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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体系研究和应用新进展

周济元，崔炳芳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南京210016)

摘要：在探索成矿规律和找矿实践中，从岩浆热液成矿、成矿构造体系和成矿系列等研究，提出了“成矿体系”

的概念，分别赋予不同定义并用于找矿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成矿体系源于何时、出于何处、原意为何等问

题却较少追究，也存在一些争议。文章就成矿体系的概念，从岩浆热液成矿到岩浆一热液一成矿体系、成矿构造体

系到成矿体系和成矿系列构筑成矿体系的由来，综合概括，提出成矿体系的新定义，揭示其新特点，并对断裂网

络+成矿体系、成矿结构体系和成矿系列缺位的思路和方法进行成矿预测、资源潜力评价和矿产勘查取得的新成

果及新进展，作简要论述，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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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矿床成矿规律，进行成矿预测、资源潜

力评价和矿产勘查的实践中，对岩浆热液成矿、成

矿构造体系和成矿系列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成矿

体系”的概念。“成矿体系”应用于成矿预测、资源

潜力评价和矿产勘查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

对“成矿体系”一词究竟源于何时、出于何处、原意

为何等问题却较少追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

这一概念的科学借鉴、正确评价和广泛应用。此

外，“成矿体系”在地质矿产学术界也有一些争议，

因此有讨论的必要。本文就成矿体系概念，从“岩

浆热液成矿”到“岩浆一热液一成矿体系”，“成矿构

造体系”到“成矿体系”和“成矿系列构筑成矿体系”

由来，提出成矿体系新定义，并揭示其新特点。用

断裂网络+成矿体系、成矿结构体系和成矿系列缺

位进行成矿预测、资源潜力评价和矿产勘查获得的

新进展，作简要叙述和讨论。

1成矿体系概念

在外文中，“体系”和“系统”为同一词，英文为

system，俄文为CHCTeMa，与“系列”(英文为series；

俄文为cepiaa)不同。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体系

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整

体，系统指同类事物按一定关系组成的整体，系列

指关联的或组成套的事物。鉴于此，笔者认为，在

成矿规律研究中，用“体系”一词更接近于成矿体系

的实际，英文用metallogenic system、俄文用

MeTaJIJIoreHHI王eKa只CHCTeMa表示。

2成矿体系由来

成矿体系最早见于1973年俄文《地质词典》[z]

和Sillitoe R H[33发表的文章，后有学者将其定义

为“涉及成矿物质来源、物质运移途径和矿床定位

的物理一化学体系”[4]。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

出了成矿体系及其定义并用于成矿规律研究，指导

成矿预测、资源潜力评价和矿产勘查。总体看，成

矿体系主要由以下3个方向演化而来。

2．1从岩浆热液成矿到岩浆一热液一成矿体系

Sillitoe R H[31研究智利Los Pelambres斑岩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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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空间垂直变化规律时提出斑岩铜矿体系的概念，

一方面将斑岩体、角砾岩筒、蚀变岩体、同源层状火

山岩和沉积岩及与斑岩体相连的7 km深的岩基作

为整体，另一方面将时空、成因密切的不同部位、不

同深度、不同距离形成的矿化作为同一体系的产

物。Sillitoe R H等[5‘6]和Jones B K[TJ研究美国、

南美和东南亚富金斑岩铜矿体系，发现除中央Cu—

Au矿带外，斑岩体外围存在1个相当于黄铁矿带

的中间金矿带，矿化类型包括远端矽卡岩型、剪切

带脉型和网脉型，还有1个远端(远成)金矿带，两侧

浅成中低温热液型和卡林型矿化类型[5]。之后，众

多学者从岩浆热液成矿着手，从成矿作用及其过程

中形成的矿床类型、矿床组合、时空分布和共生关

系等角度提出成矿体系的概念[8‘181。戚建中等[91将

斑岩成矿体系定义为“在同一个火山一侵入旋回，

围绕同一个岩浆活动中心，通过岩浆作用和岩浆引

起的热液对流或射气作用，在不同深度(0～5 km)

