临界温度界线是根据大多数流体包裹体处

于 ° 条件下设置的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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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成矿流体从盆地深部运移到盆地边缘 并进入

同生断裂等排放系统时 成矿流体的温度和压力会

突然降低 导致有机配合物解体 引发矿质大量沉

淀 ∀该系统的表达式可以写成

ψ 水 有机质    

其中 为含有机物热水 水和 有机质分别为独

立的水相和有机相 ∀以金顶铅锌矿床为例 成矿流

体温度变化于 ∗ ε 主要金属矿物沉淀温度

变化于 ∗ ε 薛春纪 ∀

第 ! 和 系统均属热水系统 ∀第 类热水系

统与火成作用关系更密切一些 成矿温度更高一点

但是大多数矿床的成矿温度都在临界 超临界温度

之下 第 和 类热水系统与沉积作用关系更密切

成矿温度比第 类系统低 ∀由于全部热水系统都未

达到临界 超临界温度 故我们按正常地热增温率推

算 热水深循环的下限大约为 当然也不排除

个别例外情况 ∀通常 热水循环深度一般是 ∗

左右 这是由大多数金属矿床的流体包裹体观察

和测试所得到的结论 ∀

关于热水的来源有许多讨论 可归结为 类 地

表水的下渗 !沉积成岩水的释放 !岩浆水的渗透和地

幔去气等 ∀目前这些论点都有一定证据 但是热水

的主体为下渗的地表水已成定论 萃取作用对于热

液矿床是十分重要的 矿床的就位空间是热水系统

的排放口或其附近 ∀

 变质热水矿物子相析出系统

区域变质作用期间往往产生还原性较强的热流

体 这对于矿质迁移和聚集是不利的 故在此仅介绍

区域变质作用的三阶段成矿模式 王秀璋等 ∀

亦即沉积阶段形成矿源层 变质阶段发生矿源层重

新组合 变质作用之后发生矿质活化而形成有用矿

质的工业堆积 王秀璋等 ∀我们暂时将这类

矿床作为变质热水矿物子相析出系统的代表 其

重要的实例为变质细碎屑岩型金矿 ∀该类型岩石属

于浊积岩 多分布于被动大陆边缘 部分分布于活动

大陆边缘的半封闭海盆中 以泥砂质为主 常含有较

多有机碳及黄铁矿 大部分见火山物质 有时还出现

热水沉积 岩石金背景高 常构成含金岩系 ∀

区域变质阶段由于矿源层重新组合会产生两方

面的效应 ≠ 使金从在沉积岩中处于难以释放状态

被炭质和粘土矿物吸附或与硫化物共沉淀 变为变

质后的易释放状态 在区域变质中 有机碳变成石

墨 !次石墨和碳沥青 大部分金摆脱了炭质吸附 或

与有机质释放出来的 ≥ 和黄铁矿分解出的 ≥ 结

合形成硫金络合物发生迁移 或粘土矿物重结晶使

金释放出来 活化率提高 ∗ 倍 王秀璋等

使金从高级变质区迁移到低级变质区 富

集于准绿片岩相和绿片岩相中 ∀

该类型矿床成矿发生于区域变质作用之后 又

可分为两个亚类 ≠ 活化带型 成矿与区域变质时差

可以很大 达 ∗ 如河台 !金山 !银洞坡

和猫岭等金矿 造山带型 成矿与区域变质之间时

差较小 约达 ∗ 如康古尔金矿等 ∀

该类型矿床与韧性剪切带和区域构造岩浆活化

带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故推测深部构造岩浆活动

∗ 深 可能对成矿有一定贡献 ∀

该系统的表达式同 成矿流体通常为含 ≤

的热水 成矿流体温度变化于 ∗ ε 主要成矿

温度为 ∗ ε ∀

 地下水矿物子相析出系统

由剥蚀区带来的丰富矿质 随着地下水进入就

近的沉积盆地 ∀开始 地下水处于氧化状态 矿质的

溶解度较大 ∀一旦地下水由氧化相转变为还原相

时 亦即岩相为紫浅交替带 则地下水中矿质的溶度

积便会变得很小 如铜铁的硫化物溶度积为 ∗

矿质便会由迁移转向沉淀 在氧化还原带

紫浅交替带 的还原带一侧堆积起来 形成矿卷 矿

体 如杂色岩系中的铜矿 !铀矿 !钒矿和银矿等 ∀这

类铜矿的矿化分带常呈现 / 辉 斑 黄 黄0 即辉铜矿

带 ψ 斑铜矿带 ψ 黄铜矿带 ψ 黄铁矿带 有时在辉铜

矿带之前还有自然铜带 ∀该类矿床分布于沉积盆地

靠近剥蚀区的一侧 ∀该系统的表达式同 成矿流

体通常为地下水和建造热水 成矿流体温度从常温

到 ε 成岩与成矿时差变化很大 ∀

 地表水中的堆积系统

在海滨和河床等地表水体中 由于地表水具有

较小的粘滞度 处于运动之中的许多重矿物会发生

重力分异而富集成矿 ∀

该系统的表达式可以写成

≥ ψ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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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地表水 ≥ 为处于运动状态的含重矿

