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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权法在成矿预测中的应用 
— — 以湖北通城地区铍矿的成矿预测为例 

邓 杰 ，李雄伟 ，黄建军 ，张 旭 ，胡金旺 ，周 磊。，吴 涛 

(1．湖北省地质调查院，武汉430034；2．湖北省第四地质大队，湖北 成宁437100) 

摘要：应用证据权法和MORPAS GIS技术开展了通城地区铍矿的成矿预测研究。在总结通 

城地区区域地质背景和预测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通城地区地质、矿产 、物探、化探、遥感 

等基础空间数据库，综合分析多源数据 ，运用 MORPAS矿产资源评价系统提取与铍矿相关 

的信息，采用证据权法对铍矿有关的证据图层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处理，编制成矿后验概率等 

时线图，最后根据高值区圈定了找矿远景区。此次预测工作共选出 15个证据因子层，对该地 

区以铍矿为主的稀有金属矿床进行了定量预测，最终圈定了两个远景区。该两处远景区与己 

知铍矿点具有相似的成矿条件，应在今后的勘探工作中引到足够的重视。 

关 键 词：证据权法；MORPAS；铍矿；成矿预测；幕阜山复式岩体；通城地区 

中图分类法：P612，P618．72 文献标识码：A 

成矿预测是在科学预测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剖 

析成矿地质条件、深入研究矿化信息、总结成矿规 

律，进而圈定不同级别预测区或找矿靶区的一项综 

合性的工作 】。只有根据已有的工作程度和技术经 

济发展条件，研究成矿规律，圈定成矿区带，才可能 

指出目前还没有发现而将来可能或应当发现的矿 

床，从而提出部署矿产调查工作的建议。成矿预测 

工作贯穿于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的全过程[61。 

从地质演化角度来看，矿床是地质历史时期多 

次地质事件耦合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产物。由于 

各种地质事件在时空上的差异性，也就决定了矿床 

形成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由于以往各种成矿信息的 

综合与地质人员的经验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地 

质、物探、遥感和化探等综合信息的提取分析往往 

只有少部分从事成矿规律和成矿预测年限较长和 

经验较丰富的地质工作者才能做到，从而大大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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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了各种综合信息的使用范围。而MORPAS系统 

可以对地质、物探 、化探和遥感数据进行直接的调 

用和操作，可以提高矿产资源预测的效率和缩短资 

源评价的周期_7_9J。由Agterberg等和 Bonham—Carter 

等提出的证据权重法是基于 MORPAS矿产资源评 

价系统的主要方法之一，其主要运用的是相似类比 

法，即在相似的地质条件下赋存有相似的矿床，将 

与已知矿床的地质背景相似的地区作为成矿远景 

区或圈定为找矿靶区㈣。此法以地质、矿产、物探、 

化探、遥感等数据资料作为证据图层 ，以现代地质 

成矿理论为指导，应用 MORPAS软件提取与矿产 

有关的信息，通过统计途径计算各类证据图层所提 

供的权重，定量地评价各证据图层指示找矿作用的 

大小，计算成矿后验概率的相对大小，从而确定有 

利的成矿部位 ”。 

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成矿预测作为普查找 

矿的前期工作，其预测的准确性及可靠性是决定普 

查找矿效果的重要措施，它也是矿产勘查领域的前 

沿与热点 1。通城地区发育百余处铍矿点，前几年 

已开展过初步的多金属成矿规律及成矿远景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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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侏罗世幕阜山复式岩体。此岩体受 NNW或 NE 

