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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谈矿产地质工作

地质填图篇（6）

地质填图篇共有#!节，第一节矿产地质填图特点与意义和第二节地形图及第三节典型的地质剖面和第

四节地质观察点，已分别在本刊今年第#期、第!期发表，本期内容为第五节地质界线连接和第六节成矿地

质环境与找矿。

第五节 地质界线连接

地质界线联接是在地质观察点工作基础上进行的。它的工作内容简单讲就是将不同地质体或矿化体以

及围岩蚀变带与围岩之间的分界点连接起来，以表示地质体或矿化体及其蚀变带的空间分布状况，但它并非

简单地将两个地质观测点连接成线就了事，而是要全面考虑地质体和矿体及其蚀变带的地质特征、地表覆盖

层情况以及地形与地质体倾向相对关系6方面因素，否则将出差错，因此，在矿区地质填图中，地质界线连接

工作是件十分慎重而细致的工作。

# 地质特征 它在地质界线连接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首先要较全面地掌握岩体与地层的走向，并以

此作为地质界线连接的依据，同时，由于岩层细节的变化，如小褶皱与小断裂、岩体凹凸不平的边缘界面、局

部伸出的岩脉等，往往是赋矿的重要部位或富矿体产出的空间，所以，还必须将其细节变化体现出来。这是

地质找矿与评价的需要。因此，在地质界线连接中，地质体产状的变化及其规律是应思考的核心内容，而系

统准确地测量地质体的产状则是野外工作中的重要手段，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连接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地质界

线。至于在预查或普查初期，在矿化体或蚀变带的产状还不清楚的情况下，最好只圈定地表所见到的露头，

千万不要“大胆推测”，贸然连接。#89:年，某地质学院学生在野外普查找矿时，未深入工作，就将相距#;<
多的几个含铁石英岩露头连成一个矿层，宣称发现了数亿吨的大铁矿，在当时可谓放了个“大卫星”，结果闹

出了大笑话。

! 地表覆盖层情况 地表被近代沉积物覆盖，或岩层强烈破碎，或地质体表面风化强烈等情况在地质

填图中是经常遇到的，当发生此类情况时，其面积在地形图图面上小于#=<!时，可据其周边的产状将地质

界线连接起来；若是其面积太大，如相当于地形图面上9=<!时，则难于保证填图精度，特别是对一些孤立的

矿体或在矿化体出露的地区，将给找矿评价带来极大困难。因此，在矿区地质填图中必须配合一定的槽探、

井探工作。在此必须指出，使用槽探、井探工程追索岩层、岩体时，要考虑区域构造的方向，但在追索矿体及

其蚀变带时，更多要考虑的是成矿特点。在上世纪%"年代初期，华南某地质单位在填图中发现数个矿体露

头分布在第四系中，他们便依据该地区地层呈近->走向展布的特点，布置了近4,向的探槽，结果全部落

空，后来发现矿化是受4,向断裂控制的，又布置了近->向的探槽，结果基本都见矿，并将这些矿体露头连

接成几条近4,向的矿脉。

6 地形与地质体倾向的相对关系 地形坡度及其切割程度与地质体产状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地质界

线在平面上的形状，这是连接地质界线时必须要考虑的。虽然情况比较多样，但基本上包括以下$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地质体的倾角十分陡，如有些含金石英脉的倾角可达:9?以上，这时地形坡度和山体切割

情况对地质界线在地形图上的平面投影形状基本上没有太大影响，地质界线连接中基本上不要考虑地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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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 地质体的倾角十分平缓，如有的煤层倾角仅!"左右，这时地形坡度和山体切割情况对地

质界线的连接将有一定影响，但比较简单，因为这时地质体的形状在平面上的投影与相当地质体出露标高的

山体平面投影的形状基本上相同，也就是说，出露标高!#$、倾角为!"的煤层在平面投影上的形状与标高

!#$的山体等高线在平面投影的形状是基本相同的，所以，地质体的地质界线就按地形等高线走势连接；地

质界线与地形等高线基本平行。

第三种情况 当地质体的倾角在%!!&!"，而山体坡面倾向与地质体倾向相同。这种关系相当于一个

平面与圆锥体相切的关系，这时平面与锥面倾向相同的交线是一条弧线，弧线顶端在下方，从而使锥体弧面

与切割后弧线在水平投影上呈相同方向凸出，并且两者交角愈大，其弧度也愈大。依据画法几何原理，在这

种情况下，地质界线连接要以弧线表示，而弧线凸出方向与地形等高线凸出方向相同，且地质体的倾角愈大，

地质界线的弧度也愈大。

第四种情况 当地质体倾角在%!!&!"之间，而山体坡面倾向与地质体倾向相反。这种关系与第三种

情况类似，也是一个平面与圆锥体相切的关系，只不过平面切割方向与圆锥体弧面方向是相反的，因此，平面

与圆锥体的弧形交线顶端是在其上方，从而使锥体弧面与切割后弧线在水平投影上是相向的，即呈相反方向

凸出，而平面倾角愈大，其弧线弧度也愈大。因此，依据画法几何原理，在这种情况下，地质界线连接虽然也

是一条弧线，但弧线凸出方向与地形等高线凸出方向相反，且地质体的倾角愈大，地质界线的弧度也愈大。

地质界线连接是一件十分细致的工作，不但要充分考虑地质体的产出特点，而且要充分了解地质体与地

形地势的关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连接出真实的地质界线，因此，在地质填图中，地质体界线的连接工作

