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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在国家实施

“一带一路”建设及拉美战略的契机下，提升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地学领域的话语权，提高服务水

平和质量，从粗放型服务向精准型服务转变，依靠科技创新解决全球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和地球系

统科学问题的能力，是新形势下对境外地质工作的新需求。因此，“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施

“走出去”是中国长期的资源战略任务，而拉丁美洲地区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最重要的优选

地区之一。

拉丁美洲是指从墨西哥起的西半球南部的整个地区，也就是地处北纬32°42′和南纬56°54′
之间的大陆，东濒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与非洲大陆的最短距离约为2494.4km；西临太平洋；南隔德

雷克海峡与南极洲相望；北界墨西哥与美国界河布拉沃河（即格兰德河），与美国为邻。拉丁美洲

包括北美洲的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陆，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2008年人口约5.77亿，主要

是印欧混血和黑白混血人种，其次为黑人、印第安人和白种人。由于本区都隶属拉丁语族，因此

这些国家被称为拉丁美洲国家，这个地区被称为拉丁美洲。

早在20世纪2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安德鲁斯 E就已指出统一的环太平洋成矿带的存在。40
年代原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夫C C将环太平洋成矿带划分为以铜为主的内带和以锡钨为主的外

带，尔后西里托（1976）、米切尔（1976）、拉德科维奇（1983）均做出了巨大贡献，包括拉丁美洲在内

的环太平洋地区的构造与矿产受到普遍重视，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中国学者从西太平洋

和东太平洋分析对比的角度出发做了许多研究，如张炳熹、李文达、裴荣富、戚建中、陆志刚、陶奎

元等。近年来，随着境外地质矿产工作的开展，年轻一代的学者又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境外地质室，他们的工作成果正陆续推向社会。《拉丁美洲地

区重要矿产成矿规律研究》专辑的发表正是其集中体现。

该专辑系国内首次总结拉丁美洲地区的成矿地质条件，划分成矿区带，研究成矿系列，将对

该地区进一步规划和开发起到指导作用。其主要特色在于：

（1）全面清晰地讨论了拉丁美洲地区重要成矿带的区域地质背景和成矿地质环境，通过对代

表性的成矿带、成矿作用和典型矿床的研究，以点带面地阐明了拉丁美洲地区的优势矿产资源。

（2）利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涉及原创、方法及技术，进行系统性、集成性、综合性分析整理，

为拉丁美洲地区优势矿产资源成矿规律研究的真实性、准确性提供了依据，并能够使读者顺藤摸

瓜，进一步查找所需资料。

（3）文章涵盖面广泛，论文编写单位以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为主，中国地质调



查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福州大学紫金学院，以

及秘鲁地质矿产冶金研究院、中国中资企业等多家单位参与；从学科领域看，从典型矿床解剖、重

要成矿带成矿规律到投资环境均有涉及，并进行了国际、国内的对比研究，提升了文章的学术水

平。可以服务不同层面，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总之，加强境外地质矿产研究工作十分重要，不仅要收集境外地质矿产资料，开展实地考察，

更要加强综合研究，使境外地质矿产编图、成矿区带划分、成矿规律总结等得到深化，才能集成为

有影响的大成果。《拉丁美洲地区重要矿产成矿规律研究》专辑的出版，为进一步开展境外地质成

矿规律综合研究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工作思路、方法和实例。

在此，我热诚祝贺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取得，并向具有创新意识和国际化视野的地学人才、

为境外地质矿床研究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由衷的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