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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科技动态
·

当前国外成矿理论及矿产预测的

研究现状和趋势

吴 承 栋

�地质矿产部情报研究所�

近年来许多地区面临寻找隐状矿床和选择勘查靶区的现实
，
促使研究人员更重视了理

论预测在选区中的作用
。

然而
，
当前地质理论的发展与当代找矿工作的 要 求 是 很不适应

的
。

如前任国际地科联主席
、

加拿大著名地质学家 �
�

�
�

哈钦森就指出��，，
当前地质理论

是不完善的
，
有的甚至是错误的

，
研究范围也过窄

，
而且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

他认为
�

为

了改变这种状况
，
必须加强矿床区域成矿环境和矿床成因的研究

，
鼓励新的成矿理论和成

矿认识的发展
，
改变目前存在着的

、

阻止对已发表的或已被人们接受的观点进行本质上改

变的状况
。

�一�近二十年来成矿概念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

主要表现在
�

广义的同生成矿

理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赞同
。

许多过去认为是后生成因的金属矿床
，
现在认为是与围岩

同时形成或近于同时形成
。

与此相适应
，
沉积成矿理论和层控矿床的研究受到各国普遍重

视
。

当前层控矿床研究的重点是
� �

�

查明含矿建造及其分布 � �
�

研究层控矿床的主要标志

�包括矿量特别集中部位的标志�以及形成机理
。

过去认为是在深部形成的许多矿床
，
现在认为是在当时的地表或地表附近

，
即在浅部

形成的
。

与此相适应
，

近年来大力加强了火山成矿作用
、

冷水常温常压下的成矿作用
、

沉

积成矿作用和生物成矿作用的研究
。

热液成矿理论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目前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热液成矿理论
，
认为

