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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质特征的矿床分类及找矿规律研究

周云龙 邢海国
四川省第十一地质大队 四川 达州 635000

摘� 要：本次研究以地质特征为依据划分矿床，深入剖析找矿规律。在详细调查研究区矿床地质特征基础上，揭

示出不同矿床类型的成因，分布规律及其经济价值。同时结合各种找矿方法与技术确定重点找矿标志并总结高效找矿

规律。这些规律对矿产资源评价及矿产勘查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有利于找矿效率及成功率的提高。另外，本次研究

对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矿床分类及找矿规律进行了讨论，突出绿色勘查及可持续发展意义。总体上看，该研究为矿产

资源科学管理与高效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对于促进矿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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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世界范围内资源不断短缺的大环境中，对矿产资

源进行有效和可持续的开发变得非常重要。以地质特征

为依据进行矿床分类和找矿规律的研究是迎接这一挑

战的重点探索方向。深入分析矿床地质特征，不仅可以

更精确地认识矿床形成机制与分布规律，而且可以为科

学评价与合理开发矿产资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研究意

义不只体现在理论层面上，还体现在实践应用价值上。

通过对矿床分类体系的科学系统构建，可以更准确的对

不同矿床进行定位，然后采取针对性勘查方法与技术手

段。与此同时，找矿规律的总结与运用也会极大地提升

矿产勘查工作效率与成功率，从而为矿产资源可持续利

用奠定坚实的保证。就目前情况来看，矿产资源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而以地质特征为依据进行矿床分类和找矿

规律的研究则是我们解锁矿产资源潜力，促进矿业转型升

级发展的关键钥匙。通过本次调研，希望能对全球矿产资

源科学管理与高效开发尽一份中国的智慧与力量。

1 地质特征概述

1.1  区域地质背景整体分析
研究区处于中朝板块华北陆块及其陆缘构造带上，

该区历经多期次构造运动及岩浆作用，构成复杂多样的

地质背景。在长期地质历史过程中，多种地质作用叠加

和改造，终于形成了今天丰富多彩的矿床。该区地层结

构复杂，出露上至古老变质岩系下至新生代沉积地层。

这些层位蕴藏着大量的金，铜，铁等矿产资源。岩浆活

动量大，各种超基性至酸性岩浆岩广泛发育，是成矿所

必需的物质基础及热源。在构造特征上，研究区发育有

褶皱，断裂和韧性剪切带等多种构造形迹。这些构造形

迹在控制矿体形态与展布的同时，也为成矿流体运移及

矿质沉淀提供通道与空间。

1.2  矿床地质特征的详细剖析
研究区不同类型矿床表现出其特有的地质特征。金

矿床的形成一般与韧性剪切带及绿片岩相的变质作用有

密切的关系，矿体呈脉状，透镜状出露，矿石主要为

石英脉型及蚀变岩型。铜矿的形成大多与中生代的火山

活动和侵入活动密切相关，矿石主要分布在火山结构或

侵入体与其周围岩石的交界地带，而矿石的种类主要分

为硫化物和氧化物两大类。该铁矿床与沉积作用及变质

作用有一定关系，矿体在一定层位上呈似层状产出，矿

石类型有磁铁矿型及赤铁矿型两种。另外，研究区铅锌

矿，钨矿，钼矿等多类型矿床发育，其地质特征不同，

但是均与具体地质环境及成矿作用关系密切。对这几类

矿床地质特征进行精细解剖，可找出某些共性成矿规

律。如金矿床、铜矿床等的形成均与岩浆活动、构造作

用有密切关系；铁矿床的形成与沉积的环境以及变质过

程密切相关。这些规律性认识，对我们深入探讨找矿标

志，总结找矿规律，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同时也指

出了各类矿床地质特征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这些差异性

与复杂性不但加大了找矿难度，而且还需要在找矿工作

中更重视对多种地质信息进行全面分析判断。唯有如

此，才能更准确掌握各类型矿床分布规律及成矿机制，

从而为科学评价与合理开发矿产资源提供强大支撑。

2 矿床分类体系的建立

2.1  全面运用分类原则和方法
在矿床分类体系建设中，坚持了综合性，主导性，

实用性等原则。首先，综合性原则强调我们需要全方位

地考虑矿床的各种地质属性，这包括矿体的形状、矿

石的种类、矿物的组合以及围岩的蚀变等，以确保分类

的结果能够真实地反映矿床的实际状况。二是主导性原

则，强调要从诸多地质特征中筛选出对矿床形成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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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主导作用的要素作为划分的首要依据，从而保证划