和水平距离环绕中心斑岩体形成一系列不同成因、

不同组合类型矿化的总和”，强调“成矿体系既指动

态成矿多相体系，又指这一过程产生的结果”，提出

中国东南部富金斑岩成矿体系结构与定位的金矿

预测思路u 9|。

2．2从成矿构造体系到成矿体系

周济元等[2”213提出控矿和成矿构造体系，将构

造体系作为控制成矿的重要因素，即双重控制作

用。(1)构造控矿作用。构造运动引起地壳变形，

生成褶皱和断裂，为矿液提供运移通道和淀积场

所。(2)动力控矿作用。当断裂沟通深部矿液源

后，构造运动叠加热动力驱使深部含矿岩浆、热液

循道运移，流体内压力差驱动含矿流体由高压部位

向低压部位运移[221。在地壳蕴藏的矿产受成矿地

质条件和矿产分布规律双重控制，成矿条件决定岩

性和岩体、岩层成生时的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矿产

分布规律与成生条件有关，但主要受构造体系控

制[2引。据此思路分析构造体系，以分析构造体系为

基础，分析矿产与构造体系发生及发展阶段、部位

及其与成矿条件的关系，分析控矿和成矿规律，如

构造体系的规律控矿、部位控矿、分级控矿、序次控

矿、所控岩体岩层控矿、联合复合控矿和不同力学

性质构造形迹的控矿规律。运用这些规律，预测矿

产可能存在的部位、地段和地区，为进一步找矿部

署提供预测区和依据。

成矿构造体系[2}列又叫成矿期构造体系，指控

制成矿作用和矿产分布的构造体系。空间上控制

成矿区、成矿带、矿田、矿床、矿体或矿化分布；时间

上构造变形、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属同一作用过

程，即成矿作用是成矿构造体系发展某一阶段的产

物，或一个构造体系的末尾阶段向另一构造体系开

始阶段的产物；或不同构造体系一定阶段叠加的产

物。成矿构造体系的构造成分比矿化阶段出现早，

可与矿化阶段同时，但成矿作用、岩浆活动和构造

变形同时受某一种或两种应力场的统一或先后作

用控制，具有成生联系，也有一定的内在规律。可

见，成矿构造体系一定是含矿的，但并非整个成矿

构造体系的所有构造都含矿，其中某1条断裂也只

是在某些部位含矿，另一些部位则完全不含矿。

周济元等[27]对红山矿田成矿构造体系、成矿机

制和矿床成因进行研究，发现成岩成矿时间相近、

相随。空间分布既穿插又过渡。花岗斑岩、花岗闪

长斑岩和隐爆角砾岩相互穿插，花岗斑岩、花岗闪

长斑岩和隐爆角砾岩由下而上、由内向外逐渐过

渡。矿石矿物组分和化学成分相似或渐变，主要矿

物组分、化学成分、伴生组分和微量元素既有相似

性又有规律性，成矿物理化学环境和成矿物质来源

具有相似性和规律性，矿床类型五位一体。红山铜

矿田上部为隐爆角砾岩型铜矿，向深部依次为花岗

斑岩、花岗闪长斑岩型铜矿，岩体中有断裂破碎带

充填交代型铜矿，边缘有接触带细脉浸染型铜矿，

外围有断裂充填交代型铜(银)矿等五位一体，综合

考虑同一矿田的大顶山、大江畔和上廊一带的斑岩

型铜(银)或银铅锌(铜)矿和站塘一带的火山岩型

铜银矿，则为六位或七位一体。新疆东部马庄山金

矿床具有类似特征[2引。据此，提出成矿体系概念，

将成矿时代相近、成矿物质相似、成矿环境相同、受

同一构造体制控制、在同一成矿作用及其过程中形

成的具有成因联系的不同类型矿床(化)构成的一

个自然整体。

2004年，笔者在南岭东段典型钨矿床实地调查

和综合分析后发现，与同一岩浆岩体有关的不同类

型钨矿床在空间呈规律性分布。在成矿体系的基

础上，突出矿床类型的空间结构分布，提出成矿结

构体系概念，把矿床(点、体)类型不同，矿种、成矿

条件及范围不同，但成矿物质来源相似、成矿时间

相近、成矿地质构造背景相同、有规律分布和成因

联系的矿床(点、体)作为整体[2⋯。钨矿岩浆型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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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体系是在前人钨矿石英脉型“五层楼”成矿模