向断裂控制，与其西南部的望湘岩体均呈岩基状产 

出，整体呈 NE向展布。在研究区范围内该期岩体 

主体以二云母二长花岗岩广泛分布为特征，表明其 

形成于表壳泥质沉积物的熔融作用，其可能为区域 

深部伸展动力学背景下的岩石学记录。此外，发育 

的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反映岩浆活动 

过程中可能存在幔源物质的参与。围岩形成的穹隆 

构造表明岩体是以底辟式强力侵位的。区内东北角 

有少量寒武纪一志留纪地层 ，岩性主要为白云质灰 

岩、粉砂岩和页岩等，与岩体为侵入接触关系，存在 

少量矽卡岩化。区内矿产主要为铍矿、萤石矿、大理 

石矿和稀土矿，其中铍矿化点近百余处，且与锡、钨 

和其它稀有金属的矿化异常具有较好的伴生关系。 

2 MORPAS系统和证据权法的简介 

2．1 MORPAS系统简介 

矿产资源评价的过程就是信息的搜集、整理、 

处理、成矿信息的提取、综合分析、成矿区带或找矿 

靶区的确定以及成果表示的过程。MORPAS资源评 

价系统包含基础地质数据库与地物化遥综合处理 

分析系统两大部分，能够有效实现从数据管理、数 

据分析处理到资源评价预测等一系列过程。它包括 

8个子系统：地质异常与信息综合、物化探异常分 

析、遥感图象分析、数据驱动与挖掘、分形滤波与空 

间主成分、神经网络、数据融合、平剖面图取值、地 

质图切剖面和钻孔柱状对比图等。这几大模块几乎 

覆盖了地质类工作常用的处理功能，特别是地质异 

常与信息综合模块提高了地质资料的定量化及各 

类信息综合处理的程度，促进了找矿预测工作的高 

效开展 。 

2．2证据权法简介 

证据权法是加拿大数学地质学家 Agterberg 

(1990)t23]提出的基于二值图像的地学统计方法。其 

原理是通过一种统计分析模式将与矿产形成相关 

的各类地学信息作为一系列证据图层进行叠加复 

合分析从而圈定成矿远景区，其中每个证据因子的 

权重值表征了其对成矿预测的贡献。这种方法在矿 

产资源评价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其步骤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矿床(点)出现的先验概率的计算；各证据 

图层权重值的计算及优选；各网格单元后验概率的 

计算。通过对所有网格单元进行定量的信息综合并 

计算每一个单元内出现的后验概率，可以得出各单 

元后验概率。其代表的是该单元矿床产出的可能 

性，后验概率的值越大，则其成矿的可能性越大。因 

此，据后验概率等时线分布的高值区即可以圈定找 

矿远景区 。 

3湖北通城地区铍矿的成矿预测 

3．1通城地区铍矿主要预测准则 

由于本区雨水充沛，植被发育，风化作用强烈， 

严重的制约了铁染和羟基遥感异常在区内找矿中 

的应用，但其对于遥感构造的解译具有一定的辅助 

作用。因此，本次主要选择岩浆岩、构造和水系沉积 

物多元素化探异常作为该区铍锡及相关稀有金属 

矿床预测的主要依据。根据世界上铍矿的一般性特 

点，结合本区中已发现的铍矿点的异常特征 ，确定 

出该区铍矿的预测准则。 

3．1．1岩浆岩 

本区铍矿的成矿作用主要与晚侏罗世受太平 

洋板块向 NW 向俯冲所引起陆内伸展诱发的岩浆 

作用有关。与我国南方几省的钨、钼、铍共生矿床完 

全一致，在空间上和成因上有关的母岩是酸性花岗 

岩。含矿岩浆岩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①时代：主要为晚侏罗世，同位素年代学数据 

集中于 151 154 Ma。本次成矿作用属于毛景文等 

(2011)【 3】和华仁民等(2005)[241所总结的与晚侏罗世 

陆壳重熔花岗岩有关的w、sn和 Nb—Ta等金属大 

规模成矿作用。 

②规模、形态、产状：成矿岩体多为复式岩体，多 

期侵入，呈岩基和岩株产出，形态复杂，侵位较深。 

③围岩：区内复式岩体的侵入层位主要为中元 

古代冷家溪群及早古生代地层，为一套类复理石建 

造及浅海相碳酸盐 一碎屑岩建造，当围岩为碳酸盐 

岩时，可形成矽卡岩化，矿化不明显。热液交代型和 

伟晶岩型铍矿主要出露于二云母二长花岗岩中，次 

为白云母二长花岗岩，在花岗闪长岩和黑云母二长 

花岗岩中少有出露。 

④岩石组合 ：区内花岗岩类具有从中性向酸『生 

分异的演化特征，岩石类型有花岗闪长岩、黑云母 

二长花岗岩、二云母二长花岗岩和白云母二长花岗 

岩等。与稀有金属矿床有关的花岗质岩浆往往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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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源于地壳本身，而且经历过多阶段分异演化作 