热液矿床的形成不一定都与岩浆有关
，
热液和成矿物质可以有各种来源

。

近年的大量文献

资料表明
，
渗流水形成的热液及其在特定条件下的对流循环对形成热液矿化

，
尤其是在地

壳上部形成热液矿化具有巨大意义
。

对许多矿床 �如黄铁矿型矿床， 铁锰矿床
，
金矿床

，

甚至某些铬
、

镍
，

钨
、

铂矿床�都有人提出了可能由非岩浆成因的热液形成的认识
，

主张

成矿热液是由岩浆体使渗流水发生对流循环并从围岩中渗滤出有关金属而产生的
。

研究还

发现许多岩浆期后矿体 �含矿伟晶岩
、

矽卡岩
、

热液脉
、

含水晶脉
、

碳酸岩
、

某些斑岩矿

床等�的矿物成份
、

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围岩的成份
，
说明围岩是成矿物质的重要来

源
。

因此
，
各类岩浆期后矿床矿液矿质的来源

，
围岩对岩桨期后矿床的影响

，

大范围内围



中 国 区 域 地 质 ����年�年

岩中金属迁移和富集成规模巨大矿床的机理都是当前受到重视的研究课题
。

如 �
�

�
�

哈钦

森就认为 “�〕 ，
热液对流循环系统可形成各种金属产物

，
以块状矿层到细脉浸染型矿石

。

除

有色金属外
，

锡
、

铬
、

铅
、

镍
、

钨
、

铂
、

把等元素也可由热液或喷气活动形成
，
它们是在

氧化还原电位较低条件下由高温卤水携带经喷发进入洋底环境中的
。

他认为
，
开展矿产普

查必须查明古老高温热液活动区
，
详细评价区域热力作用和由裂隙和孔隙分布所造成的区

域渗透模式之间的关系
，
找出对流热液系统的补给区和排泄区

，
并可根据已知地热田的规

模来指导勘查工作
。

矿石是在活动的地球化学障上沉积的理论引起了各种普遍的重视
。
�

�

�
�

别 列尔曼专

门研究了地球化学障的类型及在各类地球化学障上矿石沉 积的类 型
。
�

�

�
�

纳 乌 莫夫 认

为
，

为了产生能使大量成矿物质聚集的局部地球化学沉积障必须有两个相反趋势的结合
�

元素在源区活动性最大
，
在沉积带中活动性最小

。

�二�区域成矿理论正在进行新的探索
，
突出表现是努力应用板块构造理论进行成矿

分析
�

当前这方面研究正向板块活动有关的各种地动力环境的成矿特点及其间的差别的研

究方向发展
。

苏联����年出版的 《全球构造
、

岩浆活动和成矿规律》和 ����年出版的公活动

论和找矿地质准则》两本书就较系统地探讨了板块 间各种 地动力环境 �裂谷带
、

岛弧带
、

大陆板块向大洋板块超覆
，

大洋板块俯冲到大陆板块之下
，
大陆板块推 覆 到 大 洋中脊之

上
，
俯冲带和碰撞带�的成矿特征

。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裂谷作用与成矿关系的研

究
。

有人认为
，

世界上大多数大型
、

特大型矿床
，

特别是板块内的 许 多 矿 床 �如层状铜

矿
‘ 、

含铁石英岩型铁矿
、

北欧和纳米比亚的热液铜矿
，
布什维尔德杂岩体和肖德贝里杂岩

以及有关矿床
，
与非造山带花岗岩有关的锡矿等�都与热点和线性分布的热点所形成的裂

补有关
。

在这方面还正在研究地慢喷流与大规模玄武质火山作用之间的关系
，
在美国的斯

内克河区以及苏联的诺里尔斯克都在进行着这项研究工作
。

与此同时
，
越来越多的人试图

把板块构造控矿概念和模式引人大陆内部
，
并试图探讨板块构造理论与传统台槽成矿理论

的关系
。

如美国人�
�

�
�

图克就研究了美国已知金属区与板块构造的关 系
。
�

�

�
�

沃罗契

科维奇以中亚摺皱带为例探讨了板块理论和地槽成矿理论进行成矿分析的可能性和异同之

点
。

尽管板块构造理论及其成矿意义的研究受到各国重视
，
但各国都有人反对板块构造理

论及其成矿意义
，
其中许多是长期从事矿床和矿产分布规律研究的专家如

�

苏联的 �
�

�
�

斯

米尔诺夫
、
�

�

�
�

拉德克维奇
、
�

�

�
�

伊奇克松
、

�
�

�
�

法沃 尔 斯 卡娅
、

法国的 �
�

鲁蒂

埃
、

美国的�
�

诺布尔等
。

其主要论据之一是板块理论解释不了成矿作用往 往 在 很长一段

地质时间内位置固定不变且存在明显继承性的问题
。

此外
，

某些与俯冲消亡带平行的矿带

�如北美矿带�宽达����公里
，
且矿化明显受与俯冲消亡带垂直的横向构造控制

。

以传统台槽构造学说为基础
，
采用建造分析方法总结出的区域成矿理论

，
近年也有新

的发展
。

即继续研究不同类型地槽 �活动带�的成矿特点
，
活动带固化后构造岩浆活化作

用对成矿的影响
，
活动带造山期前的成矿特点以及中间地块的成矿特点 �具有地台

、

地槽

和构造岩浆活化带的成矿特点�等
，
并进一步肯定了地槽带与其边框接合处的边缘含矿断

裂的重大成矿意义
。

其中特别重视地台构造岩浆活化作用对成矿影响的研究
。

查明遭受岩

浆活化作用的地区
、

活化区含矿性与基底含矿性和基底地球化学类型的关系
，
是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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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课题
。

