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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美国矿产预测工作概况

吴 承 栋

( ` ) 矿产预测工作以中
、

大比例尺矿

产预侧为主
,

主要进行非总合性的矿产预测

美国矿产资源评价工作主要是由政府有

关部门进行的
。

80 年代前后美国地质调查所

执行了一项国家矿产资源评价计划
,

直接负

责国家公共上地和其他土地 的矿 产资源评

毋
。

该计划包括
: 1 )大比例尺研究 (大于 l/

25 万 )
,

目前主要是对土地管理局 所管辖的

地区进行矿产调查
;

2) 开展 1
’ x Z

。

图幅 ( l/

2 5万 ) 或类似规模地 区 的 研 究
,

由地质学

家
,

地球化学家
,

地球物理学家和矿产经济

学家开展多学科研究
; 3) 开展比例尺 1 / 2 5万

到 1八 0 0万的研究
,

主要利用已出版 文献资

料
,

但也开展少量野外工作
。

与此相适应
,

还执行了多个具体的矿产资源评价计划
,

如

美国本土矿产资源评价计划
,
美国太平洋沿

岸山系自然森林保护区矿产评价计划 , 美国

大陆中部矿产资源评价计划
,

以及对美国东

海岸的中生代盆地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

80

年代初评价资源项目 (涉及 31 个洲 ) 已达 80 0

个
。

从计划执行情况来看
,

主要进行中
、

大

比例尺
,

非总合式评价
,

即要以一定概率确

定所评价区内的矿床个数和位置
、

矿石质量

和数量
。

70 年代末进行总合式矿产评价 (只

对资源总量做出估计 ) 时所推荐的某些区域

矿产评价方法 (如区 域 价 值法
、

体积估算

法
、

丰度估算法等 ) 已较少使用
,

代之的是

在定性预测基础上开展定量预测
。

(二 ) 区城成矿环境类比法和矿床模型

法是进行矿产预测时所使用的主奥方法

美国目前进行矿产预测评价时所使用的

方法
,

有地质类比法
、

主观概牢法和多元分

析法
,

以地质类比法为主
。

:
地质类比法主要采用区域成矿环境类比

法和矿床模型法
,

所使用的矿床模型主要是

地质描述性模型
、

地质成因模型和品位矿量

模型
,

一

其次是产出概率模型 (预侧给定地区

矿床产出概率的模型 ) 和定量生成过程模型

(定量描述与矿床形成有关的某种作用的模

型 )
,

综合性多因素预测普查模型 的 建立和

应用尚不普遍
。

近年美国建模工作中特别强调查明典型

矿床产出的区域地质背景
,

以识别和查明可

能存在的
、

有利于矿床产出的地质环境
。

如

采用成矿地质环境类比法
,

研究了美国东部

盆地后认为
,

东部盆地具有与苏联产有铂
、

镍矿床地区相似的地质环境
。

在美国
、

加拿大较受重视的还有多元分

析方法
,

包括多重回归
、

判别分析和因子分

析
。

据称
,

按照这个方法建立的计算机程序

系统可解决
:
利用多重回归法 (最小平方模

型 ) 评价储量
;
编制预测矿床预期概率数量

图 , 建立评价矿床赋存概率的逻辑模型
;
定

量评价所研究区的预测资源
。

进行区域矿产评价的` 般程序是 :
_

全面

收集和综合研究有关资料 , 建立区内典型矿

床模型和 (或 ) 选择合适于研究区的矿床模

型
,
编制成矿规律图和预测图

, 比例尺以 l/

5万 、 1 / 1 0万为主
, 以矿床模型为 基 础提出

的成矿地质环境特征和有关预测标志
,

圈定

不 同等级远景区
;
在定性预测基础上进行定

量预测
,

包括根据矿床模型
,
特别是区城成

矿环境类比法预测区内可能有的矿床类型
,

采用与标准区对比法按类型估算矿床数 (将

标准地区矿床密度 x 研究区面积
x
相似程度

概率 )
,

利用品位一矿量模型估算各类矿床的

品位和矿量
, 用计算机模拟方法 (如蒙特卡

罗模拟 ) 来估算各类金属的总量
,

如有可能



还要求利用勘查模型
、

生产模型
,

并考虑其

他有关因素 (如结合当地商业和税收气候建

立的经济模型 ) 对资源进行经济评价
。

(三 ) 人工智能预测系统已开始进人实

用阶段

美国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研制用于矿产预

测的人工智能系 统
,

并 命 名 为
“

勘探者 I

号
” ,

该系统主要是以矿床的描述 性 模型为

基础建立的
。

但由于使用费用高
、

易造成误

用
、

库存模型有限以及未涉及空间关系等原

因
,

使用很少
,

满足不了预测和评价矿床的

荞求
。

80 年代中期以来
,

在
“
勘查者 I 号

”
的

基础上
,

又研制了
“

勘查者 n 号
” ,

并成为80

年代末帮助地质学家查明可能出现矿床类型

的一种全能的交互性的知识库系统
。

该系统

由三部分组成
:

经验和知识的标堆文件 (知

识库 )
,

主要是矿床的描述性模型 ;推理驱动

系统 (进行知识判断 ) ,接口 (介于使用者和

计算机之间 )
。

目前推理驱动部 分 使用的大

部分机理都是极其初级的
,

只能进行简单条

件的计算或统计计算
。

从费用看
,

推理驱动

系统通常占预算费用的百分之几至百分之十

几
,

用户接口占预算费用的一半以上
。

与
“

勘

查者 I 号
”

相比
,

有以下三点改进
: ( 1) 表

示矿床模型的系统已由以规则为基础转变成

以体系为基础 ( 2 ) 增加新模型和修改现有

模型时采用了以矿床为基础 (代替以模型为

基础 ) 的推理
,

这样可以把地质环境的描述

与矿床模型或单个矿床相比较 ; ( 3) 从同地

质学家的问答式对话发展到依靠图示的人机

相互性对话飞主要是引进了编目处理机和使

用了 目标定向程序技术 )石 目前该 系 统的知

识库已包括了86 个矿床模型和
J

1 40 多个矿床

的资料
。

不久前
,

美国 地 质调 查所已在缅

因
、

新罕布什尔
、

佛蒙特
、

新墨西哥和阿拉

斯加等州进行区域矿产评价时使用过
“

勘查

者 11 号气 结果是识别出了原未认 识 到的矿

床模型
,

查明了一些需进一步研究的具体靶

区
,

发展了特定矿床类型的鉴别标志
,

但该

专家系统至今尚未解决准确度问题
。

( 四 ) 大力加强了与预测隐伏矿床有关

的甚础性和理论性研究工作

80 年代美国地质调查所执行了一项题为
“
开发评价技术

”

的全国性计划
,

来开展有

关矿床系统的成因及其地质
、

地球化李和地

球物理表现方面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该计划

的目标是发展可改善识别和评价矿产资源潜

力的理论和技戚 为此
,

该计划支持一项旨

在了解矿床是如何形成的
、

广泛的多学科野

外和实验室研究工作
,

还用来圈定矿床的新

技术研究
、

进行区域矿产资源评价新方法的

研究工作
。

此外该计划还开展了三项多学科

研究工作
:

( l) 浸染状金矿床 ; ( 2) 有机质

在成矿中的作用 , ( 3) 多金属硫化矿床的形

成
。

/

近年来为开展隐伏矿床预测进行了本量

基础性研究工作
,

如美国调查所正在发展能

圈出隐伏在盆地巨厚沉积物下面的潜在矿化

区的手段和概念
,

并已根据区域性资料的解

释编制了出露的和隐伏的侵人 体 的 初 步图

件石 对美国中部和西部为断裂所限定盆地的

地下几何形态进行了地质和 地 球 物理分析
(方法是分析地质

、

地球物理
、

地貌和测井

资料 )
,

以便为在北美西部盆地和
、

山脉掩盖

区进行资源评价提供有关的基础地质信息
。

在内华达州
,

根据重
、

磁研究结果
,

并结合

对地形图
、

地质图和钻孔资料的分析
,

推断

了在新生代盖层下的构造和岩性以及隐伏岩

体
、

埋藏较浅的第三纪火 山岩区以及出露的

和隐伏的可能热液蚀变区等
。

美国地质工作

者 (如 J
a n

.

库廷纳等人 ) 还利用剩 余重力

图
、

区域重力图以及磁测和地震资料分析了

美国西部的深部控矿因素
,

结论是采角不同

波长截取长度 ( 2 5 0公里
、

6 2 5公里
、

1 0 0 0公

里 ) 编制的剩余的和区域性的重力图件
, 、

可

提供分析深部控矿因素的重要手段
,

特别是

在配合使用磁测和地震资料时
,

由这项研究



所查明的弯形隆起
、

构造交切结和东西向构

造在预测和选择靶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

(五 ) 共
,

苏两国矿产预测工作的简单

比较

1
.