必须在野外现场完成，不应该也不可能在室内“闭门造车”。在以往的矿区地质填图中，有人先在野外确定地

质观察点，然后匆匆回到室内连接地质界线，结果连接的地质界线以及所填的地质图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现在的地质人员进行矿区地质填图时，普遍采用’()仪器定点、定位，既方便、准确，又快捷，按理讲应有更

多的时间在野外追索、观察地质现象，再认真地连接地质界线，但仍然有人不在野外连接地质界线，而是在室

内“创新”，真是不应该。黄汲清院士生前坚持并一再告诫学子们：地质填图工作一定要在野外完成；地质界

线连接一定要在野外进行，绝不允许在室内圈定地质界线。他身体力行，说到做到，质量有保证，因此，他所

划分的地质单元以及所填的地质图延用至今。

第六节 成矿地质环境与找矿

矿产地质填图工作既然是以找矿评价为目的，那么，在地质填图工作中不是将不同地质体的地质界线勾

画出来就算完成了，而是要通过地质填图查明填图地区是否存在某种矿产的可能性或潜力。显然，要解决这

个命题首先就要揭示该区的地层、岩浆岩、构造等特征，然后依据各种与成矿有关的蛛丝马迹，进行成矿地质

条件分析，进而做出科学论断。这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需要不断思索与探讨的地质找矿工作。自然，这种

思索与探讨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建立在一定地质找矿理念基础之上的，要以某种成矿理论作为支撑点，把

在野外搜集到的与成矿有关的各种地质现象融入其中，进而对研究区是否存在有利的成矿条件及其矿产产

出的可能性做出理性的推测，从而达到地质找矿之目的。因此，矿产地质填图过程实际上是地质找矿的研究

过程。这就是矿产地质填图的内涵。然而，要实现这个过程并非出野外跑两天就可一目了然、伸手即得的事

情。它需要具有良好专业知识的地质工作者付出大量的体力和脑力劳动，通过艰辛的野外工作、刻苦的反复

思索，才能够完成。

在计划经济年代，往往将地质填图作为生产任务和政治任务来执行，虽然也有相应的工作设计，但过多

地强调了如何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并制定了许多定额指标，如每天要跑多长的路线，要定多少个地质观察

点等等，以此作为考核与评比标准。沉重的教训已证明：这种盲目追求“速度”而忽视深厚地质内涵的矿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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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填图是很难取得成效的。后来又有人借反保守之机大谈解放思想，将地质填图的内涵抛之九霄云外，似乎

只要思想解放了，要什么矿就有什么矿。上世纪!"年代末，有位开国大将军学习了最高领袖“破除迷信，解

放思想”的讲话后，认为“北煤南调”是思想框框，高喊“我就不信江南没有大煤矿”，于是组织人马在某军事学

院门口开始挖掘，经过数十天的政治动员、技术革新、评比竞赛等热闹场面后，仅在数十米深处见到一堆黑泥

巴而不欢而散，留下了千古笑柄。显然，地质找矿是项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行政命令不行，盲目瞎干更不

行，只有遵循科学规律，认真地从基础的地质填图工作做起，进而探讨成矿地质条件和成矿可能性，才能有所

发现。

在#$%"年以前，地质找矿评价研究主要是针对与成矿有关的地质条件来开展。若是寻找沉积型矿产则

偏重于地层因素，探索其是否存在有利于成矿的层位及其岩相、岩性组合，例如在华北地区寻找沉积型铝土

矿和黏土矿时，强调了对中奥陶统马家沟组灰岩风化面以上的本溪组的调查，并将相应的铁矿层和煤层作为

一种标志明示。若是寻找矽卡岩型矿床则强调侵入体与围岩的接触带因素，如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寻找矽卡

岩型铁、铜矿床时，强调了对燕山期中酸性小侵入体及其与中三叠统灰岩接触带的研究，并注意老硐与古采

矿遗迹的清理。若是寻找岩浆型矿床，则偏重于超基性和基性岩岩体因素，例如在西北地区寻找铬铁矿和铜

镍硫化物矿床时，重点关注了岩体的规模、形态、岩性以及岩浆分异和岩石化学成分等因素。这种将直接与

成矿有关的地质因素作为地质找矿评价的指导思想，上世纪!"年代以前，在我国地质找矿工作中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较大成果，并且往往形成一种地区性找矿指导思想，也就是现代俗称的找矿模式。几