式的基础上，提出以岩浆岩体为中心，由外接触带

向内接触带和岩体内部，矿床(化)类型依次为石英

脉型(五层楼)和断裂破碎蚀变岩型、接触带型和岩

体型。当上部找到石英脉型“五层楼”后，在其两侧

找群楼(断裂破碎蚀变岩型、矽卡岩型或硅质岩

型)，其下找地下室(伟晶岩型、云英岩型)，再下找

地基(花岗岩型、斑岩型、隐爆角砾岩型，岩体型有

时二次或二次以上侵人(复式)而有两层或两层以

上矿层／体)。

2．3以成矿系列构筑成矿体系

从矿床成矿系列研究人手，以成矿系列构筑成

矿体系[30。32|。程裕淇等[3胡指出每一成矿系列包含

不同类型，空间和时间伴生，即在不同地区、不同成

矿期但具有相似的地质背景时，可大致重复出现。

因此，在充分了解区域性质和成矿特征的前提下，

可互为区域性的或区域内的找矿标志。以此为基

础，研究国内其他矿种并对比国外部分矿床，认为

成矿系列可用于众多地质背景中不同矿床的成矿

分析。程裕淇[3们进一步提出矿床成矿系列的四级

分类方案，即矿床成矿系列组合、矿床成矿系列、矿

床成矿亚系列和矿床类型。与三大岩类对应，将成

矿系列划分3大组合，在一个系列中根据构造、岩浆

活动在各部位的表现不同划分亚系列[35|。翟裕生

等[36]论述了成矿系列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内容。陈

毓川等口73进一步完善成矿系列概念，阐述了我国主

要成矿带的各类成矿系列。1999年，陈毓川等提出

成矿体系的概念[38|，2007年，陈毓川等[39]认为成矿

体系的基本组成是矿床成矿系列，是具有内在成因

联系的、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有序分布的、反映一

定环境的一系列矿床自然组合，即矿床成矿系列，

强调不同时代、不同空间分布的矿床成矿系列构成

的成矿体系，中国大陆成矿体系是各地质历史时期

成矿作用的结果。

综上，笔者认为，所谓的成矿体系，指在一定构

造环境和时空范围内，若干成矿地质要素相互融

合，一定成矿作用及其过程和机制形成有成因联系

的一系列尚存矿(化)床类型构成的自然体系，包括

成矿构造环境、成矿地质要素、成矿时间和空间、成

矿作用及其过程和动力学机制、矿(化)床类型等，

揭示矿(化)床形成的构造环境、时空、物质、运移、

聚集、沉淀、形成、叠加、破坏、消失、再形成等演化

的整体性、统一性、结构性、复杂性、规律性和循环

往复性。

3成矿体系的运用

鉴于成矿体系由上述3个研究方向演化而来，

其定义和内涵有所差异，用于找矿实践的思路和方

法不完全相同，找矿效果也不相同。现择断裂网络

+成矿体系的结构、成矿结构体系和成矿系列缺位

进行矿产勘查、资源潜力评价和成矿预测。

3．1用断裂网络+成矿体系的结构进行成矿预测

和矿产勘查

戚建中等[4朝对中国东南部富金斑岩成矿体系

结构进行研究，建立理想的成矿模式，结合富金斑

岩成矿体系的结构定位进行成矿预测。

3．1．1 成矿体系的结构

斑岩成矿体系的结构指相对于斑岩体形成的

岩相、矿化、矿物、蚀变和地球化学特征在三维空间

的分带。

(1)岩相分带。从隐晶质次火山斑岩体到粒状

浅成岩株，均可形成斑岩型或类斑岩型矿化。斑岩

体有多次侵入并常伴随次火山隐爆角砾岩筒，成矿

斑岩体平面一般为0．1～100 km2，矿集区或矿田的

斑岩体群向深部(o．5～2．5 km)连成一片。斑岩体

或伴随隐爆角砾岩体向上或向两侧形成岩枝状分

叉，超浅成斑岩体与火山颈相、管道相连结。某些

情况下，斑岩体与火山岩的构造体制有区别。侵入

岩形成于相对挤压环境，火山岩形成于相对拉张环

境。下扬子地区“前火山期”的火山根部相“斑岩

体”与火山岩无直接联系，斑岩体可分为有火山顶

盖和无火山顶盖2类。

(2)斑岩型矿化蚀变与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化蚀

变过渡。东南地区富金斑岩成矿体系的金矿或伴

(共)生金矿有火山沉积一热液改造型、浅成热液

(高硫)型、浅成热液(低硫)型、次火山隐爆角砾岩

型、斑岩或类斑岩型、矽卡岩型、远端矽卡岩型、中

高温热液型和远端中低温热液型。紫金山一碧田

矿田剖面由下而上，矿化由斑岩型Cu—Mo组合直

接过渡为浅成低温热液型Cu—Cu(Au)组合；热液

蚀变由斑岩型矿床中心钾化带一强硅化带一硅化

绢云母化带，向上过渡为浅成低温热液型石英一地

开石带一石英明矾石带，顶部为强硅化带(硅帽)；

矿物组合由斑岩型辉钼矿、斑铜矿、黄铜矿组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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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过渡为浅成热液型闪锌矿一方铅矿组合一硫砷

