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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矿床模型研制使用现状和动向

吴 承 栋

一
、

矿床模型研制发展简史

早在30 年代
,

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就很

注意矿床分类及代表性矿床的特征描述
。

如

谢家荣
、

程裕淇等在 《扬子江 下游 铁 矿志 》

( 1 9 3 5 ) 中对凹山式
、

南山式
、

凤凰山式
,

长龙 山式等铁矿类型的划分和典型矿床的描

述
,

实质上是在我国建立铁矿床描述性模型

的一个开端
。

60 年代初
,

在我国开始重视典

型矿床的研究
,

并出现了以典型矿床为基础

建立的矿床描述性模型
,

赣南石英脉型黑钨

矿
“

五层楼
”
垂向变化模型就是其中一例

。

矿床经验模型的建立在我国出现在 70 年代
,

如最初在长江下游宁芜
、

铜陵等地区出现 了

建立某些铁铜矿区
,

矿床经验模型和成因模

型的尝试
。

70 年代中期
,

陈毓川等首次对成

矿系统矿床类型组合成因模型进行了探讨
,

在宁芜地区建立了份岩铁矿类型组合成因类

型
,

此后在江西城门山矿区正式建立起与斑

岩有关的铜矿床
“
四位一 体

”

地 质 经 验模

型
。

进入 80 年代
,

开展的区划工作进一步促

进了建模用模工作
。 “

六五
”

期间
,

在一些重

要成矿区
、

带 (如南岭
、

长江 中下游地区 )

的成矿规律
、

成矿预测研究中
,

把成矿系列

的研究与矿床模型的研究结合起来
,

建立了

一批区域的和典型矿床的成矿模型和找矿模

型
。

我国物
、

化探工作者也建立了某些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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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在火山沉积盆地中含石膏不好的

地层往往对硼矿形成有利
,

可采少量样品作

分析研究
。

以上是笔者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

供编十

二年找矿地质工作规划时参考
。

矿床的地球物理模型和地球化学模型
,

利用

综合信息建立综合找矿模型 在 近年 有所发

展
。

赵鹏大教授提出以统计预测模型为基础

的统计预测方法
,

王世称教授提 出以综合信

息 (包括信息转换 )预测模型为基础的综合预

测方法
,

都开始用于预测实践
。

总的看
,

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
,

我国建模用模工作还未普

及
。

1 98 5年以后
,

建模用模受到了地质科学

研究单位
、

地质院校
、

地勘 单 位 的 普遍重

视
,

迅速开展起来
。

地矿部明确要求
,

在成

矿预测工作中
,

应根据不同比例尺成矿预测

工作需要
,

建立区域成矿模型
、

矿床成因模

型和找矿模型 , 要求用目标物的地质一地球

物理模型指导物探工作
。

目前
,

成矿系统的

成因模型和地区性的
、

矿田的矿床类型组合

模型的建立应用受到更多重视
;
有的综合信

息预测找矿模型是在立体填图的基础上建立

的 (如安徽铜陵地区 ) 实用意义较大 , 与建

模有关的模拟成矿作用实验工作及人工智能

专家预测勘查系统也已经起步
; 以综合信息

统计预测模型为基础的预测方法得到了应用

和推广
。

一般说来
, “
七五

”