用，由不相容元素(稀有金属元素)和挥发组分在最 

晚阶段的小岩体聚集并成矿[25-26]。在本区内岩体演 

化和矿化也显示了相同的特征。从形成时代由早到 

晚，由花岗闪长岩到白云母二长花岗岩，黑云母的 

含量逐渐减少，白云母和石英的含量逐渐增加，斜 

长石的基性成分逐渐减少 ，含 u、Th、zr、Hf、Ti的矿 

物逐渐减少，而含 Be、Li的矿物逐渐增加，同成分 

的花岗伟晶岩与相对应的花岗岩变化一致。铍矿化 

多发育于二云母二长花岗岩或白云母二长花岗岩 

及穿插于该岩体中的伟晶岩脉。 

⑤蚀变和矿化特征。通城地区铍矿基本可分为 

两类：一类为分异期生成，产于伟晶岩脉中心部位，呈 

自形晶镶嵌于未经交代的微斜长石和石英中；另一 

类为交代期生成，此期生成的绿柱石或铌钽铁矿，晶 

体较小，呈自形晶产于交代带中。区内分异期伟晶岩 

型铍矿具有相似的分带特征，属白云母 一微斜长石 

型。由中心向外依次为块状石英带、块状微斜长石带、 

中粗粒伟晶岩、准文象伟晶岩、文象伟晶岩和二云母 

二长花岗岩，其中稀有金属矿物主要产于块状石英 

带和微斜长石带的接触带，靠近块状石英带区域含量 

往往较高，绿柱石直径可达 10cm(图2)。 

在半封闭条件下，熔浆充填裂隙依次结晶形成 

带状伟晶岩，随着系统的开放，富含挥发分及稀有 

金属元素的热液由花岗岩或深部向裂隙或节理移 

动并汇集，在此过程中，随着矿液不断的交代花岗 

岩及早期形成的矿物，Al和 K元素的逐步增多，F 

等酸性元素的逐步减少，使得像 Al、Be等在中性溶 

液中不稳定的两性元素大量的以绿柱石、黄玉和云 

母等形式沉淀，其它稀有元素如钨、锡、钼等也以黑 

钨矿、锡石和辉钼矿等矿物形式沉淀 ，从而在中心 

部位或挤入裂隙形成矿脉l 2 7l。 

本区伟晶岩中稀有元素以铍、铌和钽为主，也 

有锂、锆、钛等。稀有元素除在造岩矿物中有大量分 

散外(如铌、钽在云母类中含量较高)，大多形成了 

单独矿物。本区主要铍矿物有绿柱石，锂矿物有锂 

辉石和锂云母 ，铌、钽矿物有铌钽铁矿类、锡钽铁矿 

和钽锡矿等。 

根据上述含矿岩浆岩的特征，总结出该区铍锡 

矿的预测准则为：伟晶岩型铍矿的形成与其赋存的 

图2通城黄龙绿柱石矿脉平面图 

Fig．2 Geological plan of Huanglong beryl—bea6ng vein in Tongcheng aF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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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侏罗世晚期二云母二长花岗岩具有密切的成因 