铜矿一兰辉铜矿一黄铁矿一黄锡矿一硫锡铁铜

矿一自然金组合一铜蓝一黄铁矿一自然金组合。

(3)地球化学分带。铜厂铜(金)矿床的Cu—

Mo晕限于斑岩体及其附近，而Pb—Zn晕在铜厂斑

岩体接触带0．5 km外围分布，包括铜厂岩体及其

外围——银山矿集区主体。安徽铜陵新桥含矿石

英闪长岩岩株原生晕金晕最宽达铅锌矿化带外围，

吉蒙多金属矿田呈既套叠又分带的多种元素地球

化学晕。

(4)水平断面。富金斑岩成矿体系具垂直分

带，每一水平断面岩相、矿化、蚀变种类及其分带，

地球化学分带虽不相同，却有对应关系。如矿田剥

蚀面代表成矿体系不同垂深的水平断面，紫金山一

碧田铜金矿田为超浅，银山金铜多金属矿田为浅，

铜厂金山铜金矿田为中浅，吉蒙多金属金矿田为中

深，大背坞金矿田为深。

3．1．2富金斑岩成矿体系的结构定位

中国东南部富金斑岩成矿体系主要形成于燕

山早期和晚期相对挤压至相对拉张的构造体制，矿

田(床)定位受多种地质因素控制。

(1)地体定位。各地体的地壳厚度、结构、基底

和盖层的金矿建造不同，在相似构造体制下产生的

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也有差异。

(2)NNE向平移带定位。中生代，中国东南部

几乎所有金矿床、伴(共)生金矿床均沿NNE向平

移断裂带分布，其中萧山一南靖、宣城一汕尾和赣

江断裂带形成长达1 000 km的金矿带。

(3)断裂网络定位。东南地区一级控矿断裂网

络由13条NNE向主干断裂带、14条NE向断裂带

和NW向、EW向断裂带构成。断裂网络定位控矿

的特点如下。

①网络结点分层次定位。间距40～60 km的

区域性一级控矿主干断裂带与其他断裂带构成的

网络，结点控制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矿田(床)定位，

间距5--．6 km的区域性二级断裂组成的网络，其结

点控制金矿床(点)。

②隆起拗陷定位。与NNE向左行剪切断裂带

有关的挤压隆起和拉分拗陷盆地，有利于矿集区和

大型矿床形成。

③与基底复合定位。一级控矿断裂网络结点

或断裂复合部位若为晋宁期构造缝合线，有利于矿

集区和大型矿床定位。

④NW向张剪性断裂定位。在NNE向挤压平

移断裂带影响下，NW向断裂带呈张剪性，在二者交

汇部位为斑岩浆和成矿流体提供低压空间，利于矿

田(床)定位。

⑤局部断裂网络定位。矿集区或矿田不同类

型金属矿床既受成矿体系矿化分带制约，又受局部

断裂网络或矿田构造型式控制。

3．1．3成矿预测或靶区优选

(1)预测矿产地、确定普查评价基地，需建立不

同层次控矿断裂网络及不同类型成矿体系的成

因——找矿模型。

(2)在内生金属矿床多种“定位”因素中，断裂

网络应列首位。而断裂网络又分为全球、区域一

级、区域二级和局部等层次。

(3)内生金属矿床由若干矿床组合而成矿田。

同期形成的内生金属矿床(化)常为同一成矿体系，

建立富金斑岩成矿体系三维成因——找矿模型，以

鉴别矿田一成矿体系剥蚀深度，预测出露或隐伏金

属矿化类型。

(4)矿田(床)呈点式分布。成矿预测从大区域

勾划10，-．100 km2矿田级成矿区或远景区。内生

金属矿产预测和靶区优选，要研究成矿地质背景，

选择富金地体或成矿省；确定目标层次，建立相应

层次控矿断裂网络并构建不同类型成矿体系。选

择找矿信息变量，评价其贡献大小，确定预测、优选

模型单元和预测单元进行定性或定量成矿预测或

靶区优选。

3．2用成矿结构体系进行成矿预测、靶区优选和

矿产勘查

3．2．1靶区优选或矿产基地选择

周济元等[29]通过对南岭东段典型钨矿床实地

调查和分析，发现与燕山期花岗岩有关的不同类

型钨矿在空间呈一定规律分布。在选择钨矿评价

基地时，运用成矿结构体系理论模式，选择地表仅

有石英脉型钨矿点及晚古生代浅变质碎屑岩和碳

酸盐岩地层，EW向、NE向和NNE向构造复合部

位，1：20万化探呈EW向展布的W、Sn、Mo、Bi、Pb

综合异常，F矿化剂及重砂钨、锡异常可形成钨锡

矿产基地的南岭东段广东始兴石人嶂一梅子窝一

师姑山地区，具有较好的找矿远景或潜力。经过

10多年的找矿勘查，南山、良源矿区分别查明为特

大型钨锡多金属矿床和大型铌钽铷钨多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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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异常区矿产勘查