十年后的今天，找矿难度与日俱增，这种直接与成矿有关的地质因素作为指导思想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

来。例如，近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了一些斑岩型铜矿床和层状矽卡岩铜矿床，在碳酸盐岩中发现了铅锌

矿床，这类矿床的寻找仅靠以往调查“中酸性小侵入岩体与中&下三叠统灰岩接触带”的找矿思路显然是不够

的。又如，在寻找岩浆型铬铁矿时，要知道不是所有的超基性岩都含矿。在不同的地质背景下，超基性岩的

含矿性差别很大，例如：华北地台上的超基性岩中铬铁矿含矿就较差，或不含矿，而在新疆、西藏等板块俯冲

带附近的超基性岩中含矿相对较好。因此，近’"多年来在总结工作经验和吸取国外先进找矿理念的基础

上，对以往与成矿直接有关的地质条件或地区性经验指导找矿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使找矿评价研究的内容发

生了变化，开始向宏观而动态的地质环境分析方向转变。这种转变是基于一定的成矿地质环境促进某种成

矿作用的发生，而环境的演化将造就不同类型矿床在空间上有序地配置的成矿理念。虽然这种理念还不十

分成熟，但它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地看待成矿条件，所以能够较快地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且应用在各地的实

际工作中。在应用过程中，有的强调成矿时期的成矿环境对成矿可能性及其规模的影响；有的从地质历史演

化角度去认识不同时期所发生的地质事件对矿产形成所起的作用与贡献；有的从区域成矿带的成矿地质环

境与工作矿区进行对比，阐明矿区成矿地质环境形成的特殊性及其对成矿作用的影响程度，等等。这些找矿

指导思想的更新无形中使矿产地质填图的内容向更深层次发展，同时也丰富了成矿地质环境研究的内容和

矿床产出可能性判断的依据。

值得注意是，在矿区地质填图中对成矿地质环境的研究往往由于矿区范围有限而难以判断，因此，必须

结合矿区实际，在其外围辅以中比例尺填图或参考前人相关资料加以判断。现在有人用岩石化学数据在某

些图解上投点以确定其生成环境，这种做法有极大的缺陷或误导，因为图解本身就受到地区以及研究对象的

局限，而少量样品数据未必能代表地质历史的全过程。近年来在矿区地质填图中经常同步进行各种地球物

理和地球化学探测工作，以便从三维空间去把握成矿地质环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将在

另处阐述。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谢家荣先生地质生涯中的一件轶事，#$()年他率队到淮南八公山一带找

煤矿，在路线填图中发现该区奥陶纪灰岩均向*+倾斜，其上被第四系覆盖，后来他研究了李捷#$’%年的

#,#""万地质图中的弧形构造，一个构造盆地的雏形在他脑海中闪现了，而他当天在上厕所的路上又拾到一

块滚石，手一摸，黑色染手，这块滚石的由来又在他心中盘旋。经过一翻思索与劳累，他与同事们终于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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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科化石的晚石炭世灰岩露头，从而揭开了淮南煤盆地的面纱。为此，谢家荣先生曾写出“合理的科学探

矿必须依据地质，再施钻探，然后才能确切地指示分布厚薄，否则，仅仅追踪老窑，不过是拾人唾余罢了，岂能

发天之秘，穷地之利呢”、“只有我们依据地质学原理，做有计划的钻探，这天然宝藏的私钥终必为我人所获

得，追踪老窑时代过去了”的感言。今天读后仍然发人深省！

在野外地质填图中可能遇到许多地质现象，但是，这些地质现象未必都能反映出成矿地质环境及其成矿

迹象，其中可能只有某些具有成因标志的地质现象对阐述成矿地质环境以及判断矿床产出的可能性具有实

际意义。因此，如何在野外地质填图中去寻找具有成因标志的地质现象，并依此对成矿环境及成矿可能性做

出判定，成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数十年来，许多矿产地质工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与总结，为我们

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虽然自然界中一种地质现象往往具有多种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用规范性条

例去界定，但经过地质勘查实践，其中的一些地质现象已取得大家的共识。在此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初步整

理，供同仁们在矿区地质填图中参考与借鉴，而细致的研究还需要在室内工作中进一步深化。为了叙述方

便，将按照沉积岩出露区、侵入岩出露区、火山岩出露区、变质岩出露区和接触变质带等!种情况分别介绍，

至于有关地质环境分类与形成机制已有许多学者做过专述，此处不再重复。所述不足与错误之处，望同仁们

补充、斧正。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良士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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