六十年代以来
，
美苏都十分重视区域性深大断裂与成矿关系的研究

。

许多人认为
，
长

期活动的超壳型深大断裂是聚矿构造
，
对成矿有重要意义

。

苏联科学院金属矿床地质
、

矿

物
、

岩石
、

地球化学研究所 �
�

�
�

法沃尔斯卡娅等人认为
，

研究和分出这类深部形成的穿

透型聚矿构造是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预测大矿床的主要方向
。

她认为 〔 ‘ ’�， 当前 在 这 方面

需要研究的是
�

建立全球穿透型构造网产生和发育的理论模型� 在建造分析基础上加深对

长期内生活动结形成作用的认识 � 进一步研究查明构造和物质异常的数学方法
。

研究金属区及其成因
，
研究金属区与区域成矿规律的关系和矿化的继承演化

。

这方面

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矿床学家�
�

鲁蒂埃
。

他认为
，
客观存在的具金属潜力的特 定 的 金属区

�实际上是通达地慢的一个地质体�是最早控制成矿的因素
，
这种金属区常是多类型和多

时代的
，
并具有明显的地球化学稳定性

，
可能是多次继承性富集造成的结果

。

因此
，
要进

行矿产预测首先要查明金属区
。

�三�在内生成矿理论的研究方面
，
火山成矿理论的发展最值得重视

。

当前这方面研

究工作的情况是
� �

�

对现代火山成矿系统进行了大量系统的研究� �
�

火山成因矿床的研究

范围包括了在火山机体不同部位形成的矿床
� �

�

火山成矿理论的应用正向前寒武纪变质火

山岩区扩展 � �
�

研究不同火山岩带的成矿特点
，

含矿火山岩带的类型以及查明主要的控矿

火山构造� �
�

火山岩相和火山构造填图以及编制不同时期的古火山地质图件已成为在火山

岩区 �包括已变质的古火山岩区�开展成矿预测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
。

花岗岩的成因及其成矿专属性仍是国际上注意研究的课题
。

国际地质对比计划第��号

项目 �环太平洋深成岩浆作用�和第��号项目 �与酸性岩浆作用有关的矿化作用�均与此

有关
。

目前人们认为
，
在开展矿产预测时

，
区分不同成因的花岗岩

，
分别研究其成矿专属

性是极其重要的
，

而且产生岩浆的源岩的成份和岩浆侵位的环境是决定花岗岩矿化类型的

关键因素
。

�四�在沉积成矿理论研究方面
，
出现了更深入地研究各种沉积矿产的形成环境

，

并

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沉积矿产的形成模型 �包括沉积环境和几何形态�来预测沉积矿产的

趋势
。

西方国家更注意根据对现代沉积矿产形成环境的研究来推导过去
。

苏联仍以建造分析

方法和再造成矿时期的古地理环境来作为预测沉积矿产的基础
，
近年又大力加强了沉积矿

产在地壳中的分布规律与沉积岩石形成作用演化的关系的研究
，

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海相

和陆相沉积岩及有关矿产形成的物理化学模型
。

与此同时
，
国外还进一步加强了构造因素

对沉积盆地形成影响的研究
，
在此基础上划分盆地类型及与其有关的沉积成矿建造

。

研究

岩相对沉积矿产的控制是国外近年研究较多且取得明显找矿效果的研究方面
。

岩相古地理

研究已成为矿产预测中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工作
。

许多人认为
，
要进行矿产预测不但

要编岩相古地理图
，
还要编建造古地理图

，
而且编图时必须考虑古地理磁极的变化和古纬

度
。

�五�在研究变质作用和变成矿床方面
，
研究变质岩的原岩建造及其含矿性

，
已成为

变质岩区矿产预测中的重要因素
。

苏联 �
�

�
�

西多连科学派认为 “ “ ，，
必须研究形成变质岩原岩的古老沉积 盆 地 的地球

化学专属性
，
因为古老沉积盆地的地球化学专属性决定了变质岩区各大带的成矿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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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