肖惠良等n3。441在始兴石人嶂一梅子窝一师姑

山地区开展1：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圈定南山、良

源多处W、Sn、Mo、Bi、Cu、Pb、Ag综合异常。经查

证，南山和良源异常区地表均有大量含钨石英脉

和含钨钼云英岩型矿化体。按照钨矿成矿结构体

系矿床类型的空间分布规律，有石英脉型(五层

楼)，可能在其两侧找到断裂破碎蚀变岩型，矽卡

岩／碳酸盐岩型、硅质岩／砂板岩型组成的群楼；其

下，有云英岩型，还可能有伟晶岩型组成地下室；

再下，可能找到岩体型(含花岗岩型、斑岩型、隐爆

角砾岩型，如岩浆二次或以上侵入(复式)岩体，可

能形成二层或以上矿层／体)组成的地基。该区在

石英脉型两侧和下面有可能找到破碎蚀变岩型、

矽卡岩／碳酸盐岩型、硅质岩／砂板岩型，在云英岩

型相当层位找到伟晶岩型，下面找到花岗岩型、斑

岩型、隐爆角砾岩型等钨锡钼多金属矿床类型。

在钨矿成矿结构体系中，石英脉型(五层楼)钨矿

床类型不仅是扩大找矿(石英脉型)的目标，也是

进一步找矿(其他矿床类型)的重要标志，预示该

区矿产资源潜力巨大。

(1)南山、良源异常区地质特征

赋矿地层为中泥盆统，老虎头组主要为中厚层

变质砾质石英砂岩、含砾石英砂岩、细粒石英砂岩、

细粒长石石英砂岩、粉砂岩、泥质粉砂岩等。底部

以变质砾质砂岩与下泥盆统杨溪组整合接触。春

湾组主要为中厚层变质复成分砾岩、砾质岩屑砂

岩、含砾杂砂岩、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粉砂岩和泥

质粉砂岩。天子岭组上部为千枚岩夹砂泥质灰岩，

局部有矽卡岩化、角岩化；中部为千枚岩夹簿层绢

云母石英砂岩；下部为厚层灰白色绢云母石英岩与

千枚岩互层，偶夹长石石英砂岩。

(2)南山、良源异常区矿产勘查

南山异常区：经1：lO ooo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和1：lO 000、1：2 ooo地质矿产图及剖面图测制，圈

出强度高、规模大、延续性好的W、Sn、Mo、Bi、Cu综

合异常。经查证，地表找到花岗岩型钨钼多金属矿

化体，槽探发现含钨锡云英岩型矿体和与钨钼多金

属矿化有关的细粒二云母花岗岩和细粒黑云母花

岗岩岩体，部分岩体见黑钨矿、辉钼矿大量富集。

经ZK301和ZK401孔深部追索，均见多层厚度较

大的钨钼多金属矿体，ZK301孔在84～88 m见云

英岩型钨钼多金属矿体，Bi、Sn、Pb、Zn、Ag也达工

业品位。在Zk303、Zk403和ZK505孔发现多层云

英岩型和花岗岩型钨钼多金属矿体，ZK303孔263

～270 m见花岗岩型钨钼多金属矿体，表明花岗岩

浆二次或以上侵入形成二层或以上矿层／体。在松

岗梗一牛骨顶一带矽卡岩型钨锡多金属矿体广泛

分布，23个矿体总厚294．7 m。以上说明，该区有

石英脉型钨钼多金属矿体、矽卡岩型钨锡(铋)多金

属矿体、云英岩型锡钨多金属矿体、蚀变花岗岩型

钨锡钼多金属矿体和斑岩型钨钼多金属矿体，笔者

野外现场还见破碎蚀变岩型钨多金属矿体。从成

矿结构体系所列矿床类型，除隐爆角砾岩型外，所

有矿床类型俱全，即五层楼、群楼、地下室和地基都

有各自类型的矿床(体)。

良源异常区：经1：10 000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1：10 000、1：2 000地质矿产图及剖面图测制，圈出2

