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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南地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按照《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技术要求》的统一规定，对中南地区铁等

２０ 个重要矿种，从成矿地质背景、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自然重砂、成矿规律、资源预测、成矿作用和找矿方
向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资料汇总和综合研究；在分析重要矿产的成矿地质背景和划分构造单元的基础上，

提出了对扬子陆块与武夷—云开造山带西南段界线等的新认识及其证据；通过总结区内不同大地构造相、不同

时代重要矿产的成矿作用和时空分布规律，圈定了物探、化探、遥感和自然重砂的各类综合异常，编制了系列图

件，研建了各类数据库系统；客观评价和定量预测了重要矿产的资源潜力，圈定了找矿远景区，指出了找矿方向。

该项目取得的各项成果为今后开展更加深入的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和矿产勘查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地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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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

定》中提出的“积极开展矿产远景调查和综合研究，

科学评估区域矿产资源潜力，为科学部署矿产资源

勘查提供依据”的要求和精神，国土资源部于

２００６ 年部署了“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专项，作
为部“十一五”的工作重点，列入了国土资源大调查

计划，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中国地质科学

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

心、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全国 ６ 大区
地质调查中心、各省（市、自治区）地质调查院、中国

核工业地质局、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中国化工地质

矿山局和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参加了该专项的研

究工作。“中南地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为隶属该

专项的工作项目之一，研究范围包括湖北、湖南、广

东、广西和海南 ５ 省区。在全面总结、综合利用中
南地区基础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工作成果资料的

基础上，充分应用现代矿产资源预测评价理论方法

和 ＧＩＳ 评价技术，开展全区区域成矿地质构造环境
及成矿规律研究，对铁、铝、铜、铅锌、金、钨、锑、稀

土、锰、镍、锡、钼、银、磷、锂、硫、萤石、重晶石和硼

等 ２０ 个重要矿种进行资源潜力评价，对各矿种的
成矿远景区进行划分，指出找矿方向，为今后开展

更加深入的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和矿产勘查规划部

署选区提供翔实可靠的地质依据。本文全面介绍

了中南地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取得的主要成

果和认识。

１　主要成果

按照《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技术要求》的统

一规定［１ －５］，本项目对中南地区铁等 ２０ 个重要矿
种，从成矿地质背景、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自

然重砂、成矿规律、矿产预测和数据库建设等方面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资料汇总和综合研究，取得的

主要成果如下。

１．１　基础地质综合研究与图件编制
具体成果包括各专业成果报告和地质背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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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化探、遥感、重砂等系列图件编制，及数据库建

设等多个方面。

（１）成果报告。提交了中南地区成矿地质背
景、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解译、自然重砂、成矿

规律、矿产预测、数据信息等专题报告和成果总报

告及说明书共 １ １ 份（含 １∶１５０ 万附图 ２６５ 张），出
版专著 ９ 部［６ －１４］。

（２）地质背景研究成果。在全面分析 １∶５ 万、
１∶２０万及 １ ∶２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资料和编制省级
１∶５０万建造构造图、岩相古地理图的基础上，采用
板块学说观点，结合不同时期、不同构造演化阶段

的构造相分析，以南华纪—志留纪为主造山期，进

行了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其中，以被大洋分割的古

板块和大洋消失后形成的造山区作为一级构造单

元；造山系以洋陆转换造山阶段综合地质记录和

空间组合配置作为划分二级构造单元的依据，陆块

（板块）区以突出主造山期的不同构造组合和不同

演化特征作为二级构造单元的划分依据；在二级

单元内以构造相发展演化特征划分三级构造单

元［１］。据此，将中南全区划分为秦祁昆造山系、扬

子陆块区、钦杭对接带（郴州—钦防段）、武夷—云

开造山系等 ４ 个一级单元，武当—随南陆缘裂谷等
１０ 个二级单元，湘桂残余盆地等 ３５ 个三级单元［６］

（图 １ 和表 １），编制了中南地区 １∶１５０ 万大地构造
相图［６］等各类图件。

在上述大地构造分区的框架下，划分出 ４ 个地
层大区、１０ 个地层区、２８ 个地层分区和 １０９ 种沉积
建造组合；３ 个岩浆省、５ 个岩浆岩带和 １８ 个岩浆
岩亚带；３ 个变质域、９ 个变质区、２３ 个变质带和
６６ 个变质岩组合；１０ 个二级构造单元、３５ 个三级
单元、４５ 个四级单元和 ４３ 个大型变形构造。并编
制了中南地区 １∶１５０ 万沉积岩、火山岩、侵入岩、变
质岩大地构造图和大型变形构造图。