关系。 

3．1．2构造 

由于区域存在多期次构造的叠加，本区内构造 

形迹复杂，其中加里东运动和燕山运动最为强烈。 

在晚二叠世 一早三叠世及白垩纪区内发育过较强 

烈的裂谷活动，形成十分醒 目的北东向深大断裂， 

将区域切割成一系列的盆、隆相间的 NE向构造块 

体。这些 NE向深大断裂是导岩、导矿构造，控制着 

深部岩浆的上升与侵位。不同方向、不同尺度构造 

的交汇部位 ，容易成为岩浆及热液系统活动的中 

心，控制着岩体的最终就位和矿床的形成。此外，晚 

中生代 一新生代的构造对早期构造和形成的矿床 

具有不同程度的改造作用。 

矿脉的分布规律，受矿区局部构造控制。区内 

发育同源但不同期次侵入的花岗岩体，铍矿化一般 

与较晚期分异演化的侵入体有关。当此侵人体在岩 

浆晚期冷凝时会形成一系列原生破裂构造，如横节 

理、纵节理、层节理、斜节理和边缘逆断层等，为含 

矿伟晶岩提供了就位空间，也为富含挥发分和稀有 

元素的热液提供了运移通道，使稀有元素发生再次 

富集。此外，早期形成的NNE向主干断裂旁侧的次 

级断裂或其与次级断裂的交汇部位、不同方向断裂 

交汇部位以及不同岩性之间的接触部位均为矿体 

形成的有利部位。值得一提的是，裂隙空间过大，矿 

液容易分散 ；过小则不利于矿液的运输，对成矿均 

不利；与成矿有利的是规模不大但连通性较好的细 

脉，既利于运矿又利于储矿。 

综上所述，通城地区铍锡矿的构造预测准则为： 

@NE向深大断裂及其附近，相对于浅构造具 

有更大的影响范围和找矿意义。 

②不同方向和不同尺度构造的交汇部位及其 

周围是找矿的有利部位。 

③花岗岩体内部的原生破裂构造。 

3．1．3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 

受植被、高差和埋深等条件的影响，不能简单 

地以水系沉积物中铍或锡的高值区作为找矿方向。 

本文收集了 1：20万的水系沉积物化探数据，数据 

显示与稀有金属成矿有关的 24种元素和地壳克拉 

克值比较，其中 Fe、Mg、Ca、Ti、Mn、Nb、La、Y、Mo、P 

等元素偏低，而与酸性岩浆活动有关的 IJi、Be、B、 

si、K、zr、sn、w、Bi、Th、U、F等元素则相对较高。前 

者亏损 ，后者富集，表明通城地区陆壳属于富含酸 

性岩浆岩年轻陆壳 ，具有良好的稀有金属成矿专属 

性。且铍矿相关的元素组合(Be、Li、Sn、Be、U、F)与 

已知矿点具有较好的套合。因此，本文认为元素组 

合异常范围基本能够作为找矿信息。铍锡矿的预测 

准则如下： 

①规模与强度：大面积、高强度的成矿元素异 

常是重要的找矿场所。 

②元素组合 ：元素组合(Be、Li、sn、Bi、U、F)套 

合越好，找矿意义就越大。铍、锡和铀作为主要的成 

矿元素，而锂、氟和铋作为高温热液矿床的伴生元 

素，两者均出现，则表明可能形成与壳源重熔型花 

岗岩有关的高温热液矿床。 

3．2基础资料收集和基础数据库的建立 

项 目在实施过程中收集了大量地质勘查中所 

积累的地质、矿产、物探、化探和遥感等资料，通过 

对上述资料进数字化、数据处理和综合分析，编制 

了较齐全且内容丰富的图件，并提取了有关信息进 

行本次找矿预测工作llI。 

3．3预测单元的划分 

在矿产资源定量预测中，地质单元是将模型与 

地质多源信息联系的桥梁，也是统计分析的基础【”。 

本次预测采用网格法划分单元。在网格单元划分过 

程中，主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①预测成果所要求 

的比例尺大小；②研究区地质条件复杂的程度及已 

知矿床(点)的个数；③应满足统计分析所必需的单 

元数目；④网格单元应覆盖研究区范围。 

按经验，最优面积与研究区的总面积和矿点的 

总数有关。笔者利用通城地区内生铍矿点总数 1 10 

作为预测单元的划分依据，结合实际需要，采用 0．5 

km X 0．5 km的网格单元，将研究区按网格划分为 

4422个基本网格单元。 

3．4成矿信息的提取和综合 

建立在 GIS上的基础地质数据库均是以点、 

线、面三种形式展现的，为了进行有效的预测和成 

果的解释，应对其分别赋予相应的属性并提取，如 

断层以走向不同进行属性赋值和提取，岩浆岩应以 

不同的岩性代号进行属性赋值和提取等。对分类提 

取的地质变量应分类命名并存放。 

通过 MORPAS矿产资源评价系统对地质变量 

的点、线或面实体存在与否，属性值，点实体分布密 

度，线分布密度，矿点与深大断裂缓冲区范围，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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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岩浆岩的组合熵值和种类数等进行分析和提取。 