个综合异常。上营一河渡W、Sn、Mo、Bi、Cu、Nb、

Be、Li、Sb、As、Ag综合异常，呈近圆形，面积约

2 km2，元素异常浓度分带清晰，浓集中心位于上营

附近；杉木地一上岗Sn、W、Bi、Pb、Zn、U、Ag综合

异常，呈EW向带状，面积约4 km2，元素异常浓度

分带清晰，浓集中心位于上岗及其以东一带。经查

证，含矿石英脉密布，V4脉全长1 075 rn，连续长约

为812 m，厚0．88～1．74 m，产状203。么77。，两端分

支，矿化强烈，为石英一破碎蚀变岩型钨锡银多金

属矿体。良源上营民窿，伟晶岩沿花岗岩体顶部呈

层状、花岗细晶岩脉上部或其两侧接触带呈脉状分

布，厚<4 m，肉眼可见辉钼矿、黄铜矿。槽探1线

见含钨钼铌钽多金属矿的细粒花岗岩脉，W、Mo、

Ta：O。、Nb。O。、Zn、Pb达工业品位。通过深部追索，

上营一河渡综合异常，ZKl01孔、ZKl02孔于燕山

早期细粒黑云母花岗岩体顶部有规模较大的云英

岩型和白云母钠长石花岗岩型铌钽铷钨多金属矿

体，钼铋稀土矿局部达工业品位。ZK302孔于花岗

岩与上泥盆统天子岭组接触带石榴子石透辉石矽

卡岩中，有厚10余米的矽卡岩型钨矿体。该区有石

英脉型钨锡多金属矿体、石英一破碎蚀变岩型钨锡

银铅锌多金属矿体、矽卡岩型钨钼多金属矿体、云

英岩型铌钽铷钨钼铋多金属矿体、伟晶岩型钨钼多

金属矿体和花岗岩型铌钽铷钨钼铋多金属矿体。

按成矿结构体系所列矿床类型，除斑岩型和隐爆角

砾岩型外，所有矿床类型俱全，即五层楼、群楼、地

下室和地基都有各自类型的矿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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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用成矿系列缺位进行资源潜力评价和矿产