80 年代以来
,

美
、

苏在矿产预测工作

方面有趋同趋势
,

如都进一步加强了预测在

矿产勘查中的作用 ; 矿产预测工作以 中
、

大

比例尺预测为主
,

主要进行非 总 合 式预测

(以一定概率确定所评价区矿 床 个 数 和位

置
,

矿石质量和数量 ) ;
在预测方法上都强调

应主要采用区域成矿环境类比法 (建造分析

方法 ) 和矿床模型法开展预测以及要注意研

究和选用与预测区规模
、

研究程度和预测对

象相适应的预测普查标志和方法
,
强调应在

定性研究基础上开展定量预测
,
大力开展了

与预测隐伏矿床和深部矿床有关的基础地质

研究和技术方法研究工作
; 发展和使用了以

矿床模型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系统等
。

2
.

美国的中
、

大比例尺矿产预测工作多

是在取样
、

路线调查和其他工作量极其有限

的情况下
,

主要对现有各类资料进行详细研
、

究的基础上进行的
,

与苏联 1 / 20 万和 1 / 5万

地质测量时所做的类似研究相似
,

但投人的

野外工作量要比苏联少得多
,

有关预测区远

景程度的结论在更大程度上是根据地质认识

做少的
,

而不是根据普查取样结果
。

但相应

所用费用比苏联少得多
,

预测深度一般为 1

公里 (苏联某些地区为 2公里 ), 预侧图图示

语言简单
,

用等级形式反映的是预测结果
,

所有其他资料表现要比苏联少得多
。

3
.

美
、

苏两国都强调预测和 寻 找大型

和巨型矿床
,

但在用传统预测方法能否找到

巨型矿床和为预测与寻找巨型矿床
,

在当前

地质研究程度条件下
,

应重点开展那种比例

尺的矿产预测问题上
,

美国和苏联均未取得

一致意见
。

4
.

鉴于在 90 年代美
、

苏都面临主要找隐

伏矿和深部矿的新形势
,

因此他们都大力加

弧了与预测和寻找隐伏矿和深部矿有关的基

础地质研究工作
,

如苏联 70 年代就根据裸部

臻测的濡要提出了立体地质填图的要求
,

80

年代又把这项工作与研究地壳深部的超深钻

计划
、

矿区深钻计划以及深部地球物理研究

结合了起来
, 1 9 8 9年又出版了 《深 部 地质填

图中成矿预测研究 》一书
,

对深部地质填图中

开展成矿预侧所需资料及方法提出了规范性

参考资料
。

与苏联相比
,

美国这方面的工作

远不如苏联系统全面
。

我国目前在许多地 区

已经面临着找深部矿和隐伏矿的严峻形势
。

因此
,

为了进一步提高预测和找矿效果
,

在

重点成矿区 (带 ) 开展深部地质填图和与获

取深部地质信息有关的基础地质和地球物理

研究工作
,

已经是二件迫在眉捷的势在必行

的事
。

( 中国地质犷产信息研究院 )

户 、 尸、 碑 , 户 , 甲曰勺尸` 尸、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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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届全国优质农产品 展评 会 上
,

战胜广西沙田

柏
,

而获得全国同类桂冠
。

现在玉环全县种植面积

达 3万余亩
,

经济价值高
。

以解放塘文且场为例
:

树定植后 4年投产
,

结果第一年亩产 51 8斤
,

第二年

1 2 5 9斤
,

第三年2 75 9斤
,

第四年亩产达3 0 00 斤以

上
,

树龄 12 至 1 5年进入盛果期
,

一般亩产稳产在

4 0。。斤左右
,

盛果期长达 6 0年以上
。

据资料记载
,

有一株抽树 91 年
,

结果 62 4个
,

重约 1 8 00 斤
。

以目

前市场价每斤 1
.

5元
,

按亩产 3 0 00 斤计
,

价值4 6 00

元
。

是经济效益极好的作物
。

通过研究土城中和叶

片中含氮
、

磷
、

钾
、

微量元素 B
、

cu
、

M g 等高的
,

产量多
、

果实大
,

尤其土坡中含钾高
,

裂果率低
。

.6 成都地质斌产研究所
,

对涪陵榨菜头生长的

地质背景研究
,

找到侏罗系的砂质泥岩衍生土为榨

菜的宜种地区
,

使榨菜增种1 00 万亩
,

当地 发展榨

菜加工厂 14 家
,

大幅度增加了菜农收人
。

( 王淑华 供稿 )