物的碎屑物总和 ≥ !≥ !, , ≥ 分别为不同比重的

碎屑矿物 ∀本类系统的矿床全部形成于常温常压之

下 ∀

 地表水中矿物子相溶解系统

在地壳表面的酸性风化壳中 常产有规模巨大

的红土型铁矿 !红土型钴矿 !红土型镍矿 !红土型金

矿和三水型铝土矿等 许多古代富铁矿也可能是古

风化壳型矿床 ∀由于酸性地表水溶解一部分或大部

分硅酸盐组分 和 ≥ 等 可将有用矿质相

对富集起来形成有用矿物堆积 ∀在有用矿物堆积过

程中无需地表水的长期浸泡 而只需要间隙性的将

不稳定组分带走 腐植酸对于 和 ≥ 等组分

的带出起了重要作用 使留下的稳定性组分达到富

集的目的 ∀该系统的表达式可以写成

≥ ψ ≥    

其中 为地表水 ≥ 为风化壳碎屑物总和 ≥ 代表

经过地表水的溶解后留存下来相对富集的有用组

分 矿床形成于常温常压条件下 ∀

以上列述了 种 类 成矿流体及金属矿物富

集系统的主要特征 初步对金属成矿机制进行了一

个主要概括和总结 为深入认识金属成矿作用过程

提供了初步框架 ∀随着地球科学的不断进步 对成

矿机制的理解将不断加强和提高 上述分类方案也

将不断得以完善和发展 ∀笔者将陆续撰写相关论文

介绍新方案的具体内容 ∀

Ρεφερενχεσ

∏ ≤ • 2

≈ ≥ × ∏ ≥ 2

≈ ≥ ∏

∗

≤ ≠ ƒ ∏÷ ° • ∏≠ ≤ ×

≠ √ ≈ 2

°∏ ∏ ∗ ≤ ∞

≤ ≠∏ ≥ ± ≤ ⁄ ƒ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ƒ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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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ƒ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ƒ

⁄ ≤ ≈ °∏ ∏

∗ ≤

• ÷ ≤ ° ≠ × 2

≈ ⁄ ∗ ≤ ∞

• ÷ ∏⁄ ƒ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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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ƒ∏ ° √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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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国正 李鹤年 莲花山铜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作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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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成因模式≈ 矿床地质 ∗

毛景文 李荫清 河北省东坪碲化物金矿床流体包裹体研究

地幔流体与成矿关系≈ 矿床地质 ∗

祁思敬 李  英 曾章仁 等 秦岭热水沉积型铅锌 铜 矿床

≈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芮宗瑶 黄崇轲 齐国明 等 中国斑岩铜钼矿床≈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芮宗瑶 张洪涛 王龙生 等 吉林延边地区斑岩型 浅成热液

型金铜矿床≈ 矿床地质 ∗

芮宗瑶 王福同 李恒海 等 新疆东天山斑岩铜矿带的新进

展≈ 中国地质 ∗

孙晓明 ⁄ 孙  凯 等 流体包裹体轻烃有机气体

组成及对矿床成因的制约 ) ) ) 以嵩溪大型银 锑 矿为例≈ 矿床

地质 ∗

汤中立 李文渊 中国硫化镍矿床成矿规律的研究与展望≈

矿床地质 ∗

汤中立 古陆边缘与镁铁质 超镁铁质岩有关的 金川式 硫化

物铜镍矿床模式≈ 见 裴荣富主编 中国矿床模式≈ 北京

地质出版社 ∗

王秀璋 程景平 梁华英 等 变质细碎屑岩型金矿床的三阶

段成矿模式≈ 矿床地质 ∗

王秀璋 陆德复 程景平 等 变质细碎屑岩型金矿床研究

≈ 见 涂光炽等著 中国超大型矿床 ≈ 北京 科学出版

社 ∗

邬介人 等 西北海相火山岩地区块状硫化矿床≈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

薛春纪 云南兰坪盆地第三纪成矿系列研究 博士后出站报

告 ≈⁄ 导师 陈毓川 北京 中国地质科学院 页

张德全 李大新 赵一鸣 等 福建紫金山矿床 ) ) ) 我国大

陆首例石英明矾石型浅成低温热液铜金矿床≈ 地质论评

∗

赵一鸣 林文蔚 毕承思 等 中国矽卡岩矿床≈ 北京 地

质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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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矿床会议将在西安召开

为促进我国 世纪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与西部地区经济的开发 庆祝中国地质学会成立 周年 由中

国地质学会矿床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长安大学矿产资源学院等

单位发起的第七届全国矿床会议将于 年 月 ∗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

世纪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0 ∀

建国以来 我国共举行过 届全国矿床会议 均得到国家及部委领导的关怀与重视 会议学术成果以专

刊或增刊的形式公开出版 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第六届矿床会议论文刊发在5矿床地质6杂志

年增刊上 反响极大 ∀此次第七届全国矿床会议的学术论文 拟在 年 月以5矿床地质6增刊的形

式出版 ∀

会议的议题有以下几方面

重要成矿区带地球动力学演化与成矿规律

与岩浆 火山作用有关的矿床

≥∞⁄∞÷ 型和 ∂ ≥型矿床

贵金属和金刚石矿床

新生代成矿环境和金属矿床

地幔流体与成矿

非金属矿床和矿物材料

海底矿产资源

找矿勘察新理论 !新方法 !新技术与隐伏矿及危机矿山外围找矿

矿产资源可持续供给与矿产开发中的环境保护

自由发言 ∀

会议论文的投稿要求

论文篇幅为 页 约 字 包括图 !表 !参考文献及英文摘要 ∀提交论文的格式请参阅本期5矿床地

质6稿约 中文参考文献不必译成英文 ∀除提供论文打印稿外 请附论文电子文件 软盘 ∀欢迎通过

方式投稿 地址 ∀论文提交截止日期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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