勘查

3．3．1成矿系列缺位

矿床成矿系列是将其“成矿过程作为四维空间

的完整体系，由2个或更多矿床类型所组成，彼此之

间存在内在联系”[4 5|。在一个成矿区(带)划定矿床

成矿系列或在一个成矿亚区(或亚带)划定矿床成

矿亚系列时，前提是彼此存在内在联系，在不同地

区或不同时代的相似地质构造环境中形成的各种

不同成因类型矿床在时空分布上相互制约。各个

矿床成矿系列包含的矿床类型不同，但一个矿床成

矿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矿床类型是一个“组合数”，

称为该系列所涵盖的各种可能矿床类型的“全位”。

如果在类似地质构造单元内只发现2种类型，即可

推测尚有3种类型矿床未被发现，这种“暂时”缺席

类型矿床被称为“缺位”矿床，可作为成矿预测的重

要依据，也有助于评价资源潜力。

3．3．2用成矿系列缺位进行成矿预测和矿产勘查

毕伏科等n阳对河北燕山地区成矿系列进行研

究，提出成矿系列缺位概念，并划分了缺位类型，分

别为空间、时间、类型和成矿元素缺位。

(1)空间缺位预测。该区与燕山期中酸性岩有

关的铜钼铅锌铁金银矿床成矿亚系列产于燕山裂

陷带(Ⅳ)兴隆一宽城拗陷成矿区(V)，赋矿地层为

遵化岩群一红旗营子岩群变质岩系、长城系、蓟县

系碎屑岩一碳酸盐岩，成矿作用主要在燕山早期第

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以Cu、Mo、Pb、Zn、Fe、Au、Ag

为主的斑岩型、接触交代型和热液型，为中生代成

矿体系成矿亚系列，包括小寺沟式、寿王坟式、洒河

桥式、铧尖式、峪耳崖式和长城式。成矿构造体制

为变质基底陆块边缘及滑脱断裂带，有燕山早期花

岗岩和花岗斑岩，围岩为长城系、蓟县系碎屑岩和

碳酸盐岩及太古宇变质岩系。在涞易成矿区，有与

燕山早期中酸性岩有关的铜钼铅锌铁金银矿床成

矿亚系列。过去仅在变质基底陆块边缘发现小寺

沟式、寿王坟式和铧尖式矿床，在其东的滑脱断裂

带燕山早期花岗岩、花岗闪长岩，长城系、蓟县系碎

屑岩、碳酸盐岩及太古宇变质岩，按成矿系列缺位，

还有峪耳崖式和长城式金矿床。经勘查，发现易县

孔各庄和柴厂金矿床，已控中型，远景资源量可达

大型。与峪耳崖式金矿床成矿地质条件相似的龙

关变质基底陆块南东滑脱断裂带怀来县颜家沟一

带，有燕山早期花岗岩和花岗斑岩，长城系碳酸盐

岩。与峪耳崖式金矿床成矿地质条件相似的冷

口一擦崖子中元古代裂陷槽的青龙县二拔子东沟

一带，有燕山早期花岗岩、花岗斑岩，长城系碎屑

岩，应有峪耳崖式金矿床。经勘查，为中型和小型，

远景资源量可达大型。

(2)时间缺位预测。该区印支期由增生型转化

为活动型陆壳，以伸展为主，伴有强烈的岩浆活动，

沿先成EW向构造与NNE向构造复合部位上侵，

有幔源基性、超基性岩，壳源中酸性岩，依次有基

性、超基性一中酸性岩浆有关的成矿物质和成矿作

用，依次由Fe、P、V、Ti、Ni到Mo、Cu、Au，先后有

上述岩浆有关的铁磷钼金矿床成矿系列。经勘查，

在赤城县三道营一带发现金钼矿床，丰宁凤山一带

获得找矿线索。

(3)类型缺位预测。在隆化县北岔沟门矿区，

1：20万水系沉积物As。。、As，。异常规模较大，前者

为Ag—Pb—Zn-Cu-Mo-Au组合，后者为Au—Ag组合。

南西有燕山期花岗岩、花岗斑岩，地层为上侏罗统

张家口组粗安质熔结晶屑凝灰岩、酸性熔岩和碎屑

岩，深部为新太古界红旗营子岩群变质岩。1：1万

激电和1：2．5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圈出8个综合异

常。依据成矿地质条件和岩浆热液成矿作用及其

过程，矿床类型依次为斑岩型一裂隙充填型一蚀变

岩型，矿种依次为钼铜矿一铜铅锌矿一铅锌银矿一

金银矿。查明5号和6号异常为铅锌矿体，4号和7

号异常为铜铅锌矿体，矿床类型为裂隙充填型，已

控铅锌资源量70万t。2号异常钻孔在花岗斑岩中

有二层铜钼矿(化)体，8号异常为银金矿(化)体。

4 结 论

(1)成矿体系最早见于俄文《地质词典》和

Sillitoe R H的有关文章，将其定义为由成矿物质来

源、运移通道和矿化堆积场所组成的自然体系。后

期研究认为主要由岩浆热液成矿、成矿构造体系和

成矿系列演化构筑而成为成矿体系。

(2)成矿体系的新定义包括成矿体系研究的基

本内容，揭示成矿体系形成演化的整体性、统一性、

结构性、复杂性、规律性和循环往复性。

(3)成矿体系应用于成矿预测、资源潜力评价

和矿产勘查，相应有3种思路和方法，分别为断裂网