�
�

卡赞斯基提出的原始活化作用 与成矿 作用的 关系 是另 一值 得注意 的研 究方

向 〔 “ “ 。

他认为
，
在太古代末元古代初陆壳稳定地块被大断裂分割

，

并受强 烈变 形
。

与此

同时
，

伴随有火山作用
，
沉积物的堆积作用

，
超基性

、

碱性和酸性侵人体的侵人作用以及

大规模的各种内生矿化作用
。

作者把这些现象概括为原始活化作用
，

其相应大地构造单元

为原始活化区
。

他认为
，
前寒武纪结晶笼底中的含泥担矿化的碱性交代岩

，

含铁钦矿化的斜
一

长岩
，

产有硫化铜镍矿床和铬铂矿床的分异的超基性基性侵人岩
，
与花岗岩共生的某些稀

有金属伟晶岩和含云母的伟晶岩以及伴生有各种矿化的中心型多建造的岩浆杂岩都与原始

活化作用有关
。

他把原始活化作用分为三种类型
。

构造深成作用型原始活化区 �成矿组份

与地投源侵人体一起出现��构造变质作用型原始活化区 �成矿组份是在高温流体参与下富

集的�， 构造交代型原始活化区 �成矿溶液是由变质期后溶液聚集起来的�
。

此外
，
值得注意的研究课题还有

�

成矿元素在变质作用中迁移和富集 的 方 式 及其机

理� 变质相与变质程度与成矿的关系
，
特别是绿片岩相变质前条件下的成矿作用

，

超变质

作用
、

进化式变质作用和退化变质作用与成矿的关系
� 变质水的成因及其成矿机理， 变质

岩形成前后的岩浆活动与变质岩区成矿的关系等
。

目前许多人认为
，
变质岩区的岩石的含矿性取决于多种因素

。

如 只
�

�
�

别列夫采夫就

认为口�， 变质岩区的含矿性至少与以下三种因素有关
� �

�

原岩中金属含量偏高或有矿产存

在
，
以及这些岩石的分化与分解， �

�

出现有变质作用和超变质作用形成的金属的富集和矿

床� �
�

在变质岩形成后又有较晚期岩浆活动所造成的矿床
。

�六�盐类的成因及其与各种矿产的成因和空间关系
，
是近年来国外受到重视的研究

课题
。

愈来愈多的资料证明
，

盐类物质可能有深部来源
，
盐类沉积顺序与海水蒸发试验结

果并不一致
，
因此

，
盐类沉积不一定是海水蒸发形成

。

目前一部份人认为
，
大型含盐盆地

主要是受深断裂控制的构造盆地
，
盐类可能有内生来源

，
盐类沉积可能是深盆干化形成

。

已查明
，
盐类沉积与许多矿产 �石油

、

夭然气
、

自然硫
、

铜
、

铅
、

锌
、

铀
、

银
、

钒
、

铬
�

镍
、

钻
、

磷等�都有明显伴生关系
，
盐类中的某些组份在许多金属迁移

、

沉积和富集

中起重要作用
，
而且盐类沉积本身所含大量金属也可能是成矿物质的部份来源

。

�七�金属矿床与油气的成因和空间关系
，
是六十年代末期以来就受到人们重视的研

究课题
。

有证据说明
，
油气和油田水与某些金属矿床可能存在成因和空间关系

，
研究较多

的是碳酸盐岩中的铅锌矿床与油气田的关系
。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着重探讨沉积盆地内的

油气田与金属矿床之间的成因关系和相对空间位置以及含油气盆地内金属 矿 床 的 普查标
二卜

油气与煤的成因和空间关系问题也已提了出来
。

不少人提出了煤在碳化作用的中期阶

段 �中挥发烟煤形成阶段�可以生气生油的看法
，
提出了应在含煤地层中找油气的意见

。

最近
，
日本地质学家坂仓胜彦〔 ’”�专门著文探讨了利用煤岩研究成果找油的 可 能 性

，
提出

可利用沉积岩中镜质组煤的反射率来判断沉积岩的生油远景 �反射率在�
�

���
�

��之间时

产油活动最活跃�
，
主张在石油地质工作中要起用煤岩研究人员

。

�八�总体来看
，
七十年代以来矿床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更着重在以下几方面进行较多

的探索
�

�
�

在综合分析全球有关地质和实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更多矿种的成矿 模 型
，

并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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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外成矿理论及矿产预测的研究现状和趋势

不同矿种不同类型矿床模型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与成矿条件从前寒武纪到 现 代 变 化的关

系
。

如苏联在����年 �月在新西伯亚就召开了研究内生矿石建造成因模型的全苏会议
，

研

究了建立内生矿石建造成因模型的原则以及铜镍
、

稀有金属
、

铜铂
、

多金属
、

金和锑汞矿

床的成因模型
。 ‘ ’ �〕

�
�

研究区域上不同类型矿床的组合规律
，
内生和外生成矿作用之间的关系

。

�
�

研究地壳与上地慢物质成份
、

结构构造和地壳与地慢的相互作用及其 与 矿床形成

和分布的关系
。

�
�

研究现代成矿系统 �包括现代火山和热泉的成矿作用
，
现代卤水成矿 作 用

，
洋底

锰结核的成份
，
分布和成因

，
大洋中脊成矿作用

，
等等�

，
对 自然界的各种作用和与成矿有

关蚀变作用进行实验室模拟研究 �特别是研究成矿的水热系统�
，
大力开展包体研究和矿物

中微量组份的研究
，
并将研究结果与现代成矿研究结果相比较

。

�
�

探索利用基础学科的进展和相邻学科的成就解决矿床学问题的途径
。

当前国外矿产预测工作的特点是
�

�一�综合性的矿产预测工作引起各国普遍重视
。

许多国家都在综合分析资料 �配合

进行必要的专题研究�编制各种比例尺和各种形式的矿产预测图
，

加强矿产区域分布规律

和矿产区域预测标志的研究
。

�二�矿产的全球性对比研究和全球性预测工作有了明显的加强
。

越来越多的矿种的

成矿规律和预测标志是在全球类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 �如一些矿种的 成矿 模型�
。