分的有效性与准确性。最后，实用性原则决定了我们构

建的分类体系要易于实际运用，并能对矿产资源评价，

勘探与开发起到强有力的指导作用。从方法上看，我们

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划分矿床。首先，在搜集、整理了

大量地质资料的基础上，对研究区矿床做了细致的梳理

与总结。接着，运用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等

多种学科知识与方法对矿床地质特征深入分析与提取。

最后通过对比研究与综合分析，我们制定出适合该区矿

床分类方案。

2.2  矿床类型划分的细致考量
在划分矿床类型时，充分考虑到各地质因素在矿床

形成与分布中的作用。我们按成因类型把矿床分为三大

类，内生矿床、外生矿床及变质矿床。在这些矿床中，

内生矿床指因地球内部岩浆活动，变质作用及其他地质

作用而形成矿床，例如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和热液金矿

床；所谓的外生矿床，是指在地球的表层环境中，由于

沉积和风化等地质活动而形成的矿床，例如砂矿和盐类

矿床等。变质矿床是指在变质作用下，原有的岩石形成

的矿床，例如变质铁矿、变质磷矿等。同时我们把矿床

按赋存状态分为露天矿床与隐伏矿床两大类型。露天矿

床就是矿体直接暴露在地表或者埋深浅，这种矿床易于

开采但容易风化剥蚀。所谓的隐伏矿床，是指那些埋藏

深度较大且地面上没有明确标记的矿藏，尽管这种矿床

的开采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其潜在的资源价值是非常

巨大的。从经济价值上看，我们按矿床内矿产的类型，

品位及储量把矿床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型矿床的经

济价值较大，但是数量不多。小型矿床为数不少，但其

经济价值比较小，而中型矿床介于二者之间。经过上述

详细考虑，成功地建构出一套科学，系统，实用的矿床

分类体系。该系统既能综合反映研究区矿床实际状况，

又能对矿产资源评价，勘探与开发起到强有力的指导作

用。同时该分类体系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各类型矿床成矿

机制及分布规律打下坚实基础。

3 找矿规律分析

3.1  深入解读找矿标志的识别与应用
矿产资源勘查时确定找矿标志非常关键。这些标志

是从地质，地球化学及地球物理角度对成矿作用的综合

体现，并直接或者间接表明矿床的存在。地质标志一般

由地层，构造，岩浆岩及变质作用资料组成。如某一地

层或岩性中可能蕴藏着丰富的某一种矿产，断裂构造可

能是成矿流体迁移的通道。地球化学标志显示了地表元

素分布的异常现象，它们可能来自地下隐伏矿床。地球

物理的标志涉及通过重力、磁法、电法等探测手段获得

的异常数据，这些异常数据很可能与矿床的存在有着紧

密的联系。在确定找矿标志时，不能只注意个别标志的

含义，而应注意多种标志间的相互联系及综合效应。对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矿床找矿标志进行比较分析，可归