（３）物探研究成果。通过对重磁资料的分析，
推断了 ２９ 个岩浆岩带、１４２ 个隐伏岩体和 ２１ １ 个火
山机构；３ 条大型推覆构造带、４ 条一级断裂、３３ 条
二级断裂和 ３４２ 条三级断裂［７］。

（４）化探研究成果。圈定各类综合异常
７ ２７６ 处；１ １ 个单矿种找矿预测区 １ ５２５ 处；综合
找矿预测区 ３８ 处［８］。

（５）遥感解译成果。解译线性构造 ３ ３１９ 条、
脆韧性变形构造 ３７ 条、环形构造 ２７４ 个；圈定
２３５ 个遥感找矿最小预测区；遥感方法在寻找“堆

积型铝土矿”、“离子型稀土矿”等方面得到了有效

应用。

（６）重砂研究成果。圈定钨、锡、钼、锑、铜、铅、
锌、金、银等 ９ 类矿物的自然重砂异常共 ３ ２０２ 处；
划分了 ３７ 个自然重砂异常区（带）；圈定了 ３７２ 个
找矿预测工作区［９］。

（７）数字化建设成果。建立了数据库管理系统
平台，新建各类数据库 ２９ ６２９ 个，新增数据
７ ０９１ 条，维护数据 ２６ ７８０ 条。积累了海量数据，为
推进中南地区地质工作的数字化夯实了基础［１０］。

１．２　重要矿产成矿作用和时空分布规律总结

在分析研究成矿地质背景、地球物理、地球化

学、遥感、自然重砂和成矿规律等资料的基础上，首

次对不同岩石组合（沉积岩、火山岩、侵入岩、变质

岩组合）、大型变形构造（挤压型、拉张型构造）、大

地构造相（基底杂岩、古弧盆系、弧盆系、陆缘裂谷、

陆内裂谷、陆表海、断陷盆地）、不同时代（前寒武

纪、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成矿作用和时空分

布规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１ １］，划分了 ２０ 个
Ⅲ级成矿带、６８ 个Ⅳ级成矿带；圈定了 １ ０４５ 个单
矿种找矿远景区，归并为 ５２ 个综合找矿远景区；建
立了 ４３ 个矿床系列、８８ 个矿床亚系列与成矿谱系
图表［１ １］；厘清了 ４ ９１２ 处矿产地数据；总结了各矿
种的时空分布规律，为矿产预测提供了地质基础

依据。

１．３　重要矿产资源潜力定量预测、找矿远景区圈
定与找矿方向展望

　　中南地区处于滨太平洋成矿域，涉及秦岭—大
别、扬子和华南 ３ 个Ⅱ级成矿省。Ⅲ级成矿带的划
分、命名和编号与“全国划分方案”一致。本次依照

大地构造四级单元，对应划分为Ⅳ级成矿区带。全
区共划分为 ３ 个Ⅱ级成矿省、２０ 个Ⅲ级成矿带和
６８ 个Ⅳ级成矿带。在此基础上，分别对 ２０ 个重要
矿种的矿床类型及矿床式分别进行了系统总结，划

分出 １９６ 个预测类型，圈定找矿最小预测区
９ ０５ １ 个，并最终归为 ５８７ 个三级预测区（图 ２）；对
２０ 个单矿种进行了资源量预测，摸清了资源家底；
圈定了各类远景区 １ ０４９ 个，其中Ⅰ级（Ａ 类）２９９
个、Ⅱ级（Ｂ 类）２０７ 个、Ⅲ级（Ｃ 类）４３０ 个；圈定
１８７ 处勘查选区和 ３３ 处未来开发基地，提出了找矿
工作部署建议，为今后找矿勘查和选区部署提供了

参考依据［１２ －１４］。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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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南地区大地构造单元划分［６］

（原图比例尺为 １∶１５０ 万）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ｕｎｉ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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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南地区大地构造单元划分［６］

Ｔａｂ．１　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ｕｎｉ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６］