络+成矿体系、成矿结构体系和成矿系列缺位，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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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点，如矿床新类型的揭示；也各有特色，都取

得了一定成果和新进展。但在理论的精准性和方

法的可操作性却有明显差异，需要深化研究，取长

补短，加以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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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gress 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metallogenic system

ZHOU Ji—yuan，CUI Bing—fang

(Nanjing Center，China Geological Survey，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exploring metallogenic regularities and prospecting deposits，a concept Met—

allogenic System was proposed through studying magmatic hydrothermal mineralization，metallogenic

structural system and metallogenic series，etc．This concept has been endowed with different definitions

and used for prospecting practice，and a large amount of achievement has been made．But there has been

less investigation on when，where and how the metallogenic system started，resulting in existence of some

controversies．This paper proposed a new concept of metallogenic system based on studying and summari—

zing magmatic hydrothermal mineralization to magmatic hydrothermal metallogenic system，metallogenic

structural system to metallogenic system and mineralization series．The definition for the metallogenic sys—

tem reveals its new features．Finally，this study also made prediction for mineralization，assessed potential

of mineral resources，and summaried the latest results and new progress，based on faulting network-met—

allogenic system，metallogenic structure system，and metallogenic system absence．Therefore，this study

will have some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y of mineral exploration．

Key words：metallogenic system；metallogenic prognosis；fracture network；metallogenic structural

system；metallogenic series absence；new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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