对已经提取的地质变量有的还需要进行变换或组 

合，定义新变量，如(1+断裂条数)×岩体种类数。 

3．5成矿标志的优选 

由于本次编图资料繁多，如何组织利用这些资 

料是证据权法圈定预测远景区的关键。因此，笔者首 

先根据预测需要，将通城地区地质图、地质矿产图、化 

探成果系列图件、水系重砂成果图、航磁异常解释图、 

布格重力异常解释图等在 MAPGIS系统上根据属性 

类型分离为成矿标志图层，对于线图层如断裂建立缓 

冲区。对这 28个地质变量进行权重计算(表 1)。 

在矿产预测中，所选的地质变量并不是越多越 

好，通常要进行筛选。笔者的做法是，先计算各地质 

变量的权重，再将正权重由大到小排列，依次选取 

表1通城地区铍矿证据因子权重 

Table 1 Evidence factor weight of Beryllium deposits in Tongcheng area 

注 ：项 目在填图工作中根据岩体的形成时代早晚、相互穿插关系和岩性组构划分了17个侵入期次，其中11̂y 2
、 

J，3 
、 11 J 和 

J：分别代表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中细粒二云母二长花岗岩、中粒斑状二云母二长花岗岩和细粒二云母二长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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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权重值为较大正值且相互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 