纳出若干共性规律与特点，以提高找矿精度与效益。与

此同时，找矿标志在使用过程中还需根据实际情况做出

灵活的调整。不同地质背景及成矿条件找矿标志表现及

重要性可有差异。为此，有必要针对具体情况，选择适

当的找矿标志结合各种勘探方法与手段加以验证解释。

3.2  综合运用找矿方法和技术，并进行实践
找矿方法及工艺的选择及运用，直接影响矿产勘查

工作的顺利进行。地质填图是最为基本的找矿方法之

一，它可以在地表岩石，构造以及其他地质现象中进行

细致的观测与分析，从而给我们带来大量的地质信息与

找矿线索。地球化学勘查主要是通过对地表土壤、岩石

和水体等样本中元素的收集和分析，以识别与矿床相关

的地球化学异常情况。地球物理勘探采用了重力、磁

法、电法等多种物理原理和技术，以探查地下的地质结

构和特点，进而可以间接或直接地找到矿藏。实际工作

中需结合研究区地质背景，成矿条件及找矿目标等因素

选择适宜的找矿方法与技术。与此同时，多种找矿方法

与技术也并非孤立存在，还需互相配合与印证。比如，

以地质填图为基础，结合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勘探成

果，可对找矿标志意义与价值进行全面分析说明。另

外，伴随着科技的持续进步和创新，各种新型的找矿技

术和方法也在不断地出现和应用。例如，遥感技术和地

理信息系统等高端科技工具的广泛应用，为找矿活动开

辟了更为宽广的可能性和空间。

3.3  对找矿规律进行综合归纳和提炼
通过深入剖析总结研究区各类矿床的找矿实践，可

提炼出若干共性找矿规律。其中包括空间分布，时间演

化，成矿要素的组合。空间分布规律研究主要是揭示矿

床集中分布区，成矿带及其他地质空间上矿床分布的特

点与规律性。时间的变化规律揭示了矿床的形成及其随

时间的演变和各个阶段的特点，例如成矿的时代和阶段

等。成矿要素的组合规律揭示了成矿过程中各种地质要

素间的内在联系和组合特点，例如岩浆岩、构造、地层

等要素对成矿的控制作用。总结找矿规律时，不能只注

意个别矿床的分析研究，而应注意不同类型，不同地区

矿床的比较与联系。对不同矿床在找矿标志，成矿条件

及找矿方法上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可更深刻地认识其

内涵与外延。同时总结找矿规律还需不断实践验证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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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完善才能适应地质条件与成矿环境的变化。

4 矿床分类及找矿规律应用研究

4.1  矿床分类是矿产资源评价的核心
矿产资源评价就是对某一区域矿产资源潜力的系统

分析与评价，其目的在于为合理开发矿产资源提供科学

依据。在这一进程中矿床分类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核心作

用。一是矿床分类是矿产资源评价的统一标准与框架。

通过系统分类矿床成因类型，赋存状态及经济价值，可

实现不同矿床类型的横向对比与纵向分析，从而对某一

区域矿产资源的分布状况及潜力大小有了较全面的认

识。二是矿床分类有利于矿产资源评价重点与方向的确

定。不同类型矿床成矿条件与分布规律各异，资源潜力

与开发价值亦有差别。通过矿床分类可清楚地认识到哪

一类矿床在本区为优势矿产或者潜力大，以便优先进行

相应评价。另外矿床分类也是矿产资源评价的重要基础

数据与信息支持。在进行矿床分类时，需要搜集整理许

多地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方面的信息，这不仅是划

分自身的基础，也可作为后续矿产资源评价所需数据支

撑。总之矿床分类对矿产资源评价具有决定性作用。不

仅有助于我们对某一区域矿产资源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

识，而且能对矿产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提供科学的依据

与指导。

4.2  找矿规律在矿产勘查实践中的关键指引
矿产勘查实践对于寻找与发现新矿床，增加已知矿

床资源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找矿规律对这一进程起

到了关键性的引导作用。一、找矿规律给矿产勘查工作

确定了目标与方向。在对已知矿床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

的基础上，可归纳出若干具有共性的找矿标志与规律，

既有助于确定有利成矿地区，又有助于确定潜在成矿远

景区，也可为我们明确具体勘查目标与方向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二是找矿规律有利于提高矿产勘查效率与成功

率。在进行矿产勘查工作时，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

力以及财力。通过找矿规律的应用，使勘查方法与手段

更具有针对性，避免盲目与无效，使勘查工作效率与成

功率得到提高。另外找矿规律也为矿产勘查工作提供科

学决策支持。在矿产勘查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要做出种

种决定，比如要不要继续投资，要不要扩大勘查范围。

利用找矿规律综合分析评价勘查结果，可为上述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与支撑。

5 结语

本次研究以地质特征为依据，系统分类矿床，深入

探索找矿规律，获得一系列重要结论。通过精细解剖矿

床地质特征，揭示出不同矿床类型的成因机制及分布规

律，从而为矿产资源评价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

在找矿规律研究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我们已总结出许

多行之有效的找矿方法及标志，对矿产勘查实践具有较

强的指导作用。展望未来，矿床分类及找矿规律研究将

不断深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勘查手段也在不断

地更新，探索出更有效，更准确的找矿方法与技术来迎

接矿产资源不断短缺带来的挑战。与此同时，还要注重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促进绿色勘查与绿色开发的需

求，为矿业高质量发展献智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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