期间以预测和找

矿为 目的的重要科研攻关项目中
,

建模用模

水平是较高的
。

但总的看
,

我国 目前已建模

型仍主要是矿田 (床 ) 的地质描述性模型
、

地质成因模型和根据现有资料建立的多因素

综合预测找矿模型
,

且建模水平不一
,

部分模

型抽象度太高
,

专属性太强
,

实用性不广
。

二
、

矿床模型使用情况和效果

已建的矿床模型尽管水平各异
,

但绝大

部分对矿床预测和工程布署已显示出 日益重

要的作用
。



在矿产预测和勘查中使用较早较多的是

矿田 (床 ) 的地质
、

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的

( 主要是原生晕异常 ) 经验模型
,

在找矿预

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如利用地区性斑岩矿

化蚀变分带经验模型
,

在江西银山铅锌矿区

指导勘查工作
,

于矿床深部发现了铜矿和金

矿
,

使银山铅锌矿一矿变多矿
,

储量翻了几

番
,

取得了重大突破
。

成矿系统的矿床类型组合模型和区域矿

床类型组合经验模型在预测和找矿中正起着

越来越大的作用
。

这类模型适应 了开展矿产

综合预测和找隐伏矿的需要
,

使人们有可能

在相似成矿地质条件下寻找在成因上互有联

系
、

类型不尽相同
、

由一连串相关地质作用

形成的矿床组合
。

如鄂东南封山洞铜矿区利

用城门山
“
四位一体

”
成因模型

,

在原来接

触交代型铜矿的基础上
,

在岩体内又找到了

浸染状和角砾岩筒式铜矿体
。

矿田 (床 ) 的综合预测普查模型
,

特别

是包括信息转换在内的综合信息预侧模型
,

在找隐伏矿中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
。

如湖

南稀有
一
有色金属成矿区隐伏矿 的 预测就是

以地区性矿床的综合预测我矿模型作指导
。

具体作法是
:

在研究区域成矿规律和典型矿

床成矿模型基础上
,

先按成矿系列分别建立

区域成矿模型 (深源同熔岩浆成矿模型
,

浅

源重熔岩浆成矿模型和层控成矿系列成矿模

型 )
,

然后分别建立各系列有关矿床类型的综

合找矿模型
;
在此基础上建立湘南隐伏矿找

矿系统
,

抽象建立起隐伏矿床不同空间和剥

蚀水平所反映出的近程
、

中程和远程找矿标

志
,

并根据预测标志分四个层次捕获不同成

矿系列的综合找矿信息
,

结 果 发 现 了一批

大
、

中型矿床
。

矿床模型是建立人工智能专家预测勘查

系统的基础
。

地矿部山西地质科学研究所利

用武汉大学的 K E S E 工具
,

以胡家峪一蓖子

沟铜矿的勘查
、

评价模型为基础
,

研制成功

了
“

胡蓖型铜矿勘查与评价专家系统
” ,

并用

此系统对大比例尺成矿预测选出的靶区进行

评价
,

效果较好
。

三
、

在建模用模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王
.

建模用模缺乏统一的规划 和 规范性

要求
,

再加上不同地区研究程度和资料水平

不一等原因
,

造成许多模型的内涵和外延不

统一
,

随意性大
,

各模型在水平
、

流程和表

达方式方面也不一致
。

2
.

已建的许多模型资料基础薄弱
。

一般

缺乏系统
、

完整的物
、

化探
、

遥感和深部构

造资料
,

多是以现有资料建立的
,

并未根据

模型要求开展必要的补充研究
。

结果是有的

模型与代表性剖面差 不 多
,

有 待 进一步完

善
。

3
.

已建模型多是以一两个 典 型矿床为

基础建立的具体模型
。

考虑全球和国内同类

矿床资料不够
。

这在己建的地球物理和地球

化学模型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

多数是具体矿

田 (床 ) 地球物理异常和地球化学异常 (原

生晕异常的元素分带 ) 的具体模型
。

4
.

许多成矿模型对成矿演化 过程缺乏

合理的表达方式
,

成矿后的保存条件未能按

地质发展过程分析
,

即考虑地质历史的发展

对矿床形成和演化的影响不够
。

5
.

地质经济模型和区域 成矿 模型的建

立和应用是较突出的薄弱环节
。

按目前技术

经济条件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矿产资源是无

用的
。

对矿产资源 (包括预测资源 ) 必须进

行经济评价
,

而且应以地区性经济模型为基

础
。

我国已建的矿床预侧普查模型未包括地

质经济因素
,

如模拟客体的经济特征及其与

矿物原料经济和地区开发程度的关系等
。

我

国许多成矿区带尚未建立区域成矿模型
,

有

的只是以成矿系列形式表现 ; 个别地区虽建

有区域成矿模型
,

但不同等级成矿模型远未

配套
,

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并未按成矿系列分

别建立成矿模型
,

也未按成矿模型的等级分

别提出预测勘查的准则和标志
。

6
.