这已

成为衡量当代成矿预测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

出现了研究全球和跨越洲际矿带的矿产分布

规律和编制相应的矿产预测图 的 尝 试
。

如 苏 联 召 开 过 三 次 全 苏 会 议 研 究 太 平 洋

矿带成矿规律
，
出版了三本以上的专著

，

并编制了比例尺������万的太平洋矿带成矿规律

图
。

国际上已召开了三次太平洋矿产和能源会议
，
研究环太平洋带的矿产潜力 和 开 发 前

景
。

�三�在矿产预测方法方面
，
建造分析方法 �成矿系列�和矿床模型法已成为当前国

外进行矿产预测时所采用的重要有效方法
。

苏联主要是采用建造分析方法开展矿产预测工

作
。

他们把矿石建造看成是地质建造的组成部份
，
并试图在查明地质建造

、

交代建造和矿

石建造的相关关系和建立三位一体建造的基础上开展矿产预测工作
。

最近有人指出
，
在进

行局部预侧时还必须注意研究与矿有关的地质异常
，
加强建造内的分析

，
查明组成建造的

各岩组的地质特点及其与矿化的关系
。

鉴于同一矿石建造可能与不同地质建造有关
，
成矿

分析时还广泛使用了矿床建造类型的概念
。

西方则偏重于采用矿床模型法开展矿产预测工

作
，
主要是以深人解剖区域典型矿床为基础

，
并参考世界有关矿床资料建立矿床模型

，
如

预测阿拉斯加矿产潜力的模型就主要是以北美矿床资料为基础建立的
。

此外
，
有人还提出

了分级预测和建立相应预测标志的倡议 〔 ’ ‘，，
认为今后应加强较大规模 成矿 单元 �矿域

、

成矿区
、 ’

矿区
、

矿结
，
矿田�的研究

，

并将其与规模相应的地质构造单元和构造物质单元

相对比
，
还必须研究不同规模成矿单元套叠现象的空间分布和出现特点

，
并评价这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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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矿区
、

矿结和矿田含矿远景的影响
。

�四�矿产预测的标志向综合化发展

查明成矿的区域地球化学标志
，
区域地球物理标志

、

航天资料特征
、

深部构造特征以

及预测大型矿床的标志
，
是当前尤其受到重视的研究课题

。

在研究分析各种地球化学资料的基础上查明地球化学区和矿产的区域地球化学标志
，

研究地球化学区与各级成矿单元的联系是当前国外重点研究的课题
。

苏联等国认为
，
查明

地球化学区和编制地球化学预测图应成为普查和预侧矿床的基础
，
因为这样做可以考虑所

有元素及其共生组合的富集情况
，
而不仅考虑形成矿床元素的工业富集

，
可使我们做出更

广泛的预测
，
如分析叠加地球化学区的分带和预测新类型的矿化及其产物等

。

对地球化学

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从单个元素分布图向元素共生组合分布图过渡 � 更精确地分出地

球化学场中的同生和后生组份� 查明和表示出地球化学场的分带
，
定量评价含矿性参数 ，

进一步完善使用数学方法解决地球化学问题的能力
。

苏联已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地球化学填

图和根据地球化学研究成果普查预测金属矿床的问题
。

苏
、

保合作对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

题研究
，
其成果已于����’年以 《预测普查金属矿床时地球化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一书的形

式出版
。

查明矿产的深部构造标志
，
是六十年代户

’