大地构造单元

一级 二级 三级

Ⅰ－１ －１ 商丹蛇绿混杂岩（Ｐｚ１）ＯＭ

Ⅰ－１ 秦岭弧盆系 ＡＢＳ Ⅰ－１ －２ 南秦岭陆缘盆地（Ｐｚ２）ＣＭＢ

Ⅰ－１ －３ 西倾山—南秦岭陆缘裂谷（Ｐｚ１）ＣＭＲ
Ⅰ秦祁昆造山系

Ⅰ－２ 大别—苏鲁地块ＭＦ Ⅰ－２ －１ 大别地块（高压－超高压变质折返带）（Ｔ２）ＨＰ －ＵＨＰ

Ⅰ－３ 武当—随南陆缘裂谷 ＣＭＲ
Ⅰ－３ －１ 武当—随州陆内裂谷（Ｎｈ －Ｐｚ）ＩＲ

Ⅰ－３ －２ 南襄断陷盆地（Ｋ－Ｅ）ＦＳＢ

Ⅱ－１ －１ 大巴山被动大陆边缘（Ｚ －Ｔ２）ＰＣＭ

Ⅱ－１ －２ 川中前陆盆地（Ｍｚ）ＦＢ

Ⅱ－１ －３ 神农架—黄陵变质基底杂岩（Ｐｔ）ＭＢＣ

Ⅱ－１ 上扬子陆块 Ⅱ－１ －４ 扬子陆块南部碳酸盐台地（Ｐｚ）ＣＰ

Ⅱ－１ －５ 江汉—洞庭断陷盆地（Ｋ－Ｑ）ＲＳＢ

Ⅱ－１ －６ 上扬子东南缘被动边缘盆地（Ｐｚ１）ＰＣＭＢ

Ⅱ－１ －７ 雪峰山陆缘裂谷盆地（Ｎｈ）ＣＭＲＢ

Ⅱ扬子陆块区 Ⅱ－１ －８ 上扬子东南缘古弧盆系（Ｐｔ２）ＡＡＢ

Ⅱ－２ －１ 长江中下游弧后裂陷盆地（Ｊ －Ｋ）ＢＲＢ

Ⅱ－２ 下扬子陆块 Ⅱ－２ －２ 下扬子被动陆缘（Ｚ －Ｐｚ１）ＰＣＭ

Ⅱ－２ －３ 江南古岛弧（Ｐｔ２）ＡＩＡ

Ⅱ－３ －１ 湘中—桂中裂谷盆地（Ｄ －Ｔ１）ＲＢ

Ⅱ－３ －２ 湘东—桂北残余盆地（Ｎｈ －）ＲＳＢ

Ⅱ－３ 湘桂裂谷盆地 ＲＢ Ⅱ－３ －３ 南盘江—右江裂陷盆地（Ｔ）ＦＳＢ

Ⅱ－３ －４ 富宁—那坡被动边缘盆地（Ｐｚ）ＰＣＭＢ

Ⅱ－３ －５ 十万大山前陆盆地（Ｊ －Ｋ）ＦＳＢ

Ⅲ 江绍—郴州—

钦防对接带
Ⅲ－１ －１ 钦防残余盆地（Ｓ －Ｐ２）ＲＳＢ

Ⅳ－１ －１ 罗霄岩浆弧（Ｎｈ －Ｐｚ１）ＭＡ

Ⅳ－１ －２ 新干—永丰弧间盆地（Ｎｈ －∈）ＩＢ

Ⅳ－１ 武夷—云开弧盆系 ＡＢＳ
Ⅳ－１ －３ 六万大山—大容山岩浆弧（Ｔ －Ｊ）ＭＡ

Ⅳ－１ －４ 武夷岛弧（Ｎｈ －Ｐｚ１）ＩＡ

Ⅳ－１ －５ 信宜—贵子坑—增城蛇绿混杂岩带（Ｎｈ －Ｓ）ＯＭ

Ⅳ武夷—云开造山系
Ⅳ－１ －６ 云开岛弧（Ｐｚ１）（云开地块）ＩＡ

Ⅳ－２ 东南沿海岩浆弧ＭＡ
Ⅳ－２ －１ 东南沿海岩浆弧（Ｊ －Ｋ）ＭＡ

Ⅳ－２ －２ 粤南岩浆弧（Ｐｚ１、Ｔ －Ｋ１）ＭＡ

Ⅳ－３ －１ 雷琼裂谷（Ｃｚ）ＥＲ

Ⅳ－３ 海南弧盆系 ＡＢＳ
Ⅳ－３ －２ 江边—邦溪俯冲增生杂岩（Ｐ）ＳＡＣ

Ⅳ－３ －３ 五指山岩浆弧（Ｐ －Ｔ）ＭＡ

Ⅳ－３ －４ 南海地块被动陆缘（Ｐｚ１）ＰＣＭ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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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南地区区域综合预测成果［１４］

（原图比例尺为 １∶１５０ 万）

Ｆｉｇ．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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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取得的新认识