我国重点科研机构尚未起 到国外某



些科研机构在建模用模方面所起的指导和示

范作用
。

7
.

未能吸收有经验的矿山地 质 工作者

参加建模工作
,

在建立综合性找矿模型时
,

地质
、

物化探等专业人员配合尚不够紧密
。

8
.

我国目前预测
、

勘查和资源评价中
,

尚缺乏利用多种类型矿床模型的基础
,

而且

有的地区矿床模型建立后
,

在矿产预测中并

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

四
、

改进和完善我国趁模工作

1
.

应进一步认识建立和使 用 矿床模型

是矿产资源预测
、

普查
、

勘探这一过程的必

要组成部分
,

是必须进行的基础性工作
。

矿

床模型应成为指导有关类型 矿 床 预 测
、

普

查
、

勘探以及制定有关方法的基础
。

2
.

应统一建模要求 (包括模型内容
、

表

达方式以及建模方法步骤等 )
,

实现模型标准

化
、

系统化
,

为建立各类矿床模型库和人工

智能预测勘查专家系统奠定基础
。

3
.

应在主要成矿区带建立起 配 套的不

同等级成矿客体 (成矿带
、

成矿区
;
矿带

、

矿区 ; 矿 田 ; 矿床 ) 的成矿模型和找矿模型

以及其他有关模型
,

以适应开展不同比例尺

成矿预测工作的需要
。

不同等级成矿客体的

模型内容虽可有所重叠
,

但预侧准则应有所

区别
。

4
.

应重点建立重要矿种主要 工 业类型

矿床的地质的
、

地球物理的
、

地球化学的描

述性模型
、

地质成因模型
、

品位矿量模型和

综合性预侧找矿模型
,

其中首先要建好地质

描述性模型
。

因为这类模型不但在预测找矿

中起着有效的指导作用
,

而且是建立其他模

型的基础
。

5
.

应加强区域成矿模型和成 矿 系统模

型的研究
。

其应与区域成矿系列的研究密切

结合
。

从预侧大型矿床的角度看
,

大范围的

选区标志要比小范围的选区标志更重要
。

区

域成矿模型应反映特定地质环境下有关矿种

有关矿床类型的组合关系
。

区域性矿床类型

22

组合模型对预测和找矿的指导意义很大
。

6
.

应研制超大型矿床的描述性模型
、

成

矿模型和找矿模型
,

以适应寻找超大型矿床

的需要
。

7
.

应对建模资料提出明确要求
。

已有资

料如不符合建模要求
,

应开展必要的补充工

作
。

我国不同矿种重要工业 类型 矿 床的模

型
,

应在综合分析典型矿床模型
、

参考世界

同类重要矿床资料
、

开展必要的模拟实验的

基础上建立
。

8
.

建模的组织以科 研
、

教 学
、

生产单

位联合派人参加为好
,

注意吸收有丰富经验

的矿山地质工作者参加
。

综合性预测找矿模

型应以有经验的地质学家为主
,

吸收有关其

它专业人 员共同研制建立为宜
。

9
.

为了更好地发挥各类模型 在 矿床预

测
、

普查
、

勘探中的 作 用
,

必 须 做到
:

第

一
、

在现有的认识和经验的基础上
,

根据任

务要求
,

合理选择模型类型
,

指导工作
;
第

二
、

研究选用的模型对工作区的适应程度
;

第三
、

要了解建模人员的理论水平
、

专业特

长
、

素质
、

观点以及建模时资料的完整程度

和代表性
,

对此要予特别重视
;
第四

、

工作

时不能过份依赖所应用的模型
;
第五

、

对某

一区的成矿观点有重大分歧时
,

应参考不同

观点建立的成矿模型开展工作
。

( 中国地质矿产信息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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