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近代地学理论指导普查找矿工作

吴 功 建

根据近二十多年来对地球的调查
,

获得

了大量有关洋底地壳的性质和演 化 的 新 资

料
,

从海底地貌及其几何特征
,

到地震
、

磁

异常
、

古地磁及海底沉淀物的分布等许多新

资料
,

都可以用海底扩张和板块构造的理论

来解释
。

大多数现代构造活动正是发生在板

块边界上
,

而板块边界和大陆一大洋边界已

成为一些主要矿产资源集中的地方
,

也是重

要的地震活动和火山爆发集中的地方
。

一
、

地学中的某些新进展

地壳的双层结构正在失去意义
,

代之的

是上 地 壳 ( v p
: 5

.

5~ 6
.

3 k m s/ )
、

中 地 壳

(V扒 6
·

4 ~ 6
.

7 k m /
。 )

·

和 下
·

地 壳 ( v P
:

6
·

8~ 7
.

k6 m s/ ) , 有些地区虽然还观测 到康

腊面的首波 (几 = 6
.

3 k m / s)
,

但 不 普遍
,

因此
,

地壳内没有全球性的界面
。

地壳内有三个低速层
:

一是 沉 积 盖 层

( V :P 3
·

。~ 5
.

Z k坦 s/ )
,

二是硅铝质花岗岩

带 (饰
: 5

.

s k m s/ )
,

三是麻粒岩 (橄 榄 辉

长岩层
,

V p
: 6

.

2 k m s/ )
,

这是地壳中 的 薄

弱带
,

易被水平应力切开
,

结晶基底可移出

几十到几百公里
。

过去认为莫氏面是一个界线清楚的间断

面
,

速度跳跃可达 1一 l
.

s k m s/
,

现在 有 些

地区观测不到地震莫氏面
,

而是有一定厚度

的速度梯度带
,

或是由高低速夹层互层所组

成
。

以往认为地面高程为零时
,

地壳标谁厚

度为 33 k m
。

.

年青造 山带 地 壳很 厚
,

可 达

40 ~ 7 o k m
,

而中间地块和地槽沉降带 只 有

2 0~ 3 0 k m
。

不仅地壳在横向上不均匀
,

而且上地慢

在横向上也是不均匀的
。

软流圈向岩石圈的

薄弱部位上升
,

是各种岩浆活动
、

构造活动

及板块运动的源头
。

大陆地壳板块构造单元模型型前寒武纪

地盾区
,

岩石圈厚度约 1 4 o k m ;
克拉通区

,

是由花岗岩和绿岩带组成的硅铝带
; 大陆边

缘的中间型地壳带或中新生代褶皱带
、

岩石

圈厚度小于 1 0 0 k m
,

其中山间凹陷
、

盆地
、

裂

谷区
,

可小于 50 ~ 70 k m
。

当岩石圈厚 度 越

薄
,

软流圈越浅
,

地表热流值越高
,

火山活

动和构造活动也越活跃
,

矿产也越丰富
。

大陆边缘构造模型 是指巨厚沉积的地

槽
,

经褶皱而发育成巨型的线状山脉
,

常伴

有地震带
、

火山活动带和逆掩断裂带
,

可以

有多次造山运动
,

矿产十分丰富
。

它又可分

为被动型和主动型
,

我国大陆边 缘 为 主 动

型
。

大陆岩石圈的演化模 地壳经过张力作

用形成地堑
,

然后按以
一

「方式演化
:

地堑一

裂谷一边缘凹陷一地槽一山系一克拉通一地

盾一地堑 (活化 )
。

地壳分而合
,

合 而 分
,

经过了几个造山旋迥
。

此外
,

还出现韧性剪

切带
、

薄皮构造
、

推覆构造
、

滑脱构造
、

叠

瓦构造
、

岩浆房等新概念
,

它们对寻找新的

燃料和矿产资源是有很大经济意义的
。

二
、

地壳类型与找矿

矿产普查工作中要解决找什么矿
、

到那

里去找矿
、

以及用什么方法把矿找出来这三

个问题
。

无疑到那里去找矿是十分重要的
,

板块构造出现以后
,

需要我们补充已有地质

理论指导找矿思想的不足
,

而吸取近代地质

理论去指导找矿
,

从宏观出发重新划分普查

(找矿 ) 的类型
,

以便找出更多 的 矿 产 资

源
。

我们根据矿产产出的地壳类型和与成矿

的关系
,

初步划分成 10 类矿床
:



( 1 ) 大陆稳定区内的矿床
。

大陆稳定

区是地盾和地台区
,

中国有三个古地块
、 `

即

中朝和扬子准地台
,

塔里木地台
。

在沉积变

质岩系中可找 F e 、

C u 、

P b
、

Z n 、

石 墨
、

石

棉等矿床
。

( 2 ) 大陆边缘活动区内的矿床
。

是稳

定区外围的褶皱山系
,

是大陆增生的地带
,

发育有与 S 型花岗岩类有关的 5 11
、

W
、

r l〕
、

Z n
、

稀有等矿产
; 与中性

、

中酸性岩类有关

的 f e 、

C u
、

A u 、

M o 等矿床
。

( 3 ) 大陆边缘沉陷区内的矿床
。

大陆

边缘沉陷区包括大陆架
、

大陆坡和大陆基
。

除大陆架已找到大量石油外
,

后两者的储油

能力也是十分大的
。

由于它有很大的经济价

值
,

所以成为举世瞩 目的矿产普查地区
。

( 4 ) 大陆裂谷系内的矿床
。

多为楔状

岩块下陷
,

随着阶梯状正断层的发育
,

进一

步形成垒堑式断块结构
。

有时由于裂谷的扩

张和下沉
,

往往发生断层和岩块的旋转
,

当

盆地不断下沉时
,

断层倾角越来越缓
,

而出

现滑脱面
。

如渤海湾盆地
,

盆地内有一系列

箕状凹陷或半地堑
,

在盆地内 部 出 现 滑脱

面
。

在盆地内有煤
、

石 油
、

天 然 气
、

泥 炭

等
。

在有的裂谷系内有与铁镁一超铁镁岩类

有关的 C r 、

C o 、

N i
、

V
、

T i
、

F e 、

金刚石
、

稀有金属
、

稀土金属等矿床
,

以及与沉积型

有 关 的 F e 、

M n
、

lA
、

C u 、

bP
、

Z 习
、

H g
、

S b
、

P
、

S
、

盐类等矿床
。

( 5 ) 大陆缝合带上的矿床
。

大陆缝合

带
,

一般发育规模不等的蛇绿岩带和混杂堆

积带
,

代表了不同时期和性质的地壳碰撞聚

合带
。

如内蒙哈尔哈达一西拉木伦河北岸 的

缝合带
、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等
,

均有与蛇绿

岩有关的 C r 、

C o 、

N i
、

铂族矿床
。

( 6 ) 陆内断裂与构造线有关的矿床
。

我国煤田
,

不少受线型构造控制
,

如东北伊

兰
、

河北唐山
、

山西阳泉
、

河南焦作
、

山东

描博以及川
、

黔
、

滇等
,

煤田的分布受北东

向线型构造控制
,

山西大同
、

静乐
、

西山至

汾阳西南煤田的分布则受北北东向线型构造

的控制 ;
双鸭山一线的煤田

、

济南一淮南一

线煤 田的分布受南北向构造 的控制
。

此外如

沿邦庐断裂以及东西向
、

北西向等一些深大

断裂
,

分布有多种金属
、

非金属矿床
。

( 7 ) 与俯冲带有关的矿床
。

我国大部

分是与晚白蛋世安 山一英安岩火山活动或其

后的闪长粉岩类型的小侵入体共生的块状硫

化物矿床和斑岩铜矿床
,

以及接触变质的金

属和贵金属矿床
。

( 8 ) 与岛弧系有关的矿床
。

岛弧系是

金属矿床的主要产地
,

有斑铜矿床
,

A u 一 A g

矿脉
;
火山成因的 P b

一
Z n 一 A g 一 C u

矿 床
,

矽

卡岩矿床
、

汞锑矿床
。

C r 、

N i
、

万 e 和 锰 的

红土矿床分布于海沟中
。

又如印度尼西亚锡

岛屿和马来西亚半岛的含锡花岗岩
。

( 9 ) 海洋扩张中心带的矿床
。

在大洋

中脊
,

由于海底岩浆作用
,

带出 大 量 的 C r 、

万e 、

M 月和 U
,

有时还可能有 uC
、

A s 、

B a 、

V
、

H g和 Z 月矿床
。

( 10 ) 大陆热点的地热矿床
。

如我国北

京
、

夭津等地都有热点显示
,

可做为地热资

源
。

至于东南沿海及西藏等地的热点则只是

与俯冲带有关的
,

而不属大陆热点
。

由于上述矿床属于不同的地壳单元
,

它

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
,

地质情况也各异
,

使用的方法也就不同
。

三
、

现代普查的基本出发点

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中
,

一直在探索

地球的起源
、

发展和演化
。

、

当人们承认地球

是维持人类生命
,

能提供一切物质的源泉之

后
,

才认识到了解地球和人类生活水平之间

有着直接的关系
。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和技术的发展
,

对矿物燃料 (包括放射

性燃料 )
、

地热资源
、