（１）长期以来，作为扬子与华夏陆块分界的钦
杭结合带一直是华南大地构造研究的重点，萍乡以

东的钦杭结合带东段（浙赣段）物质记录总体上较

为清楚，但钦杭结合带的西南段（湘桂段）因南华

系—下古生界组成的湘桂盆地和中泥盆世—中生

代坳陷覆盖而未见明确的物质记录，对其构造性质

和具体走向均存在不同认识［１５ －２１］。本次工作根据

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方面的证据与新认

识［６ －８］，提出扬子陆块与武夷—云开弧盆系之间在

晋宁期仍存在残留洋，两者的最终碰撞发生在奥陶

纪—志留纪，是广西运动的结果，即加里东运动使

华南形成了统一的大陆，其界线沿钦州—梧州—郴

州—萍乡东延至江绍断裂带，其依据为：

① 从大地构造相分析，沿该带西侧为一套陆
内裂谷相组合，东侧为弧盆相组合［６］。

② 该带两侧在布格重力异常图和区域重力异
常图上呈现明显不同的地球物理场特征，显示出

１ 条沿 ＮＥ 向展布的重力梯度带［７］。

③ 该带东侧的航磁异常为跳跃起伏的局部异
常，西侧为平缓的负异常，沿带呈串珠状分布一系

列局部负异常，两侧的磁场特征明显不同［７］。

④ 铬、镍、钴、铜等元素的地球化学异常在该
带西侧为高背景区，东侧为低背景区，呈现出明显

不同的地球化学景观［８］。

（２）以 ８２０ Ｍａ为界，将青白口纪分为早青白口
世和晚青白口世。冷家溪群、四堡群或相当层位归

属早青白口世；板溪群、高涧群、丹洲群或相当层

位归属晚青白口世［２２］。

（３）本次研究将武当群的时限确定为南华纪，
为扬子北缘南华纪裂解活动的产物；该裂解活动

大致分 ２ 个旋回，一直演化到晚志留世，且裂谷的
中央带具有由早志留世至晚志留世由北向南迁移

的特征［６］。

（４）华夏（武夷—云开）地区不存在统一的陆
块，而以小地块和多岛弧盆系为特征，且岛弧 －岛
弧拼合或岛弧－地块拼合时间差别较大。

３　成果转化应用

项目成果已被充分应用于找矿勘查、成矿区带

划分和找矿规划部署，为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了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据不完全统计，利用矿产资源

潜力评价成果，湖北新增铜资源量 ５ 万 ｔ、金 １９ ｔ；
湖南新增铅锌资源量 ８００ 万 ｔ、锡 ６ 万 ｔ、钨 ５ 万 ｔ；
海南新增金资源量 ２ ｔ。按现行价格估算，上述新
增资源量的潜在经济价值达 ３８０ 亿元，产生了显著
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有力地支持了地勘队伍的改

革，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４　问题与建议

４．１　存在问题
（１）区内部分地层的化石保存稀少、构造改造

强烈、年代学证据不足，其时代归属、区域对比及构

造演化研究仍停留在初步探讨阶段，如红安群、天

堂山群、仓溪群等前南华纪地层和竹山组、古城畈

组、托烈组等早古生代地层。晚古生代各地层系统

之间差异较大，存在同物异名的现象；本次工作虽

对晚古生代各地层进行了对比，但未进行取舍。

（２）在矿床成因、控矿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有待
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对扬子陆块区赋存于震旦系—

古生界碳酸盐岩地层中的“扬子型”铅锌矿的成矿

时代及成因尚存在不同的认识。

（３）全国统一划分的Ⅲ级成矿区带与本次划分
的三级大地构造单元存在不完全吻合的现象，在广

西更有二级构造单元穿过Ⅲ级成矿区带的现象。
这不符合“在特定的地质构造单元和特定地质构造

运动阶段内，与特定地质作用有关形成的在成因上

有联系的各矿种、各种成因类型及在不同地质位置

产出的矿床组合”的成矿系列定义。

４．２　建议
（１）建议在本次工作的基础上，针对重点地区、

重点矿种继续开展大比例尺的找矿预测与选区研

究工作。

（２）建议加大本区主要成矿带 １∶５ 万重力调查
工作的力度。众所周知，寻找隐伏和半隐伏岩体是

当前深部找矿的重中之重。笔者在本次工作发现，

中南地区在全国重力资料应用中最为显著的特色

就是重力低异常与中酸性岩浆岩的高度吻合性，这

表明重力资料的有效应用将会直接推动本区深部

找矿工作的突破。但目前中南地区 １∶５ 万重力调
查工作严重滞后，故南岭等主要成矿带的 １∶５ 万重
力调查工作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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