的因子，再由专家组确认。通过计算证据权重值进 

行成矿地质变量的优选，经优选后确定采用岩浆岩 

组合熵、NNE条数、 、 J： 、 ŷ 、 

ŷ J：、航磁、重力、NNE缓冲区组合熵和Be、Bi、F 

、Li、Sn、U等化探异常等等 15个地质变量参加计 

算和预测。 

3．6预测过程与成果 

采用矿产资源评价系统 MORPAS中的证据权 

法进行定位预测，具体步骤为：①首先打开地质异 

常与信息综合模块，依次将在 MAPGIS中所提取的 

点、线、面等实体添加至预测工程中，并均设置为编 

辑状态；②根据研究区的范围、比例尺及矿点设置 

网格单元，由于测区范围不大，本次铍矿预测中采 

用所有内生铍矿点所设定的0．5 km ×0．5 km网格 

单元作为预测的网格单元；③将点、线、面文件均网 

格化处理，生成一系列地质变量并赋值于各网格单 

元，与铍矿点进行叠加分析，并将所有地质变量异 

常区作二值化处理；④选择所用二值化的地质变 

量，计算其先验概率、证据权重；⑤将正权重值按从 

大Nd,的顺序排列，挑选正权重为正值且较大者， 

重新计算先验和证据权重，当证据权重值均为正数 

时，转入下一步；⑥证据因子独立性检验；⑦计算后 

验概率；⑧显示成果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色块图， 

二是等时线图。本次选择的是后者，目的在于圈出 

找矿远景区，为后续的找矿工作提供依据和方向。 

在 MORPAS系统中，按照上述流程的分析本 

次获得了如下认识：①虽然区内绝大部分为花岗岩 

体，但铍矿点绝大多数分布于 11̂y J～3、 ŷ 、 

和 J：等四种岩体之中，表示铍矿与其具 

有较密切的成因关系；@NNE向断层对铍矿点的 

总体分布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矿体的具体就位 

还与其它构造有关，花岗岩原生破裂构造可能对铍 

矿的形成有重要影响；③Be、Bi、F、Li、Sn和u等元 

素异常范围与铍矿具有较好套合，尤其是 u和 Bi 

异常。一般来讲 ，岩浆分异演化过程中，从早到晚依 

次形成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二云母二长花岗岩和白 

云母二长花岗岩，其伴随着稀有元素地球化学的演 

化 ，依次发生 U、Th、TR、Zr、Hf、Ti、Nb、Ta、Be、Li、 

Rb、Cs等元素的矿化，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中以u、 

Th、TR、Zr、Hf、Ti、Nb的矿化为主，白云母二长花岗 

岩则以 Be、Li、Rb、Cs的矿化为主，其中二云母二长 

花岗岩在稀有元素矿化方面介于二者之间，为一种 

过渡类型[28]。这也就更说明了本区矿化主要与二云 

母二长花岗岩有关，在此岩体中除找寻绿柱石和锂 

辉石等矿物外，也应注意寻找富含 U、Th、TR、Nb、 

Ta等元素矿物；④在本区铍矿化与 F、B等挥发份 

具有密切的关系，暗示区内稀有元素可能与这些挥 

发分形成相应的络合物从而制约着熔体 ／流体体系 

的地球化学行为及成矿效应。已有的研究表明 F、 

H：O、P、CO：等挥发分，不仅是稀有元素的重要矿化 

剂，如 F与稀有金属组成 [NbFT]3-,[TAFT]2-．[BeF4] 、 

SnF 、[WO2F4]2-．LiF等络合物 ，而且能够促进富挥 

发分熔体快速与母岩浆分离，并能迁移较长距离 ， 

充分的萃取花岗岩浆中的成矿元素，从而在花岗结 

晶体上部富集成矿 ；⑤通过航磁和重力数据生成 

的等值线图与矿点进行叠加分析所围定的异常区， 

对铍矿点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矿化可能与 

深部构造岩浆活动有关。 

根据本次后验概率等值线图所圈定的找矿远 

景区可知(图 3和图4)，已发现的铍矿点大部分均 

落在预测区内，在其内进行加密路线过程中，发现 

区内伟晶岩脉异常发育，南部预测区北部发现有少 

量的铌钽铁矿化现象，以及区内有相关单位在预测 

区进行铀矿的勘探工作，这充分表明证据权重法在 

本区铍矿及相关稀有金属矿产预测中具有一定的 

可信度。 

4结论 

于 GIS技术的证据权法对通城地区做了以铍 

为主的稀有金属成矿远景区预测工作 ，取得的主要 

认识如下 ： 

(1)通城地区铍矿证据权重法成矿银子预测的 

证据因子为：晚侏罗世晚期侵入的二云母二长花岗 

岩是本区主要成矿岩体，特别是 11 、11 、 

11 和 J：等岩体；区内铍矿点多分布在NE 

向断裂旁侧或其次级断裂附近，岩体的原生构造对 

矿体的定位具有一定影响；Be、Li、Sn、Bi、U、F等元 

素套合较好的地区是重要的找矿场所；铍矿点往往 

分布于特定范围的重力和航磁异常区；找矿有利部 

位一般位于单元格内NNE向断层条数小于2和岩 

浆岩种类数介于 1—5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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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在通城地区圈定了两处铍矿远景预测 

区。预测区 Ⅱ中绝大多数已知铍矿点位于预测区 

内，表明这些矿点周围仍有较大资源潜力 ；预测区 

I内目前已知矿点较少，但成矿后验概率较高，该 

区应在今后的勘探工作中引到足够重视。 

(3)在 MORPAS平台中采用证据权法对地质、 

物探、化探等信息综合处理，对岩体和断裂进行了 

多角度的分析统计，提高资料的利用程度 ，与常规 

方法相比，预测工作更为客观高效，并且预测精度 

更高，是今后矿产预测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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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W eight-of-Evidence M ethod in M etallogenetic 

Prediction A Case Study of Prospecting of Beryllium Deposits in 

Tongcheng，Hubei Province 

DENG jie ，LI Xiong—Wei ，HUANG Jian—Jun ，ZHANG Xu ，HU Jin-Wang2，Zhou Lei ，WU Tao 

f1．Hubei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Wuhan 430034,China； 

2．Fourth Geological Team ofHubei Province，Xianning 437100,Huibei，China) 

Abstract：The weights——of-evidence method and MORPAS GIS were applied to delineate prospecting targets 

of beryllium deposits in Tongcheng，Hubei province．Based O1q summarizing regional geological background and 

basic forecasting criteria，basic spatial databases of geological，commodity，geophysical，geochemical，and remote 

sensing in Tongcheng area are established for metallogenic prognosis with GIS technology．Beryllium deposit—re— 

lated informati0n is extracted by MORPAS mineral resources evaluation system．Systemic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of evidentia1 1avers related t0 beryllium deposits were carried out by the weights—of-evidence method．The contour 

map 0f the posterior probability of Beryllium deposits prediction in Tongcheng area is employed to delineate the 

pI．(】specting area．We select 1 5 important layers from all data as evidence factors to predict beryllium deposits，and 

tw0 Metallogenetic prospective areas in Tongcheng area are found．Because of the similar metallogenic condition 

with known mineral deposits，those two prospect targets deserving more and adequate attention in future explo— 

ration． 

Kev words：weight一0f-evidence method；MORPAS；beryllium deposits；metallogenic prognosis；Mufushan 

complex batholith；Tongcheng area，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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