期以来受到重视的研究课题
。

目前这项工作

尚处于积累资料阶段
。

苏已利用深部地质成果编制了莫霍面埋深与成矿区相关关系图
，

并

在一些矿区进行了详细的深部构造研究
，
查明了一些与成矿有关的典型的深部构造标志

。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
根据区域物探资料查明深部构造时最好有深钻资料的配合

。

苏联科拉

半岛深钻资料表明
，
根据物探资料解释出的深部构造与实际情况有时有很大出人

。

�五�数学方法和计算机在成矿预测中的应用正 日益普及
。

目前国外在成矿预测中应

川最�一的是多变量统计方法 �加拿大�和逻辑信息方法 �苏联�
，
具体方法视地质特征

，
资

料情况和预测任务而异
。

需要注意的是
，
现在的许多数学方法并不成熟

，

许多尚处于试验

验证阶段
，

国外在采用数学方法预测矿产时常出现一些与地质预测相矛盾的 结 论
。

实 践

证明
，

方法和变量的选择对预测效果和可靠程度有决定性的影响
。

当前这方面重点研究的

课题是
�

查明解决各种预测任势的最佳数学方法
� 研究数据结构

，
解决资 料 不 均 匀等问

题 � 研究筛选对预测最有效变量的方法� 研究如何从定性变量转化成统计所需要的定量变

量， 研究综合资料的数学方法等
。

�六�对资源进行定量预测和评价是近年矿产预测工作中受到普遍重视的问题
。

苏联

地质部长�
�

�
�

科兹洛夫斯基����年在谈到苏第 � 个五年计划期间 �����一�����应用地

质学科科研任务时指出“ �〕 ，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定量预测

，
特别是局部 预侧 方 法… 。

苏美

均已召开了全国性会议
，
专门研究如何对本国资源进行定量评价

。

苏联对 各 经 济 区和矿

区
、

煤田以及一些大型矿床都开展了这项工作
。

美国七十年代初就对许多矿产的潜力做过概

略性评价
，
目前正进行重要盆地油气的详细定量评价工作

，
还正执行全国铀矿资源评价计

划和美国本土矿产评价计划
。

全球矿产资源评价工作也正在筹备之中
。

继国际地质对比计

划�� 号项目之后可能出现两个新项目
� “
次大陆矿产资源编目

“
和

”
资源评价方法的转换

” ，

实际是为进行全球资源评价做准备
。

当前
，
矿产定量预测工作在各国还都处于广泛的试验

阶段
，

已有的评价方法并不成熟
，

有待改进和完善
，
而且已有的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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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外成矿理论及矿产预测的研究现状和趋势

和资料要求
。

实践证明
，

不同矿种不同类型矿产的定量评价方法应有所区别
。

目前
，
国外

在矿产定量评价方面研究的测重点是
�

�
�

在进行广泛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种定量评价方法
，
提出不同矿种不同

类型矿产定量评价方法的细则
。

�
�

研究对不同级别成矿单元进行定量预测的方法和资料要求
，
在此 基础 上提出评价

定量预测成果可靠程度的标准
。

�
�

研究利用各种地球化学资料
，
特别是原生晕和分散流资料进行矿产定 量 预测的方

法
，
探讨矿产储量与地壳元素丰度和区域地球化学背景值之间的相关关系

。

�
�

研究把矿产定量评价与矿产经济评价结合起来的方法
。

�
�

建立各级预测储量的分类
，
并与各级定量预测工作联系起来

。

�
�

研究各种数学方法和计算机在定量预测工作中的适用性
。

�
�

研究定量预测成果的表现形式
。

至于进一步完善成矿预测的途径
，
苏联成矿规律研究的牵头单位—全苏地质研究所

等有关机构认为
，

首先应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
�

进一步发展建造分析方法
，
并研究与此有关的问题

，
特别是区域构 造分 区问题和

认识地质演化的普遍规律
。

�
�

根据地质
、

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资料以及对地壳剖面中矿石和含 矿岩 石分带性的

全面研究拟定立体成矿预测的原则和方法
。

�
�

研究再造成矿时期古环境的方法
，
并在利用古地貌图

，
古水文地质图

、

古气候图
、

古地理和古构造再造图以及新全球构造学说的基础上再造成矿时期的古环境
。

�
�

进一步研究矿床成因
，
分析地质发展中成矿作用在时间上的演化过程

。

�
�

研究成矿的侵蚀程度和保存条件
。

�
�

开展矿产定量预测
。

�
�

实现矿产预测工作数学化
。

�
�

研究不利于成矿的标志
。

�
�

研究特大型矿床的标志
。

�口
�

研究和预测新类型的矿化等
。

本材料在编写中参考利用了地质矿产部情报研究所出版的许多材料
，
并承蒙冯钟广同

志审阅
，
提出宝贵意见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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