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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一轮的矿
一

产普查已经开始
。

在争

取地质找矿工作重大突破过程中
,

随着找矿

难度的增大
,

重视和加强理论找矿
一

将是今后

的一大重点
。

本文是对
“
层控矿床

”
理论中

某些问题的探讨
,

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或兴

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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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r a t i f o I Tn O O r e d e p o s i t s ”

原文直译为 《层

控和层状矿床手册 》 ,

我 国出版该 套 书的译

名为 《层控矿床和层状矿床 》 ) 是 目前系统

介绍该类型矿床的权威理论著作
。

它是 10 多

年来对众多典型矿床进行深入细致工作
,

加

上大量新技术
、

新方法和手段直接运用于矿

床研究的一 个总结
。

其中的某 些 结 论 和认

识
,

在地质找矿工作中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

义
,

在一定时期内开创了找矿 工 作 的 新局

面
。

奥地利
、

爱尔兰
、

法国
、

联邦德国等分

别运用
“
层控

”
理论在 60 ~ 70 年代找到 了

一

些矿床
,

我国一些地方用以指导工作后
,

也

使原来认为
“

小型
”

矿床扩大为大型甚至特

大型矿床
,

使 一终濒 干关闭的矿山乖新焕发

了青春
。

但是
,

也 应 该 看 到
,

在运用
“
层

控
”

理论指导矿床的普查勘探工作中
,

如
一

果

不充分了解本地区的客观地质规律
,

忽略地

质信息
,

照搬现成模式进行工作
,

将会事倍

功 半甚 至一事无成
、

造成浪费
。

笔者理解的
“
层控矿床

”
( S七aI t “ 一了, 。 u n d

。 r e d e p o is t s ) 的含意是
:

不包括 典 型的沉

积矿床和层状侵人体内部典型的岩浆矿床
,

其形态
、

规模和边界严格受到某一具体地层

层位或其中某些岩性控制的一类矿床
。

“

层控矿床
”
是包括众多矿床的一个大

,

类
,

从整个这一大类矿床来看
,

是符合涂光

炽等总结的
“

多成因
、

成矿物质多来源
,

成

矿过程多期次及成矿方式的 多 样性
” 。

笔 者

认为
,

在研究具体的某一矿床时
,

就不能简

单地用一个
“

多
”

字去 解 释 有 关问题
。

另

外
, “
层控矿床

”
的控制地层也没有一个量的

概念
,

现阶段看来似乎可以大到一个地质时

代的全部地层
。

所以
,

应将矿床的大类与具

体类
、

总体
一

与个别
,

区域与局部等之间的特

协 、勺 V沪沪沪沪沪六铲户八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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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硫酸钠矿床的具体特征
,

笔者

特提出以
一

}; 几点找矿意见
:

1
.

在现代卤水湖型芒硝矿 床 之深部
,

要注意寻找沙 下湖型芒硝矿床
。

山西运城界

村沙 F湖艺硝矿床和内蒙达拉特旗巨大型沙

下湖芒硝矿床的发现
,

都提 出 了 有 力的例

证
。

2
.

在中国东部白坚纪和第三纪 的 红层

盐盆中
,

应 与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相结合
,

继

续发现更多的与岩盐共生的钙芒硝矿床
。

3
.

在中国西南地区要注意 在 晚 侏罗世

和 自坐纪地层 中寻找大型和特大 型 岩盐
一钙

芒硝矿床
。

d
.

在中国东南地区
、

西南地区 特 别是

西南地区的古钙芒硝矿床区要注意寻找浅层

地
一

F硝水矿
一

床
。

( 化工部化学矿产地质研 究所 )



殊关系进行详细研究
,

找出共中的异同
,

裸

出正确的结论
,

以对矿床普查勘探工作产生

有力的促进
。

如果不分主次
,

不分先后
,

笼

统模糊地去认识矿床成 因及富集规律
,

最终

将得不出令人信服和满意的结论
。

员然这样

的结论表面肴来似乎对各地质因素及 相互间

的关系都有 otIJ 述
,

面面俱到不可取舍
,

实际

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

在运用
“

层控
”
理论指导矿床的

一

普查勘

探工作时
,

确定矿床的成矿时代非常重要
。

许

多
“

层控矿床
”
的矿石矿物与围岩的形成年

龄出入很大
,

所以不能将矿体与围岩简单地

理解为同生
、

同期
、

同成因
。 “

层控矿床
”