金属与非金属以 及 农

肥等的需求量也不断增长
,

要求不断提出矿

产资源的后备基地
。

因此需要加速普查
,

改

善 目前普查的状况
,

现代普查应从以下基本

出发点去考虑
:



眼德河地区发现了新的石油远景区
,

在老地

层 下找到了含油层
,

在南非已开 采 金 矿 深

处
,

于推覆体下又找到新的金矿
。

比利时
,

在 5。。。米深的钻孔 中
,

发现前石炭纪构造中

有高达几百米厚的醉堆积物
,

促使人们寻找

深部夭然气和开发地热的兴趣
。

( 4 ) 利用数学方法进行矿 产 资 源 预

测
。

在矿床普查中应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

机方面
,

、

国内外已做了不少工作
,

最多的是

矿产资源总量预测
,

其方法以统 计 方 法 为

主
,

这是由于地质因素的各种参数
,

可以看

成是随机分布的
。

然而我们有时用确定的模

型去概括地质现象
,

可能得不出 预 想 的 结

果
,

对地下矿产资源进行预测
,

如采用模糊

数学的概念去处理
,

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

总之
,

为实现我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

番以及为进入下一个世纪经济的持续发展和

迎接新的技术革命
,

需要准备更多的矿产资

源产地
。

为此我们必须开拓新思路
,

采用新

理论
、

新方法
,

把我国的普查工作推向前进
。

嵌本文经王荃高级工程师审阅
,

并提出

宝贵意见
,

特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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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积极采用和推广新技术
。

在普查

中采用物探和化探方法之后
,

已取得了很大

的成就
。

近十余年来
,

普查工作吸收了各个

领域的新方法和新技术
。

据李世明报道
,

美

国达拉斯一家石油开发公司
,

在直升飞机上

安装一种传感装置
,

来探测烃是否存在
,

以

此作为对有远景的地区进行普查的第一步
。

利用某一特定频率的微波扫描
,

凡是碰到地

表运动微波的烃分子都会发生荧光
,

放射出

频率极低的微波信号
,

不仅能探 明 烃 的 存

在
,

还能了解其含量的大小
。

到 目前为止
,

每探测到一个强信号
,

一定能钻探到相当大

储量的石油和天然气
,

在已打成的所有油气

井中有75 %具有商业开采价值
。

采用气相色

层分折测定其中所含甲烷
、

乙烷
、

丙烷和丁

烷的比率
,

就能预测出将发现的是石油或天

然气
。

( 2 ) 多学科的广泛合作是现代普查的

标志
。

由于地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物理
、

化

学和生物体系
,

所以普查中除已实行地质
、

物探
、

化探
、

探矿工程四结合的综合地质普

查外
,

还应更加广泛地应用基础学科
,

如数

学
、

物理学
、

化学和生物学得出的结论和新

知识
。

( 3 ) 地表研究与深部研究相结合
。

我

国东部地区地质工作程度相当高
,

易找的矿

已不多见
,

今后主要是寻找盲矿体
。

而找盲

矿必须在加强地表研究的同时
,

结合深部的

探测工作
,

才能使找盲矿的任务得以实现
。

填

制可钻探深度的立体地质图
,

将是十分必要

的
。

美国哈伙和卡尔特克的地球物理学家声

称
,

他们已完成了深达 1 8 0 0英里的地球内部

结构三维图
。

苏联结合不同类型的地壳和莫

霍面的起伏与矿产分布的空间关系
,

划分了

成矿省和成矿预测区
,

对找石油
、

煤
、

铅锌

多金属
、

钨锡
、

汞锑
、

金
、

钾盐
、

金刚石等

矿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美国 CO CO R P 用大

陆地震反射剖面法研究地壳的细结构
,

了解

推复体下面的隐伏矿产和燃料资源
,

如美国

《中国岩溶》征订启事

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
,

便于订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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