受地

层控制
,

然而地层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

在同

一地质时代内形成的地层应是一套岩石 (层 )

的组合
,

它除了有成层特征及可能的古生物

标志外
,

还 可能发育有火山岩
。

根据围岩性

质来理解矿床成因很难免不会发生问题的
。

在解决成矿时代问题时
,

要严格区分成岩与

成矿的时间概念
,

当然不排除二者同步的可

能
。

笔者认为
, “

层控矿床
”

中的所 时 犷源

层形成时代不能算作成矿时代
,

而成矿时代

应根据形成工业矿床的地质作用所发生的时

代来确定
。

因为
“

矿源层
”

可以位于矿床
_

仁

下左右的任何部位
,

其有用组分含量
一

与我们

所理解的工业矿床的概念相去甚远
。

草些 获

作者在讨论
“

层控矿床
”
的物质来源时

,

过

多地强调同生沉积的
“
矿源层

”
而忘记了前

述
“
多

” ’

多的含意
。

四

从根本 七讲
, “
层 控

” 一词 不具成因意

义
,

它是对矿床在宏观
_

L所体现出的与地层

间依存关系的一个概括性描述
。

它在一定程

度 上说明了矿床的形成 过程中
,

地层和其中

的某此岩性是 一个重要的地质条件
。

这些地

层和岩性对矿床的规模
、

贫富等起着重要的

控制作用
,

但矿床形成的主因还是成矿地质

作用
,

所谓
“

层控成因
”
一词是不科学的

。

五
“

层控
”
理论在区域地质找矿工作中发

挥了战略威力
,

启迪人们对已有矿床的重新

认识
,

扩大其储量和远景
。

要做到这些
,

笔

者认为在具体工作中要正视客观地质条件
,

认真研究问题的牛寺殊性和复杂性
。

矿体与围岩
、

岩浆活动
、

变质作用等之

间的关系
,

矿
`

体的形态
、

产状等问题都应充

分注意和认真研究
。

不能将地层 (或岩性 )

对矿床的控制理解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

应

找出其内在联系
,

这对矿床成因及物质来源

的探讨无疑是有帮助的
。

由于
“

层控矿床
”

的矿体形态和产状复杂
,

因此在对一此
`
i川

岩 (地层 ) 产状
几

不协调的脉状
、

馥状
、

串珠

状等矿体进行勘探时
,

必须 具体情况 具体分

析
,

不能一味按汾层追索
、

顺层控制的思想

布署勘探工程
。

此外
,

某些
“
层控矿床

”
是

受地层 中一些不连续的特殊岩性控制
,

共找

矿的第一 目标就应是这些不连 续 的 特 殊岩

性
,

否则找矿效果和经济效 益 是 不 会理想

的
。

虽然
“

层控
”

理论中存在 一刁些问题
,

担

其较强的生 命力是不容忽视
。

随 着 矿 床 地

质工作的不断发展和新资料的不断积累
,

将

不断丰富和完善这 一矿床学理 i仑
,

使其在矿

床
一

普查勘探 毛作中发挥出更加具体的指 导作

用
。

( 四川省地护 局二 O 五地质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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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长远意义
,

是指 正确处理好矿业 与农业
、

林业
、

水土保持等方面的关系
,

使之得到 价

期协调的发展
,

也就是理顺开发矿业与环境

保护的关系
,

井把群众的采矿热恃引向集体

化经济的道路
。

矿管
一

L作 目前仅仅是开始
,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

我们要在今后的实践中

不断探讨
、

不断前进
、

不断有所作为
,

从而

为实现我国的矿业不断发展
,

环境不断改泞

作出贡献
。

( 福建地矿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